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香子

晒书遇雨

□ 姜清水

薅恼缠绵。书稿成山。
情倾注、忘却何年。

闭门谢客，典籍重翻。
爱弄圭璋，追求雅，慕先贤。

浓云稠密，晴天难遇，
晒台风、与雨相欢。

笔残琴断，垂暮茅椽。
见湖中月，花边镜，亦心安。

七律

梦

□ 李连庆

丹魂紫气动心愁，
入梦天穹望月舟。
美酒三杯多事忘，
佳人一笑百花羞。
松涛飞雪云中渡，
赤日苍山画里游。
跌宕江湖真任性，
红尘短暂莫思忧。

大暑

□ 兴扬

紫气飞盈遍地黄，
蒸风缕缕吐骄阳。
荷花争艳招蝶舞，
柳絮飘空惹燕翔。
秧碧苞含披玉露，
果红枝满洒馨香。
深潭映影多霞彩，
赤色山容流韵长。

中央公园雨后一瞥

□ 王楼

蒙蒙夜雨沐芳丛，
晴日公园绿粉红。
月季含情迎客笑，
黄莺惬意向空鸣。
田田荷叶珍珠滚，
郁郁白杨稚燕腾。
对弈苍翁睁大眼，
垂纶老叟曲轻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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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诗
话 栏目主持栏目主持：：庄生庄生

□ 姚绍

“太阳出来红满天，光芒四射照首
山。八月七日传喜讯，毛主席视察来襄
县。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唱颂歌心里
甜……”似水流年，倏忽之间，半个世纪
已经过去。当年，这首旋律欢快、热情
洋溢，唱起来让人感到自豪与幸福的歌
曲，常萦绕在人们心头，让人无法忘记。

1968 年 8 月 7 日前夕，县里要举办
纪念毛主席视察襄城县 10 周年庆典活
动，要求每个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到县里进行汇报演出。当时，初中
毕业不久的我参加了宣传队。公社抽
调了一名音乐教师，把我们 20 几个年
轻人组织在一起排练汇报演出。

老师一遍一遍地教我们唱《社员都
是向阳花》《毛主席来到俺村庄》《在北
京的金山上》等歌曲，要求我们独唱、合
唱、二部轮唱，唱累了休息，休息后继续
唱。其中这首《八七颂歌》就牢牢地镌
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当唱起“太阳出
来红满天，光芒四射照首山”时，我就会
回想起 1958 年 8 月 7 日，毛主席视察我
们村子时的情景，心里充满了幸福与自
豪。

当年，我在郝庄小学上三年级。吃

完早饭，学校里的孩子大多在校园里玩
耍，忽然有人高喊：“毛主席来了！欢迎
毛主席去！”

随着喊声，同学们一窝蜂似的向学
校外边跑去。我刚跑出学校大门，就听
到了学校的预备铃声响了。后边的学
生有人在喊：“上课了，谁迟到老师不让
进教室！”学生们最怕的就是老师，所以
我跟随后边的学生返回了学校。没有
见到毛主席，成为我长大后一件无法弥
补的憾事。后来，听同学们说，他们跑
到谷子地的东头，毛主席和随从人员在
谷子地的西头，大家远远地看见了毛主
席高大伟岸的身影。

其实，从学校到毛主席视察的谷子
地不足 500 米。郝庄村的西寨门紧邻
许南公路，毛主席视察的谷子地及烟田
就在村子与公路之间。

后来，我在新闻图片上看到了毛主
席在十里铺公社后梁庄大队，与一群孩
子亲切的合影，心中由衷地为他们感到
高兴。尤其是看到毛主席亲切地抚摸
着李深义的头，和蔼可亲的与孩子们交
谈时，羡慕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多么幸
福啊！当看到毛主席与两手沾满泥巴
的烤烟技术员梁运祥握手时，不禁令人
感慨，一双指点江山为伟大祖国掌舵的

巨手与一位农民的手握在一起，这是多
么亲民爱民的深情厚谊啊！

我记得，当时一个又瘦又矮，名字
叫郝林的中年男子常常对社员们说：

“你们谁也不如我，大队干部也不行！”
人们惊愕之时，他话锋一转：“我与毛主
席握过手！”那种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郝林是郝庄大队第二生产队的饲养员，
那天早上，他在谷子地里割青草，毛主
席走出谷子地时正好与他相遇，毛主席
与他握手的同时，还简短地询问了队里
的生产情况。

我虽然没有见到毛主席，没能与他
老人家握手，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的珍
藏在了我的心里。

