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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嘤、呜嘤，嗞啦、嗞啦、嗞啦啦
啦……雷阵雨倏忽刹车，像憋久了的
合唱团——蝉虫们争先恐后地阔嗓门
吼叫，全然不瞅指挥手势似的争先恐
后，没有声部的杂乱无章，便也没有主
旋律的聒噪。

小蝉没有欣赏蝉唱的心情。在她的
感觉里，多日没下雨，天热得石头都冒白
烟，箭草、狗尾巴草、苦苣蔫了吧唧东歪
西倒，还有蝉虫，热得难受，才呻吟，才脱
壳。她也才有机会上山捡蝉壳。

天色瓦蓝瓦蓝，眨眼间起了黑疙瘩
云朵。南坡斜披了绿色地毯似的，转瞬
生动。争相捡拾蝉壳的山民，沐雨攀爬，
人影绰约，络绎不绝。

小蝉拨开槐梢子，吐了口唾沫，抹在
被槐刺划伤的小腿上，槐树根葳蕤的蓬
草间有两只蝉壳，蝉壳在细碎的土人参
的小花枝上，土人参淋了雨，星星般的红
蕾托举蝉壳起伏摇晃，欢迎小蝉似的雀
跃。小蝉直起身学着奶奶的样子，捶捶
酸困的后腰，揉揉麻疼的小腿，迈步走向
蝉鸣密集的桃林坡。

汗，适才间的阵雨，小蝉的衣服紧贴脊
背，额头的刘海像一小块黑面饼，饼上贴着
草屑残叶，还有几片叫不出名字的花瓣。
十一岁的小蝉无暇搭理，她登上硷塄，站得
高，看得远，听得真，也许就捡得多。

远处的秦岭南坡，兽脊似的灰蒙蒙
地蜿蜒，近处的丹江河水，像条泛光的裙
带，环弯处的那座轮廓模糊的砖场，哥哥
汗流浃背地正在把窑里的熟砖往出搬。
按小工子付工钱，每天收入一百六十元。

哥哥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成就了
村里、家族的骄傲，却也熬煎了七老八十
的奶奶。父亲偏瘫，母亲出走，整个夏
天，奶奶颤巍巍的身躯无时不在筹措学
费的跋涉之中。好在国家有助学贷款，
学费已无大碍，至于吃喝用度，哥哥拍着
无肉的腔子铿锵有力：活人岂能让尿憋
死——课余打工养活自己！这话让小蝉
泪奔。大学的课程那么多，黑天白日连
轴转都念不完的书，哪有工夫去打工？
就算叼空儿赚几个钱，耽搁了学业不就
误了前程吗。

小蝉上五年级了，虽然成绩不如哥
哥，可是，明摆着的家境，她拎得清。

呜嘤、呜嘤，吱……一只蝉虫像考试
哨声，猛叫着，扑棱棱落在小蝉肩上，小
蝉手心托蝉，回目问蝉，你呀，你的旧衣
服在哪？你们姐妹们蜕的皮壳儿在哪
儿？蝉虫爱理不理地抖抖翅膀，表情状
若询问常考第一的班长标准答案时班长
冷冰冰地回答：自己找去。

小蝉，小蝉！快饭时了，发啥子呆。
五婶、三婆、翠花嫂子，一人提一鼓囊囊
盛满蝉壳的塑料袋子，查问小蝉的收
获。小蝉抖抖手里的白酒袋子，羞怯地
回道：“才五十一只。”五婶拢拢小蝉头上
的刘海，心疼地嘟囔：“瓜女子，坡坎上货
少。走，去上边的桃园子、桐树林，蝉爱
在桃树股上脱壳。”七十八岁的三婆递给
小蝉一节竹棍，小蝉摇摇头谢绝。三婆

