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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欢乐大合奏
“布谷……布谷……”一只布谷鸟欢快地鸣

叫着掠过村子上空，消失在无际的麦田里。
此刻，豫东平原麦浪翻滚，大地金黄，原野里

散发出阵阵麦香。田野里劳作的人们，好似跃入
金色的海洋，微风吹来，若隐若现，起伏飘荡。

“布谷叫，麦收到”。布谷鸟的叫声催开了收
获与播种的农事。老队长蹲在地头，吧嗒着旱
烟，掐把麦穗在手掌里一捻，眯着眼睛吹开糠皮，
留下满把金灿灿的籽粒，顿时脸上开了花，扯开
嗓门：“开镰喽！”

天还没放亮，黑喜鹊就在枝头上蹦来蹦去，
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也在为丰收的季节欢唱。乡
亲们揉揉惺忪的眼睛，披着一身晨雾，扛起桑叉
和镰刀出发了。

来到田间地头，晨曦微露，正是割麦的好时
辰。乡亲们一字排开，躬下腰身，踏实脚跟，将麦
子揽入怀中，用力拉动镰刀，寒光闪处，麦子齐刷
刷倒地。一镰接一镰、一垄连一垄，嚓嚓的镰刀
声此起彼伏。一袋烟工夫，整齐的麦秆就铺了一
地金黄。

太阳慢慢升腾起来，赶走了空气里最后一丝
凉意，大地渐渐变得像个蒸笼。围裹的麦秆、飞
扬的尘土和炙烤的热浪，令人透不过气来。

麦芒似锯齿般将裸露的皮肤划出一道道痕
迹，汗渍洇过，弄不清是疼还是痒，火辣辣的难
受。黑色粉末状的麦锈，穿透衣服附着皮肤钻入
鼻孔，把人熏染得好像钻过煤窑。

手掌与镰刀柄长时间高频度摩擦，打出了串
串血泡。不知是谁“哎呀”一声，割破了手指，殷红
的鲜血洒在麦草上，刺疼了割麦人的双眼。

割麦不仅耗散体力，也是耐力的挑战与心理
磨难。腰板僵直了，手心发麻了，嗓子冒烟了，衣
衫汗透了。当你抬起头来，一簇簇、一垄垄的麦
子又扑面而来。

连日的起早摸黑，疲劳困顿，我迷迷糊糊中
进入了梦乡。热浪一波一波袭来，咚咚的马达声
敲击着耳膜，我睁开眼睛，又无力地闭上。昏昏
沉沉醒来时，太阳已落西，纵有初夏绿荫的渲染，
却也遮不住热浪蒸腾。揉揉惺忪的眼睛，望着母
亲和乡亲们汗流浃背的身影，我无法掩饰心底里
的愧疚。

如今，环境宁静、床铺舒适、生活安逸，入眠
却成了难题。

麦子收割回来，接着就是碾场。赶牲口的王
老汉套上两头牛，挂上石磙、耢石，响鞭一打，口中
吆喝着“驾……驾……”，那牲口勾着头、弓着腰，
就奋力前行了。石磙发出吱吱扭扭的声响，开始
了周而往复的滚动。

老汉手牵缰绳，如同开车的方向盘，掌控着
石磙运行轨迹。那牲口迈着方步，微闭双眼，不
紧不慢，不急不躁，却极有耐力与韧性地拉着石
磙，一圈又一圈地画着圆圈，越画越大，圆心顺次
移动，从场西转到场东，又从北头转到南头，直至
把摊开的麦秧碾了个遍。

碾场，在正午时分最好。那是太阳最毒辣，
麦秧被晒得嘭嘭作响时，石磙碾压下去，麦穗顷
刻间分崩离析，乖乖吐出麦粒儿。一晌下来，老
汉的脸庞黝黑发亮，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
嗒往下落，连牛儿也累得张开鼻翼，呼哧呼哧喘
粗气。

目睹过碾场的人，才真切体验到农耕文明与
工业文明的差别。偶尔，我会突发奇想，慢节奏
不好吗？看看街头急促的步履、飞转的车轮、匆
匆的行人，慢节奏也是一番特殊韵味。

