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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炜

　　

　　刚放暑假，年幼的女儿便催促我送她去外婆家。小

家伙打小是她外婆带大的，与外婆亲。于是，趁着周末，

我驱车数百公里，直奔浙西一个叫夏家的小村落。

　　为给丈母娘个惊喜，我们没有提前通知。临近中

午，抵达丈母娘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小院，我被眼前的

景象惊艳到：一地色彩斑斓的图书，一本本，一排排，

一列列，整齐地铺满整个院子。一阵风吹过，书页翻

动，沙沙作响，像波浪一般。烈日下，这些“波浪”有点

炫目。一棵碗口粗的枣树开满了淡绿色碎花，随风撒

落下来，钻进翻动的书页里，成了书签。

　　听到汽车的声音，丈母娘从书堆里站起来，撩起

碎花布的遮阳帽，惊奇地打量着。女儿已迫不及待地

跳下车，欢腾地奔跑着、叫嚷着。丈母娘如梦初醒，拍

打着怀中的外孙女，欢喜不已。我询问丈母娘，大热

天，不在房间纳凉，咋想起晾晒这些陈年旧书。没等丈

母娘回答，老丈人从房间迎出来打趣道：“别看是些旧

书，在你妈眼里可是宝贝疙瘩，年年‘六月六’她都把

书、衣服搬出来跟太阳公公打个招呼呢！”

　　老丈人的话，使我想起“六月六，家家晒红绿”的

农谚。小暑节气，正值农历六月，阳光灿烂，古人会把

刚经过黄梅天的书画、衣物、被褥等搬出来晾晒，去

潮、去湿、防霉防蛀，不论是对书画，还是衣物都是非

常有益的。汉朝有七月七“晒书节”的记载，明朝亦有

李时珍晒书的传说……不承想，没读过一天书，不识

字的丈母娘，竟深谙小暑晒衣曝书的古老民俗。

　　那一刻，我情不自禁为丈母娘点赞，称赞她上知

天文下晓地理。丈母娘笑呵呵地说：“老辈们留下种瓜

点豆的这点儿节气活，咱啥时都搁在心上呢。”听了她

的话，我深感汗颜，是啊，老祖宗留下的丰厚文化遗

产，我这年轻一辈快丢光了，而丈母娘田间地头劳作

一辈子，却熟知节气里的冷暖，并默默践行和传承。

　　其实丈母娘所晒之书，是她一双儿女从小学到读

研期间用过的教科书和工具书，我们多次劝她这些书

占地方，可以做废品处理了，她当时满口应允了，而这

么多年过去了，书还依旧摆放在那。或许在她的心中，书

是至高无上的，里面都是无穷的智慧和宝藏。这让她对

书的呵护，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她每年都搬出来

晒晒，发现书有卷边、折叠的，就想办法给压平整；看到

书有破损、脱页的，就小心翼翼地进行修复。因为那每本

书上，至今还残存着儿女刻苦阅读留下的温度和欢乐

时光，儿女不在身边，有书陪伴，她就感到踏实、有寄托。

　　盛夏时节，丈母娘晒书，晒的是幸福，也晒出了对

远方儿女的呵护与牵挂。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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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母娘晒书

□　张红

　　

　　“来，哥抱抱你。兄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有什么事儿跟哥说……”

　　那天，在镜湖区的江水中，浑身湿透的小王被梁昊抱着，终于打消了轻生

念头。梁昊是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滨江派出所副所长。为了救小王，梁昊站

在江水中足足劝了一个多小时，成功挽回一条生命。

　　“滨江派出所，8号码头附近有人跳江疑似轻生，请迅速处置……”那天下

午3点，滨江派出所接到了110指令。

　　“快！去8号码头！”梁昊带领民辅警迅速驾车赶到了现场。

　　眼前一幕让大家惊出一身冷汗——— 炎炎烈日下，一个小伙站在距离岸边

30多米的江水中。江水接近其腰部，身后是深不可测的滔滔江水。小伙情绪激

动地哭着，慢慢向深水处移动，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岸边所有人的心都提

到了嗓子眼儿。

　　“别动！”危情之际梁昊大喊一声，顾不上脱下警服，顺着台阶跑到江边跳

入水中。

　　“你别激动啊，有什么事儿跟哥说……”梁昊走到小伙面前，一边劝着，一

边询问缘由。而对方低头不语，万幸的是，他站住了，不再移动，但仍然在抽泣。

　　为防止小伙发生意外，梁昊没有贸然向前。心里明白，此时最好的办法是

劝导：“咱都是年轻人，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但路很长。兄弟，听我

的，有什么事儿哥帮你解决……”

