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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蝉
□ 徐天喜

（组诗）

在我的故乡，有句俗语：“扳
风 扳 雨 扳 日 月 ，扳 鱼 扳 虾 扳 星
辰。”我的故乡是水乡，出门见河
湖港汊，水中鱼虾极多，偶得空
闲，大人小孩皆爱显一显身手，
捉鱼罾虾。

罾虾，是一种很闲逸的事。出
门耕田、放牧，带上一具罾，随时
可享渔人之乐。罾的制作，其实很
简单，将两根细竹交叉绑在一起，
在竹子末端系一块轻纱，一具轻
盈、简易、实用的渔具就成形了。
将罾置于水中，投下饵料，打好窝
子，即可靠水吃水、以逸待劳。当
忙完别的事，扳起罾儿，就会有收
获。

那个夏天，大雨不止，水乡泽
国，一片白茫。雨停后不久，稻田
的水退去，池塘汇聚鱼虾，俨如一
只巨大的聚宝盆。想到雨后的鱼
虾十分活跃，我的心开始发痒，当
晚喊上姐姐，拎上罾，提着灯，背
上篓，一起前往荷塘罾虾，同时不
忘带上爱犬阿黄，以壮胆量。

月亮出来，亮汪汪。透明的夜
空，可以看到残留的雨丝在静静飘
荡。当来到荷塘，我和姐姐将罾缓
缓下到水里，看它稳稳地沉在池
底，然后将虾饵抛入罾中央，开始
等待虾儿自投罗网。

此时，天上一轮月，水上一轮
月。阒静中，周围梯田一片墨绿，
只听见蝼蛄在鸣。渐渐地，刚才还
在水面晃荡的月亮，安静了下来，
卧在罾中央，一动也不动，此情
致，有一种“忽见新月上渔罾”的
诗情画意。

皎洁的月亮，将水中罾映射
得像一座小小的水晶宫，前来觅
食的鱼虾，纤毫毕现。罾下的那
一面轻纱，在我眼里，宛如皮影
戏，水中生灵的一举一动，尽收
眼底。也许，阿黄从未见过此等
景 致 ，两 眼 泛 着 幽 蓝 幽 蓝 的 光
芒，是那么的好奇。

“姐姐，虾儿真多！”我看见虾
儿在那一轮水月里聚成一团，禁
不 住 尖 叫 ，却 被 姐 姐 捂 住 了 嘴
巴。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惊讶
地 发 现 ，游 向 罾 中 月 的 ，除 了
几近透明的虾，还有鱼、泥鳅，甚
至龟、鳖。更多的水中生灵，游
弋在周围，宛如一抹抹沉在池塘
的夜云。

野旷静悄悄的。偶尔，雨露从
水植物叶子上泻下，落在池面，发
出悦耳的清响。

该起罾啦！
罾沉沉的，仿佛塘底有一种引

力。我和姐姐心儿怦怦直跳，将罾

扳出水面，借着月光、灯火，发现
轻纱绷得紧紧的，堆着一层鲜活的
草虾，宛如积雪，莹润生光。当虾
儿发现离开了池水，纷纷开始蹦
跶，仿佛豆子炸了窝。

虾儿色泽不一。有的通体透
明，如玉雕琢，那是刚长成的嫩
虾；有的颜色青灰，如覆包浆，那
是已成年的大虾；有的颜色黛绿，
如生苍苔，那是年长的老虾。

见这么多的草虾，我和姐姐兴
奋极了。小心翼翼地，将罾移至湿
漉漉的草丛，将虾儿满满掬起，大
捧大捧往鱼篓里塞。虾儿摩挲手
掌，痒酥酥的，而尖硬的虾头、虾
钳又给人一种微微的疼，感觉真奇
妙！

