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国宾
走出乡村，记忆中总会留下什

么。我最忘不掉的，便是乡村的戏事。
在乡下，戏事是一个挺大的事

儿。乡亲们天天在地里耕作，空闲时
间最佳的娱乐方式便是听戏。我们家
乡人称为“唱大戏”，规模再小也都叫
大戏。到了晚上，戏台上的鼓乐齐鸣
和悠扬唱腔让乡村的夜色一下子有了
别样的美丽。

因为我们村里就有个戏班子，所
以乡亲们常常有戏看，日子也过得热
闹。外村人称我们村为戏村，也常跑
过来过戏瘾。我们村不算大，会唱戏
的却不少，嗓子一亮，人人都说好。
戏班子里的人都是种田的农民，但他
们又颇有些功底。晚清时村里好多人
爱唱戏，还出过几个名角，方圆数百
里都很有名。这样世代相传，我们村

还真称得上戏村，连小孩子也能唱上
几段；哪怕在田地里劳作时稍微休息
一会儿，也有人扯着嗓门唱。

春季戏事最多，一场赶着一场。
地里没了农活儿，乡亲们有了闲空
儿，村子里就好戏连台。有时，戏班
子不用花钱到别处请，村里几个人一
商量，拉起场子就是一台戏。别看村
里人整日泡在泥土里，唱戏的水平却
不低，做、念、唱、打，都有些底
子。只是乐队简单了些，只有板胡、
二胡、三弦和锣鼓，但伴奏起来挺有
气氛。

乡亲们对台上的唱腔听得惯，花
花绿绿的戏装和道具看着也过瘾。村
东头空地上，像模像样的戏台没有，
只筑个高台、搭个天棚，用布幔围起
来，一个个戏迷就找到了组织找到了
家。看戏的大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当

然还有小孩子——离开戏还早呢，就
急急忙忙搬了凳子到戏场去占地儿。
晚饭一过，村里人成群结队地赶到
戏场，十里八村的人也往这儿赶，
那叫一个热闹！还有不少百里外的
戏迷提前住到近处的亲戚家，只想
好好过把戏瘾。

戏台前人头攒动、灯火通明。三
通锣鼓后，大戏正式开演了。《秦香
莲》最动情，观众在台下也跟着一下
一下抹眼泪。《精忠报国》 动人心
魄，民族英雄岳飞浩然正气、铮铮铁
骨，令观众无不心生敬仰。《穆桂英
挂帅》每年都会应邀重演好几遍，每
次演出都让乡亲们充满豪情。对于我
们这些顽童，最爱的当属 《大闹天
宫》。孙大圣金箍棒一耍，我们的眼前
就是一片金色的小星星……鼓乐、唱
腔，乡村戏台上的戏曲把乡亲们的魂

都勾了去！
戏班子在台上的成功演出让演员

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
事情。有个演员到外村串亲戚，半路
上突然被一伙人拦住他就往回赶。
这伙人说，看戏时曾见他演过秦
桧，所以死活不让他进他们的村。
一个叫孙涛的演员因为演过玉面小
生罗成，所以很讨女性戏迷的喜
欢，后来就有一个模样俏丽的外地
女子找上门来非要嫁给他。那姑娘一
次次跟着孙涛走村看戏，着魔似的迷
上了剧中人物小罗成，也着魔似的爱
上了演员小孙涛。两人最终因戏结
缘，也算是一段佳话。

巴掌大的村庄除了种庄稼就是戏
事，乡亲们的日子过得颇为滋润。虽
然走出农村很多年，这样的乡村戏事
我却怎么也忘不掉。

乡村戏事

■舒 航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

对于我来说，夏是属于声音的季
节，雨声、蛙声、蝉鸣，这些低吟
浅唱让夏天美得像一首诗。

夏日的雨声悠扬婉转。记得小
时候和小伙伴在外面玩耍，突然听
到雷声阵阵，随之雨点纷纷落下。
我们跑到屋檐下躲雨。每一滴雨都
是自然界的音符，落在屋顶，敲出
极富韵律的乐章。雨点在空中碰撞
着，我们都陶醉在那美妙的旋律
中，心也像被雨水洗涤过一样清
新。不知是哪个小伙伴带头唱起了
歌谣：“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
推开波浪……”欢快的歌声与跳跃
的雨声夹杂在一起，非常动听。歌
声停了，雨并没有停，它们“哗啦
啦”地下着，路边的老人戴着斗

