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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节前两天，我开车把年
迈的父母送回久别半年的乡下小
村的老家。母亲怕颠簸，我开得
很慢。车子经过路边的村庄，梧桐
树被大朵的繁缛的圆锥花序罩满树
身，像站在村头张望行人的乡村婆
娘，一身的烟火气息。我透过车窗
望去，起身的麦子正打包孕穗，满
眼葱绿，间杂在麦田里的油菜
花，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像春姑
娘长发上黏着的花瓣，远远地就
能闻到清香。

一路走来，父亲把脸紧贴在车
窗玻璃上望着远处，眼里闪着孩子
一样新奇的光亮。他自言自语念叨

“立夏麦呲牙”“芒种三天见麦
茬”，仿佛他就是麦田里的一株麦
子，算计着自己的收获时日。他不
时回过头，和母亲盘算着说，村南
那片种了两年的杨树林今年得修剪
了，院前的菜畦也得紧着整理，院
里的石榴树要浇水。母亲眯着眼听
着，说慢慢儿歇着做吧。

我心里明白，母亲说这句话是
安慰父亲的一句骗词。年前，父亲
进城住下后不久患了场重病。那天
早晨，我正吃着早饭，母亲突然打
来电话，说你爸吃着饭把端着的碗
掉到桌子上了。我突然惊醒，一直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我把父亲及时送进了医院，大
夫预判是脑梗死，给父亲做完全面
检查和我说，血栓不是很厉害，但
需要到四五天上才能确定是否向好
发展，至少需要治疗两周。

父亲以为住几天就能治好回
家。前两天，他还积极配合治疗，
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开始出现强
烈的情绪波动，拔输液器、不吃
饭、不睡觉，嚷着要回老家。他大
声问我为啥刚来的时候，还能走两
步，怎么越治越厉害，自己站不起
来了呢？有一天晚上，我看到父亲
躺在床上流泪了，像个孩子似的恳
求我说，你把我送回老家去吧，我
回村上溜达溜达就很快好了。大夫
说这是父亲身体向好发展最艰难的
阶段。

父亲在乡村一直劳作到 80
岁，这两年不再下地干活了，体格
挺好，饭量也不错，日常没什么大
毛病，就是血压有点高。他这次患
病，与不按时吃降压药有关，但我
始终认为与他的心情也有很大关
系。

父亲不想来城里生活，因为进
城他与母亲吵过好几次。母亲患有
老年哮喘病，一到冬天就是过关
口。老家冬天取暖是点煤炉烧暖气
片。这两年，乡村推广“气代
煤”，燃气进了村、入了户，可父
母不太会用设备，我也担心安全问
题。冬天供暖前，就把他们接到城
里住，等春天过了清明节，再把他
们送回村里去。母亲上了楼后，室
内温暖，哮喘病明显好转。可父亲
却很长时间不适应住楼的生活。他
说城里人见面不热情，屋子里没有
烟火气儿，也闻不到草木味。他老
是憋屈着和我说，让你娘在这里住
吧，我还是回村子里好。他话是这
么说，可心里理解我来回跑着照顾
俩老人不容易，还是无奈地住下
了。

刚进城那年，他每天总是闷闷
不乐。单元楼道里、小区里几乎没
有认识的人，他就独自去街头的马
路边溜达散心。有一次，我开车路
过小区附近的一条主路，看到他站
在街头张望着的神情，就像一个盼

着早点回家的孩子的样子。我眼里
忽然热热的，虽然县城距离小村老
家只有 30公里路程，可除了通往
乡下的公交车，他不知道怎么回
去。在他心里，也许这里是远离村
庄很遥远的地方，只能遥望老家。

听母亲说，父亲经常去城里发
车的公交车站，那里有路车是从
我们老家到县城的。他盼着能遇
到从老家坐车进城办事的乡亲近
邻，上前握个手，说几句热乎
话，问问村里的事。有时，还硬
要邀请人家办完事到楼上的家中
吃饭。

进城第一年，刚过了腊八，
父亲和我闹别扭，嚷着闹着要自
己回老家过年。他拧不过我们，
就说人不回家过年，老家的房子
也得和人在家过年一样张罗，要
提前回去打扫屋子院落、贴春
联，最重要的是要把族谱请到城里
来过年祭拜先祖。那天，他怀里抱
着我们家族的族谱，慢慢地上了
车，安稳地坐下来。他怀抱着那卷
泛着淡黄色的族谱，仿佛抱着一棵
大树那么沉重，那上面都是我的祖
先，是我们家族的根脉；好像只有
偎依着这温暖的族谱，他才有归
宿，过年才安稳，家族的生命就能
永远延续，不会断。

