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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怡园是潍坊一处开放的园林式
休闲公园，颇有几分江南的韵味。始建于
清嘉庆年间，初名南松园，后更名为自怡
园，光绪年间圮废。1992年，市政府按《自
怡园图》复建，成为了今天的模样。
  园中一湖，湖水宛若一块浓稠的
碧玉，深绿得仿佛沉淀了所有季节的
草木精魂，又倒映着岸上树的深影，愈
添几分幽邃。炎热的夏日，掠过湖面的
每一缕风，都能轻抚出悠闲的时光。
《楚辞·大招》中有“曼泽怡面，血气盛
只”的诗句，湖曰“曼泽湖”，大概如是。
  夏日的曼泽湖，是一个丰满而挤满
了绿色的世界。在湖的四周，绿树环合，
翠竹清幽，花草满地。一条绕湖健身的
彩色跑道上，四季里的每一个早晨，都
落满了晨练者的足迹，尤以夏季更甚。
  湖南侧的两排法桐，加入了曼泽湖
庇护者的行列，有成人一搂多粗的树
干，如盖的茂密的树冠，筑起了一段绿
色长廊，不仅夏日能遮阴，即是有小雨
的天气，那密密匝匝的树叶，也会为你
撑起一把天然的绿伞，以避风雨之袭。
  垂柳是曼泽湖的又一道风景，围
岸而植。“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
绿丝绦”是她她妩媚的春色。。到了夏日，
鹅鹅黄黄的的绿绿渐渐呈呈现现墨墨绿绿色色或或翡翡翠翠色色的的厚厚
重重质质感感，，绿绿意意盎盎然然的的枝枝条条，，如如同同一一帘帘帘帘

瀑布自然垂落，而婀娜飘逸的姿态，让
你感觉她是一位优雅的女子。波光粼
粼，柳影婆娑，仿佛置身梦幻仙境。柳
枝摇曳成诗，宛如流动的绿色乐章。柳
姿倒影成画，光影交错间仿佛能听见
自然的私语。蝉鸣，莺啼，鹂呖，倾听天
籁之音，让人心醉。
  荷，是夏日曼泽湖的明星，是当之
无愧的颜值担当。曼泽湖，是自怡园的
灵魂。而荷，却是曼泽湖的灵魂。从暮
春的“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就期
许着一场与夏相逢的浪漫。先是小荷
尖尖，如少年少女的羞见，再是花开盛
宴，莲叶接天，舞着青春的身姿，给人
以生如夏花的绚烂。若是早晨或雨天
来到曼泽湖，空气中浮动着清甜微凉
的荷香，直沁入人心脾深处。那香气，
仿佛一剂柔和的药，荡涤了肺腑里的
燥热浊气，使人爽心悦怡。
  一湖的荷，在起伏的碧绿中，有时
宛若仙子凌波，有时亭亭静立，自有一
种灵动的妩媚。湖面之上，阳光被揉碎
了，浮金点点，跳跃不定。蜻蜓时而点
水，时而“钉”在荷箭上，恍如一个凝滞
的标点，突然又急急飞走了。偶尔有鱼
儿甩尾，尾鳍搅动水面，倏忽间便只剩
下一圈圈涟漪，缓缓地荡开去。几只水
鸭游来游去，平添了几分闲适。无论是

早晨，还是薄暮，曼泽湖都展现着它的
自然时序之美。
  自怡园中的建筑，颇有些徽派的元
素，青筠别馆、绛雪居、湖山真意亭等依
湖或绕湖而建，有近百副楹联挂于其
中。从此，曼泽湖不再是单一的荷的天
地，湖光水色的美景，篆刻在一副副副副的
楹联中，汇成一场楹联的饕餮盛宴。
  湖光竹影里的“青筠别馆”，一座
粉墙黛瓦的徽韵风格的建筑，以荷为
邻，以水为镜，成为曼泽湖中独特的一
景。馆内时常有京剧票友的相聚，那京
韵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给炎热夏日
一抹静心的清凉。京剧唱腔婉转回肠，
搭配京胡、月琴等传统乐器，带来了
“弦音绕湖”的沉浸感。
  蜿蜒在湖畔的石磨小径，静静躺
在树木花草的怀里。那一块块石磨的
造型，一道道石纹，恰如荷花叶脉千年
的沉淀，像极了岁月遗留的年轮、农耕
千年的烟火，弥漫在湖水的烟波里。一
墙之隔的西园街市场上，不时传来小
米煎饼、石磨小豆腐的叫卖声，那是脚
下已做了小径的石磨另一半生命的延
续。有的石磨，成了湖岸的风景；有的
石磨，还离不开生活的烟火。一半烟
火，一半诗意，在这里交响。
  湖岸曲折，奇石错落。最亮眼的要