很多时候，快乐与幸福不完全来自于物质，
而是心境；也不是快节奏或慢节奏；更不是结果，
而是过程。

“粮食兜，望天收”。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再
强悍，也是脆弱和无奈的。乡亲们最怕麦收季节
下雨，可老天爷有时候就是翻脸无情。

那年，麦收正紧张，田野里人头攒动，马车、
架子车穿梭不息，牛车也如蜗牛般爬行其间。麦
场上卸车的、翻晒的、碾场的，热火朝天的一幅麦
忙欢乐大合奏。

突然，天边乌云高高耸起，翻滚着压了过来，
一阵电闪雷鸣，狂风裹挟着暴雨倾泻而下。乡亲
们还没来得及将油布搭在麦垛上，豆大的雨点就
砸了下来，人人淋成了落汤鸡。本指望雨过快点
天晴。哪曾想，这雨哗啦啦、淅沥沥再也没有停
歇地下起了连阴雨。乡亲们只好把打过的麦子
搬到家里的地面上、炕上、桌子上晾，连我们上课
的教室也腾了出来。一个村几千亩的小麦，却也
只是杯水车薪。

淋过的麦子经不住长时间闷捂，难免要发
热、变霉。乡亲们把最好的麦子缴了公粮，把发
芽、发霉的麦子留给自己。这一年，面条是黏的，
馒头是黏的，乡亲们的泪是黏的，心里更是黏的。

打麦场上有汗水、有泪水，也有欢笑声。“偷
杏”是那个时候最刺激的事。乡邻院子里有一棵
杏树，麦青杏儿青，麦黄杏儿黄，麦收杏儿收，乡亲

们称之为“麦芒杏”。
麦收时节，一嘟噜一嘟噜的麦芒杏飘着清

香，勾引着我们半大的孩子，个个垂涎欲滴，哪管
得犬吠与小脚老奶奶的蹒跚，翻墙爬树，使出浑
身解数摘入囊中。

扬场是麦收极具技术性和观赏性的环节。
傍晚，微风拂面彩霞满天，脱粒完毕的麦子隆起
金黄色的小丘。选几个技术高手依次排开，迎风
将麦粒均匀地抛撒出去，那动作优雅，节奏感极
强。麦粒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圆弧，在惯性的作用
下，因饱满不同，麦粒和糠皮自然分离开来，尘土
夹杂着碎屑升腾，渐渐随风飘散，落下来的，是庄
稼人辛勤劳作凝结出的一粒粒金灿灿的希望。

一次摄影展上，在近百幅照片中，一幅《丰收
的喜悦》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天际的晚霞，飘飞
着的金色麦粒，浅黄色的麦草垛和麦收人那古铜
色的脸庞，脑子里立刻出现了那律动的扬场人身
姿，好一幅热烈的麦场丰收画卷。方寸间，斑斓
的色彩、动感的画面、淳朴的情景，让我泪湿眼
眶。果然，这幅照片获得了摄影大奖。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参加过麦
收。听说如今的收麦完全工业化，麦农足不出
户，一个电话，收割机的“大嘴”一张，一边吃麦穗
儿，一边吐着麦粒儿，收粮食的经纪人就在地头，
当场收货付钱，农人的脸上虽有收获的喜悦，却
少了丰收的朴实。原本收割、运送、脱粒、晾晒等
生产环节被轻松搞定，没了收割的过程。

石磙、桑叉、镰刀、牛车，这些收麦工具，渐渐
都淡出人们的视线，演化成我们记忆中的符号和
农耕展览馆里的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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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

1939年，安阳城里修复古玩起家的余氏兄弟
中的大哥余宝驹，设计出巧夺天工的神器——后
母戊方鼎，得到消息的日军逼迫余氏兄弟交出铜
鼎。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问鼎 1939》以真实
历史事件为背景，生动再现了民国时期安阳古玩
江湖的尔虞我诈、刀光剑影。跟随主人公余宝驹
的脚步，读者将深入神秘的古墓，见证惊心动魄
的盗墓过程，领略古玩鉴赏的精妙绝伦，感受江
湖义气的荡气回肠。翻开《问鼎1939》，就像开启
了一段充满悬念、刺激与惊喜的冒险之旅，揭开
民国古玩江湖最神秘的面纱!