笠、披着雨衣开心地笑着。因为这
雨滋润了庄稼，将会迎来五谷丰登
的好收成。

夏日的蝉鸣清脆爽朗。下午的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宁静的房间，我
安静地坐在书桌前读书。突然，一
阵清脆的蝉鸣响起，让我不禁放下
手中的书，俯身靠近窗户。蝉的歌
声如银铃般清澈，欢快的音符萦绕
在耳边，我顿觉心旷神怡。蝉声似
乎还夹杂着一些小鸟的叫声，它们
在枝头跳跃、嬉戏着。我闭上眼
睛，陶醉在这美妙的乐曲中，感到
整个世界都变得轻松愉悦。午后的
时光仿佛变得更短暂，但我知道，
这美好的瞬间会一直停留在我的记
忆中。

夏日的蛙鸣声声入耳。辛弃疾
曾写道：“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

蛙声一片。”夜幕降临，院子里的
温度开始降低。微风拂面，带来一
股清凉。父辈们围成一圈，讲述着
陈年往事，我们在一旁聚精会神地
听着。乡村周边的蛙鸣此刻也随着
父辈的讲述渐渐响了起来。清脆的
蛙鸣响彻云霄，估计是青蛙们使劲
鼓着肚皮、争先恐后地亮出自己的
大嗓门。这此起彼伏的声音仿佛也
在为故事的情节添上一些神秘的力
量。那时，我还会时不时地仰望天
空，想象着故事中的场景，心情也
仿佛变得轻松起来。那一刻，我们
仿佛置身于一片奇妙的世界，享受
着夏夜的清凉与美好。

夏阳当空，一幅幅儿时玩耍的
画面在脑海中一一浮现。那美好的
回忆如同溪水流过山涧，在我心中
欢快地流淌……

且听盛夏旧时光

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
上，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本版

《我的文学之路》 专栏长期征稿，欢
迎有故事的你，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
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
情、启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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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 岁月

■艾 科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盛夏

时节，村民就会借助各种自然条件
消暑纳凉。那时物资匮乏，别说是
空调，就连风扇也很少见。在酷热
难耐的盛夏，避暑纳凉成为村民头
等大事。除却井水泼地、赤膊降
温、树下乘凉、下河游泳之外，对
于农村孩子而言，炎炎酷暑天能够
吃上一根透心凉的冰棍是无比幸福
之事。那些骑车下乡售卖冰棍的翩
翩少年，成为游走在乡村的一道风
景线。

那时的普通冰棍五分钱一根，
最贵的奶油雪糕两角五分钱一
个。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乡下孩
子来说，奶油雪糕是“稀世珍
宝”，我只能偶尔羡慕地看着“富
家子弟”大饱口福。奶油雪糕并
不畅销，乡下孩子在炎炎酷夏能
够吃上一根普通冰棍已是莫大的满
足。

然而，有时就连买一根冰棍的
钱我也要在长辈跟前软磨硬泡很久
才能讨到。

为了顺利向父亲讨要到五分
钱，我会顶着毒辣的太阳下地收
麦、割草喂牛、挖蚯蚓喂鸭，甚至
还要帮助母亲铡草、喂猪、饮
牛……当父母对我的表现满意之
后，才会在我的苦苦哀求下给我五

分钱。每次拿到钱后，我都会站在
堂屋门前的洋槐树下等着卖冰棍的
少年到来。

少年卖冰棍时从不卖力吆喝，
他盛装冰棍的器具只是一个正方体
的木箱子。少年一手骑车一手摇着
特制的铃铛走街串巷，声音虽然不
大，却极具穿透力和诱惑力。村里
的男女老幼听到那种铃铛声，就知
道卖冰棍的人来了。

少年骑车如风而过。为了买到
心心念念的冰棍，很多孩子都会
紧随冰棍少年的单车跑出很远一
段路程，且在尘土飞扬的村路上
边跑边喊：“卖冰棍的等一下，俺
买冰棍！”稚嫩的声音中充盈着无
尽的欢悦与期待。而那些“囊中
羞涩”抑或未从父母那里讨到钱
的孩子，只能眼馋地看着别人大
饱口福。即便如此，也无法消除
和伙伴们一起追喊冰棍少年的快
乐。

我也兴高采烈地跑到卖冰棍的
少年跟前，气喘吁吁地递上被攥出
汗的五分硬币。少年熟练地掀开
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木箱子，再
揭开箱子里的棉被，顿时，一股
清凉扑面而来。少年递给我一根
顶端嵌有绿豆的冰棍说：“这样的
冰棍本来一角钱一根的，今天就
剩最后一个有点儿化了，就五分

