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说

八路军走进老庙村的那天起，部
队官兵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把一所破庙收拾一番就住了进
去。他们每天到老百姓家里去，帮助
老百姓重建被鬼子毁坏的家园，有的
爬上房顶修缮房子，有的钻到灶间砌
灶台……该吃饭的时候就回到破庙
里，吃自己带的干粮。老百姓过意不
去，有的拿出珍藏的粮食，有的把自
家的皂角让战士们带回去洗衣服、洗
头等。八路军纪律严明，没有一个接
受老百姓的“小恩小惠”。

杨静的帮扶对象是王大娘。王
大娘的儿子和媳妇都被小鬼子杀害
了，留下一个不满八岁的孙子小豆
豆。杨静一边安慰王大娘，一边激励
她，让她从悲痛中站起，和全国人民
一道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在杨静
的帮助下，王大娘的心情逐渐晴朗起
来。有时候，杨静以小木棍为笔，沙
土为纸，或用锅底灰涂在墙上，白粉
土制成粉笔，教小豆豆认字。

王大娘家的院子里有棵弯弯的枣
树，枝繁叶茂，有着上百年的树龄。眼
下正是秋天，枝头上挂满了枣子，嘟噜
连串的，把枝头都压弯了。枣子红澄
澄的，亮晶晶的泛着光泽，再有几天光
景便该采摘了。这天眼看着天黑了，
王大娘走到枣树前，伸手去摘枣。小
豆豆跑了过来，嚷嚷道：“奶奶，奶奶，不
要摘嘛！”王大娘说：“这枣子是给你杨
阿姨吃的。”小豆豆一下子撅着嘴，显得
很不乐意。王大娘说：“咋？不舍得让
你杨姨吃？”小豆豆看了正在给奶奶缝
补褂子的杨静，说：“我，我想把这些枣
子卖了，买枪打小鬼子！”王大娘笑了，
说：“你杨姨他们就是打鬼子的！”小豆
豆看了一眼杨静，又看了一眼奶奶，似
乎不相信奶奶的话。杨静说：“小豆豆，
奶奶说得没错，我们就是打鬼子的！”小
豆豆的脸上这才漾出了笑意。

杨静要走了，王大娘执意要把枣
子给她，她不要。小豆豆呢，胳膊叉
开挡住大门，说：“阿姨不拿不让走。”
推让半天，杨静只好把枣子装进自己
的口袋。回到驻地后，杨静把枣掏出
来，借秤一称，一斤二两。于是，她按
市价，用当时使用的货币，连夜送给
王大娘。当时小豆豆还天真地问：

“阿姨，为啥给钱啊？”杨静说：“小豆
豆，咱八路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小豆豆又歪着头问道：“阿姨，啥
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杨静就耐心解释道：“三大纪律就
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就是说
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

小豆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嗨，有这样的部队咋能不打胜

仗呢。”王大娘感慨道。
又过了几天，杨静和王大娘坐在

枣树下纳鞋底。忽然，枣树上落下几
颗枣子，刚好掉到杨静身边的泥地上。

王大娘捡拾起地上的枣子，在衣
襟上擦了擦递给杨静：“闺女，吃吧，掉
地上的，是老天爷让你吃呢。”

“大娘，这枣不能吃！”杨静摇摇头。
“又没有人知道，只管吃罢。”王

大娘劝说道。
“大娘，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怎么会没人知道呢？”杨静环顾四周，
“豆豆呢，我给他带枪来了。”

“我在这儿呢。”说话间，小豆豆
从高高的枝杈间猴子一般哧溜滑了
下来。杨静这下明白了，祖孙俩为了
让她吃到新鲜的枣儿，小豆豆爬上枣
树轻轻摇晃树枝，落在地上的全是熟
透的枣儿啊。杨静从背包里摸出一
把木头手枪，朝小豆豆晃了晃，小豆
豆高兴得涨红了脸。

一阵微风吹来，院子里飘荡着枣
香，那样的沁人肺腑，润人心田，使人
差不多要醉了。

♣ 侯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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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农垦事业的推进，兵团
逐步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在南北疆
盆地边缘建立起来，使荒地变成了高
产稳产的绿洲农田。兵团还采用秸
秆还田、培育绿肥、增施有机肥等一
系列措施，优化土壤成分，使土壤可
溶盐总量减少，降低干旱区高蒸发给
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面对部分地区势头凶猛的沙漠
化，兵团以农田防护林建设和退牧还
草的方法，使其进入科学的可持续发
展模式。