智斗、厮杀、爱情、背叛。书中既有惊心动魄
的智斗和厮杀，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和令人不齿
的背叛。余宝驹与日军少佐的斗智斗勇，与兄弟
的生死情义，与日本女甲骨文专家松子之间复杂

的情感纠葛，都将让你屏住呼吸，沉浸其中。每
一个反转，每一次危机，都将让读者欲罢不能!小
说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详细考究了民国时期
的盗墓手法、古玩知识，以及安阳的地域文化，力
求还原最真实的盗墓场景。与《盗墓笔记》和《鬼
吹灯》相比，《问鼎1939》的情节更加紧凑，氛围更
加紧张，让你身临其境，感受民国盗墓风云的惊
心动魄!

《问鼎 1939》不仅仅是一部盗墓小说，更是一
部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书中展现了中华民族
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以及无
数英雄儿女为了保卫国家、守护国宝而英勇牺牲
的感人事迹。余宝驹等人的故事，将让读者热血
沸腾，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他们的牺牲，
也将让读者感动落泪。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荐书架

♣ 宋辰辰

《问鼎1939》：揭开民国古玩江湖的神秘面纱

民间纪事

♣ 张明重

乡 村 宴 席

那 时 ，在 老 家 ，婚 丧 嫁 娶 ，生 女 添 丁 ，
老人过寿，都离不开一场极具乡间土味的
宴席。

日子定了，请柬发了，筹备宴席也进入
了倒计时。主人请来宴席的大厨，在家里做
了一顿丰盛的酒席，恭恭敬敬地请来家族的
长辈和村中有威望的人，提前商量宴席的安
排。这些人对宴席的流程轻车熟路，很快就
拉出了单子，谁主事，座次如何安排，谁负责
打杂，谁负责端盘子，谁负责照客，安排得井
井有条。然后，在主人的盛情劝说下，一个
个喝得满脸通红，拍着胸脯唾沫四溅地说保
证把宴席办得顺顺利利，让主人听了心里美
滋滋的，笑得合不拢嘴，这才东倒西歪地回
家了。

宴席的当天，主人家的院子里热闹起来，
帮忙的村民早早地赶来。泥匠前一天已经在
院子里盘起了灶台，支起了大锅，旁边摆满了
主人按大厨意见采购的各种食材。一群大娘
小媳妇在大厨的指挥下，择、洗、切着各种蔬
菜和肉类。大厨拿出浑身解数调拌着各种菜
品，一盘挨着一盘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还用或
白或红的萝卜雕刻出花鸟的图形做搭配，让
人垂涎三尺。烧火的多为主人近门的老年
人，把尺把长的旱烟袋搭在肩头，悠闲地抽着
主人塞给的纸烟，时不时往灶膛里添一把木
柴。一层又一层的笼屉上早已摆满了鸡、鱼、
扣碗等调制好的菜品，放在大锅上蒸着。腾

起的水汽伴着香味在院子里飘荡，弥漫在村
中，引得一群群稚子幼童靠在门边，眼巴巴地
望着，哈喇子流到下巴上了，也顾不上擦一
擦。几只家犬也被香味吸引了过来，在门口
跟着人乱跑乱叫。

院外的空地上用帆布和木棍搭起了棚
子，里面摆放了从各家各户借来的桌椅板凳
以及餐具。早到的亲戚朋友在里面喝茶吸
烟聊天，交流着工作、生活的情况和家长里
短。照客的人笑靥如花，迎来接去，忙着添
茶递烟，陪着说话，确保不冷场。客人多是
附近十里八乡的，大多熟识，自然聊得热火
朝天。不认识的人相互一介绍，也攀上了拐
弯抹角的亲戚，热络得不得了。

等到客人到齐了，时间也到了中午。主
事人站在院子中央，清清嗓子，先讲几句客
套话，然后宣布座席安排。每一桌明确专人

称为桌长的请客入席，负责倒茶、让烟、添酒
等服务，另外安排一到两名酒量大的族人作
陪。人们找到自己的席位，自然免不了一番
相互谦虚推让，才按宣布的名单依次坐下。
端盘子的一只胳膊上缠着毛巾，双手端着托
盘，小心翼翼地在桌椅间穿梭着，把一道道
美味送上餐桌。大厨让烧火的把火烧得旺
旺的，抡圆了臂膀，煎炒烹炸，忙得恨不能再
多长出两只手来。

