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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阵子是梅雨和汛期天气，趁着太阳外出度假的
空隙，大雨小雨可劲儿撒野，下得人心里发霉，巴望着
太阳早点开眼。哪晓得太阳一回来，天气来了个过山
车，气温直接蹿上38度，一出门就蒙头蒙脸的燥热，身
上汗津津黏腻腻一片，浑身不得劲。有熟人擦肩而
过，也只是匆匆留下几句牢骚式的对白。今天好热！
今天真个热死人！只能窝在空调房里，至少得有风扇
的助力，否则感觉熬过一天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情。

倘若这时候突然停了电，大伙立马会冲出房
间。现代机器的发明，将大伙都变成娇嫩和烦躁。
相较而言，我属于耐热的人，对空调没有那么强的依
赖感。

小时家里没有空调，只有两台风扇，一台是给父
亲用的，父亲是个篾匠，一天到晚有大半时间都坐在
凳子上编制篾具，那台风扇就挂在他对面的墙上，默
默陪伴着度过整个夏天。另一台属于移动办公，有
时在厨房，母亲择菜做饭时使用，有时在房间，我们
兄妹做作业时使用。

倘若外出，更多的是人手一把蒲扇，这是夏季乡
间外出的标配，一则可以扇风纳凉，二则可以驱赶蚊
虫，倘若变天还可以遮在头上挡下雨。大人呢，经常
会把蒲扇往背后的裤腰上一别，腾出手来干活。倘
若哪个人手里拿个折扇或者团扇，则显得另类，大抵
都是城里过来的。小孩们喜欢跑过去围观，摸摸看
看，有些还要借来显摆几下。但就功用来说，还是蒲
扇来得实在，朴拙耐用，价格实惠，扇风的力道足，过
风的面积大，扇一下浑身上下都凉飕飕的，过瘾。

我们家从来不买蒲扇，父亲每年都要一次性做
个十来把，有些自用，有些送人。父亲到山上扯些蒲
葵树的叶子，晒干，修剪，清洗，熏烤，压平，画样，葵
叶就变成了扇形。母亲把葵叶放在大木盆里用开水
烫一烫，说是蒲叶会变得更有韧劲，不易开裂，可以
延长蒲扇的使用寿命。晾干后，母亲找来裁衣服时
剩下的边角料，给蒲扇缝一道边，让边缘不易开散磨
损。妹妹选择最小的蒲扇，叫母亲缝上她最喜欢的
花边。我选择中等大的，缝上篮边。

吃罢晚饭，大伙不约而同地聚在河边的几棵大
树下纳凉闲聊，扯些家里短长和新闻八卦。我们小
孩儿对这些没兴趣，我们盯上了树上聒噪的知了，拿
来竹竿粘知了玩，有些人抓了回去油炸吃。或者在
路灯下捉金龟子，抓到了就用细绳绑在腿上，看它扑
腾翅膀。待浑身臭汗，便捡起地上的蒲扇用力扇一
阵。后来不知哪个人发明了新玩法，用剪刀石头布
决出赢家，输家要给赢家扇六十下。我因为输的次
数多，经常扇得臂膀酸疼，以后就没有兴趣参与了。

长大成家后，家里有了空调和风扇，但书房里还
是摆放着父亲做的两把蒲扇，偶尔会拿出来扇一
扇。特别是儿女还躺在摇椅里时，傍晚边推着她在
楼下的院子里散步，用蒲扇给她吹吹风赶赶蚊子是
最好不过的了，还能看到几个裤腰别着蒲扇或者手
里拿着蒲扇的老人，瞬间感觉亲切起来，仿佛回到了
热闹的乡村。

我想这就是老手艺的价值，更有温度和情感，不
是坚硬锐利的机器都能取代的。

蒲 扇 来 风
□ 孙邦建

七月的画卷如诗如画，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披
上了一层金色的霞光，熠熠生辉。翠绿的树叶在微
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欢快地跳舞；鲜花绽放出灿烂
的笑容，迎接着温暖的阳光。漫步在熙熙攘攘的街
巷中，心情如同品尝美食一般丰富多彩，每一口都充
满了无穷的味道和可能性，让人沉醉在这绚丽多彩
的七月之中。在那无垠的蓝天下，七月以她那绚烂
多彩的身姿静静绽放。她，如一位踌躇满志的佳人，
用夏日的笔触精心勾勒着一幅幅生机盎然的画卷。
在这充满激情的季节里，我仿佛能听到每一朵花儿
轻柔的呼吸声，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欢快地跳跃，散
发出令人陶醉的香气。