数这石上的朱印篆刻。它汇集了先秦
古玺、秦汉魏晋隋唐宋元印章和明清
近代中日韩篆刻名家精品印章120余
方，篆刻艺术凝于石上，尽显“方寸之
间，气象万千”之美，为“金石之都”的
潍坊，增添了一抹文韵新气象。
  漫步夏日的曼泽湖，蝉鸣起于岸边
林间，时高时低，连绵不断，织成一张无
形的声音之网，笼罩了整个曼泽湖的空
间。黄鹂、柳莺小巧玲珑的身姿、华美的
羽毛在枝叶间闪烁，清脆婉转悦耳的歌
声，在耳畔萦绕，好一幅“阴阴夏木啭黄
鹂”的美妙画卷。夏荷摇曳曼妙，亭台楼
阁廊榭有楹联相缀，嶙峋怪石有朱印拱
围，四周有草木葱茏。在这样的天地里
行走，景色温婉秀丽，鸟鸣清脆悦耳，已
是让人心悦神怡，而其蕴含的传统文化
底色，更令人流连忘返。
  自怡园是一座疏朗、悠闲、明亮、
美丽的公园，曼泽湖主宰了整个夏季
的时光。曼泽湖之夏，以一片深沉的碧
绿，将喧嚣尽数吸纳，再轻轻吐纳出清
凉。它用浮光、荷香、蝉声、、鸟鸣，交织
成一片令人沉醉的剪影。
  夏日的早晨，居住在曼泽湖附近
的人们不再懒惰，与太阳一起苏醒，犹
然成为沐浴在曼泽湖风光里的宠儿，
陶醉在曼泽湖的夏韵里。

夏夏韵韵沉沉醉醉在在曼曼泽泽湖湖
◎◎赵赵公公友友

  这几日连续有雨，雨水时来时收，太阳时隐
时现。
  孩子多半喜欢下雨，因为转雨伞和踩水坑都很好
玩。文艺少年喜欢下雨，因为雨天很适合强说愁。小说
和影视里常用暴雨来营造气氛，加强情感冲突。我也
喜欢下雨，尤其是在旷日持久的春旱之后，在连续多
日的暑热之后，在日甚一日的秋燥之后，一场痛快淋
漓的倾盆大雨，那是自然的恩赐，是珍贵的甘霖。而且
如果是盛夏，往往雨脚一收，太阳随后便出来了，一
道美丽的彩虹挂在晴朗的天边，有时甚至是两道彩
虹。此时，天宇明净，空气凉润，植物鲜亮，鸟啼清脆，
氧气充足到使人沉醉，真是难以尽述其好处。
  我曾多次夏日途中遇雨，因为夏雨不冷，所以不
急也不恼，反而欢喜得很。大学时，暑假里逛街回来，
刚走到校门口，赶上一阵急雨，瓢泼似的，撒豆似的。
这样的急雨，急到太阳一时还没来得及躲进云层里，
依然洒下光辉；这样的阵仗，亿万雨箭齐发，铺天盖地
而来。没带伞，跑到最近的宣传窗下避雨，耳畔劲风携
雨横吹，头顶雨珠穿林打叶，树枝上也坠落下串串雨
链，根本避无可避，很快，衣裙头发全湿了，路面上雨
水汩汩奔流，积水处能淹没脚脖子。宿舍就在百米之
外，却因层层叠叠的雨幕阻隔，仿佛海市蜃楼，遥不
可及。站了一会儿，我突然心生豪情，决定不避雨了，
虽没有竹杖芒鞋，也没有蓑衣斗笠，又何妨学着苏东
坡“吟啸且徐行”“烟雨任平生”呢？于是，我就这么头
顶毫无遮蔽地走进漫天大雨里去了，走进宿舍楼前
雨水汤汤的广场里去了。我一点也没有加快脚步，全
不顾自己早已成了落汤鸡，闲庭信步似的，低头欣赏
着雨珠溅起的大朵水晕，我喜欢它们如同一朵朵稍
纵即逝的牡丹花，前赴后继，挨挨挤挤。我心里为自
己难得的放任而窃喜，那种快活感几乎要冲破喉咙，
几乎忍不住也要“吟啸”一番。
  还有一次是带着孩子被困车中，我们索性就在
车里安心赏雨。暴雨如注，雨点像密集的子弹敲打在
车窗上，雨线似湍流的瀑布“哗哗”流淌，雨声在钢铁
密闭空间里被无限放大，满世界激越共鸣。两个孩子
的兴奋也无限放大，一边听雨一边欢呼，一边在被水
汽渐渐模糊了的车窗上用手指头画画。多么浪漫，多
么有趣。
  夏天多暴雨、骤雨、雷雨、及时雨，宜竹林听雨，
芭蕉听雨，荷塘听雨，瓦檐听雨；宜麦地听雨，农舍听
雨，江边听雨，旷野听雨。雨有时是润物细无声的，有
时是“沙沙沙”轻吟的，有时是“哗啦啦”欢唱的；也通
常伴着刺破苍穹的耀眼闪电而来，伴着震天动地的
滚雷鼓点而来，伴着金戈铁马的奔腾气势而来。
  看，又是一场夏雨，排山倒海而来，跨峰越岭而
来，横扫草木而来。听雨，赏雨，读雨，伴着雨声雨景
雨词写雨，不亦乐乎？