乡村宴席的规矩多，稍不注意就会被人
训斥不懂礼仪。比如，一道菜端上桌，主宾
不动筷，其他人不能动筷，主宾放下筷子，其
他人也要放下筷子。凉拌木耳要放在上首
主宾的面前，凉拌莲菜要放在下首桌长的面
前，俗称“光棍菜眼子菜”，以示对主宾的尊
重。如此等等，很烦琐，但人们都以此为礼，
严格地遵守着。

人们一边交谈着，一边大快朵颐。那些
年月，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顿腥荤，吃席倒
是解馋的一个好机会。有的人知道第二天
要去吃席，头天晚上就开始不吃饭了。现在
听起来是个笑话，但的的确确是真的。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主人在主事人的带
领下从首席开始逐桌敬酒。主人嘴里说着
感谢的话，双手捧着酒杯恭恭敬敬地敬着
酒，一杯两杯不少，五杯六杯不多，因酒量而
异。主人敬完酒，宴席的高潮才正式开始
了。桌长和陪客的各显其能，有轮番敬酒
的，有打圈划拳的。响枚、哑枚、出宝等枚技
五花八门，卸火车皮、羊抵架、推小车、大压
小等花样层出不穷。划拳时，“一心敬你”

“哥俩好”“桃园三结义”，一直到“十 (实)十
(实)意”都有一套说辞。方言俚语，喊起来抑
扬顿挫，让人不由感叹乡村酒文化的丰富和
厚重。棚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吃菜喝
酒欢声笑语，响成一片。棚布也似乎受到了
感染，随风轻快地起伏着。

夕阳渐沉，人们才走出棚子，相互拉着
手，依依不舍地说着情真意切的话，然后才相
互告别，脚步踉跄地回家去了。也许，他们在
心中热切地期待着下一次的相聚和交流。

乡村宴席在浓浓的乡情亲情里流淌，生
生不息，给乡村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给平
淡朴实的日子带来了一些滋味。它那样的
朴实，那样的真诚，那样的让人留恋和回味。

周末上街，发现绛紫色的桑葚在水果摊上出
售，这让我想起了故乡的桑葚。

农家种植的桑树，分为用来养蚕的叶桑和可
供采食的果桑。在乡间里野，果桑一般植于自家的
房前屋后或小院子里。我出生的那个村子里，栽桑
葚树的人家并不是很多。记得村西头有一寡居的
老太，她家的后院有一棵树龄很老的大桑树。每逢
桑葚成熟季节，常常会有成群的鸟儿盘旋在周围，
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试图啄食成熟的桑葚。这
时，那位老太太就会出现在树下，不停地用嘘声恫
吓驱赶。老太太缠足且驼背，又上了年纪，腿脚不
大灵便，能赶得走受惊的鸟儿，但却无法对付馋嘴
的顽童。

那时，常有胆大的孩子结伴，趁着老太太午休
打盹，一个踩着一个的肩膀，偷偷爬上她家的院墙，
再攀缘到桑树的桠杈上，稳稳地坐牢靠了，像小猴
子似的采摘吞食起美味的桑葚来，并不时扔一些给
树下望风的伙伴分享。直到吃得口涎四溅、嘴脸染
紫方才罢休。当然也有被发觉的时候，但这位老人
家吃斋念佛，心地善良，即使听到动静，也不大声嘘
喝，生怕孩子受到惊吓，慌忙间落地摔伤。她先在
屋内轻咳一声，给孩子留够逃脱的时间。待孩子翻
下院墙，准备溜走的当儿，再假声假气地骂几声。

桑葚虽是木本，但果实由颗粒聚合而成，外形
呈穗状，看起来像浆果。刚挂果时的桑葚颜色绿莹
莹的，像翡翠；慢慢地变得黄澄澄的，像琥珀；过不
了多久又变得红彤彤，如同绛珠一般；待到红得发
紫时，就要抓紧采食了，否则很快就会落败。