　　脚下是滔滔江水，头顶是炎炎烈日，江面泛着刺目的阳光。梁昊的身上被

汗水、江水湿透。他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把这人救回来。就这样，他

站在江水中足足一个多小时，以大哥身份说着家庭、聊着生活，苦苦相劝……

　　梁昊温和的话语终于让小伙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来兄弟，把手给我！”趁这机会，梁昊把手伸向了对方。握住小伙手的那一

刻，梁昊明显感到对方的手冰凉，浑身颤抖。梁昊一把抱住对方，拍着他的肩

膀：“没事没事，相信哥，一切都会过去。”

　　这一抱，小伙虽然一言不发，但泪水簌簌落下。

　　梁昊抱着小伙的肩膀劝着、说着，直到把他带到安全区域，所有人这才松

了一口气。

　　回到派出所，梁昊又对小伙开导了两小时，并与其单位同事取得联系说明

情况。

　　小伙也打开了心扉，诉说着缘由。原来，小伙姓王，今年不足20岁，外地人，

到芜湖某单位打工不到一周。当天中午，他因工作出错被同事责骂，并要承担

一千多元赔偿。身在外乡、刚踏入社会不久的他感觉受了委屈，原本内向的他

一时想不开欲跳江轻生。

　　不一会，小王的单位同事赶到派出所。王某情绪已经稳定，一行人对梁昊

暖心相助一再表示感谢。

　　临别时，小王主动抱抱梁昊：“谢谢您，警哥。在我最无助时，你的拥抱很温

暖，给了我力量。”

　　而梁昊心里也暖暖的，很欣慰……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温暖的拥抱

□　黄永泉

　　