钱卖给你了。”我小心翼翼地揭开
冰棍外层的包装纸，欣喜地用舌
尖轻触了一下嵌于冰棍顶端的绿
豆，一股清凉的甜蜜瞬间盈满口
腔。我从未吃过这种“高级”冰
棍，于是赶紧跑回家，与母亲一
同分享美味。

乡村消暑纳凉的方式颇多，吃
冰棍只是其中较为“奢侈”的方式
之一，也最令人向往。在一贫如洗
的岁月里，有时父母不堪其扰，就
会让我自谋“生财之道”——捡破
烂卖钱买冰棍。为了满足口腹之
欲，我并不感到捡破烂有失尊严。
恰恰因为物资匮乏，能够捡到破烂
已是上天眷顾。我经常在放学后跑
到瓜地棉田里捡地膜，偶尔捡到废
铜烂铁、破鞋碎布便如获至宝。我
把那些废品卖钱后一分一分地攒起
来，然后静等冰棍少年到来。有一
次，因为“资金”迟迟筹措不够，
我便把母亲置于床底下的一双旧胶
鞋拿去变卖。母亲发现后狠狠地揍
我一顿，让我长了记性。从此以
后，我再也不敢冒着皮肉之苦以饱
口腹之欲了。

如今，冰棍早已不值一提，空
调也已成为消暑的日常用品。虽然
乡下的盛夏依旧酷热难耐，但是记
忆中的冰棍依旧那么凉、那么甜，
让人心生愉悦。

吃根冰棍度盛夏

■黄少明
那年夏季，我结束了高三的补

习课程，独自从学校步行回家。沉
甸甸的学业压得我身心俱疲。

在归家的路上，我经过一片翠
绿的树林时听到一阵蝉鸣。那声音
熟悉又亲切，就像一位久违的朋友
在温柔地安慰我。我卸下了沉重的
书包，静静地坐在路边聆听。那一
刻，阳光洒在我的脸上，轻柔的风
拂过我的发梢，让我逐渐从压抑的
情绪中解放出来。

蝉，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记得
小时候放学后，我和小伙伴经常一
起奔向河边树林捉蝉。我们兵分几
路找那些响彻树林的蝉声来源，然
后仔细寻觅。一旦捉住一只蝉，我

们就会欣喜若狂地向同伴展示：
“看，我抓到蝉啦！”

不过，相对于捉蝉，我更喜欢
听蝉鸣。蝉鸣需要拼尽全力，释放
出自身所有能量。它们默默地守候
了三个季节，只为奏响生命的最强
音，短暂但不同凡响。蝉就像一个
百变艺术家，它们的声音在每个时
间段都有独特的韵味。

清晨，蝉鸣是轻柔而清新的，
仿佛蝉在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唤醒沉
睡的大地。中午，蝉鸣变得高昂而
热烈、响亮而有力，就像是蝉在全
力以赴地展现自己的存在，尽情地
释放美妙的旋律。黄昏时分，蝉鸣
渐渐变得低沉，仿佛蝉在回顾一天
的经历，用自己的声音来诉说内心

的情感。夜晚来临，蝉鸣变得婉转
而悠扬，仿佛蝉在为这个世界鸣唱
一首宁静的夜曲。在蝉鸣中入睡，
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美妙的梦境。

我享受着各种蝉鸣的陪伴，仿
佛与蝉一起经历它的生命轮回。这
就如同我们的人生旅程也会经历各
种阶段——有顺风顺水的日子，也
有困境重重的时期。

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常常怀念
起那年夏天的蝉鸣。遇到顺境时我
会告诉自己，要像蝉一样全力以赴
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对生活充满活
力与热情；遭遇困顿时我会鼓励自
己，要学习蝉的态度，从容面对人
生的起伏，不要被困境压垮，要坚
守那份执着。

被蝉叫醒的夏天

掬一捧七月的清凉
与你在一缕夏风中相遇
日子如水，清幽静好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皆是生命的欣然和安宁
遥望天空，那一抹如蓝的深邃里
有我思念的远方
那一抹深情的守望里
有灵犀的目光在召唤
这一路，跋山涉水
终会相信有一个人为你而来
一朝一夕，始终相随
亦如夏日的清风与明月
落满爱的诗语，纯粹、深情、浪漫……

