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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小悠

在漯河，我最喜欢三条路，即八一
路、牛行街、李漯路，尤其到了盛夏，夏
木青青，路面皆是绿荫，行走在这三条路
上，如同沐浴在初春清爽的风里，惬意无
比，让我常常觉得这三条路是被春天圈
起，被夏天遗漏了。

八一路的绿荫

八一路上的树木高大丰腴，夏天树干
为伞柄，繁茂的绿叶在上空撑起一把巨
伞，将整条路都笼罩起来。只有有风的时
候，树叶间相互晃动有了缝隙，阳光才能
择机溜下来，在斑驳的路面投上几粒细小
的光斑，倏忽间便又不见了。

我常常是绕了路，也要在这条路上走
一走，不止为了享受它的绿荫，还有热闹
的旧街道：路旁的建筑物不高，砖红色的
墙面有风蚀过的岁月的旧痕；密密麻麻的
电线上，偶尔会停着几只黑色的燕子；树
下摆着一张木质方桌，大人们聚在一起打
牌，几个小孩子在旁边玩闹；窄小的巷
口，有一间老旧的裁缝铺，边上停着一辆
拖拉机，车斗满载一车碧绿的西瓜，老农
脸上的笑容和鲜红的瓜瓤一样甜。

在八一路上，藏着一家眼镜店，说它
藏着，是说它的招牌极小，又刚好夹在两
棵树的中间，每到盛夏，树木枝繁叶茂，
他的招牌便被挡住了。老板是一个和善的
老人，招牌被挡住他也不着急，“秋天叶
落了就又看到了嘛！”他总是这样回答每
一个善意提醒他的老顾客。他把藤椅摆在
门口，没生意的时候就躺在藤椅上，将录
音机摆在地上播一些旧曲子，手里摇着蒲
扇，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悠然惬意。

在八一路的绿荫里，很少能见到疾驰
而过的汽车，也鲜少能听到尖锐刺耳的鸣
笛声，许是浓荫匝地，让整条路的色调和

声调都不自觉低了些，人们都愿意放慢速
度，在盛夏的绿荫里做短暂的停留。每每
在此走过，我都觉得时光仿佛倒退了几十
年。树木无言，纵使行人不断，绿荫却寂
静而坦然，仿佛一切的来来往往、熙熙攘
攘都与它无关。

牛行街的法桐

说不清是不是因为河流的缘故，春天
的时候，牛行街上的法桐总是比其他地方
的早发芽，我在树下行走，当遇到的风还带
着春天的清凉时，其实已经是夏天了。

当叶子一天比一天繁盛，我抬起头，
看见蓝天下的叶子，以及树枝上铃铛一般
的小圆果，和着风一起奏响盛夏的序曲。
我认真地听着，间或在树荫深处又传来几
声蝉鸣，“蝉鸣树幽幽，屋静雨蒙蒙”，闭
上眼，我仿佛回到榕城，师大的校园里，
琴楼前的那排榕树，总是在梅雨时节有无
数小鸟婉转啼鸣。

但牛行街的法桐却很少看到鸟，即便
繁密浓郁的树荫深处极适合筑巢。我四年
前搬到牛行街去住，那时常常喜欢倚着树
干，看雨后的蓝天如同一片澄明的海，白云
层层叠叠翻涌出浪花朵朵。树干顶端有心
型的长叶，逆着光看时，像跃入这天空之海
的小鱼，我的心轻轻颤抖，感动一点点滴
落，化成泪，在眼中涟漪般圈圈蔓延。

现在，我更喜欢穿过树荫往西走，走
到河堤上，目之所及都是绿色，树木是绿
的，河水是绿的，青草是绿的，夏绿在天
地间挥毫泼墨，万物葱茏葳蕤。河畔有一
棵树许是生了病，树干弯曲如弓，我从下
面走过，如同穿过任意门。我看见绿意温
软，似乎早已洞穿岁月，所以在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时光中，依然鲜活如初。

我在石台上坐下，看碧波微微，看悠
然散步的人，看忙碌觅食的蚂蚁，偶尔会
有几只闲逸的野鸭子，从两岸茂盛的草窠

里兀自游起，身后拖起一条浅浅的水纹，
眼前的这一幕是一首诗，这野鸭子是诗中
最生动的部分，它们越游越远，于是，整
首诗也跟着活了起来。

漯李路的白杨

我不止一次写过漯李路上的白杨，尤
其到了夏天，那条路简直就是避暑胜地。

周末我骑着电动车行走在漯李路上，
清一色的笔挺的白杨树，立在道路的两
边，道路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做着最忠实的守护。盛
夏时节，它用绿荫抵御骄阳，为树下行走
的每一个行人洒下一片清凉。

我骑得很慢，有风在树梢来回游动，
在我耳际低声徘徊。我鼻翼间萦绕着田间
植物奋力拔节生长的芬芳。我用力呼吸，
树荫深处草木幽深的气味儿捎来几缕清新
温柔的眷恋，一瞬间就陶醉了我。于是我
看见，风故意吹落几片青叶，飘在地上覆
盖了几朵小野花。风过叶摇，打碎了一地
光影。