　　小时候，在老家屋前有块地，用长条石一围，便是个小院子。每到春天，奶

奶便会在院子的一角撒些丝瓜籽，在雨水的滋润下，很快便有瓜苗冒出头。奶

奶精心地照料着，小绿苗渐渐茁壮成长，敏捷的藤蔓很快便顺着院子的围墙和

瓜架蔓延开来，形成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

　　到了夏天，藤上的叶片便会长得更加茂盛和宽大。每当我在炙热无比的阳

光下东奔西跑的时候，奶奶便会摘下丝瓜叶，做成帽子，为我遮挡阳光。而她的

目光，则时刻跟随着我的身影，温柔地落在我的身上。

　　傍晚时分，我总是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纳凉。丝瓜藤上的花朵，如

同金黄色的灯笼，点缀在绿叶之间。偶尔，一阵微风吹过，花朵轻轻摇曳，仿佛

在向我招手。奶奶常常坐在我的身旁，默默地缝补衣物，偶尔还会喊我帮她穿

针引线。她的手中总是不停地忙碌着，一针一线，牵着对家人的关爱和温情。

　　到了丝瓜成熟的季节，奶奶的脸上总是挂着笑意。印象中，她总是早早起

床，来到院子里的瓜架下，采摘最新鲜、最饱满的丝瓜。然后来到厨房，熟练地

削去丝瓜的外皮，切成均匀的小块。往灶里添点新柴，充满烟火气的一天便开

始了。奶奶用丝瓜煮粥、炒菜、炖汤，做出了一道又一道美味的菜肴。当我们围

坐在餐桌前，品尝着奶奶的手艺时，那股淡淡的丝瓜香气，让我们回味无穷。而

院子里，那些穿过藤蔓的丝瓜，就像奶奶对我们的关爱，无论风吹雨打，总是牢

牢地挂在枝头。

　　偶尔，奶奶会跟我叨一叨丝瓜的好处。小时候听得迷迷糊糊的，长大之后，

我才知道，丝瓜全身都是宝，不仅可以作为食物，还能入药。丝瓜籽药性苦寒，

具有清热驱蚊的功效；丝瓜叶捣碎敷于患处，可以治疗荨麻疹和皮肤瘙痒；丝

瓜藤能够舒筋活血，晒干后研磨成粉服用，则可以治疗牙疼和腰膝酸痛。虽然

这些用丝瓜治病的方法我都不曾尝试过，但是每当我感冒发烧或者食欲不振

的时候，奶奶就会用丝瓜做一些清淡的菜肴，帮我调理身体。

　　一些粗壮个大的丝瓜会被留在藤上，等到秋后，它们的瓜肉便会慢慢失去

水分，逐渐萎缩。摘下去皮后，便只剩一团粗糙而又空洞的网状纤维组织，用来

刷锅洗碗，再好用不过了。

　　后来，我离开了老家，丝瓜藤依然是奶奶亲切的伙伴，在这个简朴的院子

里守候着四季的不同景色，分享着岁月的喜怒哀乐。奶奶常常会托人捎些东西

给我，比如色泽鲜亮的蔬菜，口味香甜的水果。然而，我却对那并不起眼的丝瓜

络情有独钟。把它拿在手里，感受着它那粗糙的纹路，仿佛被一只长满皱纹的

手拉住。

　　如今，那间老屋已经不在了。然而，每当我品尝到美味的丝瓜菜肴时，那个

乡村小院和那张慈祥的脸庞便不知不觉地浮动在我的脑海。我总会想起那个

熟悉而温馨的画面——— 奶奶在院子里劳作，阳光把她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如

同丝瓜的藤蔓那般，慢慢伸展开来。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

爱的枝枝蔓蔓

□　杨金坤

　　