夏夜微凉
■王 举

■任卫业
小时候，从部队转业的大姑父写得

一手好文章，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稿费
更是不断地汇来，让我非常羡慕。受他
的影响，我从小就对写作着了迷。

身为教师的爸爸自然是非常支持我
写文章的，经常鼓励我努力。我清楚地
记得，我写出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的爸
爸》。整篇文章以稚嫩的语气写了爸爸
是我心中的榜样，他不畏困难、充满乐
观的生活态度一直影响着我。当时，看
着自己满意的作品，怀揣着美好的愿
望，我激动地把稿件塞进了信封，细心
地贴上了邮票，反复抚摸后整颗心就随
着信封钻进了邮箱，期待着报社的回
信。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天、两天，一
个星期、两个星期……却没有任何来自
报社的消息。我失望了。

后来，爸爸知道了我的处女作夭折
了，就开导我说：“干什么事情都没有
一帆风顺的。只有经历一定的磨砺，你
才能成功。只要坚持写作、反复锻炼，你
的努力就会有回报的。”爸爸的鼓励让我
又充满了信心。很快，《老师，我爱您》
这篇写我初二班主任李老师的文章出炉
了。这篇文章我认真修改了好几遍，然
后慎重地寄了出去。可最终还是没有任
何回音，我的写作热情从此一落千丈。

转眼几十年过去，我再没有写过文
章。2019年末，一场疫情让我的空闲

时间多了起来。有一次，和在电视台做
记者的表哥聊天时，我偶然说起了曾经
的写作梦。表哥鼓励我重新开始写作，
一是可以锻炼自己，二是可以影响孩
子。他的建议让我又重新拿起了笔。

由于辍笔时间太久，刚开始我是搜
肠刮肚地组织词汇，一篇文章要经过好
几天的东拼西凑才能勉强成文。看着自
己杂乱的文章，我反复修改了几遍还是
无法达到投稿的要求。难道就这样再次
中途而废吗？发现问题就应该及时解
决。于是，我取出书架上尘封已久的
书，拂去书上的尘土，每天摘抄优美句
子、写读书感悟，感觉内心一天天充实
起来，写文章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苦思冥
想找不到素材了。

那篇反映农村生活的《老院》写好
后，我转发给表哥让他帮忙修改。表
哥对整篇文章的构思都给予了肯定并
推荐到一家自媒体平台，很快就发表
了。虽然没有稿费，却给了我无穷的
动力，从此就有了《青藏高原》《奶奶
走了》《小溪》《通天河畔》等一系列文
章的发表。

我从写作中收获了许多乐趣，有时
会为自己文中的主人公伤心落泪，有时
会为他们小丑般的表演掩嘴而笑，有时
会和他们一起欢呼雀跃。在文学的道路
上，我会笔耕不辍，继续享受写作带来
的快乐。

享受写作的快乐

■吴继红
步行时，很喜欢品味一些店铺的名

字。
路边一家店铺的名字叫“棠花

眠”，白底黑字。在傍晚柔柔的路灯下
一眼看到这个名字，画面感便扑面而
来：海棠花开时犹如一个美人明艳动
人。倘若美人沉沉睡去，又该是何等的
美？忍不住驻足，原来是一家卖衣服的
小店。店主是一个安静的女子，在满街
的喧嚣里执一把茶壶静静地坐在圆桌
边，独守着一份宁静与恬淡。这样的小
店，即使什么也不买，只是路过看上一
眼，也让人心生欢喜。

开车经过淞江路，看到有一家店铺
的名字叫“萧何刺青”。大大的门面，简
单的白底黑字龙飞凤舞，在一众汽修之
类的店铺里如鹤立鸡群。从店铺的名字
一看业务就是文身之类的，却无端让人
想起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悲壮。

“麦小陌”是一家蛋糕店的名字。
那牌匾上金黄色的字让人瞬间想起了
麦穗、想起了戴着草帽独自行走在金
色阡陌上的少女、想起了爱人宽厚的
怀抱——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早出晚归，

所求不过一日三餐、不过爱人的怀抱和
一世安暖。若在寒冷的冬夜来这里和心
爱的人吃上一块刚出烤箱还弥漫着香味
的蛋糕，该有多么甜蜜、多么温馨啊！

“壹刻”是一家咖啡店、茶吧。我
经过时店还没有开门。隔着玻璃向里望
去，只见门口一张圆形木桌上放着一摞
书，吧台上摆放着几把水壶和咖啡壶，
墙上还挂着一个草编的花篮，充满艺术
气息。小店位于繁华的商业街区，外面
喧嚣不止，里面却一室宁静。倘若在周
末或下了班的晚上约上三两老友来这里
喝上一杯咖啡、看上一会儿书，心上的
皱纹也会被熨平。

