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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最爱老家院子里的花香。幽深
曲折的小路似古树老枝，串起一树树洁白的
梨花，院墙虽大都剥落，但那隐于庭院内的
缕缕花香，浸润着岁月的味道，新鲜弥漫、春
秋不散。

循香而去。满树的十里香开得正好。
这颗一百五十多岁的老树陪伴了我家五代
人。伴着缕缕花香依稀犹见，曾经一家人在
花下支起饭桌，咀嚼温馨的日子；不知花香
褪去，果子飘香时，曾经的孩子是否会归来
采摘？

父亲也爱花，在桶里养了月季，年年伏
天连阴雨，都要扦插几枝，如今已是月季成
片、花开似锦。还有，最具庭院味道的炮仗
花，橘黄的花朵一串串挺立，甚是可爱。看
到这花，就有种家的亲切。

这满院的花，昭示着父亲勤劳温和、热
爱生活、有情有趣的品性。闲暇之余，父亲
就精心侍弄这些花花草草；父亲说坐在这花
丛中，独自伴着花香，品味书香、品呷茶香、
品嚼饭香，馨香盈怀，心也随之舒展、宁静、
柔软，当是一种虔诚的修行；与最亲最近最
爱的人，对坐、围坐，赏花、嗅花，谈心、交心，
即便没这般浪漫，只是在花香萦绕中过烟火
日子，当是一种踏实的生活。

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院子
里有很多的凤仙花，具体什么时候长出来
的，奶奶也不知道。春天之际，凤仙花的根
破土而出，在和风细雨中开满花苞，直至舒

展柔嫩的花瓣，色泽鲜美。火红、粉紫、纯
白，都是凤仙花的色彩。

阳光明媚的时候，奶奶总会把碎花床单
晾在院子里。微风轻拂，床单的下摆随风飘
动，凤仙花在浮动的床单下忽隐忽现，还有
一股阳光的味道。我就待在凤仙花旁，把它
结的籽荚轻轻地摘下来，摆在手心，再用力
一碰，它立马就会裂开，像是孩子咧嘴大笑，
里面的黑色种子全部蹦出来，圆溜溜的，滚
来滚去，好玩极了。

小时候不知道凤仙花可以染指甲，我们
小孩喜欢把凤仙花摘下戴在头上做头花，或
者用布袋把凤仙花装起来做香囊。其实凤
仙花的香味不浓，只是在电视上看到宫廷剧
里的人随身携带香囊，我们想着好玩也照
做。一旁的奶奶会耐心的把凤仙花茎摘出
来，说这是天然的良药，活血、治风湿很有
用。

家里的白玉兰的每片花瓣都很大，所以
整朵花也硕大。从树下路过，抬头一瞥，便
可看到半遮半掩纯白的花朵，片片花瓣像是
玉石雕刻似的，精致晶莹，散发着香味儿，心
旷神怡。中间的花蕊也比较大，鹅黄的小花
须蜷缩，毛绒绒的，煞是可爱。

不同年纪，不同的花，陪我打马走过已逝
去的时光。每每回城工作，就向往老家庭院
的花香。故而，时间宽裕，我便回到乡下，拥
老家满院花香入怀。

清风徐来，最是满院花香时。

上世纪八十年代，炎炎夏日 ，乡
村里，既无空调，也无电扇，吃罢晚
饭，男女老少，便如赶集般齐奔向村后
的水库大坝顶与村前的山脚岗头上，
去乘凉。

村后水库的拦水大坝，上世纪六十
年代修建，上窄下宽呈梯形，夏日里，往
往被套上绿油油的青草外衣，可与名景
点“白堤”媲美。上宽四米的坝顶，被
人、畜日久天长践踏得溜光镜平，白天
走人、跑马、过大车，晚上就成了乘凉的
好方台。

