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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香 一 瓣

我是极其喜欢仲夏的

夜雨，但这雨一定不能太

大、太急、太猛，否则，不但

没了喜欢的兴致，反而让

人心生紧张。

江南处于亚热带向暖

温带过渡的地区，气候温

暖湿润，四季分明，是个很

适合各种作物生长和人类

生存的区域，素有鱼米之

乡的美称。除了特殊的干

旱和洪涝年景，全年的降

雨量充沛而又均匀，也就

是说，一年四季隔三差五

就会有下雨天。

我的老家就在南漪湖

边上。仲夏正是梅雨季

节，那时，一下大雨，便想

着要发大水，又要淹没稻

田、房屋，哪里还有赏雨的

兴致？“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

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花。”我想，写这首诗的“永

嘉四灵”诗派之一的宋人

赵师秀一定不是住在湖边

上，即使是，也一定不是种庄稼的。

虽说前几年搬进了城里的小区，但是一到梅

雨季节还是牵挂着老家。蒙蒙细雨飘飘洒洒，我

就有欣赏的心情，要是连续几天的中到大雨心里

便焦灼不安、坐卧难耐。

这是端午节后的第三天，天气预报说这几天

有零星小雨，便早早地用了晚餐，像往常一样，带

着孙子在小区的绿化带散步，到了晚上八点多的

时候，果然下起小雨来。

洗漱完毕，靠在床头，随手拿起《中国抗战

史》翻阅起来。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窗外

的世界单纯得只有雨声，丝丝绵绵如烟如丝，缓

缓如琴瑟悦耳；手上的书叙述着的广大中国军民

不怕牺牲、浴血抗战、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肃然

起敬。

临近子夜，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蒙眬中，

聆听着这恍若天籁的至美雨音，我已然陶醉。耳

畔有“嗡嗡”的声音飞过，忽而，“嗡嗡”声停了，我

感觉到左脸上一阵针刺样的痛，本能地用手一

拍，便又没有了声音。我翻身又睡，那“嗡嗡”声

又在耳边响起，这时整个面部都有了刺痛感，我

一跃而起，断定是讨厌的蚊子！小时候我就知

道，蚊子是“四害”之一，专门吸人血、传播疾病，

人见人恨。看样子，今晚雨是赏不成了，我索性

开了灯，开始在房间寻找蚊子。不看不知道，一

看吓一跳，洁白的墙壁上好多黑点，它们或三三

两两，或成双成对，或孤身只影趴在墙壁上，令人

望而生厌。我赶紧找来驱蚊剂，对着蚊子多的地

方猛地按下喷雾键，哪知道一点反应都没有，原

来驱蚊剂用完了！“化学武器”是不能用了，我只

能改用土办法：找来一本废旧杂志拿在手中，对

着蚊子多的地方猛拍下去，估计是用力过猛，杂

志还没有碰到墙壁，气流就把蚊子冲跑了。我只

得改变方法，左手拿着杂志，小心翼翼地让杂志

尽量靠近蚊子，右手在杂志上猛地一拍，墙壁上

便留下了几处红点和黑点。我知道，那红点是我

身上的血，黑点是还没有来得及“侵略”我的蚊子

的尸体。用这种方法消灭蚊子效果显著，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战斗”，墙壁上除留下好多红点和黑

点外，再也看不到活着的蚊子了。

消灭了这些害人虫，我关灯后继续躺在床

上，闭目聆听着窗外的雨声，忽然想到元代盍西

村《莲塘雨声》中的句子：“忽闻疏雨打新荷，有梦

都惊破”。今晚，我没有梦，如果说是听雨的梦，

倒是被蚊子打破了；其实这里也没有新荷，有的

只是绿化带里的灿烂深红的杏叶。

正在遐思之际，“嗡嗡”声又来骚扰耳膜，

我再次起来，发现又有好多蚊子匍匐在墙壁

上，我按照土方法逐一将它们消灭干净。可能

它们原来躲在衣柜里，估计是肚子饿得咕咕叫

才又溜出来的，不管怎样，再狡猾的蚊子也会

被我们打败！

爷爷，你在干嘛呀？我回头一看，是睡在隔

壁房间的只有五虚岁的孙女站在卧室的门口，估

计是我拍蚊子的声音太大，把她吵醒了。她懵懵

懂懂地揉着惺忪的双眼，看我拿着杂志不断地对

着墙壁上拍打，感到非常疑惑。我告诉她说，爷

爷在打蚊子呢，蚊子是害人虫，专门喝人的血，还

传播疾病。她忽闪着大眼睛用稚嫩的童声对我

说，蚊子好啊，手机里说，它晚上不断亲你，还给

你发红包呀！我急忙告诉她，这是不对的，不要

再看手机了！她嘟哝着小嘴说，手机里就是这样

说的嘛。

送孙女去睡觉后，我一时也没有了睡意，站

在窗前望着窗外如丝如帘的细雨，我听见：嗒嗒

的雨声洒落窗下，雨落楼顶，溅出密密叮当响；雨

顺屋檐，滑落檐下，透来如山上小溪汩汩声。这

场仲夏夜之雨，好似洞彻了我的心思，穿越了时

空，跨过昨夜和今晨，依依不舍、缓缓不止。我忽

然又想起一句宋词，“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仲夏夜雨啊，确是难得之好景致，实为长夜