草虾入了篓中，仿佛一群水虫
子蠢蠢蠕动，发出沙沙的声音，是
那么的好听。一罾一罾落下，一罾
一罾扳起，水中月圆了、又碎了，
碎了、又圆了。

这是属于一个姐姐、一个弟
弟、一条狗、一盏灯的夜晚。眼前
这一口池塘，是那么的宁静、慷
慨、神秘，虾儿仿佛永远也取之不
尽。

夜渐渐深了。薄云在飘，晚潮
在远方泛着幽幽的白光。藻香、荷
香、泥香、草香、稻香，连同虾儿的

腥香，糅合成水乡之夜特有的气
息。直到虾儿塞满了鱼篓，又装满
了姐弟俩的小褂，我俩才依依不舍
收起罾，沿着洒满月光的田间小
径，走向水墨画一般的村庄。

回首，那轮水中月仍在池塘，
宛若一张古老的笑脸！

归来，将虾养在檐下那一口水
缸。梦里，不时响起虾儿的跳溅
声。天，终于亮了，炊烟袅袅而
起。母亲将虾捞起，开始了烹调。

嫩的，做白灼虾。将虾洗净，
剪去须足，挑去虾线，舀一瓢清
水至锅中，放入虾、姜片、葱段、
黄酒，大火而煮，直至虾身通红，
然后捞出，用冷水镇凉、沥干。
食用时，置一小碟，倒醋少许，剥
开虾壳，露出白肉，蘸而食之，真
鲜呀！

老的，就做干煸虾。将虾洗
净、沥干，然后把油锅烧热，倒入
虾儿，小火煸炒，直至炒出多余的
水分，加入少许椒盐、姜丝、葱花，
随后炒匀，出锅装盘。一口咬下
去，外脆内酥，美味可口，带着野
水气息，从此留在味蕾深处。

如今忆起，这一切似梦非梦。
水一样的轻愁啊，水乡，荷塘，罾，
虾，回不去的旧时光，是那么的令
人眷恋……

夏日，如同一位热情奔放的画
家，以金色为笔，肆意地在天地间挥
洒，将每一寸空气都染上了即将沸
腾的热度。而在这炙热的季节里，
凉席，这位古老而优雅的隐士，悄然
登场，以其独特的魅力，为炎炎夏日
带来一抹不可多得的清凉。

竹席生凉夜未央，轻风拂面送
微凉。轻吟文句，仿佛能穿越时空
的隧道，引领我们步入一幅幅生动
的夏夜画卷。凉席，以其青翠欲滴
的色泽，柔韧的质地，静静地躺在老
旧的木箱中，等待着与夏夜的每一
次深情邂逅。每当祖母轻轻揭开箱
盖，那股淡淡的草香便如同被囚禁
已久的精灵，瞬间挣脱束缚，弥漫在
整个房间，唤醒了关于夏天的所有
记忆。

祖母的手，布满了岁月的痕
迹，却异常灵巧。她轻轻地将凉席
从箱中抽出，如同展开一幅古老的
画卷，每一次抖动都仿佛能听到时
间轻轻的叹息。凉席上的图案，宛
如一幅细腻的织锦，将自然的韵味
与匠人的巧思完美融合。有的以
竹叶为灵感，细长的竹叶交织成一
道道清新脱俗的纹理，仿佛微风拂

过，竹叶轻摇，带来丝丝凉意；有的
则以花卉为主题，色彩斑斓的花朵
与绿叶交织成一幅幅生动逼真的
画卷，好似置身于花海之中，感受
夏日的生机与活力；更有一些凉
席，图案设计充满了传统文化的韵
味，祥云、瑞兽、山水等元素巧妙融
入，寓意吉祥，意境深远，人们在欣
赏之余，更添一份对传统文化的敬
畏与传承之心。

铺展凉席的那一刻，是整个夏
夜仪式的开始。祖母会先用湿布轻
轻擦拭床榻，确保每一寸地方都干
净无尘，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将凉席
铺上去，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这
一古老传统的尊重与珍视。当凉
席完全铺展开来，那份来自自然的
清凉便如同泉水般涌来，瞬间驱散
了室内的燥热，连呼吸都变得清新
起来。