农业的稳步发展，促使兵团的
商业贸易随之兴盛起来，诸多市镇形
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逐步确立了师建城市、团场
建镇的城镇化发展思路。目前新疆
兵团已建成10座自治区直辖县级市
（兵团管辖）。

美丽的阿拉尔就是一个成功的
例子。阿拉尔，维吾尔语意为绿色的
岛屿，位于阿克苏地区，北起天山南
麓山地，南至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
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成的第二座
城市。早在1958年，时任农垦部部
长，当年曾带领部队成功垦荒，把“处
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建成“陕北的好
江南”的王震将军就亲临新疆，从兵

团抽调2万余人，奔赴阿拉尔进行农
垦建设。王震将军当时对阿拉尔的
规划格局很大，初期就有大学、火电
厂等建设规划。

2004年，“师市合一”的阿拉尔
市正式挂牌建立，由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管理。目前，阿拉尔已成为建成区
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拥有20多万
人口的园林城市，成为兵团在南疆最
大垦区的中心城市，全国最大的优质
棉基地、百万亩林果基地和新疆最大
的水泥建材企业等均落户于此。
2019年，阿拉尔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 309.5亿元，比上年增长 4.4%。
农一师以阿拉尔的成功经验为指导，
又建成了像金银川镇这样的垦区中
心镇，阿拉尔形成了“兵团城市—垦
区中心镇—一般团场—中心连队居
住区”的城镇框架体系。

为更好地发挥维稳“压舱石”作
用，兵团还大力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南疆自然条件恶劣、发展基础薄
弱，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自“十三
五”以来，兵团驻南疆师团紧抓国家关
于支持“三区三州”发展和推进兵团向
南发展战略等机遇，加快推进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运输服务能力。

图木舒克市的交通建设曾经落

后，群众出行和农产品外运困难，道
路不通畅，好东西也卖不上好价钱。
三师四十九团十三连党支部书记、连
管会指导员陈辉是河南信阳人，27
年前他们一家从信阳农村出发，一路
上火车、汽车、手扶拖拉机转了好多
次，走了整整7天7夜。2018年，图
木舒克唐王城机场正式通航后，陈辉
带着父亲回河南老家，从喀什到郑
州，只用了6个小时。如今，陈辉带
头成立的红枣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
机场把连队的红枣销往全国各地，效
益成倍增加。

“十三五”期间，兵团精心打造
了一批“交通 + 旅游”“交通 + 产业”
品质公路。机场、铁路项目建设推进
迅速。大交通助力大发展。截至
2019年底，兵团公路总里程达到
35926公里，其中农村公路23518
公里，占65%。具备条件的建制连
100%通硬化路、100%通客车，提前
一年完成了交通运输部确定的“两
通”任务目标。南疆兵团179个建制
连队实施了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城
乡受益人口达36万人。

现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
今非昔比，绿洲农业生态和绿洲城市
生态已在新疆这片曾经的戈壁滩上

生根发芽，为这片苍茫大地带来了勃
勃生机。

从“北大荒”到“北大仓”
盛夏季节，在地处松辽平原腹

地的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
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
基地，玉米织成了无边无垠的“青纱
帐”，在阳光下泛着金黄。

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 2020

年7月23日报道：22日下午，正在吉
林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平
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
（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
走进玉米地中，察看黑土层土质培养
和玉米长势。习近平说，东北是世界
三大黑土区之一，是“黄金玉米带”“大
豆之乡”，黑土高产丰产，同时也面临
着土地肥力透支的问题。一定要采
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
中的大熊猫”。他说，你们探索实施玉
米秸秆还田覆盖，不仅可以增加土壤
有机质，还能起到防风蚀水蚀和保墒
等作用，这种模式值得总结和推广。

黑土地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得
天独厚的宝藏，土质肥沃，有机质含
量平均在3%~5%之间，有的地区高
达10%以上，非常适合小麦、大豆、
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生长。全世界
仅有三大块黑土区，即乌克兰大平
原、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和我国松
辽流域的东北黑土区。

在东北黑土区中，有一片“捏把
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辽
阔土地，即黑龙江省北部的三江平
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的黑
土地区。70多年前，这里还是人迹
罕至的蛮荒之地，到处荆棘丛生、野

