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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颐之福

梨香如梦

□

方
婧
阳

老屋边植了几株梨树，结出的果实总是特别的甘美与多汁。每年到了八月，梨子开始
成熟，满枝头挂着，宛如一串串小巧的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摆。

我常常蜷缩在梨树下，凝视着那些沉甸甸的果实。梨子的皮呈淡黄色，其上布满了细
腻的斑点，仿佛是岁月的印记。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洒落下来，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梨
香，令人陶醉。

待到梨子真正成熟时，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香气，清新之中带着丝丝甜意。摘下一
个，用衣襟擦拭干净，一口咬下去，清脆的声音伴随着甘甜的汁液在口中迸发开来，那一
刻，所有的烦恼似乎都随着那清新的汁液一同消散，留下的是满口的甘甜和心间的宁静。

梨子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是我童年时光的一份甜蜜回忆。记得小时候，每到梨
子成熟的季节，奶奶总会变着花样做各种美食。有时是简单的糖渍梨片，有时则是梨子
炖雪耳，还有的时候会做成冰糖雪梨汤……糖渍梨片，晶莹剔透，入口即化；梨子炖雪
耳，软糯香甜，滋润肺腑；冰糖雪梨汤，则是清热解暑的佳饮，喝上一碗，整个人都清爽了
许多。

其中最让我怀念的莫过于奶奶制作的梨膏。她会将新鲜的梨子去皮去核，然后细
细切碎，加入适量的冰糖和清水，慢慢熬煮。这一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梨子的香味完全释放出来。待锅中的梨汁变成浓稠的膏状时，再加入些许蜂蜜
调味，冷却后装瓶保存。这梨膏不仅可以直接食用，还可以用来泡茶或是作为甜品的配
料。每当喉咙不适或咳嗽时，奶奶总会舀一勺梨膏给我，那温暖而甜蜜的感觉，至今难
以忘怀。

如今，那些老屋旁的梨树已经不在，岁月流转，人事已非，但那份来自梨子的清香与甜
蜜，始终如一滋养着我的心灵。每当梨子成熟时，我总会买来一些，试图重拾那些逝去的
时光。我依然可以通过味蕾，将那些遥远的记忆重新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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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白云深处

□

钟
悦
鸣

白云山，犹如古卷里遗落的一枚碧玉，温润而不失风骨。它的名字吸引着每一个向往
自然的心灵。

握山村口，仿佛是时光的门槛，一脚踏入，便与世隔绝。古径悠长，青石板上苔痕点
点，仿佛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回音里。两旁的绿意，不是单一的色彩，而是层次分明的绿，
浓淡相宜，深浅交织，阳光穿透叶隙，金光闪闪，落在地面上，化为一片片流动的光影，斑驳
中透着生机。行走其间，每一步都踏出了诗意，每一次呼吸都是对自然的膜拜。

雨，是山的精灵，也是白云山的常客。它不期而至，却总能带来别样的风情。乌云密
布，天空低垂，雨丝如织，织就了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这时，山林间的每一片叶子都成了
琴键，雨滴是跳动的音符，奏响了一曲山林交响乐。游人或急或缓，在雨中寻觅着各自的
节奏，有人慌忙躲避，有人悠然自得。雨水洗刷过的山林，更显清新脱俗，空气中弥漫着泥
土和植物的芬芳，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气息。

雨后的山，如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云雾缭绕，山峦若隐若现，仿若步入一幅古人
的山水画卷。拾级而上的过程，不再是简单的体力消耗，而是一场与自然的对话。沿途
的石阶，每一块都承载着过往行者的足迹，斜阳穿林，光影错落，给这段旅程增添了几分
禅意。

及至峰顶，眼前的世界仿佛被重新定义。极目远眺，城市在脚下铺展开来，如珠如链，
与远山近水交相辉映，现代与古典的碰撞，在这一刻变得和谐而统一。天际线的轮廓，是
自然的奇迹。站在此处，心中涌动的情感复杂而微妙，既感慨于人类文明的伟大，又敬畏
于自然界的浩瀚无垠。

在白云之巅，人们往往能找到内心的平静，那些平日里的琐碎与烦恼，在这一刻似乎
都变得微不足道。山的巍峨，让人意识到个体的渺小，却也让人明白，正是这无数渺小汇
聚成了推动世界前行的力量。登山，不仅仅是身体的攀登，更是灵魂的飞翔，是对生命意
义的探索，是在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理解存在的价值。