朗笑着教训——不是拐杖，是刨树丫上
的蝉壳用的。

桃树园子种植秋桃，绵延两三百亩坡
地，青果累累的树下、枝股上果然蝉壳琳
琅。小蝉目不斜视地捡着、刨着。五婶、
三婆们捡拾着，追随小蝉左右。一株斜坡
老树根儿，一小堆蝉壳抓住小蝉眼球，她
百米冲刺般扑过去，一块不长眼色的石块
垫扎脚掌——小蝉柴捆似的滚落低洼处
的草丛里，手里提着的蝉壳撒落草丛。五
婶、三婆、翠花嫂子们母鸡护雏似的扑向
小蝉，手里的蝉壳混撒草丛……

小蝉坐直身子，抹抹额头的血丝，不
好意思地嗫嚅，没事、没事。然后捡拾蝉
壳，先小蝉，后五婶、三婆、翠花嫂子，一
顿饭的时辰，四个人收拾停当，盘点当日
收成，差不多每人有二三两多些。坐在
树下缓口气准备收工，小蝉拧紧眉头，
道：“不对，我捡了一百一十五个，也就一
两分量，这袋子里……”

多出的谁的？没人应声。小蝉掬一
把把蝉壳分还五婶、三婆、翠花嫂子。三
个大人立等马恼咧，纷纷责怪小蝉没记
性，分明她跌跤的洼地是蝉虫老窝子，脱
壳自然多……小蝉一时无语，不再推让，
轻轻地把一张创可贴往肩上贴。划拉手
机的三婆看着抖音里上小学的孙女，孙女
儿暑假逛华山，缆车上的孙女乍指造型，
笑得花枝乱颤。五婶认得三婆的孙女，她
瞅瞅手机屏幕，又看看挂破衣裤、浑身泥
灰草屑的小蝉，长长地叹了口气。

小蝉心情很好，顺手折支野百合花
插在头上，学着电视里小天鹅的样子手
舞足蹈，央求五婶给自己也拍段抖音。

长辈们的心思，小蝉琢磨不透，但多

出的蝉壳让她心里暖暖的、惴惴的，不知
说什么好的。

起风了。身边艾蒿、芨芨草、猪耳朵
菜里崛起粉黄、淡红的硫华菊花漾动的
瞬间，匍伏地面的阿拉伯婆婆纳草蓝宝
石般的碎花，眨巴着狡黠的眼珠子，似乎
在对小蝉扮鬼脸。一只花喜鹊“喳喳喳”
催促她们：回了——回了！划半圈弧线，
箭似的射向山下，直奔绿树掩映的村庄。

小蝉满载而归。
场院里，趴在石凳上吃饭的小蝉划拉

手机，食指轻轻滑动，哥哥教给她的“自动
控制”知识真灵，顺着她的指挥，铺天盖地
的蝉们从秦岭南坡聚会场院，齐刷刷脱衣
蜕皮……蝉壳堆积成山……小蝉留下万
余只，差不多有十斤，一斤一百五十元，有
了一千五百元额外收入，哥哥上大学用的
笔记本电脑就不用发愁了……

梦醒了，小蝉给鸡们撒了饲料，又舀
了半碗酸汤面接着吃。面底下涌动白玉
玉的荷包蛋，小蝉撵进门，拨到爸爸碗
里，爸爸转刨奶奶碗里，奶奶摇摇头，又
给哥哥留碗里。

天色尚早，小蝉做完作业，翻出弯镰
去砍藤条，待哥哥歇工帮着拉回家里，晚
上纳凉时奶奶、爸爸编藤条，他们家的藤
条编织工艺品不错，乡村振兴办牵头，与
上海商家签了三年订单。

风停了。七月天的又一波热浪涌
动。下午四五点钟，蝉们的歌唱进入高
潮。齐唱，像小河涨水时的潮声，带着颤
音的婉约而热烈；轮唱，一阵儿陕北秧歌
似的大跨步，一阵儿江南昆曲般慢节奏；
独唱的叫侯小蝉，哼出的歌词大意是：秦
岭南坡歌儿多，唱得幸福落满坡……