兽出没、风雪肆虐，被称作“北大荒”。
北大荒西起松嫩平原，东达乌苏

里江，北至黑龙江，南抵兴凯湖，总面
积5.53万平方公里。这里地势平坦，
平均海拔54米，只有万分之一的坡
降。罕见的平坦地势形成了大面积
的低湿沼泽地，漂浮垡变幻莫测，当初
曾流传着“鬼沼”的神秘传说。

这里属于寒温带大陆季风气候，
气候干燥寒冷，年平均降雨量400~
700mm，主要集中在7~9月，多以暴
雨形式出现，占年降水量的70%左
右。年平均气温从南至北由2.6℃降
到-3.5℃，极端最低温度达-40℃，
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中气候条件最寒
冷、农业开发条件最恶劣的地方。

1957年初被划为“右派”下放到
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当代著名文学
家、诗人聂绀弩创作于1959年3月、
发表在1983年《黑龙江农垦史（党史）
资料汇编》上的《北大荒歌》就绘声绘
色地呈现了初到北大荒时的情景：北
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
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
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何物空
中飞，蚊虫苍蝇，蠛蠓牛虻；何物水
边爬，小脚蛇，哈士蟆，肉蚂蟥。山中
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和狼。烂草

污泥真乐土，毒虫猛兽美家乡。谁来
安睡卧榻旁，须见一日之短长……

就是在如此荆蔓蒺藜聚集成堆、
沼泽遍布、随处可见凶恶野兽的恶劣
自然环境中，垦荒大军头顶蓝天，脚踏
荒原，人拉肩扛，搭马架、睡地铺，与
重重困难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北大荒的开发可以追溯到辽金
时期，那时的北大荒泛指东北荒原。
据考古学家考证，当时辽金掠来的汉
人和一些百姓被强制迁徙到北大
荒。到了清朝，这里被满族人视作“龙
兴之所”而禁止开垦，又成了渺无人烟
的荒芜之地。再后来，“北大荒”逐渐
转变为特指黑龙江地区的原始荒原，
最后变成了黑龙江垦区的专用名词。

1947年，一群穿着灰绿色军
装、脚套乌拉草鞋的人排着队，唱着
红歌，踏进了这片荒凉的黑土地，打
破了这里的寂静。当时，按照党中央
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建立巩固
东北根据地”“培养干部，积累经验，创
造典型，示范农民”的精神，第一批荣
复军人从烽火弥漫的战场转战到沉
睡千年的大地。他们创建了第一批
国营机械化农场，点燃了北
大荒农垦事业的火种，拉开
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序幕。 34

连连 载载

作家残雪最新短篇小说集《西双版
纳的女神》近期出版。残雪曾被誉为

“中国的卡夫卡”，因近年高居诺贝尔文
学奖赔率榜而引起国内媒体的广泛关
注，残雪几乎已经成为国内外最被关注
的中国作家之一。其实早在 1985年，残
雪第一次发表小说开始，她就已经开辟
了一片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而和
她同时期的作家中，至今唯有残雪数十
年如一日地坚守自己的先锋本色。

新 书 由 13 个 精 巧 自 由 的 故 事 组
成，无论是随着矿产枯竭而逐渐寂寞
的北方“雪城”、拥有庞大防空洞体系
的“灰城”，还是因一次小误会而痛失

猫咪的卖菜老人、在地下三层的开小
超市的女人、第一次接触死亡的小女
孩……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底下最深刻
的孤独同时也最彻底的自由，他们的
精神寄托与向往，情感的滋生与毁灭，
生命意义的隐匿与显现，都被残雪收
录其中，以象征、隐喻和无所不在的通
感打破了真实与虚构、现实与精神的
界限，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小说风景。
残雪是国际文坛公认的 20 世纪以来
中国文学界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
从不缺席的先锋本色令她的作品往往
以独特的面貌呈现而令人印象深刻，
读之难忘。

荐书架

♣ 刘 稚

《西双版纳的女神》：从未缺席的先锋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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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向前