而村前山脚岗头，有大小卧石，形
如牛踞、猪卧、龙盘，乘凉的村人似乎极
具艺术天赋，依形据势，在这些卧石上，
凹处垫土，凸处铺草，整理平整。傍晚，
拿草苫子往上一铺，四仰八叉一躺，在
星光照耀下，很快就能酣然入睡了。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此刻，
这两处地儿早已“人声鼎沸”了。星河
灿烂，凉风习习，蛙声呱呱，虫声唧唧，

南坡地里的瓜香、北坡的玉米青腥顺风
飘来，乡民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这独
有的氛围中，席地而坐，谈天说地，孩子
在人堆间穿梭奔跑，也有白天干活累极
的汉子，早已躺倒入睡，呼呼噜噜的鼾
声传出老远。

乘凉的人们，按男女分开的原则，
各自坐成一片。红红的烟头，这儿一
闪，哪儿一亮，嗓音低沉，谈天说地的，
应是男人的“领地”；时而窃窃私语，时
而悄声争辩，时而又传来拍打声、放肆
笑声的，应是是女人们的“地盘，”三个
女人一台戏，何况一堆？她们的放肆与
无忌，让旁边畅谈的男人们，很是不满，
免不了要小声咕哝着骂几句。

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喜欢围坐一
处，听村子里的四老头说书。这老头有
着一捧好胡子，长及到胸，黑白掺杂，溜
光水滑，说书时，爱一手揪着胡子，一手
作表演，讲到热闹处，场内静悄悄，都耳
朵竖得像竹签子似的，于是，寂静的夜

晚，只有一个苍老的声音，用方言土语，
抑扬顿挫地白话——话说那貌如天仙
的穆桂英，万宝囊中一伸手，掏出那专
捆神仙的仙人绳。也有多嘴的，问：“四
老爷，杨宗保能打过穆桂英吗？”哪能！”
四老头一揪胡子，急赤白脸地说。但忘
了自己的动作，马上有人把这相互联系
起来，说了句什么，于是，黑暗里，就传
出一阵开心的肆笑。

这种氛围下，比起白天烈日下的田
间劳作，乡人们觉得时间真是过得飞一
般的快。田野中毫无遮拦的夏风，加重
了凉意，决定不在外面留宿、回家睡觉
的人，开始往身上披褂子了，他们相互
招呼着：“叔，大爷，走吧。”便起身陆续
向家中走去。

热闹的乘凉的地方，慢慢静寂下
来，只有草丛里的虫子还在孤独地、唧
唧嚯嚯地叫着，述说着世间生命里的
每一丝欢愉，表述着世间万物的每一
帧情态。

我不知道红薯咋那么多，从学校到村口一片
连着一片，好像大人们只会种红薯似的，一路走
来，根本见不到别的庄稼。燕林说，东坡的红薯
结了，不过，很小，他已经吃到嘴了。我和大头听
了，都鄙夷地斜了他一眼，从心底里瞧不起他这
个没出息的家伙，不是我们嫉妒，是因为他破坏
了农村的规矩。我们那里，生瓜梨枣这些东西，
都是要成熟了才能吃，不然，就是糟蹋粮食，回去
要挨骂的。当然，大人们对小孩们偷吃嘴一点也
不反感，只要可以吃了，你尽管吃，但决不能害。

但凡生在农村的孩子，之于红薯来说，可谓
恨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那时间，一天三顿红
薯，早上是红薯稀饭，中午是蒸红薯，下午是红薯
浆子，吃得人够够的，见都不想见。但人们要活
命，再厌也还是要吃的。

春荒是乡下最难熬的时光，青黄不接，唯一
可以下肚的就是晒干的红薯片，按大嘴的话说，
吃得伤心带够的。燕林不爱吃，家里又没什么可
以填肚子，饿得直哭。燕林娘心疼他，便煮了一
小碗黄豆汤给他吃。喊他上学的时候，馋得我和
大嘴直往肚子里咽吐沫，心想，燕林娘真好，连黄
豆种都舍得给他吃，还是家里孩子少了宝贝。