的抒情诗！

我不知道，当年宋人赵师秀耐心恭候着的

《有约》中的友人最后到了没有，闲敲的是哪一颗

棋子？灯花有没有落在棋盘上？我甚至在想，青

草池塘最容易滋生蚊子，他有没有用一本书籍去

拍它们？

不管怎样，赵师秀于黄梅时节的清闲中描绘

出的一幅仲夏夜雨的美图，还是值得我在这个雨

夜回味的。

今夜，一夜无眠。

这是三溪村一个外嫁姑娘回娘家时拍的

作品，家乡的不断变化让她忍不住拍了抖音，

除了浓浓的乡愁记忆，还有惊喜和感激，感谢

政府的指导和付出。

她叫琳，我的一个朋友。她这个抖音作

品我看了好几遍，感触很深，也由衷感到欣慰

和自豪，三溪村的渐行渐美，我是见证者，也

是参与者。

三溪村，位于郎溪县飞鲤镇，东与郎溪县

建平镇南西村毗邻，北与建平镇松林村隔老

郎川河相望，南至新郎川河与飞鲤镇王村村

接壤，西邻王村村，全村辖19个自然村和幸

福街道，区域面积9平方公里。

这里生态优美，是天然氧吧，还藏着健康

长寿的秘密。为造福老人，大力提倡尊老、敬

老、爱老的良好风气，三溪村于 2020 年建立

了“百岁亭”，村里老人时常来这里休闲娱乐，

这里民风淳朴，人们生活静美，大多长寿，已

有好几位百岁老人，村里的“百岁亭”，见证着

全村人的幸福与安康。

还记得第一次去三溪村，就遇见了琳，

她是三溪村的外嫁姑娘，一个美丽脱俗的小

女人。那时我刚到飞鲤镇工作不久，和镇、

村妇联主席去开展“星香美”示范基地创建

工作。我们走进三溪村，走在整洁美丽的村

庄，看见一个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的庭院时，

我心里一漾，这时庭院里走出一个漂亮少

妇，她跟我们开玩笑说，早知道家乡现在这

么美，就不外嫁了……

看着她如水的眼眸，我记住了她的名字，

琳。心香一瓣的名字，一种美好的感觉。

琳跟着我们一起来到素有“长寿村”之说

的湖大组，别具一格的“百岁亭”里，很多老人

在这里唱歌、谈心、下象棋。琳握着一个老人

的手说，这是我太爷爷，明年春节过100岁生

日。老人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忽然明白，什

么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春节时，我很荣幸代表政府去三溪村慰

问琳的太爷爷，村里的干部和我一起见证了

琳五世同堂的幸福和喜悦，沾了好多福气和

喜气，还听了一曲通俗流畅的皖南花鼓戏。

原来，琳的全家都是花鼓戏的“粉丝”。

村书记介绍说，该剧团就在三溪村，团长彭

意红是飞鲤镇新法村的媳妇，是位有担当、

有奉献、有情怀的人，因为她极度热爱花鼓

戏，虽然经历很多困难却一直坚守在传承非

遗的路上，分管文化工作的我，听后又感动

又惭愧，曾经热爱写作的我，却与文字渐行

渐远……

据了解，皖南花鼓戏起源于郎溪县，流传

于苏浙皖部分地区，至今已有140多年历史，

是安徽省五大剧种之一。剧团拥有国家一、

二级演员 40 人左右，开展送戏进万村等活

动，每年演出500多场，新创作多个贴近新时

代主题的小戏，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剧团

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展演活动，获得多项大

奖，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2018 年团长彭

意红获得宣州区第二届“宣州工匠”，皖南花

鼓戏小戏《还猪》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这些荣誉很绚丽，却来之不易，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背后，还有一份执着的情怀。

琳喜欢皖南花鼓戏，还喜欢写文章，喜欢

花花草草，偶尔做些小手工零食，和我有些志

趣相投，便成了好友，无话不谈。

琳说，父亲为了照顾他的长辈们，一直在

家务农，看到身边很多亲友“一水两用”和“稻

虾共养”模式，都渐渐富裕，在镇农业部门的

指导下，父亲开始学习稻虾生态混养技术，经

过认真学习摸索，养殖规模已200余亩，成为

三溪村有名的龙虾养殖大户，还带动了不少

贫困户就业呢。

琳又说，虽然父亲挣了一些钱，但她知道

父亲能吃苦，养龙虾除了技术还要起早贪黑,

说实话，她有时很不放心……

想起镇里多次安排采访宣传琳的父亲，

把他作为乡村振兴的典型推广学习，宣传效

果明显，我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你看你们

村口那个石碑上的几个字——“幸福原点三

溪村”，就是最好的诠释，你父亲也算是飞鲤

镇乡村振兴的代言人，多让人羡慕和敬重。

抖音里，琳的作品依旧在循环，我有些陶

醉，刚想评论几句，琳忽然来了信息：我抽空

做了手工小饼干、花茶，哪天带给你尝尝，别

忘了，春暖花开时，到三溪村打卡美丽，品味

小龙虾哈。

三溪印象

带你们看看我美丽的家乡，三溪村……

刷抖音时，无意间看见了熟悉的场景：蒙蒙细雨中，沿着整洁宽敞的沥青马路，车渐渐驶入一个怡人的村庄，明亮干净

的农家小院，融入妇联“星香美”及国家级非遗皖南花鼓戏等元素的3D墙画，古意盎然，清新脱俗，阐释着一个个“幸福的故

事”，江南烟雨中，清新、文明、时尚的村庄，愈加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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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那年植树节，妈妈带我在院