成熟期的桑葚，胖嘟嘟，亮晶晶，令人馋涎欲
滴。放一颗进嘴里，唇齿间顿生津液，酸甜爽口，清
凉润喉。

关于桑葚，在我国古代还有一则“拾葚异器”的
掌故。汉朝汝南人蔡顺，少年丧父，待母亲特别孝
顺。时逢战乱灾荒，柴米昂贵。一天，蔡顺到野外采
拾桑葚时遇到了赤眉军，问他为何把红桑葚和黑桑
葚分装在两个篮子里。蔡顺回答，已熟的黑桑葚留
给俺娘吃，未熟的红桑葚自己吃。赤眉军敬重他孝
心可嘉，送他一头牛和三斗米带回去供奉母亲。

中国幅员辽阔，十里不同风，具体到某个地域，
同一个节令的物候特征是不一样的。譬如说这桑葚，
其成熟期于天南地北恐怕要差个把月。若以同一地
域的物种为参照，说“麦黄时节桑葚熟”，就容易把握
了。欧阳修诗云：“黄鹂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
凉。”眼下，成熟的桑葚纷纷上市，没有条件下乡，在城
市的果品摊上买上一盒桑葚，照样可以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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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 周振国

无限风光在路上

爱爬山的人都知道，爬山的乐趣在于“爬”，在
于一路艰辛、一路汗水、一路曲折登高、一路风光
变幻，而不似乘缆车游玩者，一步轻松登顶，喊几
个“啊”，摆几个pose，便嘻哈拜拜而去。近些年来
有人不再满足于“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
回来一问啥都不知道”的旅游模式，而选择个性化
的小众出行或自驾游，便无疑有不想错过沿途风
光的考量。事实上，无限风光在路上，譬如青藏铁
路开通近二十年来，从内地到西藏旅行，懂的人大
多选择乘火车，而不是坐飞机，就因为两千公里的
青藏线沿途风光壮美绝伦，那广袤无垠的可可西
里，绵延壮丽的昆仑雪山，碧如宝石的措那湖，还
有那高原无与伦比的蓝天如洗、白云如絮、碧草如
毯、繁花如锦，加上云天间翱翔的雄鹰，草地上成
群的牛羊，和一路上忽晴忽阴、忽风忽雨甚至盛夏
时节还漫天飞雪的奇幻天气，这种体验实在是神
奇、美妙而又震撼。

人生也是一次旅行，只是和某次出游相比，其
旅程更长、时间更久、前路也更多未知，并且它不
是做攻略做出来的，而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所以人
常说，人生的路在脚下；而人生作为每个人只有一
次的经历和体验，开启了便不能折返、不能重来，
错过了便无法补救、无法挽回，所以人生之旅，一
方面要踏踏实实地去走，一步一个脚印，积跬步至
千里，曲折沟坎不退却，山高水远不迟疑，努力走
出一条光明路，让美好的人生在脚下延伸；另一方
面在于多经历、多尝试、多体验。我的一位年轻的
朋友，在省会城市工作得好好的，却主动申请驻
村，他说自己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没有直接和农民
打过交道，想补补这一课。40年前，我有多名军校
同学被分往新疆，后来这些同学无不以自己经历
了几年艰苦的边防部队生活而感到自豪，甚至当
年坐绿皮车几天几夜穿越茫茫戈壁那孤寂无助几
近崩溃的感觉，如今也成了美好的回忆。人生是
每个人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是不一样的，
甚或是独一无二的，关键是要乐观积极地面对这
个世界，快乐自信地拥抱生活。人生虽长，人生也
短，当倍加珍惜和努力，懂得欣赏和享受。

寓言故事《百喻经》中有个愚人吃饼的故事。
从前有个愚人饿了，便拿了七块饼来吃，吃完六块
半的时候吃饱了，于是他想，早知道这后面半块能
让他吃饱，前面六块省下不吃该有多好，因此他十
分懊恼。故事可笑，也不可笑，因为今天照样不乏
这样的人，凡事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总想抄近道、
走捷径，妄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或平地一声雷，一
炮而红、一举成名、一夜暴富、一步登天、一竿就撑
向了漂亮的河对岸。但问题是，事物的过程呢？
种子破土需要积蓄力量，春生夏长才有秋收冬藏，
铁杵成针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滴水穿石是经年累
月的执着，羽化成蝶必经痛苦不堪的化茧蜕变，凤
凰涅槃则是向死而生的自我炼狱，不经过艰苦的
付出和努力，所谓成功，所谓理想，一切都只能是
瓜棚吹牛、痴人说梦；而追求成功和卓越、实现理
想和梦想路上深深浅浅的脚印、点点滴滴的汗水，
或信念加持无畏前行的身影，或失败考验不屈不
挠的样子，便是人生最好看的风景。