回城的路上，我透过车子的反
光镜，看到一年中最后的夕阳在路
边大树的枝条上洒落下金黄的辉
照。我想，父亲对于乡村来说，
就像一棵大树，是和乡村依存最
久的植物。我在乡村的时间和父
亲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乡村泥土
里根须扎下的深度也不一样，相
比，我不理解他那种对于乡土的
感情。

前两天，父亲在老家打来电
话说门前树上的杏熟了，要我自
己回去摘，说他今年爬不了梯子
了。摘杏的时候，他拄着拐杖站在
树下，让我不要都摘净了，要留下
一些。他说桑椹要熟到杏子前面，
麦黄杏熟了还有麦熟杏，人吃饭也
得给鸟雀生灵留口饭吃。看来，有
些乡村故事的奥秘，只有在乡村待
久了，血液融入其中了，才会知道
真正的答案。

两周后，在大夫们的精心治疗
下，他能在医院的走廊里扶着小推
车走几步了。后来，经过他自己坚
持康复训练，在楼上的客厅里可以
小步慢慢走了，有时他自己还坚持
拄着拐杖上下楼锻炼。

今年春节前，因疫情几年没回
家过年的弟弟一家回来陪他过春
节，父亲虽病后初愈，但心情格外
好。腊月二十九那天，他硬要和我
们回老家一起迎新年。我和孩子们
在院里院外的大门小门上贴好春
联，又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
净。

关上贴好春联的大门要回城
了，我女儿要用手机给父亲在门前
拍张照片。父亲坚持着把腰板挺
直。新年前的夕阳洒下温暖的亮黄
色余晖，在他身后背景里，是两个
大大的“福”字，门楣上大红的春
联是他生命的期望，暖亮的阳光是
他生命的温度，他身后的乡村是
他永远的牵挂。我真希望这张照
片不会定格，每年都能闪亮一
次，一次比一次温暖，永远印记
在心里。

树高千丈，本由根生。我于是
深深懂得了，生养父亲的这片土
地，是他生命的根。

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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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如滔滔的江水，一路高歌
猛进，势不可挡。

炙热是夏天绝对的主题，太阳
如火炉般，天地间如桑拿的蒸笼，
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又让人感觉热
得酣畅淋漓。

如果不谈炙热，静下心来，细
细欣赏，那么，夏天照样也是个美
丽的季节：花儿们依次绽放，紫荆
花谢了，百合花开；百合花累了，
就换上了小朵茉莉花……花儿们按
照顺序欢然开放着，散发着各自不
同的香气，令人沉醉。时间也如花
一般，映着葱绿，让人们享受着内
心的那份清欢。

北方的夏日也不全是以阳光的
炙烤程度来提醒人们的，盛夏的到
来便是从蝉鸣开始的。那一波接一
波的蝉声，透过厚厚的枝叶，时起
时伏地叫着，也不管人们是高兴
还是忧伤，蝉儿只是唱着自己的
歌，成为夏日里最壮观的乐队。
说起来，盛夏的世界本身就是他
们的，这肆无忌惮的蝉鸣，无可
厚非。

听到蝉鸣，就会想起童年。童
年的夏日风风火火，男孩子们闲不
住，拿着竹竿粘知了，从这棵树爬
到那棵树，从来不知疲倦。

女孩子们爱玩泥巴，爱采花
朵，花朵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泥
巴捏成自己喜欢的形状，银铃般
的笑声飘扬着，回荡在天地间。

这时的六月，一切都彰显着
最繁盛的模样。

最令人喜欢的还是夏日清晨，
如婴儿般柔软、无邪、娇嫩、光
鲜。娇妍的花儿迎着灿烂的朝阳，
张开五彩斑斓的外衣，展示着无与
伦比的美丽。露珠悄然滚动着，与
花儿相映成趣，飘成一条彩色的丝
带。鸟儿轻盈地雀跃着，从这棵树
的枝头跳到那棵树的枝头，叽叽喳
喳地唤醒黎明。可爱的虫儿们正悠
闲地爬行着，像是在认真地寻找
着，又像是在无目的地漫游着。这
些小精灵，从来不去想生命的长
度，只是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每寸每

