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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把池塘塞得满满当当的。
满池清水盈盈，把秋冬时节嶙峋

的石头泡住，看不见一丝突兀的痕
迹。一张张又大又圆的荷叶铺满塘
里，留着细小的缝隙。在缝隙之间水
流脉脉，淙淙有声，格外清脆。

一池宁静的水让浮躁的心渐渐沉
静下来。心就像一张漂在水面的荷叶
静静地浮在夏日有些燥热的时光里。
岸上偶尔的蝉声零零星星地飘落，幽
深的树荫深处，却不知声音从何处飘
来，散在空中，慢慢飘远。

荷叶忽而上上下下浮动，细看四
周，却没有风的影子，连池塘边那根在
春天里刚刚长出的纤细的小草也没有
一丝颤抖的感觉。这样荷叶缝隙间白
亮点点，一串一串的气泡咕咕冒出。
平静的水面被拨弄，泛起阵阵涟漪。
心生好奇，弯下身子，细细看着。原来
是一群春天里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鱼在
尽情地嬉戏，三五成群，穿梭在清亮的
塘水里，追逐着自己的快乐。

这是鱼儿的美好时光。初夏的阳
光已经开始有些火辣，但张张阔大的
荷叶像是一把把撑开的小伞，挡住那
点殷勤的阳光，叶下是片片清凉。鱼
儿躲在叶下，丝毫感受不到阳光的灼
热。池塘里那些柔柔的水草，随着水
流飘摇。轻盈的鱼儿上下追逐，碰着
荷叶的茎，不时微微动了几下，像是在
传递鱼儿的快乐。

荷叶成了鱼儿捉迷藏的乐园。玩
累了，鱼儿有时静静地躲在叶子下，享
受着从荷叶漏下来的一两缕阳光。鱼
儿的快乐应该是很简单的。一方荡漾
的清水就是一方游弋的自由空间。那
些飘摇的水草和偶尔落入水中的虫儿
就是他们最可口的的点心。展开的荷
叶就是自己遮风挡雨的漂亮屋顶，雨
儿潇潇，颗颗噼噼啪啪摔在叶面上，叶
下安静依旧。雨过天晴，阳光朗朗地
照着，团在叶面上的雨粒像是一粒粒
的珍珠，闪闪发光。那明晃晃的水里，
鱼儿安详地摇着尾巴，鼓着腮，悠闲地
游来游去。

这么快乐悠闲，怪不得两千多年
前的庄子看一眼便知道鱼儿的快乐，
即使是好朋友惠子多次反驳了他，庄
子依旧坚持自己的感觉。“濠鱼之争”
流传了那么长的时间，人们都认为这
典故里肯定蕴含着什么大道理，比如
淡泊名利、返璞归真等等，让人们敬而
远之。

其实，庄子对鱼儿的快乐感觉是
很直观感性的。那潺潺而流的水，那
水底招摇的水草，鱼儿能在其中自由
自在地游弋，它们就知足了。快乐的
感觉它们是绝对不会藏不住的：摇动
的尾巴会告诉你一切。

想想人类，面部丰富的表情可以
在忧愁时挤出几丝笑容，在快乐时可
以装作痛苦，喜怒不形于色。鱼儿却
不会，水浑了，它们会拼命钻出水
面，露出那张嘴，大口大口地呼吸。
鱼儿的快乐很简单，就是一点清澈的
水，还有偶尔落下的几只小虫。即使
只有几根水草，它们也会快乐地互相
追逐。人类的快乐就复杂多了：什么
金钱美女，什么名利地位，一样接着一
样，让人眼花缭乱，什么时候才可以满
足呢？

简单一点，快乐多多。看着游来
游去的鱼儿，我的心也随之飘摇，快乐
渐渐漫上来，就算是鱼儿游得无影无
踪，我还可以看田田的荷叶，还有偷偷
冒出像令箭一样的荷花。

此时亭亭的莲花已经过了人头，
那漂亮可人的采莲人在哪呢？六月
里，这些多情的少女少妇们关不住如
夏天一样火热的心，精致地打扮起
来。她们梳了头，描了眉，脸上搽了薄
薄的胭脂；她们穿了红颜色的衣，绿颜
色的裙，披了绣花的披风，飘飘然到了
荷塘。莲舟是小小的，素手是纤纤的，
笑语是款款的，情意是绵绵的。她们
的小船划到哪儿，香风妖雾就飘到哪
儿，风情万种。

歌声是婉转的，如流水般从荷叶
上飘滑过来，

若是这满塘荷花，再飘着几朵妖
娆的红裙，自由浪漫，又是何等迷人！
莲子还没有成熟，采莲的女子也没有
依依出现，一副苦苦等待的相思之愁
还没有弥漫，夏天的荷塘给人的只是
热烈。