一条河静静地从都市中心逶迤穿过，下
班后，我喜欢沿着河堤边的小路散步回家。
夏日黄昏华灯初上，河堤上绿柳成荫，推挤如
山的杂乱思绪如同一缕轻烟，消失在前方钢
筋混凝土的密集森林里。

多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一望无际的原野，
上面散布着芦苇荡、茅草地、杂树林和村庄，一
条大河缓缓流过，飞鸟翔集，锦鳞游泳，美得令
人窒息。离河不远处有座军营，我是军中的一
名新兵。训练途中，我在河边救了一只受伤的
鸟儿，鸟儿非常罕见，羽毛青黛，异常可爱。我
把它带回军营，大家视若珍宝，起名青鸟。青
鸟伤愈后不肯离开，陪伴战士们一起训练、执
勤，共守一方土地，给严肃紧张的军营带来了
活泼和欢乐。驻地报刊曾以“子弟兵爱人民，
一草一木总关情”为题作了宣传。

后来，我随部队调防到边防执行任务。
光阴飞逝，数年后，我退役后又重返故里，成
为这座城市中的一员。

晚风袭来，挟着雨滴，吹乱了我的思绪。
夜幕下淡淡雨雾浮起，雨淅淅沥沥地落下
来。不远处灯火阑珊处有家饭店，这里是当
年军营旧址，我不由朝那里走去。我是这家
饭店的常客，喜欢来这里吃一碗贡面，面里有
过往的味道。刚找个雅座坐下，便见一女子
风尘仆仆站在门口，她朝我说，生意真好啊，
没房间也没餐座了！我随口说，那就拼桌
吧。女子说她要赶晚上的火车，去南方做个
茶叶节的活动。点餐时，我们不约而同都要
了简单的贡面。

女子主动介绍自己是媒体人，主要从事
宣传、保护文化遗产工作。平时走南闯北很
是辛苦，常常不被人理解，因为热爱，所以乐
此不疲。她看上去清秀漂亮，有点像当今走
红的一位网红明星。因萍水相逢，我不便细

问，便伸出大拇指，给了她一个大大的“赞”。
我们边吃边聊，如久别的朋友越聊越火

热。她说要给我讲一个没人能相信的故事，
还要找一个至今没有找到的地方。不在乎别
人信不信，自己相信就好。

她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自己幻化成一
只小鸟，在北方一个小河边，小鸟受了伤，落
在荆棘丛中，是一位年轻的战士救了她。她
忘不了那绿色的军衣、鲜红的领章、闪闪的
红星。战士把她抱回军营，治好了她的伤。
她陪战士们站岗、巡逻、放哨，成了一只军营
的鸟。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和救她的战
士一起执勤巡逻。战士抱着她说，部队要到
边防执行卫国任务，那里鸟儿不能生存。并
叮嘱她，北方的寒冬已经来临，要记住往南
飞。战士还说他的家乡在淮河岸边，那是一
个叫刘大园的地方。那里有青青的稻田、绿
绿的茶园。如果他沙场征战不回，就变成一
只鸟儿飞回故乡……

女子说到尽兴处，一阵急促的手机定时
铃声响起，我知道，她要赶车走了。大千世
界，真是无奇不有啊，这是我对她说的“自己
相信就好”的理解。我有话想说，但又不知从
何说起。她飞快起身，拿起行李朝我挥挥手，
说了句去车站赶车，就一阵风似地消失在门
口，融入茫茫夜色。

我站在夏夜的街头，雨声淅沥，如梦似
幻。瞬间有风吹来，轻轻地从我的心尖掠过，
什么也没留下，恍若我和那女子的短暂相遇。

在我的心灵深处，一只青鸟飞向远方。
晴空下，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那里充满着和平的阳光，那里是富饶美丽的
家园。

夏夜如烟，雨如梦。

聊斋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