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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爱这浅夏时光！

榴红、竹青、梧桐绿，碧

池、粉荷、芳草萋，花香、鸟

语、蛙声疾，无处不生机……

尤爱这浅夏时光！

尤喜在这浅夏时光里，

慢慢地游走，去品去觅。

喜欢走在这浅夏的廊

间，看青藤的枝条蜿蜒，看昨

日舞在风中的那条嫩枝已经

攀过了廊檐，看叶间又有青涩

的须儿在慢慢往出探。喜欢坐

在这廊下，看尽光影的斑驳和

绚烂，喜欢听一段克莱德曼，

喜欢读几页白落梅的烟雨江

南，也喜欢什么也不想什么也

不干，只是坐着或站着，任时

光漫漫……

喜欢走在这浅夏的池边，

去看钟爱的睡莲。看微雨洗后

浮萍新绿，看菡萏盛开或粉或

白幽香淡远，看含苞的骨朵里

少女般的羞赧。喜欢静静地站

在那里，就像陪着一个久违的

伙伴，什么也不用说什么却都

懂。喜欢拿出手机拍长拍短拍

近拍远，却总是拍不出满池的

生机满池的娇艳……

喜欢走过这浅夏的小

桥，看岸边树影婆娑倒映湖

边，看亭台廊阁在水边恬静安

然。喜欢看偶然飘落的那片叶

子，像一艘小船打着转儿从桥

洞穿过，又慢慢悠悠地漂远。

喜欢看对岸的亭中有人低语

缠绵，树下的老人打拳晨练。

喜欢看鸭子游弋水间，你后我

前，你顾我盼，橘黄的脚蹼在

水中清晰可见，身后的涟漪漾

开了一圈又一圈……

喜欢在这浅夏的晨光里

流连。任发丝在风中飘逸，任

裙角被露水打湿，任耳机里的

乐声妙曼不疾不徐。喜欢抬起

头看一片叶子在阳光中轻舞，

喜欢蹲下去闻一株花的清香；

喜欢停下来去拍一朵莲的前

世今生，喜欢静静地等待一只

红蜻蜓立上荷尖；喜欢去看

蜜蜂怎么用纤细的双腿掸取

花蜜，喜欢蹲在池边用青草拨

弄寻找昨夜的那声蛙鸣；喜

欢坐在廊下任清风翻动书页，

也喜欢去花间追逐一只蝴蝶。

喜欢慢慢地游走着，在这浅夏

的时光里……

我已在这晨风里走了很

久很久，一次次深深呼吸，一点

点慢慢体味，任耳边噪声渐起、

行色匆匆，任眼前花开花落、日

月慌张。突然觉得，人到中年，

就像这浅夏的时光，走出了年

轻时如春天般的蓬勃朝气和无

限向往，还没有老年时秋冬般

的宁静和安详。来时途径花开，

前路风光尚在。能肆意奔放，亦

能平静从容，阳光般温暖，林荫

般恬淡。不悲不戚，赤诚欢喜，

不急不躁，丰盈有趣……

榴花、蔷薇，清风起 ；薄

酒，淡茶，生雅意 ；像你，不

及你……

夏天，夏天（组章）

■郭兴军

夏天，夏天

阳光下，风轻轻地撩动着草木。

七月长啥样？八月呢？想起炎热

的夏天，想起藏着闪电与惊雷的乌云，

我的暴躁脾气一下子就找到了渊源。

流水不争不吵，随流赋形。

而后是穿着裙子的妙龄少女，而

后是裸着膀子的帅哥，而后是蝴蝶和

飞鸟，而后是大朵的牡丹和含着花蜜

的梦。

所谓伊人，她就在我的遐想中。

所谓夏天，就是尘世坎坷，青山巍峨。

炎阳

窗外炎阳如火，如滚烫的铁皮。世

间好多东西都卷起了叶子，唯有我的