于是，每一次的白云山之行，都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在这片远离尘嚣的净土上，
每个人都可以暂时抛开身份与角色，与内心深处的自我进行一场深刻的对话，感受一种超
越日常的宁静与辽远。白云深处的韵律，不仅是自然的呼吸，更是人心的共鸣，是古今交
汇处，那一抹不易察觉却又永恒存在的文化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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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垃圾的李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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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小区实行干湿垃圾分类后，负责垃圾清运的李大爷就多了一份工作。原因是干
垃圾里面有很多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废品，比如旧纸张、塑料瓶，易拉罐……李大爷觉得这
些废品扔了可惜，便在垃圾箱旁放了一只硕大的编织袋，闲暇时，他把垃圾桶里的这些废
品归拢在那编织袋里。

有一天早晨，我上班时看到垃圾房洗手池边的平台上搁了一箱矿泉水。傍晚倒垃圾
时，那箱水还在那里。我自言自语道：“谁呀，把水放在这儿已经一天了，也不知道拿回
家。”正在弓腰捡废品的李大爷直起身，看了我一眼，笑呵呵地说：“是你们大家的。”我不
解，木讷地望着他。“这些水，都是大家平时扔的废品卖了钱再买的，我看那些废品扔了怪
可惜的，就把它们收起来卖了，这些水谁渴了随便拿。”明亮的路灯下，李大爷黝黑的脸上
笑容可掬。一刹那，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心里暖暖的。

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医生叮嘱要睡硬些的床。于是，我买了一张棕绷床垫，换下以前
的席梦思。当我请送货的大哥帮我把席梦思抬到垃圾房时，碰到了李大爷。他正在捆废
纸板。他上上下下看了一眼席梦思，问我：“这么好的东西就不要了？”我笑着说：“腰疼，换
一张硬点的，这个嘛，家里用不着了。”他叹了一口气，从那硕大的垃圾袋里扯出一张大塑
料薄膜摊平，请送货的大哥把席梦思放在上面。然后，给他们每人递了一瓶矿泉水。我望
着他，隐隐猜测到了他的用意。

“麻烦等我两分钟。”他对送货大哥说，说完，他便急忙地向他宿舍走去。再回来时，他
蹬了一辆三轮车。他和送货大哥一起把席梦思抬到三轮车上，然后对我说：“一起去吧，离
这不远就有个废品收购站，把它卖了，总比扔了好。”我有点纠结，心里知道这张席梦思是
名牌的，而且也没用多久，如果不是怕麻烦，挂在二手平台，也能卖点儿钱。可是，没人搬
得动呀。现在，我已经决定扔了，那么它和我也没关系了。这样想着，我便朝李大爷挥挥
手，说：“不要了，您随便处理。”

李大爷看我不去，独自蹬着三轮车离去。初秋的微风中，我看到他额上的汗珠反射出
莹白的光。他上身微微前倾，后背的衬衫被风鼓起，像一张白帆，脚下的三轮车链条“咯
吱，咯吱”响……

约莫一小时后，李大爷敲门。我请他进屋，他连连摆手示意不用，然后便从上衣口袋
里掏出了150元递给我，说这是卖席梦思的钱。我有些意外，连忙推辞。李大爷说啥也不
要，最终，我俩一致同意，用这钱给居民们继续买水喝。

从那以后，每次我倒垃圾，都要和李大爷唠上几句。人性的温暖在唠叨里闪光。李大
爷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废弃物，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价值。他的拾荒
之路，不仅为小区带来了干净整洁的环境，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温暖。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那份简单而真挚的人间
温情。

农民画《水乡新貌》 周峰 画

月老，即月下老人，是民间家喻户晓的人物，主管男女
的婚姻。唐人李复言在小说《续玄怪录·定婚店》曰：其在
冥冥之中，持红绳系男女之足，以定姻缘。

夏秋忙农事，头尾多婚嫁。一桩天地良缘，月老堪称
使者，虽其一不耕田二不种地，但千百年来，男婚女嫁皆
有求于他；故其人前人后赚足眼球，风光无二。我认为，
其能心安理得吃快活饭，究原因在其精于察言观色，扬长
避短。

曾以文艺青年自居的我，并不拘泥于各种传统礼仪。
三十多年前，我年不到二十，孤身到五十多里外的城区某
中学任教，得知附近村小一年轻女教师，性格温柔可爱，便
一厢情愿只身前往，一来二去女教师心领神会，后以其年
长我几岁为由推脱，但愿意撮合其女伴与我交往。也正是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不几日，由女教师做
媒的其女伴成为了我的妻子。

令人欣慰的是，老婆精于裁缝及编织，相夫教女，闲暇
空余挖地种菜，四季里的时鲜蔬菜应有尽有。美中不足是
其性格内向，不怎么合群，好在亲朋们皆知根知底。

然而，人不可貌相，“不怎么合群”的人居然去帮人做
媒，且居然把婚说合了。有一天，准新郎新娘打算来感谢
自己的月下老人，老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人前人后不知
道重复多少遍；准新郎新娘来谢媒，她有事在外；客人前脚
走，她后脚回来，当着母亲和小女，大肆炫耀，很有“王婆卖
瓜”的嫌疑。

