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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雨天，

撑起一把伞，便仿
佛拥有了一个小小

的世界。””

“我抚着冰凉的

碗，吃着煮得稀烂的绿
豆，喝着沁人心脾的绿
豆汤，仿佛被带入一片

清爽的世界。”

““现代科技为我们相见创造了一个新的平台，在一个大家认为适合的时间，开一次全班同学网上

见面会，不是也很好吗？””

十总镇
宋协培 摄

1977年 11月、12月，经过初考
和统考，我于1978年3月2日拿到了
当时校名为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
的录取通知书。高中毕业十年后，
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开学后一个月，我们班上来了
三名新疆同学，于新荣、王晓丽和王
保新，他们是可可托海派来的委培
生。三位新同学的到来让我们班又
多了一份喜气。内秀的于新荣见到
同学常常嫣然一笑，主动打个招呼；
文静的王晓丽同学在运动场上可是
一位虎将，将中文系女子标枪冠军
轻松收入囊中；一表人才的王保新
同学写得一手漂亮的硬笔字。我们
一起上课，分享学习心得，交流不同
的风土人情……

时光匆匆。1980年 1月，他们
结束了两年的委培学习。临行前，
我们组织了热烈的欢送会，合影留
念，将他们一直送到长途汽车站才
依依不舍地挥手道别。分别以后，
班上同学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告知
在可可托海一中当老师的情况，后
来互相之间就很少有书信往来了。

2016年 11月 6日，全班同学第
二次聚会。健在的 36位同学到了

31位。握手、合影、敬酒……彼此在
眉宇间寻找当年的你我他，大家分
别36年，有满肚子的话要说。

聚会中有一个话题，那就是怎
样把可可托海的同学找到。后来，
只要有朋友去新疆旅游，我总是拜
托他们寻找……

六月初，小女儿打来电话说要
去伊犁旅游。这是一次寻找可可托
海同学难得的机会，我立即与杭育、
沈民联系，请他们将当年新疆同学
参加合影的“全家福”传来。约半个
小时后，我先后收到两位同学发来
的照片。杭育还提供了可可托海同
学的搬迁信息，嘱咐我这可能是最
后一次机会了……

带着“大海捞针”的希望，我登
上飞往伊犁的飞机。

我们是一个小团，一共 9个人，
其中有两个人在伊犁有一点人脉。
三年前，小女婿曾随崇川区工会考
察团去伊宁市考察，并且为伊宁市
总工会组织的培训班上过一课，与
部分人员有过交流。顾先生也有两
个好朋友在伊犁工作。反正他们比
我在伊犁的“两眼一抹黑”强很多。

到达伊犁后，我向导游黄先生

提出寻找可可托海同学的请求，黄
先生答应试试看。

第二天是星期六，伊犁州商务
局的杨（副）书记亲自给我们当导
游，我抓住机会向她求助寻找老同
学，她一口答应，努力去找。

星期天晚上，顾先生的好朋友、
伊犁州市场监管局党委副书记黄茂
松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又提出了
同样的请求，黄书记说，可可托海属
于阿勒泰地区，他的大学同班同学
有几个在那里当教师，请他们留心
查找，说不定能找到。我连忙将三
位同学的姓名、入学时间、学校名
称、照片等资料发给他，期待出现奇
迹。

几番周折，一天，黄书记发来微
信称找到了王保新的手机号码，我
即刻与王保新联系并加上了微信，
班上同学的信息一条条发给保新。
保新在微信中说，一生中难得的缘
分让我们相逢，留下了难忘的纪念。

班群瞬间热闹起来。一个接一
个的同学纷纷与王保新打招呼，热
烈欢迎王保新进群。第二天，保新
又将于新荣和王晓丽的手机号码找
到。

于新荣在群中这样回复：失联
44年，心中从未忘记。原以为只能
留在心底的寻梦，在失望中复活。
喜出望外啊！

王晓丽在群里回复：老同学们
好，我是王晓丽，看到熟悉的名字太
亲切了，弹指间已经分别四十多年
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感动，太感动
了！

当年的首任辅导员朱振如也在
群里回复：欢迎于新荣、王晓丽入
群。

悠悠岁月催人老，当年可可托
海的三位年轻同学现在也已天各一
方。王保新长住天津，于新荣长住
湖南，王晓丽长住大连。

群里有几名热心的同学提议：
老班长，我们可以再搞一次“全家
福”吗？

这是一个新问题。
张茂华同学说，愿望都是共同

的。然而天南海北，聚会太不容易
了。

我想，现代科技为我们相见创
造了一个新的平台，在一个大家认
为适合的时间，开一次全班同学网
上见面会，不是也很好吗？

寻找可可托海的老同学寻找可可托海的老同学
瞿汉宾

在漫长的岁
月里，雨伞如同一
位静默的守护者，
伴随着人类走过
风 雨 交 加 的 日
子。它的变迁历
程，犹如一部波澜
壮阔的史诗，诉说
着人类文明与科
技的交融发展。