而今，我只能在诗歌的韵脚里张
望当年江南采莲的盛景。娇羞的笑
颜，酽酽的歌声，翠钿红袖水中央。怎
样的冷漠的诗心才不会深深沉溺其中
呢？

江南可采莲，在那素手莲歌间，江
南的莲啊，亦深深、深深地醉倒。

江南呵，江南。莲动下渔舟的江
南，竹溪动浣影的江南。今夜，就让我
梦醉江南的莲瓣，聆听一首美丽的《采
莲曲》……

鱼戏莲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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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留下了一首小诗《劝读》：
“读的书多胜大秋，不耕不种自然收；
白天不怕别人借，晚上不怕贼来偷。”

我没见过他老人家，但是很小的
时候，父母告诉我们这首小诗，然后就
记住了，一直没忘过。这首算不上诗
的小诗没有唐诗的经典工整，也没有
宋词的大气，却深深影响着我们几代
人。在那并不宽裕的年代，祖辈、父辈
并没有实现自己多读书的愿望，最终
不能通过读书实现“鲤鱼跳农门”的美
好愿望。

到我们姐弟三人陆续上学了，赶
上了可以读书的好时期，由于两次修
新房，爷爷去世，计划生育超生等变
故，家境越来越困难，为了我们三个读
书，着实为难了父母。学费全靠东拼
西凑，因家住大山里面，离街道太远，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住校，吃的饭菜
都是从家里背。每周一清晨背着一袋
米和一罐头瓶装的炒好的老盐菜，这
就是一周的口粮。记忆里那些年沉重
的口粮不知背坏了多少背包。为了缓
解高度紧张的经济，爸爸外出打工
10多年，妈妈一人撑起家里的农
活。家里不多的山货、土鸡蛋等好东
西是舍不得吃的，因为那都要送给教
我们的老师。不是行贿，那是一位母
亲对知识的最高尊敬和对儿女的殷殷
期盼。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们的学费

涨得比爸爸打工的工资快多了，我们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靠着那句“读的
书多胜大秋”的信念，一家人艰难拮据
地苦撑着，终于以并不算优秀的成绩
先后跨入了大学的门槛。对于天生不
算聪明的我们这也是命运的眷顾，因
为即使到后来读研期间，我们回到家
的身份就是一个农民，放下书包干各
种农活，在家几乎没有时间可以用来
读书做功课。

时间到了2010年的光景，我和弟
弟先后毕业参加工作了，小弟弟也即
将成人。当我们捧回第一份工资给妈
妈的时候，她流泪了。终于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读书让我们摆脱了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读书让父母
在我们身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当身边大
多数同龄人选择出门打工挣大钱的时
候，我们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坚持。直
到现在，读书并未给我们带来大富大
贵，也没有出人头地，我们依然普普
通通，但我们心里是充实的，我和弟
弟先后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做着
最普通的工作，过着平凡的日子，孝
敬父母，赡养子女，遵循着执着、干
净、向上的人生态度。无论干什么，
我们心里都有一个信念：人生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
素质，让自己变得强大是弱者的唯一
途径，而坚持读书学习就是变强的最
有效途径。

一路走来，感谢父母为我们的含
辛付出，感谢我们没有放弃的坚持。
如今工作之余，我们仍然坚持读书，
坚持亲子阅读，希望将祖辈的这首
《劝读》小诗和读书的习惯传下去……

我老家门前有好几棵树龄超过
三十年的桂花树。一年四季，郁郁葱
葱的树冠遮住了大半个院坝。每每
秋收时节，母亲总是埋怨，茂密的树
枝遮住了太阳，这稻谷咋晒得干啰，
不如把它们都砍掉算了。

一听这话，父亲总是默不做声。
当初移栽这些桂花树幼苗，就是为了
美化院落，不想几十年过去了，桂花
树从幼苗长成了大树，树冠像偌大的
遮阳伞，挡住了院坝的阳光，也挡住
了门前的视线，给父亲母亲带来了困
扰和烦恼。

他们为桂花树吵嘴，常常在八月
桂花盛开的秋收时节。树是长高了
长粗了，就像我们四兄妹一样，在父
母呵护下，成了人成了家，然而这期
间带给父母的烦心事，却是少不了
的。

母亲在父亲面前唠叨急了，父亲
偶尔也会发脾气的，这桂花树又咋的
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从小看着它长
大，你能忍心砍掉？父亲发着脾气，
又会瞪一眼母亲说：“砍了？那多可
惜呀，你看那花开得多好，香飘几里
地呢！留着它吧，将来，我养几桶蜜
蜂，酿出桂花蜜来，那可就值了。”

