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5日 星期一 编辑：田中够 校对：小新 组版：晓南
洛 浦08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联系电话：0379-65233520■ 版权声明

时代心曲

时令走笔

尘世写真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3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阳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洛阳网·摄影天地

心香一瓣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
歌声来自一个建在洛河之上的舞

台上。这个夏夜，3000多座位，又黑压
压地几乎坐满了纳凉、看演出的人们。
人们摇着小扇，吹着河风，与舞台上的
人自觉互动着。是啊，他们的家也在岸
上住。他们喜欢听这些熟悉的歌，跟着
唱的时候，好像也听到了艄公的号子、
看到了船上的白帆。

22年了，每年夏季的3个月，就有
文艺节目在这里五光十色地上演。河
水已习惯了这种热闹，这次，它们放缓
了奔流的脚步，侧耳倾听，演员们正在
歌唱大河呢！

优美的旋律在舒缓的洛河上流淌，
回荡在两岸灯光点点的高楼之间……

舞台上的演员都是来自我老家白杨
镇的人，老家的人来县城演节目，我一定
要捧个场。合唱的人中，不少我都认识，
最熟悉的还是我的四叔四婶、我的初中
同学、我任教时教过的学生。四叔四婶
已过古稀之年，学生也40多岁了。

第一次登上县城的舞台，每个演员
都既怕演不好，又对演出充满期待。县
城的居民会喜欢来自乡村的节目吗？
直到全场结束，我看到，乡亲们的脸上
才露出舒心的微笑。

退休后的四叔是合唱团成立的发起
人。他喜欢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两
年前，在校担任音乐教师多年的他，看到
不少农村群众农闲时不是进麻将室，就
是聚在一起说东道西，精神文化生活缺
乏，无聊度日，心中不免着急。

他想，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唱
唱歌、唱唱戏，开展些文艺活动，自己的
退休生活也充实了，岂不两全其美？

和退休的李召武老师一商量，两人
一拍即合。宜阳县第一家农民艺术团
体——白杨镇夕阳红艺术合唱团就这
样横空出世了。

旗帜一竖，闻讯而来的越来越多。
退休职工、退休教师也加入进来，有好
几对老夫妻一同报了名，伴奏的乐队也
组织起来了。看来，成立合唱团想法是
对的，顺时势，合民意。

起初人少时，就在四叔家上课。人
多了，家里地方显得小了，凳子也不够
用了。经镇政府协调，镇书法协会的几
间空闲房子可使用，镇中心校帮助解决
了凳子问题。拉回来的凳子长期不用，
个个满是灰尘。文化不高但热情很高
的四婶，撩起袖子，打开水龙头，清洗完
凳子，最后再一一擦干净。

万事开头难。合唱需要错层站位，
他们找到建筑房屋的同学帮忙。同学
很给力，慷慨捐赠了所需的木料。缺少

教唱戏曲的老师，怎么办？已退休在县
城居住的赵兰芳和白北选老师的戏唱
得都好，电话一联系，她俩都同意。

大伙干农活个个是把好手，带孩子
人人都有经验，排练的积极性没的说，
但基本上没有音乐基础，要真正排练好
一个合唱节目，做到低音、中音、高音默
契配合，却没那么简单。四叔把当年教
过的艺术生，从外地一一召回，成功排
练出了《我的祖国》《最美不过夕阳红》

《映山红》等大合唱节目。
排练告一段落，从镇政府所在地的

村开始，再到其他村，每到一处演出，赢
得的是阵阵热烈的掌声。家里有电视，
手机里有抖音，唱的跳的都比他们好，
可村歌村戏一唱，观众还是会蜂拥而
至。现场听，当面看，还是亲切。演员
里有他们的亲朋好友，有他们的街坊邻
居，在台上一站，真换了个人似的。

齐心协力的他们有了可喜的发展
成绩单：人员达到了155人，经常参加
活动的 90 多人，年龄最大的 89 岁，平
均63岁。合唱团有了合唱班、戏曲班、
中老年表演队、舞蹈队4个节目组。