走近一片花海，蜜蜂的嗡嗡声与蝴蝶的翩翩起
舞共同奏响了生命的赞歌。火红的玫瑰、洁白的百
合、粉嫩的牡丹，以及无数不知名的小花，都在这热
烈的七月中尽情展示它们的风采。它们的颜色或浓
烈或淡雅，却都以最直观的方式表达着对生命无限
的热爱和向往。

七月的雨，也不失为一种别样的风景。它来得
突然，去得迅速，却总能给炎热中的大地带来片刻
的凉爽与清新。雨后的空气里，夹杂着泥土的芳香

和叶子的清新，那是自然最原始的呼吸，让人心旷
神怡。

夜幕降临，微风轻拂，萤火虫在田野上空飞舞，
犹如点点星光，在暖黄的月光下闪烁。它们虽不及
白昼花朵的绚丽夺目，却也别有一番韵味，为七月的
夜晚增添了一抹神秘而诗意的色彩。

而我们，站在这如花的七月中，不禁会沉醉于这
大自然赋予的美好。每一个细微的生命都在以自己
的方式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它们
让我们感受到了时光的流转和岁月的温柔，也让我
们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懂得了珍惜与感恩。

是的，七月如花，不仅仅因为她的美丽，更因为
她所带给我们的那份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触动。
就让我们在这绚烂的季节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去感受每一处生命中的美好，去体验每一次心跳的
力量。

然而，正当我们沉浸于这份美好之时，内心深处
却隐隐生出一丝惶恐。美好总是短暂的，如同这绚
烂的七月，转瞬即逝。我们无法抓住时间的流逝，却
也无法抗拒生命的轮回。每一朵花的盛开与凋零，
都在默默诉说着生与死、始与终的哲理。

但正是这种对生命无常的认知，让我们更加
珍惜眼前的每一刻，更加渴望在这有限的时空里，
尽可能地去爱、去感受、去体验。因为我们深知，
生 命 之 所 以 美 丽 ，正 是 因 为 它 的 短 暂 和 不 可 复
制。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缕风，都是独一无
二的存在。

于是，我们学会了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不平凡
的意义，在简单的生活里发现真正的幸福。我们不
再仅仅满足于表面的美丽，而是开始探索内心的深
处，去理解生命的本质，去感悟存在的价值。

如此这般，当我们再次漫步在这如花的七月中，
心境已然不同。我们不再是单纯的赏花人，而是生
活的体验者、思想的探索者。我们用心去聆听每一
朵花的故事，用情去感受每一阵风的情绪，让这些看
似平常却又不平凡的瞬间，成为我们生命中宝贵的
记忆。

最终，当七月悄然离去，留下的或许只是一地花
瓣。然而，在我们心中，那些曾经的美好已化为永
恒。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七月如花的
记忆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一笔无法磨
灭的印记，指引我们继续前行。

七月如花
□ 林海平

汪 曾 祺 对 瓜 类 情 有 独
钟：“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
角，瓜皮淡绿色，刨去皮，则
瓜肉浓绿，籽赤红，味浓而肉
脆 ，北 京 亦 有 ，谓 之“ 羊 角
蜜”；虾蟆酥，不甚甜而脆，嚼
之有黄瓜香……”读之，颇有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的淋漓兴会。

乡间青瓜小巧玲珑，色
泽温碧，纹路清晰，隐逸着一
份 轻 盈 和 厚 重 ，入 画 悦 目 。
天青色，烟岚薄，窈窕村妇挑
着鲜嫩香瓜在路边叫卖。她
们软软的步子，水蒲般的腰
肢，一副青竹扁担直晃悠，甜
脆的吆喝回荡在长街短巷，
音韵绵长。

在掌形的叶片间，冬瓜
西瓜腆着肚子，孕妇一般，有
点 骄 傲 而 羞 涩 地 躲 在 叶 丛
间，偷窥着你，期待着你欢喜
地采摘。吃着现摘的瓜儿，

满腔满腹，都是对晚风蝉鸣与土地辛劳的感激。
青皮香瓜脆甜，黄皮香瓜香腻。水瓜皮上有绿

色杠杠，纹如蟒蛇。水瓜洗净，切成筒状，剜去瓜
瓤，甜润水嫩，甜如蜜糖，缱绻温馨。菜瓜适宜腌
吃，切成薄片，盐渍后淋上麻油，水汪汪，脆刮刮，佐
粥特佳。切成条状伴蚕豆瓣烧汤，味蕾立陷鲜美沼
泽中。

香瓜弹指即破，幽香直扑鼻翼，轻轻一击，一股
压抑许久的浓香伴着一声脆裂立刻喷涌而出。咬上
一口，便沉醉在了那日精月华酿成的甜蜜里。黄黄
的瓤子溢出来，用力一甩，瓤子溅出很远。咯嘣一
咬，喀哧喀哧响，那份香甜脆嫩，令人齿颊生香。