树荫深处有很多鸟巢，每一个鸟巢都
是鸟儿藏在树荫里的秘密，不到冬天树木
凋敝，很难被发现。在树下行走，四野明
净，鸟声啾啾，是大自然的声音，婉转而
动听。我喜欢在长满青叶的白杨下走过，
走着走着，转几个弯，就转进了少年时光
里，那时大王还是清瘦的美少年，虽然不
会写诗，却温文尔雅，他骑着白色的单
车，带我走过的，都是青春最美的风景。

有时我想，或许我的前世就是一棵
树，因为贪恋了一点凡尘烟火，才有了今
生这番红尘游历。如果有来生，我愿意化
身八一路上的绿荫，或者牛行街里的法
桐，抑或漯李路上的白杨，一半在土里安
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
半沐浴阳光，最后，等你经过，许你一段
最美的风景。

夏木阴阴正可人

□雷旭峰

沙河从城市中穿过，河岸由城外的荒
野、恣意变得规整有序起来。河坡用水泥
砌了，看不见河水裹挟而来的沙子；河
堤，修剪过的垂柳枝叶曼曼，各类的花
草，也随人的意愿，修得有模有样。河堤
的路，石、砖或水泥铺在松软的沙土上，
干净了许多，也硬气了许多。这一切，和
不远处的几何图形的高楼倒也协调，构成
一幅现代城市图画。

城市的河边游园里，或许是游园的设
计者还存有自己儿时的记忆，在河的岸
边，在各种石条砌的路的围绕中，留下了
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沙坑。

沙坑里铺平了河沙。黄黄的，软软
的。夏天，到了傍晚，沙坑里便聚满了
孩子。每次散步路过这里，看孩子们玩
沙，成了我必修的功课。

孩子们玩起沙来忘乎所以。赤着
脚，小胳膊、小腿上沾满了沙子。小男
孩的肚皮上也黏满了沙子。小手摸把
脸，沙子被浸出的汗水黏在脸上，整个
小人儿，成了会活动、会说话的沙雕。这
些孩子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你拿手机
拍照他们，他还会给你做个鬼脸，一副得
意的样子。

玩沙的内容五花八门。有的在挖小
坑，挖好后，提个小水桶，给小沙坑灌满
水，然后盯着水慢慢洇去；有的先堆个小
沙丘，再用小指头点上一个个手印；有的
堆个人形，捡片树叶，盖在头上；有的捏
个不猫不狗的怪兽，还在这些怪物的嘴边
放块面包或饮料……孩子们旁若无人，玩
得投入、专注。一沙一物，一物一世界。
大人们无视孩子们的玩儿，大多在玩手
机。手机里的内容，对大人们来说是丰富
多彩的。而孩子们，此刻，一个小小的沙

堆，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
在沙坑边站上十分钟，看着一片片、

一堆堆的沙子，形态各异。而孩子们对自
己所制造的物件并不留恋，有的堆好后，
端详一会儿，抬脚给踢了。又重新蹲在那
里，开始了新的玩法。堆沙过程中孩子们
也会发生争执，也会有小矛盾，但不愉快
的事他们总是很快就能忘掉。

能停下来看孩子们玩沙，进入孩子们
玩沙的状态，也是一种享受和回归。那时
刻，看沙子在孩子的手里有形无形的变
化，会突然顿悟“有无一体，有既无，无
既有”。想起 《大国工匠》 里面的工匠，
一辈子专心做着一件事情，格物致知，享
受着做事的幸福。专一不移，即禅。工匠
的一生，也是禅意的人生。看孩子玩沙，
突然冒出这些念头，我知道自己还没禅
定，还没有孩子玩沙的境界！孩子们玩
沙，不想其他，只是单纯地玩沙！如果我
们能像孩子一样，一辈子保持一颗玩沙的
心，那该多好！

大人们心里有形的东西太多，舍不得
的东西太多，远不及玩沙的孩子快乐。

玩沙

□朱庆华

陈东，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村
庄

褚河水，静静地流淌在她身
旁

阳光亲吻她
新世纪的东风，催她成长

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
大多数村民步入小康
也有人挣扎在贫困线

找对“穷根”、精准扶贫。
一个个扶贫队员接受党和政

府的派遣，
带着神圣的使命，带着深厚

的情感，
褚河岸边流淌着动人的故

事

振作精神，挖出侵蚀灵魂的
那个字——“懒”

提供信息，为农闲打工创造
众多机遇

创办企业，农民自己也可以
当老板

走进每一户贫困人家
走进每一个乡亲的心田
因户施策、因人施策
体察民情，真抓实干
让渴盼的心情明媚成春天
贫困户逐年在递减
整村推进，万马战犹酣

在这片美丽的阳光河岸
将责任融入真情
让爱和信念一起翱翔
在扶贫中写出改变命运的光

辉诗篇
一座座新楼房鳞次栉比
村民们脸上写满了幸福和安

康
要建设富裕、文明、和谐、宜

居的美好家乡

褚河静静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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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随笔··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