我的脑海里经常会出现一些美好
的画面：一位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身
材伟岸，面带笑容的伟人，徜徉在我们
村碧绿的烟田里。烟叶上的露珠在朝
阳的照射下闪闪发亮。他站在我们村
的谷子地里，指着那如狼尾巴一样金黄
色的谷穗，兴趣盎然地对随从人员说：

“来，咱们在这里照个相，叫北京人民也
看看这里的庄稼！”

现如今回想起来，就算老师一个星
期不让进教室，我也要见一见毛主席，
因为他爱人民，我们更爱戴他！

□ 周国利

逛超市，转菜市，遇到处理的瓜果，
我总爱挑挑拣拣买一些歪瓜裂枣，为
此，没少受妻子、女儿的责怪。其实，不
是为省几个钱，而是另有缘由，这与我
从小在农场长大，对各种瓜果有太多的
接触和了解，深知歪瓜裂枣的美味。

我在太行山下的一个农场出生，农
场里除了几千亩农田外，还有几处果园
和瓜田，种有苹果、梨、桃、葡萄、杏、柿
子、核桃和西瓜、甜瓜等瓜果。其中，最
大的苹果园占地一百多亩。初夏，有桃
子、黄杏、西瓜，一到秋天，红扑扑的苹
果挂满枝头、满园飘香，红彤彤的柿子
如红灯笼一般喜庆。

我们这群在果园里成长的农家孩
子可以说是从小吃到大，所以什么样的
瓜果最甜美、可口，我们心里最有数。
其实，与常人的想法相反，品相好的瓜
果不一定甜香，往往那些所谓的歪瓜裂
枣却是独占鳌头的美味。

比如，有虫蛀的、鸟啄的、果皮有裂
纹的苹果、柿子、桃子，味道不禁独特，
而且甜美，形状歪扭的甜瓜更是如此。
想想便知，连田野里有灵性的小鸟、虫

子都喜欢抢先下口的果实味道能差？
瓜果成熟的季节，我们心里都有自

己的盘算：专挑歪瓜裂枣享用。采摘水
果，城里的孩子喜欢挑又红又大的啃，
乡下的孩子只瞅被鸟啄过的啃，嘴叼的
很。收获的瓜果，农民把又圆、又大、又
好看的包装好了卖，把歪瓜裂枣留下来
自己吃，心里一点儿都不觉得亏。

一年秋天，表哥从城里来我家玩，
正赶上苹果园采摘，我带着他一起去体
验摘苹果的乐趣。进入园子，首先要一
饱口福，然后才开始采摘、过称、登记。
表哥两眼放光，直奔挂有最红、最大、最
吸引眼球的苹果树爬，我和小伙伴却在
园子里精挑细选，专找不起眼，被鸟啄
过或果皮开裂的苹果大快朵颐。他看
后大惑不解，拿过我们手里的歪瓜裂枣
尝了尝，竟然比外形漂亮的苹果好吃不
知多少倍！

在收获的季节，那些明显有疤痕、
腐烂一点的瓜果，我们是舍不得让其遗
留在树上、烂在地里的，都一一的摘捡
回来，制作成果干。

深秋的黎明天蒙蒙亮，一大群孩子
就爬起床，懵懵懂懂地拿着麻袋，提着
竹篮，跑到已经摘完苹果的果园里，一

人分两行苹果树，向前仔细搜索。每一
株果树的枝条都扒拉开看一看，越是枝
条茂密的隐蔽处越可能遗漏苹果。孩
子们睁大眼睛一步一步地搜索，任何一
个小苹果、烂苹果都不放过，拾进篮子，
丢进麻袋。

傍晚，我们到小河边清洗白天捡到
的苹果。泥土洗净，露出红皮，挖掉烂
疤，显出白生生的果肉。把清洗干净的
苹果切成片儿，摊在竹席上。夜深了，
家家户户灯光通明，满屋满院都是苹果
的浓香，带着发酵的酸甜气味。

苹果片铺在房顶上，上面罩一层纱
布，直到被太阳晒透变成咖啡色。这时
候收下来，放嘴里嚼嚼，苹果干没了汁
水，却十分筋道，散发着浓浓的香甜。
我们将其装起来慢慢品尝，可以吃一个
冬天。

在我们眼里，果园里的果实不是用
来看的、欣赏的，美味才是硬道理，丑陋
的外表下隐藏着格外的香甜和价值，一
点儿都不逊色那些鲜瓜美果。

瓜果尚且如此，对待社会万物，我
们也要抱着这样的理念：不要轻视、轻
易判断一人一物，他们内在的、真正的
品质和价值才最值得我们尊重的。

歪瓜裂枣的偏爱

太阳出来红满天

坝上夏日
签约摄影师 李保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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