遥想古时，人
们以藤条、叶片、
动物皮革等自然
材料制成伞，遮阳
蔽日。那时的伞，或许粗糙简
单，却蕴含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与智慧。

随着时光的流转，伞的功
能逐渐丰富起来。在古罗马的
雨水中，伞开始展现出它的另
一种魅力——遮挡风雨。那时
的伞，或许还带有几分笨重，
却已是人们出行时不可或缺的
伴侣。

到了中国汉朝以后，伞的制
作技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
现了纸伞、油布伞，它们轻盈而
坚韧，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意
象征。在江南的烟雨中，一把油
纸伞，便能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浪
漫氛围。

走进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
滚滚浪潮，无数传统工艺与技艺
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其
中，那寻常却又不可或缺的雨
伞，也在这场变革中焕发出新的
生机。

昔日，雨伞多以竹骨、纸面
制成，虽古朴雅致，却难以抵挡
风雨的侵袭。然而，随着油布、
铁骨、钢骨的相继问世，雨伞的
制作材料和技术得到了极大提
升。油布的出现，使得雨伞的防
水性能大大增强；而铁骨、钢骨
的应用，则让雨伞的骨架更加坚
固耐用，即使在狂风暴雨中也能
屹立不倒。

更值得一提的是，折叠伞的
发明，无疑为雨伞的便携性带来
了革命性的提升。相较于传统

的手持式雨伞，折叠伞小巧玲
珑，可轻松收入包中，随时随地
为人们遮挡风雨。这一创新不
仅改变了人们使用雨伞的方式，
更使得雨伞成为现代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今，走进商场，你会发
现雨伞的种类和样式琳琅满
目。从简约实用的单色雨伞，
到色彩斑斓、图案各异的时尚
雨伞，它们不仅满足了人们的
基本需求，更成了展示个性和品
位的道具。

更有一些科技含量十足的
雨伞，它们融合了现代科技与时
尚设计。比如带有 LED灯的雨
伞，不仅能在夜间提供照明，还
能增加行人的安全性；而带有太
阳能充电板的雨伞，则能在晴天
为手机等电子设备充电，实现了
雨伞的多元化功能。

小小的雨伞见证了人类文
明的进步。从最初的竹骨油纸，
到如今的金属骨架、防水布料，
它不断演变，折射出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在未来的日子里，
雨伞或许会更加智能、更加环
保，陪伴我们走过更多的风雨，
迎接更多的阳光。

每当雨天，撑起一把伞，便
仿佛拥有了一个小小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躲避风
雨，也可以欣赏雨中的美景。雨
伞，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陪伴我们走过每一
个难忘的瞬间。

雨伞的变迁雨伞的变迁
梅 春

“提神复购三华李，
解暑还思绿豆汤。”童年
的记忆里总有一碗冰镇
绿豆汤，带着夏日的清
凉，也带着童年的味道。
每当骄阳炙烤大地，我便
会想起那碗在井水里湃
着的绿豆汤。

小时候，每到暑夏，
我都会到外婆家小住几日。漫长而热烈的夏日，阳光透过树叶
的缝隙洒在老屋的地面上，连成斑驳的光影。外婆家在临湖的
一个小村庄里，清风吹过，便能闻到阵阵藕香。我爱极了外婆
的小院子，左边扎着一个木秋千，右边种些自给自足的小蔬菜，
中间还有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我曾好奇地往古井里丢过小石子，看着它激起阵阵涟漪然
后消失不见。外婆笑着阻止我：“囡囡，这口井有大用场，可不
能‘欺负’它。”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热浪滚滚的午后，我食难下咽。外婆心疼我，抓了一把色
泽鲜亮的绿豆放在竹篾编的篮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井水
中浸泡。须臾后，外婆便把竹篾捞起来，去掉浮沫后倒入炖锅
中沸煮。她守在炙热的炉火边，汗珠不停滴下，可她依旧认真
地握着一把长长的木勺耐心地搅拌着。待绿豆在沸水中翻滚，
不时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外婆才满意地笑了。她知我喜吃甜
食，撒入些白砂糖，待糖分溶解后便可出锅了。