  夏天是从声音里醒来的。
  先是零星的几声，像谁不小心
碰落了树梢的露珠。接着，叫声便密
了，此起彼落，终于连成一片，沸起
来——— 是蝉。它们藏在油绿的叶子
背面，藏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空气
里，一声接一声，不知疲倦地喊。这
声音不是唱，是蒸腾。像地底的热气
找到了出口，一股脑儿往上涌，把整
个季节都蒸得暖烘烘、亮晃晃。天地
间，便成了一个大林子，被这声音灌
满了。
  阳光，就在这声音的河流里淌
下来。不再是整块整块的，而是被头
顶密密的绿叶子，筛啊筛。筛成了细
碎的光斑，筛成了跳动的金粒子，筛
成了在林间小路上、在青石板上、在
小孩汗湿的脖颈上打滚的光点。它
们那么轻，带着叶子滤过的温度，飘
飘忽忽地落。落在老墙斑驳的影子
上，那影子便暖了一小块；落在溪边
厚厚的青苔上，苔藓像吸饱了光，懒
洋洋地绿着；落在一个仰着脸的孩
子的睫毛上，他眨眨眼，那点暖意便
滑进了笑声里，转眼又被满耳的蝉
声盖住了。
  这光斑跳跃的地方，就是筛过
的大自然。它滤掉了暑气的蛮横，只
剩下光与影的游戏，清凉在影子里
悄悄招手。
  气温，是低着头的。它不张扬，
贴着地皮，悄悄蹭过脚踝，缠绕着裤
腿，漫上来。从一片浓阴走到一小块
阳光直射的空地，那突然裹上身的
暖，不烫人，倒像是一个沉默的招
呼。那么熟悉，就像大清早推开院

门，撞见隔壁阿婆挎着篮子去买菜，
她对你点点头，眼角弯了弯，轻轻一
声：“早啊。”
  就是这样一个照面。短得来不
及回应，却像一粒小小的、温热的种
子，掉进心里，悄悄发了芽。那被蝉
声搅得有点毛躁的心绪，一下子就
被抚平了。一种小小的、安静的欢
喜，就这么从心底冒出来，像藤蔓上
悄悄探头的嫩芽。它不吵闹，就是一
股子沉静的暖意，让你觉得这世界
待你挺好。这欢喜，竟能甜丝丝地绕
上一整天。后来太阳再晒，汗流得再
多，或者遇上点小烦忧，只要想起那
个清晨的点头和弯弯的眼角，心里
头那块小小的暖地，就还在。
  蝉声和光影，像一把钥匙，“咔
哒”一声，轻轻拧开了记忆的门。
  也是一个被蝉声泡透的午后
吧？只记得那一幕，像刚洗过一样干
净明亮。是“你”。也许是穿着花布裙
的小丫头，也许是刚在泥地里打过
滚的野小子。不知为了什么，“你”忽
然回过头来。阳光斜斜地照着“你”
的脸颊，睫毛像小刷子。然后，“你”
笑了。
  那笑不是准备好的，带着点被
突然发现的羞，嘴角先是一抿，接
着，像一朵小花在风里抖了抖花瓣，
倏地绽开了。干干净净，像被露水洗
过，牙齿也许还豁着一颗，可那光，
亮得能照亮一片树阴。那笑容里，有
刚掐的狗尾巴草，有井水里冰过的
黄瓜的清甜，有光脚丫踩在晒烫的
石板路上“滋啦”一声的痛快。
  那一笑，轻轻的，像一片羽毛，