爱，炽烈如初。

炎阳越来越烈，连空气都好像被

点燃了。从河水到高山，眼球充血的不

是风，不是云，而是心绪易变的我。

我描龙、绣凤，在时光变幻的脸

上，看见诸多无法抑制的欲望漏出指

缝，肆意疯长。

世界一会儿青、一会儿红，每一处

风景都挂满了火热的力量。这是传说

吗？在另一个世界，这就是真实的岁

月，充满生机的历史。

大太阳

如此大的太阳，让我想到火海，想

到火海里，不幸之人的泪水，比轻风吹

落的花瓣还要凄美。

如此大的太阳，无数传说中的一

个，挂在蓝天上，如同璀璨的珍珠，藏

身在深海中。

这是不是爱？花朵开在枝头上，

如同怀乡的人，把家的模样刻在心壁

上。大太阳，误入了你的心脏，我爱的

姑娘，就一定等在时光的船上，为我

美，为我香。

夏天是个美丽的女人

夏天与我是多少年的朋友，我顺

从她的美意，总是与她赤诚相见。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夏天挺好，像

个女人。我走近她，她摆出各种造型，

邀我入梦。

在夏天面前，我有敬畏之心，感到

快乐的时候，我也有握紧的拳头，为明

天鼓劲。

怀着生命的喜悦，我在夏天游走。

一颗燃烧的心，美丽如盛开的莲花；一

双奋进的脚步，如疾风，如闪电。

而夏天，这个美丽的女人，她妖

娆、多姿，是我藏在心底的黄金。

哥哥

在外奔走的这些年，你是我童年

的记忆里，一条流向远方的河。

你生命的喧哗，时远时近，却永远

不会让亲情的旋律，移出我的心房。

我们是世间仅有的两棵叶脉相同

的树啊！笑对人生的时候，血缘是我

们共同的标识。

第二届宝鸡作协文学奖揭晓
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六维·第二届宝

鸡作家协会文学奖”近日揭晓，我市 6 位作

家诗文作品分获小说、散文、诗歌奖项。

宝鸡作家协会文学奖是市作协为激励

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由宝鸡市六维特种

材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赞助支持、旨在推

动宝鸡文学精品创作而设立的奖项，主要

表彰户籍在宝鸡的文学作者公开出版、发

表的优秀作品，每两年评选一次。本届协会

奖作品评选时间段为 2018 年初至 2019 年

底，共收到符合要求的作品百余件，经层层

评选，共产生 6 部获奖作品，小说集 3 部、

散文集 2 部、诗集 1 部，其中秋子红的《名

声飞扬的爱情》、张格娟的《爱情锁》、朱百

强的《梦中的格桑花》获小说奖；杨萍的《离

歌》、侯玲的《一纸流年》获散文奖 ；陈朴的

《宽恕》获诗歌奖。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我市 3 剧本在“戏剧中国”获奖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戏剧文学学会