毫的泥土芳香，那么惬意，又那么
知足。

走进花丛，触摸起来感觉那么
亲切、那么安逸，仿佛将那份舒适
与甜美完全融进了静谧，快乐的心
绪随风飞舞，与朝阳一起奔跑。

清晨的小路带着梦幻与浪漫延
伸着，纯净的气息荡漾着骄傲，与
芳草依依，与翠绿连波，秀丽而温
婉。

清晨那句亲切的问候，带来无
限的惬意，俯下身子，指间的凉爽
滑落在枝繁叶茂中。而阳光也妩媚
含笑，托起一泓幽幽的芦苇，漫过
河边，漫过原野，令人由衷地喜欢
那份缠绵与感怀。我贪婪地欣赏
着，不放过每一枝叶翠，每一朵花
香。一阵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
一股甜美的味道。清晨载着无数希
冀与美好尽情地绽放。我陶醉在清
晨里，仿佛每一寸光阴都让人舍不
得松手，真愿意时光就此定格。夏
日的每个清晨都这样美艳绝伦。

夏日晴天好，雨天也别有滋
味。夏天的雨，总是痛快淋漓，无
拘无束，那么洒脱，那么干脆。每
每夏雨来时，我都会仰望天际，看
雨落如注，享受那份酣畅淋漓的感
觉。

一场夏雨过后，我便又喜欢静静
地望着窗外，看城市一点点刷新……

我仿佛看到雨水渗入地下，抚
摸着花的球根，催促着它快快长
大，树木丰茂，全身挂满了绿色的
条纹。田野间一派翠绿，我便知道
庄稼长势喜人。天空一望碧蓝，让
人的心情会瞬间雀跃，在那满眼的
澄澈中舞出无限的清丽。

夏天的天气尽管阴晴不定，人
们似乎也习惯了，于是更加享受这
份变幻莫测中的惊喜。雨在阳光下
行走，风清扬又收起，山川河流尽
显愈来愈年轻的模样。

令人意犹未尽迷恋着的，是那
样绵长、浓郁而又舒缓的绿。

都说春天里的绿似妖一样的魅
惑，那么，夏的绿便成了仙女霓
裳。每一次雨水 洗 过 ， 那 鲜 活

的 老 绿 顽 固 地 牵 制 着 人 的 视
线 ， 瞬 间 便 秒 杀 了 你 所 有 的 烦
恼。让人心旷神怡，不愿轻易地
抽离出去。

荷，是夏天里最美丽的花。
站在荷花池旁，举目望去，满

眼的碧绿，铺天盖地。荷花宛如少
女，粉色的花蕾，在众荷叶的衬托
下，亭亭玉立袅袅莞尔，那娇羞欲
语、盈盈柔丽的模样，真是风姿万
千。看这朵，看看那朵，都美得让
人不舍。闻风而起的荷叶，有节奏
地摇摆着，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其中
的一朵。

最喜欢周敦颐的《爱莲说》：予
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
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焉……

文人墨客喜欢荷，自有他的渊
源。佛门独爱莲。

夏天的颜色除了绿，还有金
黄。夏日的麦田褪去了浓绿，被金
黄缀满，麦穗摇着沉甸甸的脑袋，
成熟的风韵令人动情。

炎炎夏日，留住了一些人的脚
步，现代化的设施更是让家庭的欢
笑充盈着整个季节。

炎炎夏日，需要的是心静自
然凉的心态，享受的是午后一杯
凉 茶 的 温 馨 。 其 实 ， 在 有 些 时
候，很多心情与故事都可以忽略
不计的。这样，轻盈的思绪尽情
驰骋，捧起岁月、阳光和雨露，
遥寄上一份思念，感受着风的呼
唤，将心情铺展，撒上郁金香的
花瓣。

日子扬起尘土渐行渐远，阳
光穿透叶子的缝隙与一朵花共话
桑麻，黄昏与风席地而坐，日子
里的烟火安然无恙，季节唱着歌
与 生 活 的 琐 碎 合 奏 起 人 生 的 乐
章。

我在心中描绘着一幅画，一朵
花又一朵花，一朵几岁的样子，一
朵十几岁的样子，一朵二十几岁的
样子……夏天便永远地年轻美丽起
来。

近日翻读《肃宁县志》，其曰：
“肃邑号称泽国，其间川原平衍，便
于耕种。”

泽国的小城，自西南向东北有滱
水长年流淌。滱水有多种功效：丰
盈、润泽、绵软、醇厚、果腹。支流
有青口、甘河、海市、滩头，其极似
一条条曲曲弯弯的透明而闪亮的玉
带，镶嵌在川原上。

水田肥美，岸柳成行，沿河而居
此城的船夫船妇操劳在河水两岸，这
里虽没有“浅深绿水琴中听，远近青
山画里看”的绝美情境，但浅深绿水
是有的，滱水穿城而过，水波奔流荡
漾的声音如若琴声。船桨摇曳里，商
贾云集，鱼龙混杂，深水里一定隐藏