躺在凉席上，身体与这自然之
物亲密接触，如同能感受到大地的
呼吸与脉动。闭上眼，耳边是此起
彼伏的虫鸣与远处稻田里传来的蛙
声，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夏
夜的交响乐。偶尔，一阵夜风拂过，
带来丝丝凉意，你会不由自主地打

了个寒颤。
家人们围坐在凉席旁，谈笑风

生，孩子们或追逐嬉戏，或依偎在大
人身旁，享受着这份难得的亲子时
光。祖母会拿出她珍藏的扇子，轻
轻为孩子们扇风驱暑，那份慈爱与
关怀如同凉席上的微风一般，温柔
而细腻。在这样的夜晚里，时间顿
时变得缓慢而悠长，人们会忘却白
日的烦恼与疲惫，只想沉浸在这份
宁静与美好之中。

凉席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
生活的情趣与温情。有时，一颗不
小心掉落的糖果会引来一群蚂蚁的
围观；有时，一只迷路的萤火虫会误
打误撞地落在凉席上，闪烁着微弱
而神秘的光芒；还有时，一阵突如其
来的雷雨会打破夏夜的宁静，全家
人手忙脚乱地收起凉席，却又在雨
后的清新中重新铺展开来……

青篾织就夏日梦，凉席轻摇岁
月长。凉席，就像一位沉默的守护
者，静静地陪伴着每一个夏夜，见证
着家人的欢笑与泪水，记录着岁月
的流转与变迁。它虽不言不语，却
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关于夏天
的故事，关于家的故事。

雨蝉

被雨淋湿的一棵树
新霁后仍在滴水
依偎袅袅斜风
出落得满枝诗情
一只生动的蝉，寄身
在湿漉漉的树桠
如果，蝉有些许记忆
便会写下刚才那场
泠泠的雨声。飘然羽衣
娟秀着美好的幻想
与田园风格的民谣
那场痛快的阵雨
把身心的尘埃
洗涤得如此洁净
天阔云淡的视线里
一群鸟正在远行
雨蝉，抖落如画斜阳
完整地唱一曲
可忆及来路的夜歌

鸡冠花

蹲在墙根或篱笆旁
不声不响地
把春心带到夏季，静看
浪漫的蒲公英开花了
素朴的瓜豆开花了
七月的木槿树和勤娘子
也开花了。你却依然
不声不响等待着
等待，某个会来的时刻
我知道你的心思
如满树纯正的叶片

愿把精彩的样子
交给那个叫秋的时序
鸿雁正从远方赶来
向季节捎来暗示
你正在酝酿的热情
将如这朗晴的夏
可燃融世间的所有真情
我，就作一丛雁来红
伴你等候那个惊艳时刻

清风滋味

款款走过原野的清风
如村头邻居家的素面女子
在这夏天的早晨
和颜悦色地飘逸而来
她的婀娜身姿，弥漫着
山坡上高粱花的气味
荷塘里菡萏和莲蓬的气味
果林里青橘和雪花梨的气味
还有稻禾灌浆的气味
——我辨认出来了
这是从我老家方向吹来的风
从遥远老家那些庄稼地
吹过来的夏季风，因为
风里还有从我家房顶上
飘出来的炊烟味
灶膛里燃烧的苦蒿
是母亲从后山割回来的
麦秸草是四月的太阳晒干的
还有父亲的叶子烟味
虽有点呛人，但它是我
久未闻到的父爱真味
牵游子衣的清风
染我一身乡愁的滋味

风去哪了
奶奶手中的蒲扇，对着黑夜
不停地问
墙头丝瓜花
一点睡意也没有，似乎也想问
风去哪了
四周的夏虫
拿出它们的小嗓门，集体提问
同样的问题

荷塘

一只萤火虫
把它的小灯笼，对着一片荷叶
照来照去
岸柳的手指
想借着月光，去摸荷塘的脸面

被风巧妙地阻止
蛙们胆子大了
竟然公开讨论，一朵出污泥的荷
是否一点未染

蝉鸣

一棵树上
风把蝉鸣交给一片片叶子
进行阅读
如果仔细听
总有一些被读错的字
掉下来
小草会接住
矫正好读音，交给路过的鸟儿
衔上去

夏 夜
□ 王佳莹

（外二首）

我对黄皮的初始印象，源于老家屋
后的一棵黄皮果树。每年，在春风雨
露的滋润下，它长出淡黄色的花朵儿，
一穗穗堆砌如雪。直到盛夏灼阳璀
璨，黄皮果渐渐由青转黄，一串串悬挂
树梢，叫人垂涎欲滴。