母亲同样瞪一眼父亲，又望望那

盛开的米白色花朵，不屑一顾地说，
养蜂？我看你是疯了吧。你晓得蜜
蜂有多难养吗？再说，你懂得养蜂技
术吗？站着说话不腰疼。

听着母亲一阵数落，父亲又会默
不作声。那些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
子，父母起早贪黑地侍弄全家人那几
亩田地，辛辛苦苦地收回来粮食在院
坝里晾晒，却因桂花树遮住了太阳而
晾晒不彻底，心里自然窝着火

直到我外出打工那年，门前的桂
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桂花树依然
在快乐地成长，我们四兄妹相继长
大，离开父母的怀抱，离开家乡，
到远方打拼去了。父亲在母亲重复
的唠叨声中，最终没舍得砍掉那些
桂花树。但父亲还是没有养成蜜
蜂，那桂花树却越长越高，树冠越
长越大，米白色的小花花年年越开越
旺盛。

后来，我在外打工的时间长了，
工作忙了，就很少回家了。可就在两
年前，听说父亲终于养起了几桶蜜
蜂。八月桂花飘香满山村的时候，蜜
蜂正忙碌着采花酿蜜，那盛况我是没
见着，从父亲打来的电话得知，他有
了收获。

这些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

农户整家整家地迁徙到城市里生活，
农村的土地荒芜严重，更多的是退耕
还林了。父母年纪也大了，渐渐做不
动农活了，他们也不再为晾晒粮食跟
桂花树过不去而吵嘴了。

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咋懂得养
蜂技术的？父亲滔滔不绝地讲给我
听。他说：“多亏了村里的农家书屋，
让我实现了养蜂的梦想。”

父亲的喜悦溢于言表。相比之
下，母亲还是在我面前抱怨，说父亲
被蜜蜂迷住了心窍，家务活干得少之
又少，没事就往农家书屋里钻。我听
得出，母亲的怨言里，并没有责怪父
亲好学的习惯，相反的，浸透出一股
甜蜜蜜的味道来。

今年春节，我早早地订好了动车
票，带着妻儿回到了老家。见母亲一
个人在院坝里忙碌，我问，妈，爸
呢？母亲说，这老头子，明知道孩子
们要回家，还去村里农家书屋里泡，
真是个书呆子。

我站在院坝中央，许久没有忙着
进屋。望着一棵棵生长良好健壮的
桂花树，在这冬季里，虽不是桂花盛
开的大好时节，但桂花树站立成的那
道风景，给这普通农家院落平添了一
抹浓浓的生机。

2017年7月9日下午五点半钟，
一支25人的漂游大军从达城肖公庙
老渡口下水，顺流而下，过胡家坝的
铁路大桥、凤凰大桥、二马路渡口、通
川大桥，直奔建设大厦码头。

本月上旬，达州接连下了几场中
到大雨，州河水位陡涨，河水浑如黄
汤。尽管如此，在达州冬泳人的眼
里，它永远是出征全国各地水上运动
的前进基地，是永远都值得眷念保护
的母亲河。

游泳者人人身上背着一个桔红
色的“跟屁虫”，25只“跟屁虫”组成
一条闪闪发光的桔红色巨龙。河水
奔涌，浪涛滚滚，巨龙摇摇摆摆，起起
伏伏，首尾呼应，浩浩荡荡。刚过二
马路渡口，游在“龙头”位置的“云南
王”发出一声“排成两行”的呼喊，刹
时，一条桔红色的“龙”变成了两条！
一条由“云南王”和“钓鱼钩”当龙头，
一条由“水手”和“康巴”当龙头。“两
条龙”游向通川大桥。通川大桥如珠
似宝，“二龙”要“戏珠”，“二龙”要“抢
宝”！就在游近通川大桥时，“挑战自
我，逐浪州河！”“挥师武汉，达州雄
起！”的口号声，在“二龙”中一次次整
齐爆响。

通川大桥是达城历史上建成的
第一座跨越州河的大桥，在八年抗战
中曾肩负过连通汉（汉中）渝（重庆）
公路、支援抗日前线的历史重任，既
是达城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之无愧的
标志性建筑，也是达城最具观赏价值
的“旅游圣地”，平时，桥上就车来人
往，热闹非凡。这天恰逢星期日，桥
上更是车辆穿梭，游人如织。当“桔
红色的蛟龙”从上游漂来时，远远地
就被好奇的人收入眼底，一个个停步
驻足，观奇猎艳。通川大桥成了免费
的观礼台，河中的两条“蛟龙”成了不
收门票的表演队。逐浪洪波历来是
勇敢者的游戏，游客在桥上向河中的
勇士们鼓掌致意，河中的勇士迎着波
涛奋勇向前。鼓掌声欢呼声口号声