　　一个喜欢文字的人，总会在一瞬间被一

段文字甚至一个字句打动，并为之心荡神摇，

正像我现在对着“风入松”三个字，神魂不能

自持一样。

　　风入松啊！风入松！我双眼微闭，想象着

风入松的情景。

　　一缕风入松。就像一滴水滴入一大块海绵，

便杳无踪影了。一只昆虫感觉到了这一缕风，脚

下一个趔趄，展翅斜飞，一滴幽香的松脂，恰到

好处地滴在昆虫上，一滴，两滴……昆虫生灵活

现地被牢牢粘住，金黄色的琥珀仿佛是昆虫的

最后一滴泪珠，遥望着自己最原始的家园。

　　百缕风入松。松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我入神地听着，慢慢体味。听着听着，其他声

音渐渐被从耳边剔出，松涛的声音越来越清

晰，如微风掠过水面，使水面泛起轻轻涟漪。

松林变得轻盈生动，一只小松鼠，忘记了两只

爪子中抱着的松子，竖起耳朵，警惕地谛听着

这微妙的声音变化。

　　千缕风入松。松涛声自远处的峰峦，自近

处的幽谷，自心底的颤动，像一种远古的声

音，隐隐约约，接踵而来，来的深远、幽沉。一

起一伏的树浪，在颤抖的松针上起伏。悦耳的

声音，正是来自这些在风中颤动的松针，每一

根松针颤抖的声音是极其细微的，但无数的、

成千上万的松针合在一起，就组成了这起起

伏伏、悦耳动听的涛声。一只土里刨食的锦

鸡，不解地侧着头望望颤抖的松针，咕咕的叫

声淹没在幽深的松涛中。

　　万缕风入松。千峰万壑间参天奔涌的松

树涛声，演奏着风过林梢的交响，群山澎湃，

万壑奔腾，惊为天籁的松涛，越尘而来，沉浑

激越，辽远而广阔。一只银狐疾步奔到窝前，

急急忙忙地钻进去。它把两个耳朵垂下来，前

爪搭在鼻子上，只有这样，它才感到从洞口闯

进来的松涛声弱了许多。

　　人生的经历，正随着风入松，点点滴滴，滴

滴点点，在我心里轮回，无限地亲切，无限地熟

谙，让我心潮起伏，起伏过后，心如被洗过一般。

　　我该拿什么抵御风入松的进攻呢？

　　曾听过《风入松》的古琴曲，相传这首曲

子为嵇康所作，听了几遍，对曲调似解非解，

但我能感觉到风正拂过青松，那细细碎碎、泠

泠淙淙的声音，似蚕食桑叶，似细水流过，让

人的心灵跟着起舞。

　　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春听鸟声，夏听

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

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

虚生此耳。”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论声

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

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

之鼓吹也。”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风入松是

大自然的清籁之声。

　　赏马麟的《静听松风图》，一位老者，悠然

坐于松下，脸侧向左边，半闭的眼睛瞟往风所

吹来的方向，听着风吹过松树的声音，是那样

陶醉与享受。

　　风入松，把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

带入一个喧哗而静谧的世界。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风入松

□　郭军红

　　

　　距老家西北方向4公里有个赤支村，在我

们那一带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人口近6000

人，耕地面积1万亩。

　　前几日，回老家看望父亲，乡邻们说起这

个村子种植了千余亩的桃树，村民们每年售

桃收入很是可观。于是，我心中萌生了去那里

看看的念头。

　　我驾车直奔位于赤支村村北的桃树园。

远远望去，千亩桃园光是墨绿色的桃树叶就

好似一张硕大无比的绿网，覆盖着田野，给人

一种望不到头的视觉冲击。

　　沿着桃园路，一个人信步行走其间，发现

桃园之间原有的乡间土路全部改良成了“井”

