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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升高

蝉蜩的鸣叫此起彼伏

热辣辣的阳光

似要点燃葱绿葱茏的风景

夏日乡村

鸟雀早起

炊烟袅袅娜娜升起

母亲的思念亦随之飘向远方

夏日溪流

怀揣着透明的梦想

潺潺汩汩地向前一路奔跑

欲捎走洗衣村姑的倩影

夏日乡村

瓜果散发着成熟的芬芳

专心致志地在等候

主人将自己远嫁他乡

夏日傍晚

太阳迟迟不肯落下

绚烂霞光铺满天

映红了村头嬉戏的孩子们的脸……

（周家海）

夏日乡村

情感天地

风吹出了朗晴天。风在唱歌，天气好
晴朗，处处好风光。

远处的天宛若幽蓝的湖泊，静谧清
澈。有那么一刻，还以为是孙行者，一翻
身十万八千里，飞到了山高湖静的仙境
中。再一转身，一切又是那么熟悉，路
呀，树呀，花呀，草呀，还是亲爱的人
间，自己每天生活的地方。

心里也不失望，熟悉的地方看得见新
风景，还不断有惊喜，这意味着固然年岁
在增长，时不时发现的一根白发告诉我美
好的年华一点点走向衰老，但心还年轻
着，还热爱着世间的那么多美好，还有明
亮清澈的眼神，还拥有闲淡的情怀去欣赏
世间风物之美。

看呀，云朵好白，像棉花糖，像棉
花，像雪，似乎都没有形容出此时云的精
髓，要么太甜蜜，要么太轻飘，要么又不
够轻盈剔透。此刻的云就是她自己呀，特
立独行的自己，独一无二的自己，闪闪发
光的自己。

老杨树底下，有一圈低低的木篱笆，
木篱笆内种着无尽夏，一直在兴致盎然地
绽放着，从来不知道疲倦似的，她们仿佛
要一直装扮着整个夏天。如此热情而强劲
的生命力，每每看到，总要感叹，深深
致敬。

草木无言，却能深深触动人心的柔
软。柿子树也是这样。虽然只是一截老柿
子树枯木上长出来的新树，转眼两三年间
也已巍巍然，枝繁叶茂，一树青碧，满眼
清凉意。而今枝上已有小小柿子，一个个
晶莹剔透的小青玉在阳光下闪着动人的
光泽。

这会，往巷子里随意走走，就能收获
满眼的华美和灿烂。当然，这是属于人间
烟火气的华美和绚烂。人家的门前，古朴
木篱笆围起来，巧手慧心养着一两片葱郁
青翠的小菜园。淡紫的茄子花赛木槿，又
比木槿花多了几分烟火气。明黄的丝瓜花
明亮照人，喜气盈盈的，观之忘忧。一个
小女孩跟在一个老妇人后面，给小菜园浇
水。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一个辫子上
戴着一朵茄子花，一个辫子上戴着一朵丝
瓜花。

夏天的小菜园里，还少不了西红柿的
身影，鸡蛋大小的西红柿还是一身绿，酸
涩得很，不过它们正可着劲往甜甜的路上
走，充满了希望的西红柿像充满希望的人
生，看着尤其顺眼可爱。

又往前走了一会，突然睁大了眼睛，
是凌霄花。拐角上的这户人家，两面墙，
两扇木门，都被凌霄占满了。凌霄叶碧青
茂密，凌霄花淡红明媚，二者相得益彰，
是岁月静好，是天长地久。那些人间安宁
美好的词语都涌上心来，让人忘记了走
路，只呆呆地站着，站到天荒地老也
甘愿。

古旧的木门前，有一个古旧的藤椅，
藤椅上有一本古旧的书，是一本宋词，上
面有两朵明丽的凌霄花。不见主人，也许
是回屋喝茶去了，却让人遥想主人的
风致。

（耿艳菊）

风物闲美

时序更迭，岁月如梭，转眼又是芒种时
节。此刻，江南水乡，烟雨蒙蒙，万物皆在这
芒种之刻，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北方
小麦成熟，收割脱粒，更是热火朝天。我漫步
于田野，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对古诗词的热爱与
怀念，那些关于芒种的诗句，仿佛穿越了千年
的时光，与眼前的景象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
一幅诗意盎然的画卷。

“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生。彤云高下影，鴳
鸟往来声。渌沼莲花放，炎风暑雨晴。相逢问蚕
麦，幸得称人情。”古时的诗人们，以细腻的笔触
捕捉到了芒种时节的独特风情。今日便是芒种，
螳螂适应节令，依时而生。彤云在天空高低翻
涌，投下变幻的影子；鴳鸟在空中来回穿梭，发出
悦耳的鸣叫声。水清的池中，莲花正在娇艳绽
放；经过炎热的夏风和暑雨的洗礼，终于迎来了
晴朗的天气。人们在相逢之时便问起蚕丝和麦
子，幸运的是乡村仍保留着淳朴的人情。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田间地头，