早上路过步行街，看到两家店铺名
字，一个叫“赴约”，一个叫“且慢”，
我的心顿时柔软起来。在这忙碌的城
市，我们为了生活四处奔波，每个人都
需要慢下脚步，去四处走一走、逛一
逛，看看长街短巷的寻常，感受烟火人
间的热气腾腾，呼吸一下草木的清香，
体会一下那些久违的美好和纯净。人是
需要假期的——慢下来，调整心态，重
整行装，才有力量继续奔赴更加遥远的
旅途。

那些店铺的名字

■贾 鹤
这次老友相聚距上次已近四年之

久。从敏提出回国开始，我们就为相见
满怀期待——规划行程，调整时间，争
取尽可能多的相聚时光。

我们四人既是发小，也是闺密，有
超过三十年的友情。上学那会儿，我们
吃住都在一起，彼此相亲相爱。步入社
会后，大家各奔前程，有了不同的生活
圈子。成年人的生活不易，工作的压
力、家庭的重担、带娃的辛苦占据了大
部分时间和精力，每个人都活成了一只
被生活鞭打着的陀螺，不敢也不能停
下。

感谢现代科技的发达，让远隔千里
的人打破距离的限制。我们在群里经常
分享各自的近况，晒美食美照，互相督
促减肥，交流育儿心得，分担年龄焦
虑，友情从未因空间和时间淡薄。

这次见面，慧依然风风火火，带着
永远在路上的激情，让身边每个人都受
到鼓舞。她作为优秀毕业生受邀到母校
作专题报告。我在台下看着她，听她和
学弟学妹分享自己当年的高考经验，心
潮起伏。台上那个人光芒四射，是所有
人眼中的学霸。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也
许是我从小就习惯了她的优秀，仿佛一
切荣光于她而言本应如此。

华在我们四人中如大姐一样，初中
我的头发就归她打理，现在仿佛依然是
我们的大家长。她把我们四人的衣食住
行安排得妥妥当当，让我们心中满是感
动。多年来，她从事教育事业，怀着仁

爱之心对待每一个学生。我佩服她举重
若轻地处理工作中的大事小情，完美地
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关系；更佩服在她的
言传身教下，一双儿女培养得成绩优
异、彬彬有礼。

敏是我自小的玩伴，现在自带一种
气定神闲的气场。她眼神明亮、言语温
柔，笃定中有种放松感，让人如沐春
风。聊天的过程中，我总有片刻的恍惚
——眼前这温柔的小女子和三十年前那
个倔强的小女孩怎么也无法重合。我感
叹岁月这把刀的神奇，从外表到内里，
把我们雕刻成现在的样子。

品尝美食、把酒言欢、秉烛夜谈是
我们预想的场景。然而一见面，不用美
酒烘托气氛，不用担心冷场，我们坐着
不说话，就体会到了心安的感觉。

自古多情伤离别。短暂的相聚之
后，我们又都要回到各自生活的轨道。
我拥抱着童年的玩伴，忍住将要夺眶而
出的眼泪。归途中，这不到二十四小时
相聚的点点滴滴在我脑海中反复浮现。
带着心中盈满的爱意，我在心中问自己
见面的意义。

多年守望相助、相爱相依，这份情
谊是上天的馈赠，更是我们面对挫折时
的底气。慧演讲时的光芒以及对事业
和学习从未止步的追寻，华润物无声
的体贴周全、睿智仁爱的育人理念，
敏温柔又自信的力量，这些都深深吸
引着我并让我为之自豪！

我知道，当我努力向着光靠近时，
遇到的将是更好的自己。

最好的我们

三伏
■兰志芳

蒲扇流萤三伏天，炎蒸如烈夜难眠。
大槐森森停幽鸟，高柳垂垂嘶乱蝉。
瓜果邀来儒客趣，田园忆却故人缘。
安心守得清风在，邪气无存胜八仙。

炎夏
■刘晋平

炎蒸盛夏云氤氲，茅舍安眠梦不真。
三伏骄阳犹湿热，一壶香茗养精神。
蝉嘶窗树扰终日，月淡荷风涤轻尘。
腐草生萤何所悟，白屋寒门读《清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