我娓娓道来：并非你劳苦功高，技胜于人，而是新人缘
分已到。之后，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首先，现在通信发达，
信息铺天盖地，网恋无缝不入，婚介多如米铺，仅凭你一边
一个电话，就能成其好事？其次，双方父母兄弟姐妹，同事

朋友凡好心者，能不施加压力？第三，准新郎新娘都年过三十欲奔四，想先前雾里看花越
选越花，再选不中，他敢保鲜花不谢？况且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天下美事，谁人不想？还
轮得到你这“不怎么合群”的人去撮合？

母亲素来为人胆小，处事谨慎，非关键时刻不表态，但此时也按捺不住说：做媒，也不
能做得太频繁。邻村老媒人某某，一辈子做成无数的媒，感谢他的人无数，但是，得罪的人
也不少。有的人婚后夫妻不和，也责怪媒人。

俗话有：宁毁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与人做媒，在我的老家，及附近十村八寨，及至广
西桂北，历朝历代，是颇能引人羡慕的，礼遇丰厚。平时能得到男女双方的礼敬，及好酒好
肉款待。喜庆之日在众目睽睽下，于乐曲和鞭炮声中，腿脚灵便、口齿伶俐的媒人，往返在
男女两家及众多亲朋好友之间，或三五次，或十多次。这时媒人在人群中的回头率不亚于
那对新人。最实惠的是新人成家的这天，男女双方都各送一个十几斤重的大猪头。20世
纪80年代前后，养鸡养鸭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吃猪肉也得要凭票供应，一个月难得开几次
荤，故此，这猪头无疑有巨大的诱惑力，虽然其凹凸不平，毛发难剃，骨厚肉薄，但刮洗干
净，切成小块，挂在灶头上用烟火烘干，不但可应付正月天川流不息的客人，还足以保证春
耕插田等农忙时节的营养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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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的芳香

把欢乐写在乡亲的脸上

母亲串起串串的辣椒

红了乡村所有的日子

远去的雁阵

掠过八月的天空

季节挥舞着弯镰

在田野里闪着金光

一茬茬的稻田

在金光中倒去

稻谷的香味

弥漫在村庄的上空

二

八月的村庄

牵挂着我无悔的衷肠

每到秋收的时节

我就沿着八月

寻找故乡的身影

每到丰收的时候

我就沿着八月

寻找故乡的方向

三

故乡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片叶子

每一丝空气

每一个音符

在每一个月圆的夜晚

将乡情点亮

有风的夜晚

把思念化作翅膀

故乡是一首歌

我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歌唱

寻找故乡的方向
□ 王双发

■故园情思

儿时捉虫乐

□

季
勇

“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我在思念儿时捉虫的欢乐时光。
各种昆虫赶趟似的出来活动，我和伙伴们可不能放过这捉虫的大好时机。我们用长

竹竿，一头撑开三角形，缠上蜘蛛网，循着蝉声去捉蝉。捉蝉要比个子，个子高的不费力
气，看上一个粘一个，满脸得意。我个头不高，可也不能空手。我找好位置，连踮带跳，也
能捕到一只，满心的自豪。我们捉到蝉后只看看摸摸，新奇满足后，就放走它们。高亮的
蝉声又荡漾在我们的欢笑声中。

天牛栖身在树梢，我们会选择矮一些的树上的天牛下手。当我们发现它们的踪迹
时，就轻轻地靠近这些敏感的家伙。我们瞅准时机，迅速从背后下手，然后用食指和大
拇指夹住它脖子下端处，紧紧夹住不松手。在它们顽强挣扎时，我们使劲一拉，它们就
束手就擒了。不过也得小心，它们的脖子上有刺，我就被戳破过手指。我用另一只手抓
起它的触角，将其擒住。接下来，就用线绑住天牛的脚，人手一只互相逗，大家玩得不亦
乐乎。

那时，一到快下雨的时候，小蜻蜓们就在半空盘旋，好像在侦查天气情况。我们顾不
上闷热的天气，只管怎么捉住它们。我们个子小，怎么跳都够不到，就找来了大扫把，将扫
把举高来回扫。我在家里拿的是只剩下短小竹杈子的大扫把，虽然比较轻，但只能捉到一
两只。不过我也挺开心，蚊帐里的蚊子今晚横不起来了。随着雷阵雨的到来，我们纷纷撤
退，一阵风似的跑回家。

夜晚，萤火虫是我们的最爱。小精灵们一闪一闪的，惹得我们慢慢靠近它们。我小心
翼翼双手一合，小家伙就在手里舞动起来，弄得手麻麻的，心里甜甜的。我望着手里的小
萤火虫，它就好像一颗闪亮的小星星。我将它放了，它慢慢飞，飞上天去装点美丽的夜
空。我仰望星空，分不清哪个是星星，哪个是萤火虫。我还是在心里不停地认，认着认着，
就欣然入梦。