着大鱼。
历史的风云给滱水两岸带来灾难

与支离破碎，但战国时期的肃宁城已
具繁荣昌盛的规模，内外城墙雄伟高
建，佑着子民的安康。那个叫荆轲的
小村子擦亮了一段幽燕悲歌的战国
史，垣城南村牵系着一个汉家女子的
传奇故事，威武杨家将雄浑的鼙鼓声
如罡风在耳。

岁月沧桑，如今的武垣城墙内外
城已大部分平毁，只外城西、北两面
较完好。走上城墙，残垣替代当年的
繁华，蓑草诉说着历史，一棵棵酸枣
棵子倒是茂盛馥郁，伴随着垣城走过
两千年的孤寂。沿城墙仔细搜寻仍有
砖瓦陶片颓断的痕迹，依稀能辨出陶

砖垒筑时，工序繁琐，城墙坚固。
细耳聆听，穿越千年的歌吹熙攘

犹在耳。垣城历经的光荣与苦难，隐
匿在两千年的时间深处，隐匿在一代
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子民心头。

我们看到的，只是当年垣城的一
部分外在的形式，但也恰好是这没落
颓败的一部分，如平原上突起的山
峰，莽苍苍毅然深邃在现世，在如今
肃宁城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裸
露出来的恰恰严密地包裹与呈现了逝
去的一切。

逝去的是沉默的，它赋予了这裸
露的城墙婉曲与内敛的气质、沧桑与
浑厚的血脉。2013年，武垣城遗址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垣城当年围筑的世界，历经时间的淘
洗，终于成为丰富的文化之海。

总有想象不能抵达的空白。当初
内城和外城的喧哗与繁盛岁月无法遮
挡，成了生命中不朽的暗示。故道、
河滩、庙宇、城墙、门楼……与时

间，与自然的风风雨雨相抗衡的隐语
便是：时间留下来，物象渐渐隐去。
其实两者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它们也
互不构成破坏。这之间，不过隔着一
条汤汤的滱水河，一座向心力拔起的
山峰而已。

蹲下来，以手相触夯土层，有糯
麦水与胶质泥土混合的沙粒的质感，
锤凿石砸的丝丝纹理仍然清晰地在指
尖游走，胶泥顽劣、憨厚的土腥味穿
越时空，亲切地回到鼻腔。小时候用
胶泥捏出的车、马、房子，还有一群
小人儿条件反射地跳出来，那是我们
一筐一筐从垣城南挖出的胶泥土。此
宝贝土质硬、黏性大，塑形好，捏出
来的车、马、房子、小人儿胖嘟嘟、
活灵灵。在那个我们建起来的泥国
里，我们扮演着英雄的角色，信马由
缰，厮杀战场，胜败我们说了算。

我们说了算的还有，蒸出的第一
锅新麦面馒头尖上必要央求娘亲点上
一个圆嘟嘟的红点儿，热热的白白胖

胖的麦馍在手里倒过来倒过去便啃了
大半，但还是硬生生按捺住性子保留
着馍尖上的朱红。当百味尝尽之后，
多年的味蕾与视觉所存储的，还是这
面香，这喜上眉梢的一点红。足以抚
慰琐碎与贫涩的日常。

武垣城是千千万万的车、马、房
子和人的累加，是亲亲家人腹部的一
个凸起，一个文化印记，是白馒头尖
尖上的那耀眼的一点红，一切一切，
都是醒着的，热热的。

此际，当走出这座弥漫岁月尘
雾的小城，以观望的视角回望，发
现它所蕴涵的骨骼与核心，更犹如
秋风里一棵棵山骨样虬枝攀援向上
的老梨树，删繁就简，所有的果实
与叶子都落光，根系永远在，逶迤
出的内核有滔滔流动的汁液。老梨
树延伸出来的枝枝杈杈又似文脉，
似意象——是我们每个童年的灵魂
不小心在村口迷了路，也是一场无
法还原复制的梦境。

读城

平地起峰平地起峰
张 艳

人间

同在屋檐下同在屋檐下
符浩勇

河海风
HEHAIFENG

盛夏，如晦的暮雨不解缤纷夜色
的风情，笼罩着这座海南东部商埠小
城嘉积镇。

路边上繁茂的法国梧桐树叶像是
变成了筛子，沙沙沙，把大颗大颗的
雨滴从缝隙里筛下来，越来越密。夏
日多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躲一躲
吧。