蝉鸣声声
侯占良

循着那枚旧书签

打开折叠起来的墨香

打开散乱的马蹄声和夜雨

打开拨灯花的声音

打开雕花的木窗

打开一枚图章和

飞鸟落在石头上的影子

风铃悬挂在季节边沿

上面还留有糯米酒的旁白

自从茑萝跳出七月

芦管与炊烟就都荒芜了

七夕是藏在一把梳子里，或者

一粒兰花扣里的

是秋风携来的果实

它会原谅

被蝈蝈弄坏的琴谱

今夜

驿动的月光依然很美

他们都去葡萄架下了

水芹和流萤

也回诗经里去了

我把去年，大提琴掉落在

砚台旁边的，那粒音符

种在案头的花盆里

让它，和那枚楷体字

一起慢慢成长

七 夕
青 苔

古稀之年的宋治
民是我新结识的一位
老 诗 友 ，他 健 壮 的 身
材，长方形大脸，寸发
花白却浓密，说话声若
洪钟，谈吐文明高雅，
举止干脆利落，处事细
心 谨 慎 ，给 人 朴 实 无
华，亲切客气的感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初，宋治民出生于商州
一个边远山区的农民家
庭。年幼时因家境贫寒
读书不多，但他天资聪
颖，勤奋好学，积极上
进，年纪轻轻就被组织
看中并选用。从大队支
部书记干起，先后任财
政所长、区公所区长、镇
党委书记、扶贫开发局
和卫生局局长。对于一
个农家子弟来说，可谓
春风得意，岁月峥嵘！
难能可贵的是，不论身
处何种岗位，他都能怀
揣敬畏之心，脚踏实地行事。从青年到中年，勤奋勇
毅，作风扎实。机构改革前后，更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莫
干无良亏心事，小心行得万年船”，由于忠实厚道、言
行一致深受干部群众欢迎。

老宋年轻时候就喜欢阅读、写作古体诗，但因工
作繁忙，创作时断时续。退休后，时间相对充裕，作
品日益增多，到去年底已有千首之多。在文友们的
鼓动和支持下，经过收集整理，从中挑选出700多首
结集成册。

读老宋的作品，感觉最深的是时间跨度大，从
开始创作第一首作品到去年底，长达52年；其次是
内容丰富，涉及作者工作、生活、家庭、交友等方方
面面，通过阅读诗作，就能了解到作者的过往经
历，可以说这是作者本人的一部诗史。感情真挚，
爱憎分明，不做作，不矫情，因此能够感动读者，引
起共鸣。注重押韵，读起来韵律优美，朗朗上口。
还有一点就是注重字词推敲，语言精练准确，能够
引起读者阅读兴趣。

老宋的纪实性古体诗正能量满满，可读性很强，
适于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她阅读。本人读后受益匪
浅，感慨良多，特赋律诗以记之：

皇皇一卷手中翻，句句真情肺腑言。
风雨人生心不改，峥嵘岁月气尤轩。
为官清正民皆赞，交友坦诚冬也暄。
五十二年耕未辍，花开满树果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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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刘
大
瑰

夏日的天，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午
后还是阳光炙烤大地，不一会儿，天边涌
起了一疙瘩一疙瘩黑云，紧接着，闪电与
雷鸣为夏雨的登场作了精彩报幕，顷刻
间，珍珠般的雨点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
疯滚下来，节奏紧凑，激进向前。

夏日的雨，来得激烈，去得却从容。
傍晚时分，天空高远开阔，室外也被这场
雨调到了最佳温度。雨后天空清澈，气味
清新，花草树木夹杂的泥土香味一下子变
得重了起来。天边，太阳犹抱琵琶半遮面
地从云层中露出了半个笑脸，一抹余光把
一切照得明朗，更显得万物可爱。

