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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葚 黑了嘴巴甜了心                        ◎朱永强

下班回家，路过小区的十字
路口，看见一名中年妇女在大声
叫卖桑葚。走近看，只见她面前摆
着两大竹筐的桑葚，一颗颗桑葚
乌黑发亮、颗粒饱满，透着诱人的
香甜，看得人直流涎水。五月是桑
葚成熟的时节，我的脑海里不断
闪现出儿时的记忆。

记得小时候，我家门前有一
棵桑树，树干长得挺拔，树冠茂
密。每年到了五月中旬，桑树上就
开始长出一颗颗毛茸茸的绿色小
桑葚。我和姐姐放学回家以后，在

桑树下面转来转去，眼巴巴地望
着桑树，盼着桑葚快点成熟。渐渐
地，桑葚越长越大，颜色也从绿色
变成了红色。我们姐弟在桑树下
面，这里瞅瞅，那里瞧瞧，用钩子
钩，用竹竿敲，想尽办法也要把刚
红的桑葚吃到嘴里。这时的桑葚
咬在嘴里酸甜酸甜的，吃多了牙
齿发酸。几天后，桑葚由红色变成
了紫黑色，桑葚彻底成熟了。仰望
桑树，一颗颗乌黑发亮的桑葚像
珍珠玛瑙一样挂满枝头，让人垂
涎欲滴。

采桑葚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
情。我负责爬树采摘，姐姐站在树
下指挥。我像猴子一样爬上树，骑
在树杈上，眼前的桑葚触手可及。
当然，我先要美美吃上一顿。摘上
满满一大把塞进嘴里，满嘴都是
香甜。成熟的桑葚新鲜多汁，染黑
了嘴巴不说，有的顺着我的嘴角
一直流下来，还染黑了衣服。姐姐
在树下笑弯了腰，直喊我是“乌嘴
狗”。我把采摘来的桑葚放在竹篮
里，等装得差不多了，用绳子吊下
去，姐姐在下面接着。如此往复，

等采摘结束，我再从树上溜下去。
我家里人还喜欢拿桑葚来招

待来客，无论亲朋好友、左邻右
舍，还是我和姐姐的伙伴们，只要
来家里的，都会用桑葚来“款待”
他们。吃完桑葚，大家都夸我们家
的桑葚粒大饱满、新鲜多汁。临走
时，家人还不忘给他们带点，拿回
家让他们的家人也尝尝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那段
儿时吃桑葚的记忆，是一种故
乡情，一直萦绕心头，让我永远
难忘。

     冰棍  木箱里的清凉时光                             ◎絮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

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
蝶停在上面……盼望着假期盼望着
明天，盼望着长大的童年。”听着罗大
佑的《童年》，我的思绪也不知不觉飘
回到了童年。

记得小时候，我最盼望过夏天，
最喜欢听的就是村口小商贩“冰棍
儿、冰棍儿——”拖着长音的叫卖声。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载着一个大
木箱子，箱子里仿佛装着整个夏天的
清凉时光。

冰棍是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人们最熟悉的夏日美食。一根
扁平的细木棍上，包裹着一层厚厚
的冰，不断冒着冷气，散发着清甜
的诱人芳香。轻轻咬上一口，甜香
带着寒冰在嘴巴里、牙齿间翻滚。
那摄人心魂的吆喝声，声声勾着我
的馋虫。我跑到母亲身边，拽着她
的衣角，像跟屁虫似的跟着她，也
不敢说要的话，母亲却能猜透我的

心 思，从 柜 子 里 拿 出 一 毛 钱 递 给
我。我立刻窜出家门，奔着吆喝声
而去，卖冰棍的自行车早已被一帮
孩子团团围住了。郑重地献上一毛
钱，看着小商贩掀开箱盖，翻开厚
厚的白色小棉被，然后从棉被下面
拿出冰棍，我的小手早已迫不及待
地高举在木箱前，在大家羡慕的眼
光中小心翼翼地接过来。

每次我拿到冰棍都要先跑回家，
让母亲咬第一口，母亲推辞不过，象
征性地轻轻咬上一口说，太凉，冰得
她牙疼，就不肯再吃了，我这才美滋
滋地吃起来。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
都不高，能吃上一根清甜凉爽的冰棍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拿在手里总舍
不得咬，只是一点一点地舔，吃到后
面就融化成水，滴得手上、衣服上全

是，但依然舍不得放开吃，总觉得吃
得慢一点，就能多吃一些。最后吃剩
下的木棍也舍不得扔，会放在嘴里咂
吧很久。

如今炎炎夏日里，我也总是爱挑
选一根冰棍塞进口里，感觉如一股清
凉的泉水缓缓流入心田，默默浇灌着
我的童年和人生，让我沉浸其中、久
久回味。

     樱桃 纯真岁月萦心间                                  ◎刘巧玲

每年樱桃成熟时，小区门口
就会涌来很多商贩，提着一篮一
篮色泽艳丽、晶莹剔透的樱桃，红
艳艳的色泽，酸酸甜甜的味道，勾
起了我一段美好记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准备中考冲刺的我们好不容易
盼来一节体育课，体育老师让大
家自由活动。于是，我和珍珍商
量，去离校很近的樱桃山摘樱
桃。我俩沿着小道慢慢攀爬，穿
过石场，还没走多远，珍珍突然
惊呼起来 ：“快看，樱桃！”我抬
头望去，简直是“碧油千片漏红
珠”，一树树樱桃，一颗挨一颗，
令人兴奋不已。熟透的樱桃沉甸