羊太守“三拒”示清廉
东汉时期的清廉官员不少，与暮

夜却金的“四知太守”杨震、百文取一
的“一钱太守”刘宠一样，享清廉之誉
者，还有南阳太守羊续。他为官期间
的“三拒”之举，在历史上被传为清廉
佳话。

妻儿远在乡下，羊续独自一人在
城里做官。一次，他的妻子领着儿子
从老家千里迢迢来南阳郡看望丈
夫。到了郡衙，得知消息的羊续却拒
而不见，还传话让他们赶紧回家去。
受此冷遇的妻儿非常生气，不顾当差
的阻拦硬是闯了进去。见到面黄肌
瘦的妻儿，羊续心里十分酸楚，他一
言不发地把妻儿领到自己的住处。
只见宿舍又小又破，家徒四壁，唯有
一床破旧的被褥、一套洗得发白的短
布衣、几斗麦子、一小罐盐。羊续坦
诚地对妻子说：“你都看到了，我的财
产就这些，连我自己生活都捉襟见
肘，你让我怎么留下你们？作为地方
父母官，我有责任让老百姓衣食无
忧，过上好日子。若是你们母子留下
来了，我整天要为全家人的三餐发
愁，哪还有心思为当地老百姓做事？
如果是这样，我做这个太守还有什么
意义，还不如跟你们回乡种田呢？”一
郡之太守，竟然如此窘迫清贫，让妻
子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只得挥泪湿
袖，怏怏地带着儿子默默返乡了。

“示窘拒妻”的羊续，对民众却有
情有义。他时常一己之力救济穷
人。对那些战争中俘获的叛军，羊续
均将其免罪为平民，自己掏钱购买农
具并发放给他们，指导帮助他们参与
农作，逐渐将其改造为良民。这样的
花费时常让他这个二千石的官员捉
襟见肘。

南阳一向是富庶之地，有钱人都
喜与官员往来，且出手阔绰，前几任
太守在南阳为官都过得优裕富足。
而羊续却“富差事穷当”，断然与当地
富豪保持一定距离，就算同僚下属也
保持着清廉关系。府丞焦俭从随从
口中得知，羊续没别的爱好，就爱吃
鱼，就特地买了一条白河鲤鱼亲自送
来。怕羊续拒收，焦俭笑着说：“大人
到南阳时间不长，可能不知这就是此
地有名的‘三月望饷鲤鱼’，味道鲜
美。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见大人清
苦，改善一下伙食吧。”话说得如此滴
水不漏，不收倒觉得见外了。

“既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收下
鱼后的羊续灵机一动，既没吃也没送
人，而是将鱼悬于宅院门庭之上。

过了一段时间，府丞焦俭又颠颠
地送了一条鱼来，刚要开口说话，羊
续伸出一个手指压在唇边，府丞愕
然。少顷，只见羊续指着院中那条业
已被风吹干的鱼说：“噜，你上次送的

鱼，我还没吃呢，怎好再收？”焦俭一
听，惭愧地掂着活鱼走了。“悬鱼拒
贿”传开后，郡中官吏十分震惊，觉得
羊续此举不可思议。郡内百姓却是
交口称赞，敬称其为“悬鱼太守”。从
此，再也无人敢给羊续送礼了。明代
名臣于谦有感于此，遂援典入诗，据
典问廉。诗曰：“剩喜门前无贺客，绝
胜厨内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下，闲
阅床头几卷书。”

公元 189年，汉灵帝刘宏任命幽
州牧刘虞为“三公”之首的太尉。如此
位极人臣的显赫权位，一般人都会趋
之若鹜。不料想，一向以俭朴著称的
汉室宗亲刘虞却坚辞不受，并向刘宏
推荐卫尉赵谟、益州牧刘焉、南阳太守
羊续等作为太尉的后备人选。皇帝就
坡下驴，下诏书任命羊续为太尉。这
是许多人做梦都求不来的好事，羊续
却并不在意。当时国家财政枯竭，官
位都是明码标价。官阶越高，缴纳的
钱就越多。官拜三公的人，要向西园
缴纳一千万的礼钱，由宦官担任使者
负责收取，名为“左驺”。

左驺到了羊续家，羊续以礼相
待，谦逊地让左驺坐在一张席子之
上。不多时，羊续从内屋拿出一件破
旧的棉袄给左驺看，面有难色地说：

“臣能资助官家的，就这件棉袄而
已。”空手而归的左驺愤愤不已，汇报

羊续“举袄拒奉”，刘宏自然也不高
兴，只好仍拜刘虞为太尉。刘虞也清
廉，哪有钱财上交朝廷。考虑到他平
定张纯叛乱有功，朝廷特意免去了刘
虞的礼钱。

改任太常的羊续，也免去了礼
钱。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往雒阳赴任，
就得病而卒，时年48岁。

临终时，羊续留下遗言：薄葬，不
接受官家和亲友礼钱。按当时规矩，
二千石的官员逝世，朝廷拨款一百万
用于葬礼。那位曾经送鱼的府丞焦
俭深受羊续清廉作风的影响，忠实地
执行羊续遗愿，坚决拒绝朝廷的这笔
费用以及其他人的捐赠。汉灵帝刘
宏得知后感慨万分，专门下诏书称赞
羊续崇高的气节品德。