节目打响了，大家信心更足了。但
他们明白，节目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常
演常新。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你去
看他们的伞舞《江南情》、折扇舞《水乡
温柔》、丝巾舞《我爱你中国》、斗笠舞

《绿水青山》等，哪像是一群平均年龄
60多岁的农村人在演出！

两年多来，元旦、春节一到，他们就
走出去活跃节日气氛；七一、国庆节来
了，他们会献上文艺爱好者的礼物。敬
老院、村文化广场是他们常去的地方。
一场场下来，他们累计演了 50 多场。
村歌唱响一次，人们的内心被滋润一
回。村歌让人们的生活中添了一道彩，
让合唱团团员的生活中多了一道光。

夜幕之下，凉风习习，白杨镇西马
村的文化广场上，一场“庆七一”活动正
在举行。我又见到了已着统一服装、正
在候场、越来越有精气神的四婶。

我问她，那些歌词戏文咋记下来
的。四婶一笑说，那些歌词戏文写得多
好，理说得清，明白又好记，唱唱心情好！

是啊，正在演唱的戏歌《让神州大
地国泰民安》，开头就特接地气：

一根线很容易轻轻扯断
一个人总感觉身薄力单
碰到小困难轻松能过关
遇到了泰山压顶谁给你承担
听，这声声村歌嘹亮地响彻广阔的

田野上，字字句句唱到了群众的心中：
总有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
总有段峥峥誓言回响在耳边
筑起那钢铁长城千万里 千万里
为百姓撑起来 撑起来一片天

村歌嘹亮

伊河蜿蜒流淌几千年，经过伊滨时，
终于是有点累了，舒缓地伸了一下腰，随
手一揽，便将无数花儿揽在岸边。于是
五彩缤纷，于是花团锦簇，于是姹紫嫣
红——于是惊艳了人心。

河边的流云目睹这一场场的盛开，却
守口如瓶。

春天，河流冰破，柳眼乍开。伊河岸
边，花的种子们开始萌发。于无声处听惊
雷，于泥土中见繁花，四季轰轰烈烈的花
事在春风里启程。

且不说那几株矜持的梅花，也不说奔
放的连翘和迎春，最让人心动的，是一株
株二月兰。这花儿单看不起眼，但淡紫色
的花朵挨挨挤挤，成千上万，硬生生在岸
边绣出一片片梦幻般的地域来，乍一看，
几乎要疑心走进了幻境。

接下来是沉静的月见草。明明是最
轻盈的粉色，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片片的
在绿草间，却让人有种熟悉安稳的感觉，
难道是前世见过的？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知道的最盛大的
蜀葵。到河边走走，噫，这不是老家的“婆
婆饼”吗？从没有见过如此之多的“婆婆
饼”！数一数，一平方米至少也有十几棵，
那么河岸边这大片大片的地方，至少有
1 万棵了吧？

“婆婆饼”，可能是因为它的种子圆形
扁平，像一个个微型小烧饼，我们老家都
叫“婆婆饼”，并没有人叫它的学名蜀葵。
有时候邻家种几棵，粗壮的花茎缀满花
朵，甚至超出屋檐，姹紫嫣红直指蓝天。
如今在伊河边乍见，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欣
喜——呀！你也在这里吗？

蜀葵在百花中名目不显，其实颜值颇
高，紫红、柔黄、粉白、浓紫……唐诗《蜀
葵》：“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
窠。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嫌处只缘多。”
说它能与牡丹争艳，固然有点夸张，但蜀
葵的颜值是被肯定的。它之所以不被人
珍惜，诗人精准地点出原因：因为它旺盛
的生命力，不讲究地点水肥，不需要人
额外精心照顾，墙根路边随处开花，倒不