字格型的乡间公路，大概是为了更加方便村

民们在桃子收获季里销售运输吧。虽然路面

不宽，但整齐划一的乡间公路，我脑海里忽然

冒出一句话：“阡陌之间铺就致富路”，不知恰

当不恰当。

　　当我沿着桃园间的公路漫无目的走走停

停，忽然听到桃林深处有说话声，若大桃园半

天见不到人，我不由得走下公路，朝声音传来

的方向走去。走过数十棵桃树，看到一男一女

正在桃树间疏果打枝，看到我走过来，男人停

下手中活计，问我从哪里来的，干什么来了。

我一一作了回应。

　　这位老哥看上去60来岁，很是热情，拉着

我坐下聊了起来。

　　攀谈中，我得知，赤支村里各家或多或少

都种桃树，品种也基本都是黄桃。老哥告诉

我，种植果树是很辛苦的。就拿桃树种植来

说，从春季桃树返青吐芽开始，就要修枝打

杈、打药、浇灌。在桃树从生长到成熟收获的

时间里，仅打药、灌溉就要五六次。不然的话，

病虫害就会吃叶咬果，影响收成。

　　我抬头环顾四周，在桃树叶片间，一颗颗

表面覆盖着细嫩绒毛的青涩桃子挂满枝条。

令我疑惑的是，地上扔着许多明显刚摘下来

的小毛桃，问其中缘由，原来是为了防止过多

的果子分流营养，他们按照“摘小保大”“摘劣

留优”的原则，有选择性地进行。用他们的行

话讲，这个过程叫“数果”。

　　在和老哥闲聊中，我心中自始至终有一个

疑点，就是偌大的桃树园，无遮无挡。每家每户

的桃树园都是让他人随意出入，没有我想象中

的，在桃园周边扎上篱笆的景象。当我说出心中

的疑问，略显迟疑地问老哥，就不怕有人偷采

吗？老哥笑了：“村里家家户户都种着桃树，有谁

去偷摘。就是有人吃几个又能怎样啊。”老哥的

回答，反而显得我的格局有些小了。

　　每年7月中旬，是桃子丰收的季节，也是

村民们最高兴的时刻。不过老哥告诉我，采摘

成熟的桃子，不是你们城里人在电视上看到

的那般风光，充满诗情画意。其实采摘桃子

时，同样也是很辛苦的。

　　采摘桃子时，正是头伏天，天气酷热，要

赶在清晨顶着露水采摘。采摘时，即使天气

又闷又热又粘，也要穿上长衣长裤。否则桃

子表面的绒毛沾在皮肤上，刺痒难受。由于

桃子批量成熟，各家各户收摘时，自家忙不

过来，往往需要雇人帮工。

　　据这位老哥讲，老乡们采摘下来的黄桃，

都被销往本省或外省的桃子加工厂。主要是

制作黄桃罐头和罐装桃汁、桃酱。这么多年

来，由于打开了销路，每到桃子成熟的时候，

外地的大货车会直接开到桃园地头，成箱成

箱地装车拉走，从来不愁销路。

　　农村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黄桃种植

产业助力村民增收。这里的桃园已然成了村

里的一张名片。村里种植桃树，收获黄桃，不

仅鼓涨了村民们的腰包，每年春暖花开的季

节里，千余亩的桃花竞相绽放，盈满桃园时，

也吸引着众多的城里人，来到这里观赏花海，

感受“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盛况。

　　在这串串桃子、棵棵桃树下，我忽然想

到，套用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那句词“稻花

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改为“桃树园里

说丰年，听取笑声一片”也颇为适宜。面对今

年这长势喜人的桃子，增产增收几成定局。相

信这喜人的桃子，定会让老乡们的日子过得

象芝麻开花节节高。

　　

　　（作者单位：河北省定州市公安局）

□　梁德荣

　