“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家则
不言货利。”羊续深谙其中之道。他
示窘拒妻、悬鱼拒贿、举袄拒奉的品
行，影响了一代代羊氏后人。到了羊
续孙子羊祜这一代，羊氏族人俸禄在
两千石以上的为官者，已连续九代之
多，并且都以清廉有德著称，这正是
羊氏家族“九世清德”美誉的由来。

走进南阳府衙内宅，那条象征清
廉的木鱼在门楣上随风微摆，仿佛在
吟诵唐代诗人周昙的诗：鱼悬洁白振
清风，禄散亲宾岁自穷。单席寒厅惭
使者，葛衣何以至三公。

衣水作品《甩出去的钓钩》，越往后看越
惊艳。这篇作品是有关“我姥爷”的故事，故
事的叙述视角并不罕见，但作者将时间重置
了一下，这个故事立刻由纪念意义变为严酷
的现实意义。

二十一世纪初，“我姥爷”是一个刚刚毕
业的大学生，没有工作，穷屌丝一枚，因给电
视台做线人结识了颇为成功的摄影记者欧阳
玉茜。青春浓烈的荷尔蒙以及那毫无浸染的
单纯，让他开始疯狂追求欧阳玉茜，但被无情
地拒绝，从此欧阳玉茜成为姥爷最恨的人。

姥爷一生中为我找了三个姥姥，结婚证
上是一个姥姥，二舅的母亲是一个姥姥，还有
一个是我的姥姥。后面的两个姥姥享受着姥
爷的金钱，却游离在姥爷的婚姻之外。几十
年之后，行将就木的姥爷忽然握着欧阳玉茜
的手宣布要跟她结婚。而他的这一宣布，对
整个家族是一个震动，这个震动，随着三天后
欧阳玉茜的去世而逐渐平稳，日子还是那样
过着，家产再没有外来的威胁，只是“我姥爷”
已不能行走，不能握箸。

这篇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作者对时间的设
置。2003年，姥爷毕业，2006年，欧阳玉茜拒
绝姥爷。此后 50 年，我青春的身体里充满了
对毫无血缘关系的二舅的钦慕，但姥爷却行
将就木，他和欧阳玉茜再次相遇，也不过是生
命里最后一丝华丽。又过了 20年，也即 2076
年，我为继承家产放弃坚守而改姓，也顺便将
青春时期对二舅的钦慕埋葬，二舅也行将就
木，时时陷入老年的回味。

心理学上讲，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我们对
另一个自己的热爱，也许是存在的自己，也许
是不存在的自己。晚年的姥爷欲与晚年的欧
阳玉茜牵手，不过是他要对自己青春的再次掌
握，但时间不会再给他机会了，甩出去的钓钩
已经钩钓不出当年的时光，他必须腾出空间来
让给后来人，而后来人又在重复着他的轨迹。

三维世界内，我们的生命历程就是时间
和空间两个坐标轴上的连续切片，青春已然
在那里，它是真实存在的，但由不得我们回头
去把它拾起，我们只能被时间推着，不停地往
前赶去，直到进入无尽的黑洞。

作者的笔像拨弄算盘珠子的手指，一粒
粒地，将 70 年的时间拨动，不是往左 70 年，
而是往右 70年。70年后，每个人都要审视自
己目前的激情与无助，彷徨与奋斗。将时间
轴拉长，再回头看正在追逐财富与成功的我
们，便会发现，在追逐的过程中，我们丢掉了
最重要的东西——灵魂。

当时间穿过我们的生命，势必要有血淋
淋的东西迸溅出来。

书人书话

♣ 尹聿

当时间穿过生命

人与自然

♣ 殷雪林

秋来菱角香
立秋过后，瓜果飘香，田野一望无

际的稻子正悄悄染黄，水塘里的菱角
也逐渐成熟了。

菱角是江南水生植物，果实呈元宝
形，生于水乡泽国之中。有红菱、青菱
之分，一般在我们家乡，红菱被称为家
菱，多种植。青菱水塘里自生自长，被
称为野菱。刚从菱叶采下时，红菱鲜艳
妖娆，青菱水灵凝翠。嫩的剥开外皮露
出雪白的米仁，送入口，在齿牙轻错中
汁液清甜，田野之香沁人心脾。老的煮
熟，甘糯香甜让人回味无穷，是大自然
馈赠给人们难得的乡土美味。