农夫们正在辛勤地劳作，他们手中拿着秧苗，
一行行地插入水田之中，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希
望。“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水乡女子们
正在采摘菱角。她们身着轻纱，笑语盈盈，这
是江南水乡最美的风景。“芒种时节雨霏霏，田
野池塘处处蛙。”富有诗意的雨声和蛙声，在芒
种时节是如此清幽。

在古诗词里，芒种大多展现了一幅幅生动
而丰富的农耕景象和季节变迁的情感。

有写农忙景象的，如：“麦头熟颗已如珠，
小厄惟忧积雨余。丐我一晴天易耳，十分终惠
莫乘除！”宋代范成大的《刈麦》，描绘了麦子
成熟时农民们忙碌收割的景象，以及他们对好
天气的期盼。“新秧初出水，渺渺翠毯齐。清晨
且拔擢，父子争提携。”宋代楼璹的《耕图二十
一首·拔秧》，则描绘了水稻秧苗的移栽和父子
共同劳作的情景。

有写气候特征的，如：“黄梅时节家家雨，青
草池塘处处蛙。”宋代赵师秀的《约客》，反映了江

南地区芒种时节多雨的特点，以及雨水带来的生
机与活力。“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
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宋代辛弃疾的《西
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则通过描绘清风明月、蝉
鸣蛙叫，展现了芒种时节夜晚的宁静与和谐。

有写情感寄托的，如：“芒种逢花已自难，
瑞云攒处凭栏干。烦君问取同州例，一干三花
奏牡丹。”宋代周孚《高邮知军觅芍药一枝五花
三绝 其一》，这首诗体现了宋代文人对于花卉
文化的热爱和对于美的追求。“目极千里无山
河，麦芒际天摇清波。”唐代柳宗元的 《闻黄
鹂》，则通过壮观的麦田景象，表达了诗人对丰
收年景的喜悦和对农民辛勤付出的赞美。

古诗中的芒种，不仅是对农事活动的描绘
和气候特征的记录，更是对季节变迁中人们情
感变化的反映。这些诗词通过生动的语言和丰
富的意象，展现了芒种时节的独特魅力和深刻
内涵。同时，它们也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农
耕文化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魏有花）

古诗词里话芒种

每年高考，考场外都有很多家长在等候自
己的孩子。而考场外那些穿旗袍的妈妈们，就
成了一道风景线。有的妈妈穿着旗袍，焦灼地
走来走去，完全没有穿旗袍应该有的优雅闲适。
这些妈妈穿旗袍，应该是图个“旗开得胜”好彩
头。可怜天下父母心，妈妈们为了孩子会用尽
一切办法。那些办法只要对孩子有一点点好处，
哪怕只是一丝心理安慰，她们也会拼尽全力。

上网浏览，我也看到不少考场外穿旗袍的
妈妈。很多妈妈已经四五十岁了，身材严重走
样，旗袍穿在身上，颇有点尴尬。还有的妈
妈，身上的旗袍并不合身，看样子是借用的，
很拧巴地穿在身上，让人忍俊不禁。看过这些
图片后，我笑着笑着，忽然感动得有点想哭。
每一位穿旗袍的妈妈，无论她穿旗袍漂不漂
亮，都是天使的模样。

考场外那些穿旗袍的妈妈们，只是众多考
生家长的代表。很多家长也都在想办法，给孩
子们的考试加油助威。高考的时候，家长们需
佩戴口罩。有些家长为讨个好彩头，戴上了红

色口罩，口罩上面还有“高考必胜”“金榜题
名”的字样，看上去很喜庆，相信会给孩子们
减轻不少压力。还有的家长穿上了某品牌的运
动装，因为这个品牌的logo是个勾，寓意孩子
答卷时都能做对，家长特意选的。为了孩子
们，各位妈妈和爸爸可谓脑洞大开。

考生上考场，家长的紧张不亚于考生。考
试之前，每位家长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小心和
虔诚。我的同事张老师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
一向洒脱直爽的张老师忽然变得小心翼翼起
来。她本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这段时间却总是
在微信朋友圈发“考神保佑孩子高考成功”之类
的图片和文字。不仅如此，她说话也特别小心，
坚决不说不吉利的字眼，什么“坏了”“完了”“砸
了”之类的词被她屏蔽掉了。如果不小心说出
来，她便会连“呸”三下，以示惩戒。尤其是考高
临近这个阶段，无论遇到什么事，张老师总能保
持笑容满面。她说，这段时间要表现出最佳状
态，这样回家才能给孩子正能量。

朋友老刘的孩子也要参加高考，很少下厨

的他，这段时间经常亲自给孩子做营养餐。他
为孩子做饭，其醉翁之意不仅仅在于做饭，而是
借做饭给孩子鼓劲。他独创了很多菜品，很多都
配上了特别吉利的寓意。比如，红烧猪蹄是经常
做的，孩子爱吃，尤其是寓意“金榜题（蹄）名”，寄
予着老刘满满的期待。再比如，清炖鲤鱼也要隔
三差五吃一次，寓意“鱼跃龙门”。做个蛋糕，命
名为“必胜糕”，意思是高考必胜；榨个橙汁，命名
为“前程似锦”，因为“橙”与“程”谐音。诸如此
类，可谓创意无限。老刘是个小文人，平时就喜
欢整些这类的事来调剂生活。孩子高考大大激
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创作出很多别具一格的