如今，我离开了家乡，在城市里很少碰见这些虫儿，也不会再去捉它们。可曾经捉
虫的欢快场景仍萦绕在心间，让我念念不忘。我每每想起，就感觉那些小昆虫在自己的
身边纷飞，活泼乖巧。虫儿飞，翩翩飞到我身边，相伴左右，让那份纯真和可爱缤纷我的
生活。

秋天来了，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个体贩粮大户丁家强，驾驶着 10吨

大货车驶进东源大地，扑入眼帘的是公
路两旁一望无垠的稻田，微风吹拂，稻浪
翻滚。大田里，收割机发出“隆隆”的声
音，场园里，堆着一座座金山似的稻谷，
劳作的农民们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丁家强来东源收粮食，轻车熟路，因
为他已在这里收购粮食有5年，他把勤劳
朴实的东源农民视为自己的父老乡亲，
视为自己的衣食父母，他不像那些唯利
是图、把粮价压到最低的商贩，他觉得那
样做一是从良心上对不起辛勤劳作的农
民，二是如果那样做，就等于断了自己的
财路。丁家强真心对待农民，农民也真
心对待他，年年将粮食卖给他，使他不用
像那些精于算计的商贩那样，年年像无
头苍蝇一样到处找粮。东源的农民把最
成实饱满的粮食卖给他，绝不掺假，5年
从来没出过一次掺假的事儿。这让丁家
强感动不已……

中午时分，丁家强将大货车缓缓地

停在一个大场园旁，这时，乡亲们纷纷围
上来和他聊天，争先恐后地邀请他到自
己家吃饭。

这时，村民小组长秦诚对乡亲们说：
“大伙儿不用争抢了，我早就把午饭准备
好了。大家赶快回家吃饭，吃完饭，到场
园装麻袋。”

大家离去后，秦诚指着这一堆堆金
灿灿的稻谷，欣喜地说：“今年的稻子比
去年还成实，而且粒还大，你一定能卖个
好价钱。”

丁家强说：“托父老乡亲们的福，如
果价格比去年卖得高，我一定回来给大
家发红包，让大家共享丰收的喜悦。”

吃罢午饭，秦诚和丁家强来到场园，
秦诚对大家说：“乡亲们，你们好好装车，
我带丁老板到东江国家湿地公园游览一
番，丁老板从外地里来一趟不容易。”

丁家强很愉快地坐进轿车。秦诚边
开车边说：“如果不是我们合作多年，你
会放心离开场园？你肯定会以为，我这
是调虎离山，让乡亲们好掺假。”

丁家强感慨地说：“5 年前，我到处
收粮，还真被骗过多次，为此伤透了脑
筋。自从和咱这里的乡亲们合作以
来，我真是省心省力，东源人的实在让
我感动。”

下午两点多钟，两人来到湿地公
园。凝目远望，湖面如镜，倒映着蓝天白
云。湿地草木葳蕤，多种鸟在蓝天中飞
翔歌唱，湖中白荷花红荷花交相辉映，景
色迷人，让人流连忘返。

傍晚，两人回到场园旁。这时，大货
车已装好封好。乡亲们正在休息。

丁家强婉言谢绝乡亲们让他吃完晚
饭再走的美意，与乡亲们挥手告别，然后
跳上大货车，启动马达，“轰隆隆”地朝前
方的马路驶去。

当丁家强驾驶着大货车驶到一座大
桥时，发觉汽车水箱水不多了，于是将车
停在桥边，下车提着水桶到河边打水，这
时，他便接到秦诚打来的电话，说让他停
车，他马上过去。

丁家强给汽车水箱加满水时，就见

秦诚驾驶着农用三轮车急火火赶了过
来，无比内疚地对丁家强说：“都怨我，给
你添了麻烦。”

原来，丁家强驾车离去后，秦诚到学
校接孩子，回到场园，忽然发现上午装的
那包扬出来只有八成实的稻子被村民错
装上了车，而留下的却是一包十成实的
稻谷，差20斤。

丁家强说：“你的诚实太令我感动
了，不就差 20斤稻子吗？即使到粮库检
验出来，我自己留着吃不就行了？还让
你跑一趟，真让我过意不去。”

秦诚严肃地说：“这不是20斤稻子的
事儿，这是关乎我们东源人讲不讲诚信
的大问题。”说罢，打开帆布跳上车，将那
包带红杠的麻袋卸下来，将拉来的一包
籽粒饱满的稻谷装上大卡车。丁家强带
的麻袋都印着绿杠。他这才如释重负，
驾驶农用车离去。

丁家强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内心不
禁发出感叹：“东源大地，不但景色美，而
且人的心灵更美呀！”

错 装 一 包 稻 谷
□ 刘学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