无声地飘落。它没有掉在地上，却稳
稳地，落进了我那时敞着的、大大的
衣兜里。
  那是个口袋能装下整个夏天的
年纪。天蓝得像刚染的布，烦恼像蜻
蜓点水，快乐却像蝉鸣一样响得理
直气壮。衣兜里，鼓鼓囊囊塞着几颗
圆溜溜的小石子，一块舍不得吃的
糖，一只刚捡到的、金灿灿的蝉蜕。
而“你”那回头的、带着点羞又亮闪
闪的一笑，就成了这衣兜里最宝贝
的糖。它没有形状，却又沉甸甸的，
压住了时光的衣角。
  后来，每当蝉声又起，光斑又在
林间蹦跳，那份熟悉的欢喜又悄悄
爬上心头时，我的手总会不自觉地，
往记忆的衣兜里掏一掏。指尖仿佛
还能触到那笑容的边儿，温温的，带
着点阳光晒过棉布的香，带着点青
草汁儿的味儿。它就那么安静地躺
着，像一粒小小的、不会融化的糖，
标记着那个被蝉鸣、阳光和无邪染
透的、金灿灿的夏天。
  蝉声点点，是夏天打在时间河
面上的水漂。它年复一年地响着，提
醒我们，总有些东西，像衣兜里藏着
的那颗糖，没有被热风吹化，没有被
尘土掩埋。它们只是沉下去，在心底
最软和的地方，变成一小片永远晒
不干的阳光。当蝉声再次灌满耳朵，
我们就能顺着这声音往回走，捞出
那个亮闪闪的年头，让那点无邪的
光，暖一暖此刻或许沾了灰尘的
脚背。
  蝉声还在，光点还在蹦跳。衣兜
里的糖，也还在。

炎夏喜雨
◎易玲

蝉蝉 声声 点点 点点
◎◎福福堂堂

一头牛的夏日浪漫

◎钟读花

  夏天，农活很少，对于一头牛来说，主要是养膘，
为即将到来的秋忙养精蓄锐。马上到来的秋天，一头
牛，要秋收，要秋种。忙得不暇饱腹，累得疲惫不堪。
  因之，对于一头牛来说，夏天，是最悠闲自在的
时候。甚至于，可以悠闲出一份浪漫和诗意。
  夏天，孩童们放暑假了，于是，牧牛的事，就属于
他们的了。出坡，不能太早，太早了草上有露水，牛是
不喜欢吃露水草的。必得早饭后，太阳已经高高升
起，牛到田野，露水也大多干了。草露晞，方好。新露
后的青草，嫩、滑、鲜、香，牛吃得欢。
  出坡的过程，最美。通常是，人在前，牛在后。孩童
用一条缰绳，牵着牛走。人姗姗，牛缓缓，都不急，尤其
是一头牛，身后没有皮鞭驱赶着，慢悠悠的性情得到了
肆意的表达。那份慢悠悠的情状，让人想到慢转的时
光，想到天长日久的好日子。所以说，慢，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一种美。出了村庄，孩童便会将缰绳缠绕在牛脖子
上，放任一头牛自由行走。这时，大多牛在前，人在后，
在后的孩童手中持一根树枝，象征性地抽打着。
  牛角或者牛脖上，会挂一只书包，书包里装着几
本揉得不成样子的书。书包挂着，随着牛头的摆动而
不停晃动，但总也掉不下来。晃晃悠悠的，在地面投
下摇摆不定的影子，有点皮影戏的情味。
  多年之后，知道白石老人小时候，亦是牛角挂书
包，于是，就觉得乡村孩童的行为，很是有了一份文
化的情味，是农耕文化的细节表现。
  夏日，草木茂盛。来到田野，一头牛很容易就找
到一块丰草地。于是，啃草。
  牛啃草，大有情趣。它不会左右观望。一头牛，一
旦开始啃草，就只顾啃草，垂首、凝神，一直前行，直
到草地的尽头，然后，再另啃一趟。所以，你会发现，
一块草地，一旦被一头牛啃食过，就会留下一道道草
沟，那些草沟，泛出涩涩的青草味。
  有牛的地方，就一定有牛虻。牛虻专门附着在牛
身上吸取牛的血液。不仅有牛虻，草地上还有一种淡
黄色的蝴蝶，有时会栖落在牛角上，仿佛牛角上开出
了一朵金黄色的花——— 很美，美在一点黄。
  牛啃草的时候，孩童会找一块阴凉地，念几页
书，或者满地寻觅，捕捉蚱蜢。捕捉到的蚱蜢，用草棒
串起插在自己的斗笠上。有时，孩童也会走近啃草的
牛，帮助拍打牛虻。这时候，你会发现拍打牛虻的孩
童，眼光中透着丝丝的爱怜之意，而牛的眼睛，则露
出一种很享受的温柔。
  牧牛，大多是一整天。这时，就需带上午饭。午饭
通常是一块饼子、几根咸菜条。晌午，牛大多也已吃
饱了，孩童就将牛牵到一块小树林中休息。
  孩童吃过饭，藉草而睡，孩童是真睡，或许会黑
甜一觉；一头牛，也在睡，但却是假寐，它卧在那儿，
眯着眼，不停地反刍，稍有惊动，便会睁大眼睛，“哞
哞哞”地叫几声，以宣示它机警的存在。此时，你若站
在旁边，认真观察一头牛，就会发现：牛的皮毛，异常
顺滑；牛膘厚实、饱满，洋溢着一种坚实、倔强的力量
之美。这，就是“养膘”的结果。
  卧着的牛，很安静，是一幅“卧牛图”。
  黄昏，夕阳西斜，牧牛回归。这时，必定是牛在
前，人在后，人与牛共同拉下一道长长的影子，绘出
一幅生动的“牧归剪影图”。
  感觉，这幅剪影图，就是从《诗经》中走出来
的———“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在在那那悠悠长长而而炽炽热热的的夏夏日日，，蝉蝉，，这这小小小小的的生生
灵灵，，总总是是以以最最质质朴朴也也最最响响亮亮的的方方式式，，陪陪伴伴着着我我
们童年的每一个清晨、午后和夜晚。可以说，
乡村的夏天之所以更像夏天，就与那些声声
不息的众多蝉有关。
  蝉的俗名知了，它承载了许多人童年的
美好回忆。小时候，每当夏至过后，孩子们突然
忙碌了起来。傍晚时分，或提一盏马提灯，或拿
一个手电筒，捎上铁铲之类，约上几个小伙伴，
捉知了猴去。太阳落山之时，知了猴一般还没
有钻出地表，如果发现一个刚刚戳破的小孔，
就要小心地抠一下，因为这多是知了猴破土
而出的迹象。当知了猴发现了你这位不速之
客，往往会迅速坠到洞底，这时就需要你用铁
铲在边上挖掘了。当照明工具亮起来，知了猴
大多已经出洞了，假如看到一个小洞圆且深，
十有八九是知了猴的“老巢”，这时你的搜寻范
围就该是附近地面及杂草树木了。钻出洞的
知了猴会选中一处杂草或树木，慢慢爬到自
认为合适的位置，开始它美丽的蜕变。