颀长黄瓜入口，清凌凌、绿蒙蒙的青气弥漫开
来，让人想起旧书卷，满纸秀润。黄瓜入菜更是酱拌
爆炒焖，变着花样吃，横竖都行。

丝瓜缄默平静，与荤相遇，绿肥红瘦，铺陈一锅
锦绣，衍生一片明媚。丝瓜有种温润风情，口感清而
不淡，独得一份幽远和清逸。

冬瓜憨厚笃实，外罩白霜，内容丰富，是夏季熬
汤佳品。冬瓜海带排骨汤，洒点虾米，入口甘鲜。冬
瓜粥清凉甘洌，清润宜人。冬瓜以清素美味，滋润着
我们宁静安逸的生活。

西瓜外表圆熟，内心甜美。炎炎夏日，酷暑难
耐，吃块西瓜，暑气顿消，真是妙不可言。黄昏时浸
入井水，取之剖食，冰镇清凉袭满全身。霞光下，洋
溢着田园诗情。

村里人种瓜，多半自家享用，或送给四邻亲
友。夏日晌午，村边公路上总有打着遮阳伞、面色
黝黑的农妇在卖瓜。人与瓜相映成趣，如妙手偶得
的水墨小品。她们殷勤地吆喝着，满是虔诚与期
盼。我驻足挑买，满揣农人的激动与欣喜，践行基
本的善良。

有的香瓜、黄瓜拳头般大小，生吃嫌苦，摘下来
洗净、剜瓤，腌在盆里。几天后，再捞上来曝晒，曝晒
干瘪，嘎嘣爽脆。腌瓜子脆嫩，糅合夏日清风晨露，
一派田园风味。

青南瓜可切丝拌红辣椒爆炒，入口清鲜爽嫩，乡
野菜肴弥漫清欢之味。南瓜磨盘般敦实，有岁月安
详之感。喝一口南瓜粥，糯软甘甜，最是暖心熨帖，
顿生暖老温贫之感。

清晨，盛上一碗粘稠稠的绿豆粥，搛上几块酱瓜
子，喝一口粥，嚼一块腌瓜子，那个香脆，那个嫩滑，
叫人喝得鼻尖冒汗，满脸春色。嘎吱声有如冰河乍
破、古琴轻弹，夏日的溽热便消遁于无形。

瓜蔬是神奇、多情的物种，总给人一种饱满、喜
悦之感。夏天黄昏，豆棚瓜架，品咂瓜蔬，内心清欢，
天地高远，乡愁涌动，灵魂自然有了瓜果香甜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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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华

王仰林 摄荷叶田田

爱上蝉，缘于蝉鸣，我一直
固执地认为，蝉鸣是夏天最有特
色的声音。

蝉的别名叫知了，我更喜欢
叫它“知了”，知了知了，谁知我
音。蝉儿，是一种灵性的生物，
蝉在树枝上慢慢转动，总是朝着
最亮最热的方向，如朝圣者狂热
虔诚鸣夏，直至暮霭沉沉。聆听
蝉鸣，专注一境，去燥敛心，心情
平 静 ，心 旷 神 怡 ，可 以 养 生 修
性。蝉用歌声倾吐心中的一切，
聆听蝉鸣，便多了一份禅意，让
我们有了对生活的解释和思索。

有蝉的歌唱，夏天变得清脆
而有朝气。夏日午后，躺于树荫
处，听蝉鸣不倦，高低错落，余音
袅袅，不绝于耳，蝉声掩埋了城
市的喧嚣和聒噪，听着阵阵蝉
鸣，心灵便有了安谧。

夏日的午后，阳光洒在郁郁
葱葱的树叶上，洒下一片斑驳的
光影。在这宁静与喧嚣交织的
时光里，蝉鸣声如潮水般涌来，
它们是夏天的歌者，是季节的诗
人，用高亢而持久的歌声，谱写
着夏日的绝句。

千百年来，蝉鸣始终伴随着夏日的脚步，与诗词为
伴，叫响了整个夏天。从“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蝉鸣成为诗词中不
可或缺的元素。在这高洁而纯净的音符里，我们仿佛能
听到夏天的热烈与奔放，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希望。

夏天最动人的旋律，就是蝉鸣，蝉在林间不知疲
倦地朝着太阳放歌。声声蝉鸣，忽长忽短，时隐时
现，有节奏地交替着。蝉就是一个歌者，为夏而生，
蝉在黑暗的土层下苦苦等待了四年，历尽艰难，才拥
有了一夏的阳光，它们唯有通过欢乐地歌唱，来抒写
着一生的精彩。