甸地挂满枝头，随风摇曳，煞是
壮观。我迫不及待地走近一株，
红的、粉的、黄的果子隐藏在叶
片下，圆润、饱满、透亮，惹人爱
怜。瞬间我的肚子里仿佛有千万
条馋虫在乱窜，不由得咽了几下
口水，迅速摘几颗，放入口中，酸
甜可口的果汁，沁人心脾。

我们选了一树果大色泽亮的
合力摇晃树干，果子像散落在玉盘
的珍珠落了一地，又像一层红红的
玛瑙，十分诱人。我们蹲在地上，挑
选出优质的果子大口大口地吃，很
是过瘾。吃饱了，玩够了，仍旧依依
不舍。珍珍建议，再摘些带回去给
同学们。于是，我们脱下外套，找一

根茅草把袖口扎住，现成的口袋就
做好了。片刻工夫，袖管里装得鼓
鼓囊囊，我们迅速返校。

刚溜进校门，就听到一位同
学在喊我的名字，她神色慌张地
告诉我们 ：“你俩要挨批了！”原
来下课集合时，体育老师发现我
俩不见了，就及时汇报给了校长。
校长听后很着急，正准备派人去
找。很快我俩被揪到了校办，校长
看到我俩一顿训斥，为防患于未
然，要求我们在班上做书面检讨。
过了几天，一个周内晚自习，我突
然发现，桌兜里放了满满一书包
色泽鲜亮、颗粒饱满的新鲜樱桃，
还带着新鲜的叶子，问了一圈却

没人知道谁放的。
日子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多

年过去了。一次同学聚会，无意间
听某同学“泄密”，我桌兜的樱桃
是张同学送的。原来那天，他见我
为吃樱桃挨了批，恻隐之心油然
而生。于是，摘了一书包樱桃，让
我解解馋。那位送我樱桃的同学，
自毕业后再未谋过面，青涩的年
华，青涩的记忆，留下了弥足珍贵
的友谊。其中也包括珍珍，我们一
处就是三十多年，我们情同手足，
患难与共。

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座樱
桃山，摘樱桃的趣事变成一种情
愫萦绕心间，回忆也暖。每次出行
路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遥望那
樱桃山 ：树上是不是又挂满红彤
彤的樱桃？那位送我樱桃的同学
是否安好？……

     西瓜 辛勤耕耘结硕果                                 ◎王商君
我是上世纪 70 年代生人。

那时候村里专门开辟了一块地
用来种西瓜，一是生产需要，二
来也丰富了村民的物质生活。我
的小伙伴来来的爸是种西瓜的
把式，生产队里种西瓜这活自然
离不开他。活儿很辛苦，所有的
工作都在太阳下面，而且得赶时
间，一刻也不敢耽搁。

下种发了芽，得挑水浇灌西
瓜苗。接下来就要给西瓜幼苗进
行掐尖、留蔓、摘心，这个活儿
主要是去除西瓜苗的多余部分，
留下主蔓和个别重要的侧蔓，
将所有养分集中供给正在成长
的小西瓜。给西瓜苗掐尖属于技
术活，生产队只有来来爸这样的

“把式”完全掌握，其他社员懂操
作的太少。

待幼苗上长出拳头大小的
西瓜，就要进行种瓜中最主要的
工作——留瓜。就是在西瓜生长
过程中，去除藤蔓上多余的西
瓜，选择优质的果实留下，基本
是每条藤蔓上保留一个品质好
的西瓜，从而确保质量。

留瓜之后，队里会组织男劳
力，给瓜田浇水、施肥，或者往
瓜田里挑粪。西瓜从这时开始猛
长，果实一天天变大。顶着酷热
的天气，村民们在丰收的瓜田里
不知辛苦地劳作，虽然个个汗流
浃背，可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那时我常去来来家玩，也会
一起去瓜地帮他爸干活，经常在
烈日下晒得头晕眼花。说实话，
干活我是怀着一种期待去干的，
并不是我有多勤快，而是想着学
会务瓜技术，以后当个有用的劳
力，为家里多挣些工分。

西瓜熟了要等生产队分，
可我有一次却在来来家提前吃
到了西瓜，真甜，甜得至今让我
记忆犹新。来来妈给我西瓜时，
千叮咛万嘱咐 ：“狗娃，你吃西
瓜千万别让队里人知道。”可是
后来，这件事还是被生产队知
道了，村里为此事专门开了一

次社员大会，批评了来来爸，特
别强调了这件事情的影响，还
解除了来来爸的技术工作，换
成另外一个叫栓劳的村民来务
瓜。我爸通过这件事教育我 ：

“人啊，不论干什么，千万不能
占小便宜，尤其把国家财产拿
回自己家，做人、干事一定要清
清白白，光明磊落，不存贪念。”
这 些 话 深 深 地 刻 在 我 的 记 忆
里，时刻鞭策着我。

虽然那一年出了这事，但却
没有阻挡西瓜的大面积丰收，这
片丰硕的瓜田，承载着村里人的
甜蜜和快乐。

夏日舌尖上的

编者按 ：童年不仅有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还有流淌在舌尖上
的童趣难以忘记。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即将来临，那些沉睡在记忆里的
美味，在盛夏的热烈中醒来。让我们跟随这组散文，在时光的罅隙中
回味童年欢乐，开启又一个夏日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