惹人珍惜了。
倘若蜀葵娇气、心机些，是不是也可

以被列入名花呢？
蜀葵谢幕，便是莲花。莲花并不多，

它慷慨地把大片水面让给了成群的野鸭、
悠然的白鹭，自己默默活成一阙小令，精
短，却动人。

长夏倏忽过去，转眼就是立秋。花草
们如接到了号令一般，一棵棵开始结籽。
各种小野菊，还有不知名的野草，一经风
露，便修炼出野趣，很负责任地制造秋天
应有的凄迷。

潜伏了一年的芦花终于忍不住，拉着
苇和荻花一起，开出满河滩白茫茫的芦
花。我向来分不出芦花、荻花、芦竹等的
区别，就把它们当作同一种植物吧，反正
它们都是白绒绒说不清的一穗，反正它们
都是秋水的伴侣，反正它们都是文人们

“秋心为愁”的代表意象。陆游说“最是平
生会心事，芦花千顷月明中”，白居易说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而
我最喜欢的，还是刘大白“秋晚的江上”，
鸟儿驮着夕阳回巢，“双翅一翻，头白的芦
苇，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回首再看那
万千芦苇荻花，恍惚间自己就是那只归
鸟，将满河滩的芦苇当成了家。

花是河的慰藉，河是花的尊贵。忽然
想起小时候，河还是那条河，但岸边根本
没有那么多的花。那时，河边多的是杂
草，梅花、二月兰、月见草、海棠、迎春这些
名字，只在诗里见过。跟母亲说起现在的
河滩，母亲只是笑：“你们赶上了好时候，
这条河，也赶上了好时候。”

是的，现在一年四季都是好时候。就
算到了冬天，芦苇还是固执地举着满河滩
的芦花，与蜡梅的幽香暗暗呼应，护佑精
灵般的野鸡野鸭、白鹭喜鹊，还有各种叫
不出名字的鸟儿。直到漫天雪花落下，融
入河水融入泥沙，那些花儿的种子们，安
然睡着，只等青蛙和雷声把它们唤醒。

于无色处见繁花。我想，就连冬天河
边的泥土，也是心甘情愿护佑滋养着万千
种子，为这些未来的花儿骄傲吧。

河与花

我出门常坐公交车，喜欢坐在高高的座位上看车窗外一
一掠过的风景，高低参差的婆娑树影、四季流转的烂漫花开、
大街小巷的车水马龙尽收眼底，视野开阔，风景独好。人在长
长的车厢里起伏，沿途的叫卖声、喇叭声、说笑声在悠长的时
光里起伏，这慢下来的尘世喧嚣便成了最美好的人间烟火。

那天有事出去，眼瞅着时间不太早了，疾步往公交站赶。
好巧不巧，我刚走到路口，公交车也到了，正在等红灯。我加
快脚步奔向站台，希冀着自己的两只脚可以赶得上公交车的
四个轮。

眼看着车子随着绿灯一闪缓缓地驶了过来，越过我稳稳
地停在了站台上，瞬间甩了我百十米，我心中暗自叫苦，看来
是赶不上这趟车了，还得在大日头地多晒十多分钟呢！

定神再一看，咦，车子好像停在站台上不动了，车门开着
却不见人上下。难道是在等我？我心中一阵狂喜，三步并作
两步冲上车，扫码时真诚地对司机道了声“谢谢”，便坐在了离
司机最近的座位上。

那是一位年轻的女司机，工作制服洁白如雪，穿在身上板
正精神，妆容精致，眉目如画。我隔着明净如新的半包式驾驶
区安全门，出神地看着女司机娴熟地操控公交车，飒飒的美。

车到下一站，上来一对颤颤巍巍的老夫妻，各自刷了老年
卡，用目光在车厢里寻找合适的座位。车门徐徐关上，可是车迟
迟没有开动。我正纳闷，只听司机温和提醒：“请尽快扶好坐
好。”老夫妻感激地点头坐下，车子这才稳稳地启动继续前行。

再往前行驶是一段没有红绿灯的路，车子却有规律地减
速了好几次，每一次都伴随着一下微不可觉的轻颤。我定睛
一看，原来是车经过窨井盖周围小得完全可忽略不计的凹陷
处。我心中万分感慨：这细节处理得实在是太贴心了！