每当菱角上市的时候，我常隔三
岔五买些回去，在品尝乡土美味的同
时，也品尝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我
的家乡在豫东南的潢川，那里被称为
江南的北国，北国的江南，在它的怀抱
里水系发达，沟、塘、湖、堰交错。水生
植物众多，莲、藕、荸荠、菱角、鸡溜子
……菱角是我小时候最容易得到也最
喜爱的零食之一。

小时候一放暑假，我们兄弟姐妹
就像出笼的小鸟，扇着翅膀轮流飞到
了乡下的姥姥家，那里不光田野风光
好，还有众多大自然的美食可享用，好
多是那个时候城里小孩很难吃到的。

姥姥家在新里集乡的小潢河边，离城
三十多里，外人很少打扰，偶尔有游乡
的小商小贩光顾，平时像一潭宁静的
秋水，清澈、悠然。生活虽然清苦，但在
我们孩子的眼里就是世外桃源。村里
桃、梨、杏、枣、李、苹果、柿树在人家土
屋前后随处可见，一年到头地里庄稼
虽然以小麦、水稻为主，但苞米、红薯、
花生五谷也间杂，西瓜、甜瓜、黄瓜瓜
类在自留地里伴着五颜六色的蔬菜，
也常爬着青藤，田野里还有那紫红的
桑葚、黄色的灯笼果、红艳的蛇霉、黑紫
的龙葵等野果可尽情享用，一年四季
几乎零食不断，但暑假时最容易得到
也最好吃的就数菱角了，从夏到秋，村
里村外水塘里到处都是莲藕、菱角、鸡
溜子，等到稻穗弯下腰的时候，菱角也
就长大可食了，那鲜艳的红菱、凝翠的
青菱就任你采摘了。

菱角成熟的时间很长，从每年的八

月至十月，连着夏贯穿秋，虽然夏秋有
许多瓜果可食，但在我们豫南水乡的零
食中又怎能少了菱角呢？它一直香着
农家人的口角，尤其是乡下的孩子。

每到这时我们兄弟姐妹就常常会
跟着姥姥家村里的孩子们一起，也学着
他们的样子，每天欢蹦笑闹着，扛着竹
竿，或者用麻绳拴半截青砖当工具，去
那清凌凌的水塘里捞取翻采菱角。村
外稻田环绕的水塘里到处都是野菱角
秧，除了香蒲、荷花、水草，翠绿的菱角
秧能将剩余的水面铺满，荷花、香蒲深
处蛙声阵阵，偶有被我们的嬉戏声惊飞
的白鹭翩翩起舞，蓝天上白云悠悠，在
飘着香蒲、荷花、水草混合香气的水塘
里采摘菱角，心情舒畅而愉悦。遇着塘
边水浅处，挽起裤管就直接采摘，不过
大多时还是要借助竹竿和麻绳砖头等
工具。站在岸上将竹竿尽量伸向水深
处，在菱角秧聚集的地方转几圈，往岸

边一拉，竹竿上就会缠绕着许多秧子。
攥紧麻绳一头，使劲将砖头往塘中心一
扔，也可拉上来几多菱角秧，摘下老菱
角还要把秧子扔进水里，因为菱角秧还
会继续开花结果。菱角好像一直都采
不完，前几天刚采过，过几天又长出了
新的。从夏末到整个秋天都有菱角可
吃。菱角采多了，扎手又捧不了，我们
就摘几片宽大的苘麻叶一路欢笑着捧
回，有时聚在一起也可装大半洗脸盆。
傍晚姥姥收工回来，清水淘洗干净，等
烧过晚饭，就着灶火而煮，水汽蒸腾顺
着厨窗溢出，绿树浓荫的小院漾满菱角
诱人的香味。

吃过晚饭，圆圆的月亮跳上树梢，
小村被涂得一片银白，谷场乘凉开始
了，姥姥高兴地端出菱角，人人有份，凉
风鸣蝉，蛙声片片，大人嗑着菱角得意
笑说着即将的五谷丰登，孩子嗑着菱角
开始了嬉戏唱起了儿歌:“小小船儿两
头尖，水里生长不露脸……”“一根草，
塘边绕，水上开白花，水下结元宝……”

“翻翻翻菱角，一翻翻一大簸箩，我吃
米，你吃壳，菱角壳子扎你脚……”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每当金风
再起，又一次吃起菱角，嘴边总是弥漫
着儿时岁月的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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