饭后，急切地出门，直奔河边公园，以
往的燥热此刻已被这场来去潇洒的雨一
扫而尽。张开双臂，与热情的风撞了个满
怀，重重地吸了一口，一股清新气息顿时
让人心旷神怡。风吹过后，河面起了一层
褶皱，兴奋的心管不住闲着的手，顺势捡
起一块小石子扔出一个抛物线，看着一圈

圈涟漪不断扩大。时而游弋嬉戏，或驻足
低语的野鸭，它们也优哉游哉的，分享着
这舒适惬意的阵阵清凉。

此刻，人行步道上渐渐热闹了起
来，穿着运动服跑步健身的一阵风似的
擦肩而过；手摇着蒲扇，踏着稳健步伐
的老人，边走边逗弄着他的笼中鸟，鸟
儿也人来疯一样，在主人的挑逗下，不
停张开翅膀表演着它的笼中绝技。瞧，
迎面而来的那对“西瓜”母女，瞬间吸引
了周围的眼球，母亲身着西瓜色的灯笼
裤，精致又不失飘逸，旁边萌哒哒的“小
西瓜”身着鲜艳的“西瓜服”，露出的莲
藕一样的小脚小手不停舞动着，头顶的
两个小辫子随着身体的扭动一蹦一跳
的，可爱极了！“这是蟠桃，甜得很，脆得
很，好吃得很！就这一笼，不是雨停了，
还摘不下来呢！”一位中年汉子边说边
给围到笼边的人递着袋子。隔壁摊上
笼子里的小仓鼠，成功吸引了一群小朋

友上前围观，站在身后的大人只能无奈
地驻足等待着。

顺着步道向前走去，耳边传来风吹
柳枝的声音，不时有零星水珠滴落在身
上。抬头望去，柳枝与微风缠绵，交织成
一片。几只鸟儿静默地挂在枝条上，瞅
着缓步向前的人儿，忽而起飞掠过水面，
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又来挂到枝条上，它
们按着自己的节奏飞舞与停歇，像是在
祝福雨后纳凉漫步的人。

公园里的四色月季，经过风雨的洗
礼，显得更加俊俏，精神头更加饱满。晶
莹剔透的雨珠在叶尖上微微颤动，几欲
滑落，恋恋不舍地与花叶作着最后的告
别。终于，在风的催促下，雨滴告别了叶
子，落入泥土，它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呵护
着花儿的茁壮成长。一棵棵小草在雨后
显得高了一头，葱葱郁郁，勾着人们不舍
挪开的视线。放眼望向河对岸的山坡，
色彩层次瞬间丰富了起来，湛蓝的天空、

翠绿的山林以及坡根那一排排错落有
致、白墙红瓦的民居，它们在不经意间交
织交融，舒心的蓝，透明的绿，鲜艳的红，
顿时让人心生欢喜。

稀稀拉拉的蝉声时有时无的为人们
演奏着雨后乐章，完全没有了以往的高
亢和聒噪，在叫了几声后没有迎合者跟
声欢唱，它们也不得不暂停歌喉，趴在湿
乎乎的树干上孤独地冥思。哦，原来是
天边的夜幕在徐徐拉开。

远处华灯初上，立交桥上车来车往，
灯光闪烁。公园里，几位轮椅上的老人
在灯光下全神贯注地横马跳卒，车攻炮
轰，你来我往，难分难解，好不热闹！远
近交叉的乐声从公园里的一个个小广场
上飘了过来，或绵软悠长，或动感十足，
或轻快欢乐……人们随乐舞动，音乐也
更加卖力地把这些勤快的人儿在健康之
路上越领越远。竖着耳，静着心，任由这
些美妙的曲子飘过脑海，飘过胸怀，直至
沁入心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冬有雪。莫将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
时节。”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吗？

夏日雨后，微风阵阵，清香缕缕，雨
后美景更会让人醉了眼、入了心。真想
握一把这样静美的时光，把美丽变成永
恒，可惜指缝太宽，时光太细，而我们能
做的就是放下匆忙的脚步，带着惬意用
心感受这一刻的美好。

夏日雨后
薛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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