离终点站只剩两站，车里的人差不多下完了，匆匆忙忙上
来一位中年人，手里提着不少东西，正要腾出手扫码。女司机
拦住了他：“车马上到终点站了，你……”中年人一愣忙道：“可
得谢谢你的提醒，我这迷迷糊糊还真是坐反方向了呢！”他再
三道着谢拎着大兜小包下了车。

女司机继续开着车，阳光照在她身边的安全门上，透出水
晶般的光芒，空旷的车厢里扑进来一阵阵青草的香，清新自然
纯净，窗外新修剪的草坪绿茵茵地向着前方铺展开去，一路都
是好风景！

公交车上的风景

消夏自有了冰箱，冰镇似有一统天下的架势：冰镇汽水、
冰镇啤酒、冰镇西瓜、冰激凌……冰凉入口，挟寒而下，强行灭
火。痛快真是痛快，但对我来说，这像个救急的法子，不是常
态。我的消夏模式，是从苦味开始的。

一入伏天，我家的桌上，一壶菊花茶，那是少不了的。水色
金黄，清澈透明。花瓣如丝，舒舒展展，漂漂浮浮，荡漾在水中，
溢出一缕淡淡的清香，那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像是盛夏里的
一场秋梦。轻呷一口，一缕清香，伴有菊花的淡淡苦味，从口中
弥漫开来，这时，一股清凉顺喉而下，霎时，就能让你联想到秋
波潋滟，秋兰飘香，便有了一种清爽流入九回肠的舒坦。

苦味消夏，是我家的传统。菊花茶，那只是前奏，随后，
会有苦瓜、油麦菜、莴苣、芥蓝……陆续登场。爷爷说，天
热，人容易出现发热口渴、心烦失眠、舌尖红绛的症状，这
时，人要多吃“苦”。

苦瓜，长得就很“苦”，一身绿疙瘩。奶奶还偏挑那些疙瘩
大的，她说这种肉厚。切片焯水凉调，外嫩绿、里鲜白的苦瓜
片，滴上红椒油，再由黄色香醋托底，味鲜，色亮，就是后味有
点苦。苦瓜，要现调现吃，吃的就是那个鲜味，放的时间长了，
白瓤会变黄，嫩绿也会变蔫。芥蓝丝则不同，腌制入味最好。
细细的芥蓝丝，在腌制中，由白变黄，在苦练苦修中少了几分
燥气，多了几分清香，皈依正宗。那是早餐、晚饭中少不了的
小菜，嚼起来咯吱咯吱，既筋道，又爽口下饭。

爷爷是中医大夫，讲究五味调和。说五味中，苦是一大
味，对身体非常有利，万不可因其苦而远之。我喜欢吃带点
苦味的菜，喝带点苦味的茶，这是我夏天的标配。我觉得那
淡淡的苦味儿，不仅让人清爽，帮人度过漫漫长夏，也能让
人产生一种绵长的联想。有诗云：“夏日小苦反成味。”这个
味儿，就是多维度的，像苦尽甜来，苦口良药，苦口婆心……
不胜枚举。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

谚语说：“三伏不热，五谷不结。”可见秋天的丰收，少不了
夏天的热。可在追求收获的季节，也免不了出现燥热、闷热、
湿热、炎热、赤热、烦热等症状，这也无可厚非。这时，就要谨
和五味，苦其心志，保持冷静，用心去品一品那些苦茶，那些苦
瓜，那些带有苦味的果蔬，看看它们是怎么在盛夏季节带给人
们清凉的。

苦味消夏

□徐湘婷

□郭德诚

□冯清利

□陈晓辉

竹林小径 雪歌 摄

思路花语

文字有着穿透光阴、超乎寻常
的力量。它引领我，躲避俗世一切
的浮躁和喧嚣。

——李娟

一路走来，对人、对事、对自
己、对人生所有的波澜起伏，对所
有的成败得失，你突然明白，只有

两个词：尽己和心安。做到了，也
就不该再有任何遗憾。

——张小娴

哲学思考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让你换个角度想问题。

——周国平
（晓晓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