上学的路上，燕林发现了村子里育红薯的地
方，我们叫它红薯妈，埋在农家肥里，都发芽了。
燕林扒出一个，放在位斗里，上课的时候被语文
老师收走了，被他栽在办公室的花盆里，虽然我
们一直想把它偷回来，但一直没有机会，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它生根、发芽、跑藤。我敢说，我们的
语文老师一定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即便是普通
的红薯藤子，经他一侍弄，倒蛮有诗情画意的，谁
见了都说好。

村子里插红薯分两茬，春天一茬，夏天一
茬。星期天，大人们早早地打好红薯领，母亲挖
坑，父亲洗水，我挎着
筐，一棵棵地插。父亲
说，红薯这东西，活性
好，只要插到土里，别缺
水，它就能乐滋滋地生
长开来。

我最不爱干的活就
是翻红薯藤子，还要和
大人一样，手里握着木
杈，把扎了白根的红薯
藤子翻到领上去，木杈
重，红薯藤也不轻，一会
儿 工 夫 ，手 上 就 起 了
泡。燕林从田埂边走
过，用眼神示意我跟他
到小树林去玩，但他的
用意被父亲识破，我干
着急，没办法，只好拖拖
拉拉地磨洋工。太阳落

山的时候，我才在燕林的口哨声里获得自由。
大嘴爷下葬的那天晚上，我发现，田里的红

薯花开了。我和大嘴说起这事时，燕林的嘴撇到
了裤腰带上，他打死都不信红薯还会开花。我把
他俩领到红薯地里进行对质，这两个家伙一个个
惊奇得像大猩猩一般，天哪！红薯花、芝麻花、喇
叭花，多像啊！我知道他俩的意思，大嘴爷生前
就是吹喇叭的，莫非……

我一直认为，收红薯是最惬意的事。大人们
砍去红薯秧，用牛一犁，成堆的红薯便露了出
来。什么都不用管，只管往筺里拣，拣满了，倒在
地上。一堆一堆，真是喜人。燕林说，千万别拣
那么净，不然，等到一场大雨过后，大人们让我们
再来拣就不好找了。我真佩服这小子的心眼，我
怎么就想不到。大嘴说，别听他的，他家的拣得
干净得很，让我们留些，才不上当呢。

红薯这东西是要上窖的，上了窖，红薯一出
汗，便开始变甜了，生着吃，煮着吃，咋吃都好
吃。不过，按照时令，一般要等到打霜之后。我
敢说，没有比这时的红薯更好吃的东西了，尤其
是烤出来的，或者是在草木灰里烧的。我们那时
几乎养成习惯了，煮饭的时候，总不忘在火灰里
埋几个出了汗的红薯，软乎乎，甜丝丝的，大人小
孩都喜欢吃。

印象里，下红薯粉条是村子里最热闹的一件
事。村口支着一口大锅，女人们忙着添柴禾，男
人们轮流用手锤漏瓢，热气里，男人们光着脊梁，
浑身是汗也全然不顾，吼着号子，快乐的心情像
粉丝一样绵长。忙碌之中，他们不会忘记下一些
粉鱼给我们吃，燕林说，那几个城里的孩子要命
也吃不到这样的美味，只有流口水的份儿。

如今，红薯成了好东西，被称作长寿食物，我
们能说什么，也只有笑了……

“布谷布谷，割麦种谷”。在农村，只要
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也就预示着一年的麦
收就要随之展开。麦收时节，是庄稼人一
年之中最忙碌和劳累的一段时光，难怪白
居易在《观刈麦》诗中写道：“田家少闲月，
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

我年幼的时候，农村少有农业机械，
一切都要靠手工去完成。弓着身子，像一
个虔诚的教徒，一镰一镰把麦子割下来，
用推车推到打麦场，再用石碾把麦粒碾压
出来，接下来还要用木锨就着风扬去麦子
的空壳，然后经过三四天的翻晒，最后把
晒干的麦子盛在很大的缸子里，麦收才算
告一段落。

