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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灵岩心语

一一方方石石砚砚
赵福平

在今天张夏街道境内有座
馒头山，此山不峻，但科研价值
极高，只因这个地方在亿万年
前是一片海底世界，后来这片
海底世界受地球地壳活动的影
响，慢慢抬升起来，再经过沧海
桑田般的变化就成了现在这座
馒头山了。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都明
白是怎么一回事的，对，这座山
上有无数的古海洋动物化石。

去山上看看山貌，捡拾一
块有化石的石头就成了我的一
个愿望。但从春忙到秋，从热忙
到冷，一年又一年，由于种种原
因，这座距离不太远的山头，竟
一直没有成行，实在有些遗憾，
也实在有些不甘。

我的一位朋友小尹就住在

馒头山的山脚下，知道我的心
思后，满口答应送给我一块带
有化石的石头，听后直感动的
我欣喜若狂。

一段时间过去，我收到了
小尹兄弟送给我的这块石头，
原来是一方简洁古朴的石砚。

这方石砚的面积足有一个
成年人的巴掌大小，上宽而下
窄，重约一斤一两，质地为碳
酸钙石灰岩青石，造型无华却
敲击如磬，色不艳丽却古朴有
加。而这方石砚最大的特点就
是墨池下方的三叶虫化石了，
形如燕子，也有人把这种化石叫
做燕子石。

尽管无声，但这是亿万年
前生命的浓缩凝固；

尽管不动，但这是碧波荡
漾大海的无尽涛声。

由此可见，这方看似有
点 笨 拙 的 石
砚 尽 管 不 能
和 那 些 雕 制
精美、质地珍
贵 的 砚 石 相
比，但凝固在
上 面 曾 经 的
生 命 却 让 我
更 加 肃 然 起
敬。

现 在 生
活的快节奏，
注 定 用 不 着
书 写 的 软 笔
了，但我只要
读书，就一定
会 把 这 方 石
砚 派 得 上 用
场，不用研磨
但 可 用 来 压
书 ；不 用 盛
墨，却可用来
把玩。

感 谢 小
尹 兄 弟 的 热
情，珍惜石砚
上 永 驻 的 生
命。

陈莹

立秋之后，天气一天比一
天清朗滑润起来。正所谓秋高
气爽，时令是不会瞒哄人的，
但气候会影响情绪，人在心情
愉悦之时，往往乐于遐想。与
秋天有关的一些趣事，开始浮
现于我的脑海。

无论瓜果梨枣，还是花鸟
鱼虫，秋季无疑都是一年当中
最丰盛、最繁茂的时节。然而，
对于以前农村的孩子们来说，
若评选秋天最好玩最难忘的
事情，莫过于捉“水牛”和吃

“烧烤”。
捉“水牛”。此“水牛”非彼

水牛，乃是一种会飞的昆虫。
其形体介于蜻蜓与蚂蚱之间，
但比蜻蜓身子短，比蚂蚱体形
肥。“水牛”通体黑色，长牙如
钳，平时难觅踪影，多在绵绵
秋雨中出现（这大概是“水牛”
得名的主要原因）。玉米追施
过化肥，青纱帐迅速蹿到一人
多高，此乃“水牛”活动最频繁
的时节。如逢连天阴雨，有些
庄户人就会戴上草帽，披上蓑
衣，或者头上顶一条化肥袋
子，或者身上搭一块塑料布，
甚至直接光头裸身，纷纷跑出
家门，奔向田野。

田边地头，乡间小路，山
坡峪沟，“水牛”成群结队，如
约而至，如一架架低空战斗
机，嘤嘤嗡嗡，上下翻飞。面对
这一壮观景象，不光是小孩
子，大人们往往也按捺不住亢
奋，争先恐后，紧跑慢赶，进入
战时状态。

我亲眼所见，大勇挥舞草
帽，辗转腾挪，一个个飞临头

顶的“敌机”噗啦噗啦落地，很
快装满了罐头瓶子；拴柱专捉
停落在草尖上和水洼里的“水
牛”，扔到铁皮盒子里刷拉拉
作响；腿脚麻利的“兔子三
儿”，截获的战利品最多，他用
长长的麻线将“水牛”穿起来，
像一挂挂黑皮鞭炮，亦像一条
条墨染的长鞭，提在手里，尾
梢拖地，扑扑楞楞扭动着，着
实有趣。

雨渐渐停了，“战区”内的
目标几乎悉数被俘。大家说说
笑笑，各自归家。除了留几只
壮硕的“水牛”供孩子们游戏
之外，其它活蹦乱跳的“战俘”
被倒进盆中，用开水烫过，简
单腌制一下，或在锅里油炸，
或用鏊子生煎，粗陋的飞虫顷
刻变成乡间美味。尤其是那些

“母水牛”，一咬一包籽儿，口
感强似煎蚂蚱和炸知了龟儿，
格外解馋，过瘾得很来!

晴天时，我们经常疯跑着
扑蜻蜓。蜻蜓蜻蜓飞，前面有
草堆；蜻蜓蜻蜓落，前面有草
垛。除了追逐的那一小会子快
乐之外，扑获的蜻蜓毫无用
处，哪能与“水牛”的“食用价
值”相比呢 !“水牛”飞“水牛”
落，给农家百姓的苦日子增添
了生活的味道和情趣。每逢此
时，有的农家院里甚至会飘出
淡淡的酒香，伴着袅袅炊烟弥
漫开来。古朴的乡村啊，便沉醉
在梦幻般的蒙蒙雨雾之中了!

吃“烧烤”，可是比偷瓜
摸枣、逮鱼捉虾更有吸引力
的活动。

秋收的日子临近，胜利果
实触手可及。为防止阶级敌人
破坏和唯利是图者“偷青”，生

产队开始组织“护秋”。这可不
是故弄玄虚，妇孺皆知的少年
英雄刘文学，就是与偷集体辣
椒的老地主搏斗，被活活掐死
的。护秋的人员，大都明事理，
爱集体。白天一般由妇女或半
大小子（半劳力）在坡里巡逻，
晚上则就地搭起秫秸窝棚，安
排青壮民兵（整劳力）轮值。

我的同学振星，上到小学
三年级，即辍学回生产队挣工
分去了。一个毛孩子，被安排
最多的活计，就是巡坡。我和
其他同学，经常在放学后去坡
里找振星玩。这天下午，地里
恰好没有其他社员，振星神秘
兮兮地领着我们，来到一处矮
矮的土崖跟前，拨开一抱乱
草，露出了一个葫芦大小的窑
洞。洞里洞外被柴火熏得黑糊
糊的，应该是不止一次用过
的。他熟练地往洞里塞进几把
树枝杂草，在上面铺排一层新
拔的花生、毛豆，又掰了两个
鲜玉米棒子压上，随后掏出火
柴点燃了柴草。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过
的“烧烤”，是最原始、最亲
近、最接地气的“火烧火燎”
啊！同学们围着一堆半生不
熟的“美食”，鬼鬼祟祟地狼
吞虎咽，一个个都吃成了“胡
子嘴”、“花脸猫”，体验了偷
食禁果的刺激，感受了前所未
有的开心。

现代都市里，遍布着那么
多大大小小的涮烤店、烧烤
摊，空气中成天弥漫着挥之不
去、令人窒息的油烟味道。可
是，熙熙攘攘的食客们，还有
谁能吃出那种心荡神摇的感
觉来呢？

秋秋天天记记趣趣

葛莺歌唱晚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
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
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
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
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

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
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
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
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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