黄皮是岭南佳果，广泛种植于广
东、广西、福建等省份，已经有一千五
百多年的栽培历史。《岭南杂记》中这
样记载它：“果大如龙眼，又名黄弹，皮
黄白有微毛，囊白如猪脑，夏末结果。”

三伏天时，暑气升腾，黄皮果树撑
起了一片绿意。儿时，白天我就约上三
五伙伴，爬上黄皮果树，坐在最结实的
树干上，守在成熟的果子旁，伴着此起
彼伏的蝉鸣声，津津有味地吃起黄皮。
剥开薄薄的果皮，酷似柚子的清香瞬间
扑鼻而至，看着晶莹雪白的果肉，透出
翡翠般青绿色的果核，特别诱人。正如
诗中所言：“碧树历历金弹垂，膏凝甘露
嚼来奇。”连核带肉吸入口中，再吐掉核
细细品嚼。如此一剥一吸一吐一嚼，不
经意已是满地的皮与核。母鸡领着一
群小鸡，“咯咯咯”地在地上啄食，饶有
趣味。那样的夏日午后，微风轻拂，树
影摇曳，果香萦绕，是那么惬意满足，我
还真有日啖“黄皮”三百颗，不辞长作岭
南人的快意。

不同于其他水果，母亲总是乐意我
们多吃点黄皮。因为黄皮是果中之宝，
有“正气果”之称，可消食顺气除暑热，
甚至黄皮叶、树根、果皮和果核皆是入
药良材。《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果肉
健脾胃，化痰止咳，核能理气止痛”。

于是，每年黄皮大丰收，又无冰箱

可做保存时，母亲常将它熬成果酱或者
入菜。最让人难忘的是黄皮老鸭汤，风
味极佳，也将黄皮的味道与功效发挥得
淋漓尽致。老鸭飞水，煲软，加一把去
核的黄皮，不用过多佐料，只需少许盐
提味。汤水翻滚，清香阵阵，尚未入口
就已令人食欲大振。细细品尝，淡淡的
果香在舌尖缱绻，随即一股清冽的甘凉
在口腔胸腹间百转千回，无声息驱散了
暑热和乏意。每次我们吃得意犹未尽
时，母亲满脸的笑意就如骄阳明媚。这
一份烟火气里的美好，落在夏日里实在
是幸福。而这幸福，是小小的黄皮特别
赋予我们的，以至于后来每次看到黄
皮，我总觉得亲切无比。

对于擅长制作凉果蜜饯的潮汕人
来说，民间还有将黄皮酿成果脯的习
惯，既保留了黄皮原味，又延长其储存
期限。如传统特色蜜饯“黄皮豉”，至
今已有数百年历史，被誉为潮州“三
宝”之一。它以优质的鸡心黄皮果去
核、盐渍、晒胚、蒸熟之后再掺入白糖、
甘草末、香料等，反复蒸晒而成，入口
果味浓郁，肉质柔韧，咸甜适中，余味
回甘。若以温水浸泡饮用，也不失独
特的风味与营养价值，获得了越来越
多人的喜爱和追捧。

这几年，黄皮又走进了茶饮店中，
与其他食材组合，碰撞出新的惊喜，美
名“黄皮茶”“黄皮奶昔”“黄皮仙
露”……这些饮品酸甜可口，丝丝入
心，足以清凉整个夏天。

于我而言，黄皮似是故人，时节一
到，如期而至。我心欢喜，任时光匆匆，
任夏季酷热煎熬，总有黄皮一点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