  当知了猴背部出现一条黑色的裂缝时，蜕
皮的过程就开始了。它前腿呈勾状，紧紧抓住
树木或枝叶，慢慢地，先是头部从壳中分离，然
后是前腿，当上半身获得自由之后，它会做一
个惊险的倒挂动作，这时它的双翼顺势展开。
当知了完全从空壳中脱离的时候，其身体是嫩
绿色的，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脱胎换骨，新生的
知了精神抖擞地抓牢了空壳子，垂直面对树
身，这有利于双翼的伸展和变硬，然后，知了就
有了足够的资本开始飞翔和嘹亮生命了。
  知了声声，带来欢乐无限。有人说，蝉鸣
是富有穿透力的。雄蝉腹部两侧有专门的发
声器官，靠振动鼓膜发出响亮的声音。闷热的
午后，或是雨后的黄昏，某一只雄蝉敞开嗓门
开始“领唱”，立刻便有无数雄蝉遥相呼应。它
们绝不会患得患失，它们的歌唱专注而投入，
珍惜当下，誓将每一个日子唱圆、唱满，这风
格，倒是像极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空对月”的诗仙了。

  而树底下，不惧炎热的孩子们两人一组，
加入了粘知了的行列。拿一根长长的竹竿，顶
端裹上一团面筋，悄悄地靠近叫得正欢的知
了。知了正隐于绿叶之间引吭高歌，怡然自
乐，丝毫意识不到危险在逼近，等面筋碰触到
它的翅膀时，已是在劫难逃了，越挣扎，粘得
越牢。放下竹竿，另一搭档赶紧上前，捉住知
了放进早已备好的瓶子里。更多时候，孩子们
还会捎一个塑料袋，专拣“知了壳”，据说它

是一种中药材，积少成多，拿到药
店换回一些零花钱，这样
等卖冰棍儿的大叔到来
时，就不用眼巴巴地看着
流口水了。

知知了了声声声声

◎◎崔崔炳炳信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