“外婆，外婆，快给我尝尝。”我像只小馋猫似的跟在外婆身
后。可外婆却神秘地说要等一等。我看着外婆将绿豆汤盛在
白瓷碗中，盖上盖子沉入井中。可奇怪的是，白瓷碗并没有沉
下去，而是悬浮其中。不过赏闻了一阵藕花的工夫，冰镇绿豆
汤就完成了。我抚着冰凉的碗，吃着煮得稀烂的绿豆，喝着沁
人心脾的绿豆汤，仿佛被带入一片清爽的世界。“小暑喝汤，清
凉解暑。”外婆看着我喝了一碗又一碗，也露出了会心的笑。那
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带走了夏日的炎热，也带走了心中
的烦躁。我时常闭着眼睛细品那绿豆汤的滋味，除了清甜，满
是外婆对我的爱意与关怀。

喝完绿豆汤，我帮着外婆将地里摘来的小甜瓜、西葫芦一
个个扔入井中。到了晚间，又是一顿清凉可口的菜。

多年以后，我学着外婆的模样自制绿豆汤。将绿豆在冷水
中浸泡，挑出浮沫再冷水下锅。放入冰糖后再沸煮二十分钟，
放凉，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冷藏。绿豆是那个绿豆，冰糖是那
个冰糖，只是喝起来却不是童年的味道。我曾细究过原因，是
火候不够还是用料不足，想到最后我发现，那是一种悠远的味
蕾记忆在支配着我。是长辈的关怀，更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智慧。

每一口清凉的绿豆汤，都像在带我回忆朴素却又充满温馨
的乡村生活。

“熏风破晓碧莲苔，花意犹低白
玉颜。一粲不曾容易发，清香何自遍
人间。”一走进办公室，便闻到白玉兰
的香气在空气中轻轻飘荡，原来是单
位的阿姨给我带来了白玉兰花。

那洁白无瑕的花朵，花瓣厚实
纯净，散发出清新微甜的香气，仿
佛天使展开的羽翼，既优雅又迷
人，给整个夏天带来了勃勃生机。
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别在裙子上，看
着花儿与裙子相得益彰，不禁让人
心生欢喜。望着这白玉兰花，我想
起了儿时家中的小院，以及那两棵
盛开的玉兰花树。

故乡小院种着两棵白玉兰树。白
玉兰花也称为白木兰，花朵颜色洁白
如玉，香气如幽兰般迷人，因此得名
白玉兰。白玉兰花期很长，每逢花开
时节，温润如玉的白玉兰花在枝头悄
然绽放，清香淡雅的花香萦绕在空气
中，令人心旷神怡。

每当白玉兰花开，爱美的母亲总
会对着镜子把一朵白玉兰花别在耳
朵边的头发上，母亲总会开心地问
我：“妈妈香吗？”我抱着母亲，用鼻子
闻她头发上的花香说：“我的妈妈太
香了！”那时的母亲喜欢穿素衣，头戴
白玉兰花，文静优雅、清丽脱俗。

当花香满院时，母亲就会把刚摘
下的白玉兰花用小小的别针串起来
别在我的裙子上，一路走一路芬芳相
伴。母亲还会提着篮子，把带着露珠
的白玉兰花轻轻地放入篮中，一家家
去送花，我跟着母亲，看着左邻右舍
对母亲连连感谢。

除了佩戴之外，白玉兰花还能用
来制茶、熏香。母亲喜欢在家里插几
朵白玉兰花，整个家里弥漫着香气。
为了留住夏天的香，母亲还会制作白
玉兰香薰，香味恬静淡雅。夏夜，母亲
点着香薰，我在花香中入睡，连梦都
是甜甜的。

古代诗人也喜欢白玉兰花。眭
石在《玉兰》里写道：“霓裳片片晚
妆新，束素亭亭玉殿春。已向丹霞
生浅晕,故将清露作芳尘。”陈淳在
《玉兰》里写道：“花开不是辛夷种,
自得凝香绕紫苞。昨夜月明庭下
看，恍疑罗袖拂琼瑶。”屈原在《离
骚》里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读着这些诗，我
读出了白玉兰花纯洁高尚的品质以
及对美的追求。

泰戈尔曾说：“生如夏花之绚
烂”。在我眼中，能配得上“绚烂”二字
的，非白玉兰花莫属。

““每逢花开时节，温润如玉的白玉兰花在枝头悄然绽放，清香淡雅的花香萦绕在空气中，令人

心旷神怡。””

衣襟夏日满幽香衣襟夏日满幽香
张炎琴

冰镇绿豆汤冰镇绿豆汤
赵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