子里栽下一棵望春花，妈妈说：“望春就

是期盼春天，渴望未来，望我能快快长

大，跟望春花一样真挚、高洁、美丽大

方。”现在想来，我的老母亲可能是多想

了，许是像我这样的糙女子唯一像望春

花的就是真挚了。

后来搬了家，与高洁的望春告了别，

它于我的意义就只存在于记忆中妈妈的

那段话，或许还有萦绕鼻尖那若有若无的

望春的芬芳。花开无度，花落无声，对于

人世的悲欢离合，对于我的成长过往，花

无言却尽知，我在某一瞬间会去臆想，它

对于我的告别是否有不舍和怨念，我于它

而言是否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女，它伴

我青梅竹马，我却离它海角天涯。

冬去春来，草木知秋，我们一生会错

过多少风景，一树一叶一草一花，就如同

身边来来往往的人，或有交集或匆匆别

离。那一眼就许了那人一生，或者付出所

有只是亏欠了青春，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相遇相知便是欣喜，相负相离也不记恨。

思念是树梢头绽放的绿叶，它飘零时也别

悲切，或者它的飘零只为了带给你一树盛

开的花卉，在往后陪你年年岁岁。

望向院外的石榴树，越过墙头勾引

我的目光随着它摇摆的树叶辗转飘忽，

这也是那年老母亲陪着我种下的，老母

亲说：“石榴石榴把人留，望我夫妻恩爱，

多子多福。”老母亲总是这样，觉得我能

值得这世间的最好，是的，我值得，我有

世间最好的母亲，最好的郎君和最好的

长公主。

人生就是这样呀，“能自得时还自

乐，到无心处便无忧”。每个人于世间的

存在，都有让人艳羡的理由，你思她怎如

此的貌美，她想你怎如此的才情；你慕她

之芳华，她羡你之典雅。何嫉何妒何必

自苦，你有你不自知的风景，岂知她在哪

座桥上看你。月光皎皎，微风习习，你踮

起脚去看彼岸的山清水秀，何不弯下腰

掬一把身边的潺潺小溪。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

堂，一笑一尘缘”。于春时载下棵树，秋时

去收它的果，无果也无恼，因已赏了它一

季的花，许是与它的尘缘就只是一个花

季，满地金黄的落叶，岂不是另一番风景。

看树梢悄悄的绿，等秋叶默默的

黄。河边低垂的杨柳细数着岁月的涓涓

长流，耳旁轻舞的碎发叙说着过往的念

念不忘，鼻尖弥漫的花香倾诉着红尘的

花开花落。你牵起身边人的手，她回你

一个温柔的笑，那就是幸福。

树 说

诗三首
■霍效忠

书香

梅花兰花菊花桂花的香气

敌不过校园深处隐藏的书香

一年四季

校园里总是盛开各种花香

但只有那淡淡的书香

从不凋零

空气夹杂着灰尘

网络不停地诱惑

心境在急剧浮动

你是否还能坐下来

静静地

看那远处花开花落

嗅那近处持续的清香

蚕丝

请抽走我的寂寞的青春

请抽走我的难言的痛楚

请抽走我的滚烫的汁液

请抽走我的纯净的思维

请抽走我的爱我的感恩

请抽走我的恨我的坚韧

剩下最后一寸

请把我轻轻缠绕

在那校园最不显眼的枝条上

林荫道

一群幼鹿无忧无虑漫步

留下大片咀嚼的清爽

一列白鹤自由自在飞过

掉下几根温柔的阳光

渐行渐远

谁还深陷那投下的光影

静静地仰望

栖息在高大的树冠上

那浸润的眼睛

那轻微的呼吸

荷韵 ■■薛琳 摄

■■陈远芳

人 间

笔 记

立夏
■潘棋红

蔷薇翻越四月，一路跌入五月的荼蘼

却年年疏于思考。然而，它是无罪的

蜂群一遍遍兜着圈子，吞吐出春天

饱含欲望的哽咽。断桥处，一个樵夫

收割了

一捆水云，对于祖国大好的河山，却没有

只字片语的赞美，同理——也是无罪的

但是，我们活着，飞出万千鸦群，耗尽了

黑暗，尘埃，两鬓白霜的勇气，却诠释不出

一场完整的悲情或者欢娱

需要长久地忏悔

就像夏已至，我们还在沿途兜售

年久变形的时代和命运，我们啊！

多么需要世界俯下身来，给予很深的

照拂或者怜悯！

■■王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