　　“晴后香樟生意盈，春来满树色纷呈。枝

头新嫰黄明玉，梢顶初芽娇紫红。”这是一首

吟诵樟树的诗词，说明人们对它怀有特殊的

喜爱。的确，樟树独特的香气，氤氲着人们的

每一个日子。它高高大大的身影，矗立在记忆

中摇曳生姿。

　　香樟，是人们对它的爱称。樟树还有一些

好听的别名，如樟木、瑶人柴、栳樟，主要产于

中国南方及西南各省区。在我的闽西老家山

中，随处都可看到它们高大挺直的身影。似乎

只要扎下根须，它就会在以后几十年的光阴

里一直长，长得十分高大威猛，高可达30米，

直径可达3米。而且它很早以前就被城市里的

人们引种，作为优良的绿化树、行道树及庭荫

树，与人们日夜相伴。经历上百年的风吹雨

打，香樟便可长成参天古木。我们在村庄、路

边遇见的香樟树，没准就是有百年树龄的老

树了。

　　樟树是种很有意思的树木，它的名字就

大有来历。据说，因为它身上有许多纹路，像

是大有文章的意思，所以古人们就在“章”字

旁加一个木字作为树名。樟树身上与生俱来

的香味，使它在万千树木中独具魅力，受到人

们的喜爱。由此，香樟的树语既与顽强的生命

有关，又与爱情有关，恒久的香味与生命力，

使人感觉浪漫而久远。

　　我和很多人一样，喜欢樟树自由率性的

生活。记得还在读小学时的一个清明节，我

跟着母亲去种菜，在菜地的角落随意种下了

一棵小小的樟树苗，它居然就一天一天地长

大了，直到长成一棵高高的大树，周身散发

着好闻的香气。走近它时，便听到风吹过时

树叶的哗哗声响。由此我知道了，樟树是粗

生粗养的树种。只要有一粒种子，不管是人

们有意种植，还是随意丢弃，不管是随风而

来，还是鸟嘴跌落，它总能不择地势，不嫌气

候地生长。野地里，它茁壮成长。阳台上，它

同样长得威势动人。傲然风吹雨袭，承接阳

光雨露，永远披挂着苍翠欲滴的葱郁生机。

如今，在我远离故乡的家中阳台上，摆着一

盆远方朋友送的香樟树。我只是隔几天浇浇

水，几年过去，它已长得枝繁叶盛，特别惹人

喜欢。时不时地贴近这棵香樟，犹如见到久

未谋面的友人，股股温情不自觉地涌上心

头。樟树所表现出的出众品格，让人心生敬

意，久难忘怀。

　　樟树长得威势好看，还浑身都是宝，以

前民间最常见的，是用它做樟木箱。樟木箱

不但坚固耐用，而且日夜散发着香樟味儿，

让种种蚁虫退避三舍，是存放毛料、衣被的

极好物品。更称奇的是，哪怕十年、几十年后

打开木箱，也会樟香扑鼻，沁人心脾。用香樟

做成床、柜子、凳子等家具，在方便人们生活

的同时，还带来满室香味，备受百姓们喜欢。

我从小到大，曾经拥有过好几只樟木箱。我

没用来保存衣物什么的，就用它放置买来的

书和连环画，保存读书时习文作画的纸页。

后来，我参军离开了家乡。在我当兵十多年

间，每次回到闽西老家时的一件事情，就是

翻看检查这些木箱里的书物。打开厚实的箱

盖，一股熟悉的清香便扑鼻而来。樟木箱里

的东西，果真从来没被虫蚁咬过。无论是书

本还是摞得厚厚的纸张，一年又一年地保留

着它们的光鲜和净洁。而木箱中透出的那股

香味，几十年后仍然馥郁扑鼻。

　　而在乡村艺人眼里，樟木是他们大显身

手的物件。在物质不丰富的时代，用便宜的

樟树木料雕成十二生肖动物，就是孩童们逗

乐玩耍的好东西。要是雕成一幅幅山水、龙

凤、花鸟、鱼虫的屏风牌匾、婚床喜庆图饰，

那就是人们结婚等大喜事时的上佳物件。置

于家中，让人在真切欣赏自然界婀娜多姿的

同时，更欣赏到艺人们鬼斧神工的精湛

技艺。

　　山野辽阔，泥土腥香。伴随着莺歌燕舞的

足迹，樟树在故乡的土地上找准一个方寸之地

扎根，就永远不会改变位置。那一棵棵摇曳在

迢迢岁月旅途中的樟树，它们认准脚下的土

地，扎下自己的根须，以高大的身姿和柔和的

香气，引领无数游子找到回家的路。在心上拥

有一棵有关樟树的忆念，是一件十分幸福的

事情。

　　

　　（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检

察院）

桃树园里说丰年

好大一棵香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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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替我说出深夜

　　营造的寂静

　　是你替我说出

　　寂静背后的孤独

　　是你

　　替我孤独站岗

　　

　　我捡食米粒般的文字

　　在书中

　　我扭住干净的句子

　　和翻滚的情节

　　不依不饶

　　是你

　　关闭纠缠不清的门

　　

　　合上书页

　　你回到你的黄金屋

　　我伴我的颜如玉

　　——— 入眠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

守
望
麦
田 

□ 

孙
培
用

　　大片大片的空旷地

　　那是一种昭示

　　收季后 我看见黄黄黑黑的麦茬

　　为了麦田 为了孩子 为了日子

　　年轻的守望者呀

　　我觉得你最幸福

　　

　　走进麦田

　　诗的节奏会随麦浪起伏

　　春天降临 人们都会记住

　　当犁进入更进一步的土地之中

　　那些耕作的日子如此美好

　　你会比我更早地设计未来

　　你比所有的麦穗都显得

　　沉重 饱满

　　

  看着麦田

　　充满醉意 你风中的容颜

  显得成熟很多

　　看着你的汗水和泪水

　　如此流下来 悄无声息

　　我的麦田的守望者呀

　　你的欣喜 根本不需要躲避我

　　

　　守望麦田时你守望粮食

　　守望着沉默 守望着阳光时光

　　守望麦田 守望着生命

　　守望你自己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

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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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等你的荷

　　花开半夏，热情似火

　　你游弋而来

　　莞尔一笑，让你眼神闪烁

　　我是等你的荷

　　清香满塘，激情如歌

　　你俯身亲吻

　　心生涟漪，让你爱荡碧波

　　我是等你的荷

　　相逢是缘，岂能错过

　　也许一见钟情

　　留下美丽的传说

　　

　　（（ 作作者者单单位位：：湖湖北北省省黄黄梅梅县县司司

法法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