主办的“戏剧中国”2019 年度作品征集

推选活动结果揭晓，我市剧作家吕松柏的

《少女杨玉环》《喜铃》及剧作家曹豫龙的

《谁当冠军》等 3 部作品榜上有名。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举办的这次活动

得到了全国戏剧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共

收到各类体裁剧本和戏剧文论作品 596

部（篇）。评审采取隐去作者姓名、单位和

联系方式的“盲审”办法，确保评选公平

公正。在评选结果中，我市扶风剧作家吕

松柏创作的古典大戏《少女杨玉环》获评

“戏曲类潜力剧本”，以我市荣获全国脱

贫攻坚奖奋进奖的王喜玲为原型加工创

作的大型现代剧《喜铃》获评“戏曲类入

围剧本”；擅长儿童文学创作的剧作家曹

豫龙编撰的《谁当冠军》，被评为“儿童剧

类潜力剧本”。

       本报记者 王卉

郑金侠散文集《故园听风》付梓
本报讯 我市青年作家郑金侠的首

部散文集《故园听风》，近日由团结出版

社出版。

省作协会员郑金侠是我市岐山县枣

林镇人，迄今在报刊发表了逾百万字作

品，曾获第七届宝鸡市优秀文艺创作奖，

还入选“陕西文艺创作百人计划”及宝鸡

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作者用近 20 万

字，从故园听风、留住过往、家乡四季、时

光荏苒、别样风景等五部分，讲述自己对

身边人、事物的观察、体味和思考。她将生

活的色彩、气息、旋律用文字排列组合在

纸上，一片庄稼、一场风雪、一条床罩、一

个身影等看似微不足道却意味深长的事

物，都是她表达真挚人生感悟的出口，不

仅呈现出当下真实的时代风貌，也带给读

者深刻的感受和长久的感动。
本报记者 王卉

冯天林首部新诗集出版
本报讯 宝鸡籍青年诗人冯天林的第

一部新诗集《打开窗》，近日被列入“全民

阅读经典读本”，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出版。

冯天林是我市渭滨区人，当年在宝鸡

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曾是该校“火鸟

诗社”主要成员，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教书

育人，但业余笔耕不辍，曾在《光明日报》

《北京青年报》等发表各类作品百余篇，著

有教学文集《约我以文》、书评集《如是读

书》等，参与过中华书局传统文化教材的

修订。该诗集收录了作者阅读经典感悟和

人生思考的 120 多首诗作，分为“对话经

典”“对话大师”“生活知录”“且行且思”

四辑，诗人试图用诗歌打开自己与世界交

流的窗口，如著名诗人、历史学博士李瑾

在序言《时代的报信人》中所说 ：“冯天林

和他的《打开窗》，是诗人和诗歌对这个时

代的一次元抵达和内撞击。”
本报记者 周勇军

薛立兴散文集《牵挂的味道》发行
本报讯 扶风作家薛立兴又一部散文

集《牵挂的味道》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王宗仁作序，省作

协副主席吴克敬题写书名。

薛立兴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省作协

会员，先后在《人民日报》《文化艺术报》《宝

鸡日报》等报刊网络发表文章数千篇，著有

散文集《周风秦韵》。本书精选其十余年间

创作的近百篇作品，叙写着新时代的新文

化、新农村的新面貌、新风景的新感悟、新

人物的新风景。王宗仁在序中说 ：“已退休

多年的作者，深情万种地用充满着故乡深

情厚意的笔墨，书写了牵挂着的村庄里的

人和事，已经消失了往昔的生活和眼下沸

腾的生活，都牢牢地成为作者创作的源头

活水。”               ( 段序培 唐志强)

芳草地
fangcaodi

西秦散文诗章

浅夏时光
◎钟亚萍

朝 花 夕 拾

乡村夏夜
◎冯纪隆

不知不觉，知了叫了，青蛙蹦

跶着，萤火虫跳起舞来，夏夜来了。

一切来得那么自然，那么稳

健，大地突然有了温度，作物突然

有了味儿，精灵们有了声音。

夏夜的风是热乎乎的，吹在

脸上，有种陪伴的感觉。乡村夏夜，

孩子们仿佛也因热风的陪伴，胆子

大了，于是村头、池塘岸，到处都有

孩子夜晚游荡的影子。“懒摇白羽

扇，裸袒青林中。”夏夜是一个浪漫

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夹着凉

席，端着水杯，走到院外，哪里热闹

睡哪里。在热风的轻拂下，谈收成、

话瓜果，一个话题完了，另一个话

题又接上，不谈到凌晨两三点，是

不舍得入眠的。

“酷暑天，葵榴发，喷鼻香十

里荷花。”都说秋天象征着丰收，可

夏天才是水果丰收的季节，各式各

样的水果让人想想都流口水。桃

树、苹果树、李树，白天结满累累果

实，夜晚还要吐露芬芳。不信你走

进关中乡村人家的果园里，果味儿

会把你醉倒。这味儿，有酸、有甜、

有涩。口渴了，摘几个解解馋，主人

不但不骂，还高兴呢。

“夏日吃西瓜，药物不用抓”，

在夏天，西瓜是最好的瓜果，清甜

多汁，可以解渴生津。如今的关中

乡村，种西瓜的极多，农户小院里，

大都有一个专门盛放西瓜的瓜房。

几十个大西瓜，有花皮，有绿皮，晚

上纳凉渴了，那甜甜的西瓜早已准

备好了。于是，夏夜的乡村，又多了

份西瓜那特有的清甜味儿。

乡村的夏夜，月儿挂在半空，

把大地照得一片银白。走进田野，

银光闪闪，月色把夏夜烘托得更迷

人。这时喇叭响了，纳凉晚会、广场

舞会、电影开始了，各个村的露天

广场热闹非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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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春秋冬夜的寂