我们家孩子多，分到的土地也多，父
母自然要为收麦付出更多的辛劳。纵然
如此，每至麦收，父亲黝黑的面颊上总会
露出少有的笑容。从听到布谷鸟叫的第

一声起，父亲便开始忙碌地准备起麦收所
需的农具。父亲赤膊磨着镰刀，古铜色的
脊梁上滚落着豆大的汗珠，但沧桑的脸
上，却堆满着喜悦，总会让我联想到，父亲
磨的不是镰刀，倒更像全家未来甜美的好
日子。

在农村，只要到了农忙，学校都会放
假，我们也就不用再上学读书，因而麦收
时节，也是我们这帮孩子最快乐的时光。
庄稼人都知道，收麦是一件超负荷的劳
动，不吃点好的，再壮的身子骨也受不
了。于是，麦收的那些天，母亲显得比任
何时候都大方，想着法子改善生活，几乎
顿顿都可以吃到肉。那年月，我们这帮孩
子想象不出有啥比肉还要好吃的食物。
吃饱了，我们就来到麦场上玩，成堆的麦
穗堆积在麦场上，就成了我们最好的捉迷
藏场所，常常忘记了回家吃饭和睡觉。

等到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再到麦
收，父母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和几个
姐姐也会随父母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割麦的劳动强度太大，父母哪舍得让
我们干，干得最多的就是把遗落在地里的
麦穗拾干净。毒辣辣的太阳炽烤着大地，
仿佛一下子就能把人烤熟一般，我们拾一
会儿麦穗，就会跑到树阴下去歇息，可父
母却从不休息，好像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
叫累。

父母在麦收中斑白了鬓角，累弯了原
本挺拔的腰身，我们也在一次次布谷鸟的
叫声中渐渐长大。再后来，我到外求学、
参加工作、远嫁他乡，就再也难得回一趟
老家，陪父母一起参加麦收。也只有在麦
收的时节，特别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然后
及时把天气情况，打电话告诉尚在辛勤劳
作的父母，聊以慰藉忐忑的心。

昨晚，心情颇有些不平静。
雨，似乎要下未下，在漫长的期待

中，我悄然在风扇的“呜呜”声中进入了
睡眠。

凌晨2点过，我突然从梦中惊醒：一
场瓢泼大雨在窗外肆意下着，铁马冰河
入梦来。此时，我感到突兀，亦感到不
安：我似乎遇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暴
雨突袭。心情怎能无恙？雨，噼里啪
啦；雷，轰隆轰隆；闪电，划破长空……

曾经记得，关于听雨的诗词比比皆
是，听雨的文人墨客数不胜数。几天前
看余光中在《听听那冷雨》中纵横卑阖，
他写道：“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
沙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
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
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
今晚恰是雷雨夜，电闪雷鸣，瓢泼大雨，
那种忐忑现在俨然身临其境。他又写
道：“雨不但可以嗅，可观，更可以听。
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
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
大陆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
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
凄楚。”余先生写的或许是秋雨，带着点

哀伤的色彩；但在听雨的美感上，正如
他所说，暴雨实在不敢恭维。

而我遇到的恰恰是夏日暴雨，没有
丝毫的心理防备，只听得它撕破暗夜长
空，暴雨如注。以前听雨，雨是那样的
配合，像知己一般在你身边如泣如诉、
轻言细语、穿越时空、促膝谈心。想起
季羡林先生在《听雨》中写道：“在中国，
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
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
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
的一种动物吧。我的朋友章用回忆表
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添秀句，每闻夜
雨忆联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
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
得残荷听雨声’之句。”

噼里啪啦，雨声把我拉回了现实。
我属于雅人还是俗人呢？我没有时间
思考，我还是心有余悸地听着雨声、雷
声。这不规则不匀称抑或说打破常规
的节奏。仿佛有千般怨言、万般无奈，
心情莫名的紧张和惆怅，那还有一点诗
意“听雨”？

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
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