燥热的夏天单调烦闷，唯有一阵阵蝉声，给夏天平
添了乐趣和色彩。蝉鸣就是夏之歌，蝉是枝头上的精
灵，是夏天的一道风景，他们的声音在盛夏的阳光里行
走，它们踏着季节的节奏，用原创的发音表达着最美好
的时光。蝉声是热闹的，夏天因蝉鸣变得美好。

蝉鸣，在盛夏的枝头传动。蝉声幽然清亮，铿锵
有力，是大自然中的最美的音符。蝉鸣拉长了季节，
那一串串动听的音符奏响着季节的梦。蝉鸣如夏季
的五线谱，时而温婉缠绵，时而铿锵有力，时而透明，
时而浑厚，在季节里跌宕起伏。年年夏日，蝉声依
旧，聆听蝉鸣，让我肃然起敬。

聆听蝉鸣，总有几分感动。蝉声热烈而响亮，高
亢且执着为夏而歌，蝉鸣此起彼伏，汇成了一首和谐
生动的夏日交响曲。蝉鸣，是悠扬动听的美妙乐章，
在寂寞乏味的日子中，谱写激情，为炽热的夏天带来
了生机，蝉鸣就像写在苦夏里的一首绝句，对生命无
比的挚爱，表达着对季节的感悟和启迪。

听蝉鸣夏，是一种享受。在这喧嚣的城市中，我们
或许已经习惯了各种噪音的侵扰，但当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那来自大自然的蝉鸣时，我们便能感受到一种前所
未有的宁静与美好。那嘹亮的蝉鸣声，如同美妙的音
乐，在耳边回荡，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生活的烦恼与忧愁。

蝉鸣是夏天的绝句，有蝉鸣才是夏天，蝉鸣阵
阵，把夏天的这首绝句演唱得如火如荼。

蝉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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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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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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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连载红色故事连载
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
盐都区融媒体中心盐都区融媒体中心

39蟒蛇河枪声

1943 年夏天，盐城县总队接到盐阜军分区的指
示：分区及各县武装部队要积极向敌占区进军，开展
各种形式的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保卫敌占区人
民群众夏收夏种。县总队根据军分区的指示精神，
决定将 6 个步兵连分到 3 个片区去活动。肖先胜参
谋长带领七、九连 到一、二区活动，一、二区周围有
大中小敌据点 16 个。我当时是县总队侦察排的一班
长，侦察参谋张振东要我带 6 个侦察员，跟随肖参谋
长去做安全敌报工作。

5 月 27 日，我们部队在王中孔庄宿营。我就按
照常规任务安排，向大冈、伍佑敌人据点各派了 2 个
侦察员，去监视据点的活动情况。

瓦屋庄西王舍的敌人据点靠我们宿营地最近，
敌人的番号是一个营，而实际兵力只有 200 多人，由
我和江彩田负责监视侦察。

我俩拂晓前已潜伏在瓦屋庄西边的麦田里，监
视着敌人进出的土圩大门，就连敌人出操、开饭的
声音都能听到。监视到 11 点多钟，没有发现敌人有

出据点的动向。感到肚子非常饿，我俩就到瓦屋庄
河南 东边的王乡长家里去吃中饭。吃完饭，我们付
了饭卷，发觉离回营的时间还早，就到瓦屋庄转了
一圈。

就在我俩准备回营的时候，突然发现两个行商
模样的人，一人提 着一大捆韭菜，形迹十分可疑。
我们怀疑他们是敌特汉奸，韭菜捆里可能藏有武
器。在他们还没有发觉前，我们就突然包剿过去，
将他们捕住，两支驳壳枪顶住他们，命令他们打开
韭菜捆，只见里面包的全 是伪储币钞票。随即，我
们将他俩带进路边的铁匠铺内审问，他们吓得浑身
发抖。我们就问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带这么多
钱干什么？开始他们不讲话，可在我们再三追问
下，一个年轻些的人就回答说：“我们是做生意的，
想到乡下买牛!”。

那个 30 多岁的家伙一听这话，忙说：“他是我带
来的，什么也不 知道。他说错了，我们想去乡下买条
小船。”年纪稍大些的知道，在解放区贩卖耕牛，是违

法犯罪行为，所以他赶忙纠正。
当时县政府发过布告，严禁敌占区的人到抗日

根据地贩卖耕牛，破坏解放区农业生产。耕牛是农
业生产的重要生产力，宰杀耕牛就是违法犯罪。当
时，我要将他们带回部队，交地方政府处理。可这 2
人 死活不肯跟我们走，苦苦哀求说：“这钱是我们借
的高利贷，钱没了，我们就倾家荡产了，一家人就活
不成了，求求二位老爷，给我们留条活路吧!”

老江的心被他们说软了，就对我说：“还是把事
情弄清楚再走吧 ! ” （未完待续）

瓦屋庄以少胜多突围
□ 成克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