静，夏夜简直是个露天音乐场。每

到傍晚，养足了精神的青蛙、知了

和各种虫子便开始卖力地表演了。

傍晚，它们欢快地叫着，呼朋引伴

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

子，给夏夜增添无穷的魅力。这时

那些调皮的孩子，在那清亮的夏夜

里，寻着叫声，用胖乎乎的小手捕

捉着这些小精灵。于是，乡间小路

上又洒下一路欢声。

夜深了，夏雨姗姗来迟。“夏

至落雨十八落，一天要落七八砣。”

夏夜的雨最多，来得快，走得也快，

有时一晚儿要下两三场。那雨，不

淅沥，点大，速度快，打在瓦檐上，

会溅出阵阵水雾。那水雾，像仙女

撒花，飘然而来。几分钟后，干燥的

午夜便有了几许清凉的味道，田野

又披上新的夏装。乡间俗话：“夏

季的作物都是水泡大的，没有雨水

几天就耷拉着脑袋。”往往一场雨，

黄瓜、西瓜、西红柿、玉米……它们

喝足了甘霖，能很快挺起胸膛。

“日长长到夏至，日短短到冬

至。”夏夜的脚步总是轻的，仿佛不

让人们分享似的，夜晚八九点钟在

一片鸟雀的欢呼声中隆重而来，凌

晨五点后东方泛起鱼肚白，它又在

人们熟睡中悄然而去。

乡村的夏夜，恬静中蕴含浪

漫，丰硕中蕴含迷人，让人浮想

联翩。

又见荷花
◎王军贤

“又见荷花，亭亭玉立，

还是那样绿水盈盈、风姿楚

楚。我每一次路过，总有飘逸

的芬芳在倾诉……”当一首婉

转动听的歌曲《荷花》在耳畔

响起，荷亭亭玉立的曼妙风

姿，宛若一幅江南水墨画，在

眼前晕染出了清香淡雅的意

境……

又是一季烈日炎炎的夏

天，又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季

节，碧波万顷的荷塘，是心旷

神怡的好去处：一朵朵娉婷

的荷，展露着娇媚动人的风

韵；一阵阵惬意的晚风，弥散

着清芬可人的荷香；一曲曲

“采莲歌”，从荷塘深处袅袅传

来……这样的画面，想一想，

整个人都要醉了。

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

化中，荷一直是圣洁淡雅、高

尚超然的象征。古往今来，歌

颂吟哦荷的名篇佳作浩如烟

海，它所具有的清雅秀逸、不

媚于世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

纸上。每每读来，总让人心驰

神往。

水是大自然的血液，充

盈着天地之精华，泽被万物生

灵。谁能说得清，是一池清幽

之水，滋养了荷傲然独立的气

韵，还是千万朵风姿绰约的

荷，使一片平静如镜的水域，

具有了深邃辽远的禅意。

要欣赏荷绮丽绝尘之

美，最好选择这三个时辰：晨

曦微露时、小雨蒙蒙天、月华

如水夜。

夏日清晨的荷塘边，少

有行人，时有微风拂过，送来

沁人心脾的荷香，荡涤着一个

人心底的尘埃；撑一把伞伫

立雨中，静看稀疏或密集的雨

点，凝聚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

珍珠，在一顶顶翡翠般的荷叶

上，率性而轻灵地滚动，像谁

不忍触碰的心事；月色下的

荷塘，到底有多美？想来，再

美也美不过朱自清先生《荷塘

月色》里的场景吧！夜深人静

之时，有清辉入怀，与一朵荷

两两相望，这样唯美的情节，

更宜于想象。

炎炎夏日是难挨的，一切

都是热烈蓬勃的，一切都是滚

烫泼辣的。当你徜徉于荷塘之

畔，满眼的、铺天盖地的绿，被

渲染到了极致，似乎连空气也

变得绿意盈盈了。而这一池的

荷，或红或白色彩清绝，旁若

无人地绽放，于万千繁华中，

独守一份纯净素雅；在声浪喧

嚣中，保持一份宁静淡然。

学会欣赏冰清玉洁、纤

尘不染的荷吧，你会顿悟一些

人生的哲理，一颗心会变得豁

然开朗、云淡风轻，甚至在骄

阳似火的日子里，也能感到浑

身舒坦、神清气爽……

（作者系宝鸡陇县人，农民，爱好写
诗，有诗歌两千余首散见于各大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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