在元亨路老街道，一个中年妇女
夹着提包，在街旁的墙根边躲雨，大
概是个车库门，向里凹，头顶上人家
的阳台伸出而成的屋檐，能遮住一米
来长、二米余宽的地盘，但斜风一
紧，雨水仍可冲逼进来，透人肌骨。

几辆“风采”牌三轮摩托车驶
过，不少人顶着风雨去追赶，但毕竟
人多车少，有人被风吹雨淋着了，衣
服湿透了，仍赶不上车……

雨刚才还只是稀稀疏疏的，可是
一下子下大了。风摇树影，橙黄的
灯光飘过来，又飘过去，檐下忽明
忽暗……

屋檐下，中年妇女正想拔动脚，
又收住步子，轻轻叹了口气，心想这
雨一时半刻也不会停歇下来，便抱紧
瘦削的肩膀仍贴在墙根，盯着街上飘
忽的风雨。

石板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
远而近。

一个穿着短袖衬衫的小伙子闪进
屋檐。他喘着气，嘴里咒骂着鬼天
气，老天孩子面说变就变，不见停
歇，然后，狠狠地跺着湿了的脚。地
上升腾的水珠溅到中年妇女的裤脚，
中年妇女赶紧避开一步，扭过身去，
背对着小伙子。

雨中，一位身材条直穿着连衣裙
的姑娘朝着屋檐奔来。

她本来打着伞，但伞很小，挡不
住风雨的前后夹击，小腿以下几乎全
湿了。挤进来后，她躬身挽起裤筒，
露出白皙的小腿，撩了一下额前驳乱
的刘海，本能地对中年妇女和小伙子
嫣然一笑，却见小伙子发亮的眼眸正
盯着她裸露的小腿，便忸怩地转过脸
去。

最后来到屋檐下的是一位老伯
叔。他年逾六旬，鬓角斑白，身上披
着一件宽大的雨衣，却被风冲袭得像
一只鼓翼的风筝，瘦小的身躯在雨衣
里不住地打战。

来晚了，老伯叔自然不能像先来
的贴在墙根边。他表情冷漠，不朝别
人望一眼，静静地站在屋檐边檐下，
风一横，他的雨衣不时被雨珠“嘀
嗒”地打着，他的头发被水珠打湿了。

屋檐下，四个陌路的人静静地躲
着街面潇潇风雨，谁也不吭一声。

天边，闪过一道耀眼的雷电，随
后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风雨更
大，显然也起了缕缕寒意。

中年妇女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
瘩，抱紧肩胛，转动着身子。

姑娘深深地打了一个寒噤，揉擦
一下啧啧发痒的鼻子。

老伯叔被摇曳的雨帘呛着，有点
透不过气，仍然龟缩着身子。

小伙子迟疑了片刻，忽然迎着风
雨冲袭而来的方向，一下子跨到前面
去，把老伯叔让到墙根。小伙子的背
后，老伯叔、中年妇女和姑娘渐渐并
排贴紧了墙根。

风，更紧了，雨，更急了，阴晦
的天空一时半刻没有晴朗的意思。

小伙子站在屋檐下前沿，头发和
前胸被逼进来的雨湿透了。中年妇女
望着他的后颈窝，掏出一条旧皱的手
巾……却没有伸上去，又迟疑地放回
提包。

姑娘纤白的手动了，举起小伞，
一点一点张开，又一步一步升起，向
屋檐前面伸、伸……开去，终于伸到
小伙子的头顶，挡住飘忽进来的雨珠。

小伙子连连打了三个喷嚏，他摸
出一支不算昂贵的烟。可打火机掏出来
了，一直扑棱地打，却总打不出火苗，
终于他失望地将打火机抛进屋檐边的垃
圾桶里。

中年妇女下意识摸了摸衣袋，显然
在摸索着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掏出来。

“啪”，一朵蓝色的火苗升起，照着
到檐下躲雨人陌生的脸，老伯叔把打火
机伸到小伙子跟前，小伙子迅速接过
去，烟终于点着了，小伙子狠狠地吸了
一口……

一股潮湿、黏腻、辛辣的烟雾弥漫
而起，中年妇女不由咳嗽两声，小伙
子也不由回望了她一眼，又无奈地将
未燃完的烟蒂抛进雨幕中。

中年妇女似有歉意，嘴唇嚅动一
下，想要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

屋檐下又一阵沉默，似乎大家都
屏着呼吸，生怕影响到对方，只听见
风声、雨声和自己的心跳声，积满雨
水的街面，像一扇洁净的明镜，倒映
着同在屋檐下陌路躲雨人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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