“作品”。老刘说，他做的这些事能起多大作用说
不准，不过因为他的用心，孩子如今特别有状态，
家里的气氛也空前好起来。

每一位心怀爱与期待的妈妈和爸爸，都在
用心为孩子守候。他们动用了全部心思，使出
了三十六计、七十二招，即使有些计策和招数
有些滑稽甚至不可思议。但他们的爱，足以让
天地为之动容！ （马亚伟）

高考生父母
人生百味

思想火花

艺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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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驿站

图片内容：1、积极向上；2、吸引读

者；3、标新立异，不得抄袭；4、附上图片

题目、说明、拍摄地点、时间等信息；5、注

明拍客的姓名、联系方式及通讯地址等详细

信息。

投稿方式：1、发送邮件到hyjtbs@qq.

com 2、加 QQ1084748346 发送离线文

件。我们每期将挑选3-5幅作品刊登，采用

的作品将发放一定稿酬，以资鼓励。

如今的旅行，除了看风景，拍照也成了一
件不可或缺的事情。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完
善，拍照完全可以媲美单反相机，而且没有胶
卷成本的顾虑，可以随心所欲地拍摄，不喜欢
的照片直接删除就好，就连我那还不到十岁的
儿子，也成了“摄影小达人”。

遥想“很久很久以前”，照相可是一件奢侈
的事，更别说拥有一台家用相机了。公园里、
火车站广场前，有许多照相小摊，简易推车上
竖着几块镶有顾客照片的玻璃框，以此招揽生
意。价格很实惠，一张彩照一元钱。年轻姑娘
都爱美，每当穿上新衣服或者戴上好看的发卡，
就会和闺蜜结伴去照相。有一次，我相中一个景
点，周边没有照相的地方，走了好远才找到一位
摄影师，小心翼翼地跟他商量能否去一趟那个景
点。摄影师很随和，没多收钱就跟着去了，一点
都不担心照相摊点无人看管是否妥当。

十六岁那年去北京，每到一个景点就想拍
照留念。找到摄影师后，照完相交钱，再买邮
票、填写邮寄地址，往往是人还没到家，照片

就先到了。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可真淳朴，
我当时根本不怀疑相机里有没有胶卷，也不担
心人家会不会真的把照片寄给我。有一次收到
的照片里我是闭着眼睛的，仔细检查后发现信
封里还有一张一元五角钱的纸币和几句留言，
说是照片没照好，退回费用并向我致歉。当时
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感
慨万千。在那个没人把诚信整天挂在嘴边的年
代，诚信却自然而然地扎根在每个人心底。那
次去北京，大概照了二十几张相，都是通过邮
寄收到的，全都收到了。

我时常翻看那些老照片，发现每一张都是
经典，因为那时候拍照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大家都怀着敬畏之心。照片上景点的角度选得
好，人物在画面中也不突兀，融合得恰到好
处，这都离不开摄影师的审美和经验。记得在
天安门华表前照的那张照片，我摆了个嘻哈的
姿势后，摄影师马上过来纠正我：“这是庄重严
肃的地方，这样不太合适。”于是摄影师让我和
弟弟笔直地站着，一脸庄重，头部微微抬起，

虔诚地看向天安门。这张照片，堪称经典中的
经典，父亲看了都说：“好有志气的样子啊！”

如今，弟弟确实在北京发展，我还生活在
小城，我们经常会说起过去的事。春节的时候
弟弟回来过年，母亲拿出那本大相册，把每个
人的照片分给本人保存，还说这些都是宝贝
啊，无法复制。是啊，无法复制的还有旧时
光，在流逝中愈发珍贵。

相机的普及、数码时代的来临，让这个行
业遭受全面冲击而崩溃。看着那些老照片，我
有时候会想，曾经的摄影师们，如今在干什
么？也许已经转行，或者从事与摄影有关的工
作，过着自己喜爱的生活。不论怎样，他们曾
经的技艺和敬业精神都永远留在了我那些照片
里，成了最美的记忆。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得到了很多便利，但
也失去了一些美好的东西。浮躁的生活中，深深
怀念那个人与人之间毫无设防的纯真年代，偶尔
回眸中，回味那些简单而又美好的过往，越发珍
惜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感。 （夏学军）

岁月深处的摄影师

《清凉瀑布》
流水潺潺，清凉怡人。

拍客：穆平

《童心未泯》
戴红领巾，重温孩童时光。

拍客：梅方明

《母爱》
大鸡带小鸡散步，母爱满满育后代。

拍客：王会舜

《水上竞技》
水上竞技，畅快淋漓。

拍客：李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