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
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
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
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
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
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
界。”呵呵，虽我等是“鬓已星星也”，却
达不到“悲欢离合总无情”，也没有资格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是的，我的梦在夜晚，我听雨的梦也

实现在夜晚——终于，我在这混乱的节
奏中找到了俗世社会中那个虚无的自
我。正像季老一样，“我的心又收了回
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
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但
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
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
远也不停。”是的，雨的世界在我心中一
片澄澈安静——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吧！

抑或，像朱自清先生一样，再次回到
卧室，“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
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
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麦收时节
★董凤霞

5月15日，维西县诗书画影协会十一位
会员在会长李世芳带领下到保和镇兰永村
采风。兰永村党总支书记胡志莹召集座谈
会向采风团队介绍兰永村党建扶贫情况，
并到古宗湾村民小组、稗子洛村民小组以
及与兰永冰葡萄种植基地有供货关系的拖
枝冰葡萄酒厂进行了实地参观，时间虽短，
但我受到颇丰的教育，使我感怀颇多。

随想之一是参加群众文艺团体的离退
休干部要尽量接触社会，寻找创作的生活
源泉，从社会新鲜事物中汲取精神力量，做
到老有所学。

到兰永村采风，村党总支书记胡志莹
让我对现在的90后基层党的干部有了新的
认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做习总
书记讲的不忘初心，什么叫做一切以人民
为中心。胡志莹是90后干部，一个女同志
把理想宗旨落实到行动中，她在产假未满
时就上班工作；她背着婴儿冒雨去开群众
大会；和母亲带着孩子到辍学生家做复学
工作，给辍学学生买了衣服、文具并给予车
旅费让她从异乡到维西县城复学。这位复
学学生称胡志莹为“妈妈”。她多次为村民

排忧解难、调处纠纷；她为兰永脱贫项目多
方奔走……

二十三年前我作为县委派驻永春乡党
建工作队队长曾到兰永村调研，兰永村今
非昔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是维西改
革开放四十年巨变的缩影。而这些变化，
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同党的80后、90后的
中青年干部的艰苦奋斗有直接关系。

随想之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干
部队伍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
组织建设卓有成效，新时代中青年干部在
茁壮成长，成为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小康
的顶梁柱。在中共维西县委领导下，基层
干部发扬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兰永
村两委的干部为脱贫事业苦干实干。我
甚至担心他们在繁重的工作中累垮了身
体。仅从完成的扶贫项目上，一是连片种
挂冰葡萄 810 亩，涉及农户 75 户。农户种
植挂冰葡萄亩均产值达 4600 元，户均增
收达 10000 元；二是连片种植秦艽、桔梗、
附子、党参等中药材 1000 亩，农户种植中
药 材 亩 均 产 值 达 5000 元 ，户 均 增 收 达
10000 元；三是种植雪桃 356 亩，农户种植

雪桃亩均产值达 3000 元，户均增收 15000
元；四是规范种植车厘子、苹果、冬桃、梨
500 亩，涉及 256 户农户，部分果树已挂
果。基层干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
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促进了农村
全面发展。

随想之三是老干部退休之后要更新观
念，与时俱进，要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充满
信心，要为维西实现全面小康作出力所能
及的贡献。干部退休之后，理应安度晚年，
由于年龄及健康原因，我们不可能像在职
时一样到第一线工作，但是作为退休干部
和党员干部，不能成为维西全面实现小康
社会的局外人，我们应当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工作，为维西发展做一些拾缺补漏，添砖
加瓦的工作。我作为县诗书画影协会的一
员，也立志拿起笔为维西的发展鼓与呼，也
算是一项公益事业吧。

这次到兰永采风，有的会员已八十多
岁，有的会员腿脚不便，但都爬坡上坎到田
间参观，与兰永干部进行思想交流，我想基
层干部也会从中感受到老人们对他们的支
持与肯定。

最是满院花香时
王瑄怡 文/图

兰永采风随想录
△吕宝成

露天乘凉
◇张光恒

红薯
★`潘新日

夏夜听雨
□陈亮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