波涛声，合成巨大的共鸣声，激越高
亢，响彻大桥上下，震动州河两岸。

河水湍急，漩窝阵阵，漂游的队
伍刚从通川大桥中间的桥洞呼啸而
出，准备靠岸的建设大厦的码头已在
不远处伸出双臂迎接了。

“大家注意，准备‘收水’！”游在
最前面的“云南王”又是一声吼。俗
话说，下水容易上岸难。“收水”就是
上岸。如果“收水”失败，那就潜藏着
沉入河底喂鱼虾的危险！得到“收
水”的口令，“两条龙”井然有序，一边
继续呼吼“挑战自我，逐浪州河！”“
挥师武汉，达州雄起”的口号，一边徐
徐向建设大厦码头靠拢，“收水”比想
象的还要顺利。

建设大厦码头同样挤满了游客，
他们像迎接凯旋的英雄那样不惜将
巴巴掌拍得呱呱响，无数只手机齐刷
刷闪动，将浑身湿漉漉的“游客”一个
不拉地收入屏中。上岸方见庐山真
面目——25名泳客中，有男有女，有
老有少，年轻的风华正茂，年老的白
发苍苍。而且巾帼不让须眉，女士竟
占五分之一。

此次漂游，既是达州冬泳人的一
场自我挑战，也是“挥师武汉”的行前
预演。今年是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
51周年，7月16日，武汉组织全国游
泳爱好者再次横渡长江，四川省冬
泳协会派出一个有90人参加的方
阵，达州的冬泳爱好者占整整30个
名额。30人挥师武汉，登记报名却
超过120名，僧多粥少，只得优中
择优，花里挑花，通过严格遴选，
最终将出征的队员锁定。他们于12
日坐火车赶赴武汉，征程在即，时
间紧迫，可冬泳人身负重任，不敢
稍有懈殆，临阵磨枪，于启程前组
织了这次漂游。

好事天成，人造美景，此次逐浪
州河成为达城这个星期天一道别有
情趣的风景线。

十多年来，达城的广大冬泳爱好

者在四川省冬泳协会的指导下，挥师
南充的嘉陵江，挥师沪州的川江，挥
师武汉的长江，挥师三门峡的黄河，
挥师哈尔滨的冰雪游。他们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挥师到
哪里，就把达州冬泳人的黄色队服
穿到哪里，把达州冬泳队的旗帜飘
扬到哪里，把“达州雄起”的口号
呼吼到哪里。而他们挥师这里，挥
师那里，政府并没出一分钱，所有
费用全是 AA制。这群男女老少

“花钱买吆喝”，图的是什么？图的
是“我快乐，我健康”——爱好是
坚韧不拔的原动力，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

达州冬泳人次次“挥师”，次次平
安，次次得胜，成了一个外地人了解
达州的小小窗口，一条展示达州人精
神风貌的另类渠道。“爱我家乡”“爱
我达州”，得要用行动来体现，用实绩
来证明。如果每一个达州人都有浓
烈的家乡观念，在心中升起一面达州
的“州旗”，一言一行，都为家乡增光
添彩，一举一动，都对“达州雄起”有
所贡献，那达州离真正“雄起”的时间
也就越来越近了。

不瞒尊敬的读者朋友，老朽就是
7月9日漂游在州河中那条“巨龙”身
上的一块“鳞片”。老朽从小酷爱游
泳，水上的“童子功”自诩比较扎实，
但毕竟寿登耄耋，年老力衰，既失“挥
师武汉”的实力，更无“横渡长江”的
斗志，只是凭爱好提着个“瓶子”跟着
漂游队“打酱油”。怕老朽这个“酱油
客”在黄浪滚滚的河中有闪失，不小
心把“酱油瓶子”摔破了，“黄泥巴”

“齐天大圣”“草原狼”等几位“浪里白
条”，不得不一直紧紧跟随前后，当不
计报酬的忠实保镖，使老朽圆满漂游
完全程。

感念达州冬泳人的职业操守、道
德情怀，我禁不住要亮开五音不全的
公鸭嗓吆喝一声：“请为达州冬泳人
喝彩！达州雄起！”

达州冬泳人

□

刘
秀
品

雪原 （李昊天/摄）

父亲是个养蜂人

□

李
柯
漂

劝读家风

□

邱
燕

刚柔相济。南风
端坐在五月的麦芒之上
等待一场盛世的图腾
麦浪漾起隐喻
饱满的思绪，推波助澜
乡村风生水起的心事

布谷的话题
打开劳动的辞典
犁铧翻阅梦想的责任田
镰刀刈割时光的诗行
耕牛作着长长的断句
繁忙生出幸福，憧憬
还原最初起点

汗水在大地之上
衍生一而二，二而三的希望

乡思情
乡情，是游子
梦中弯弯一镰
割不断的缘
渗透内心滚烫的血脉

在梦与醒的边缘
故乡的炊烟，母亲的白发
总是乡愁中不变的风景

漂泊他乡
时间推敲思乡的情愁
相思的苞谷
日子越长越饱满

瘦了归乡心，肥了十五月

仲夏帖（外一首）
□胡巨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