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草甸上一片蛙鸣，微微的风隐藏于夜色中，悄悄流淌在细细的
草尖上。我和叔叔爬上前面高高的大堤，闪着亮光的松花江便流入
心底。仰头看，一轮满月清辉四溢，近得仿佛伸手可掬。躺卧在大堤
上，身下的泥土仍残留着日间的温暖，听涛声入耳，感明月入怀，一时
疲劳尽去。

多年以后辗转于陌生城市之中，这个情景曾几度入梦。那时正
处于艰难的境遇里，仿佛所有的失意、挫折、打击都约好般接踵而至，
白天奔波劳碌，夜里伤神难眠。梦想被现实一点点地扯碎，抑或我正
行走在通往梦想最坎坷的路段，所有的美好都渐次离去，只有短短的
梦里，那些无忧的时光才会偶尔闪现。

很深的一个夜里，和叔叔在网上聊天，说起诸多不如意。其实叔
叔这二十多年中也是事事不顺，五十多岁仍在经风沐雨。我的遭遇
并未引起叔叔的共鸣，他似乎信心百倍，又似乎云淡风轻，总之没有
想象中的伤怀失落。或
许他年龄比我大，一切都
能看得开。闲谈中回忆
起曾经在甸子上打草时，
那流水，那明月，那长风，
却如隔世般遥远。叔叔
说：“月亮又不只在那草
甸上，你去阳台上看吧！”

来到破旧的有着矮
矮护栏的阳台上，月在中
天，依然澄澈，就那么高
高悬照。这些年，很少有
举头望月的时刻，也丧失
了那份心情，此刻城市的
万家灯火消隐，红尘的烦
琐无痕，仿佛仍身在大堤
之上。月亮一直没有变，
变的是我的心境。

忽然想起，有一年在一个山区的小镇里认识了一个老大哥，他在
山上建了个小木屋，就住在那里。我很吃惊，问他一个人晚上住在那
里不怕？他很疑惑，我说，晚上不会有什么山精树怪？就算没有，这
荒山野岭的，无近邻远亲的，想起来也是很吓人。他哈哈大笑，非要
拉着我感受一晚。想来有人陪伴，胆子也大起来，居然和他在山上住
了一晚。听着外面风过山林，总觉得像是有什么在靠近，那些看过的
恐怖情节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便带我来到木屋之外，月光如水，好像
一下子害怕的情绪全没了。此时月已偏西，高高的暗蓝天空上，有几
颗特别亮的星。一种和遥远的当年相似的情景，只是那个时候，心里
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怎么年龄越大，越是胆小？仔细回想，身处黑
暗的小木屋中，便幻象丛生，而有月临头，忽尘凡顿洗。原来我一直
将自己困囿在城市的牢笼之中，原来我的心一直黯黯，看不到月光，
也看不到夜空，才会生起那么多恐惧的心思。

回到屋里，看到叔叔发来的一张照片，黑白的，是二十多年前我
和他在大草甸上的合影。照片中的背景是悠远的天空，一时心若破
空而飞。周围仍是都市的繁华与冷漠，忽然就闲适无比，高高的天和
朗朗的月一直都在，不管走出千万里，它们都与我相邻，不离不弃，只
要我抬头，就能融入那一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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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凉夜好，清风吹满怀。时方爱
露生，鸣镝一声来。”夏夜乘凉，正感惬意
之时，忽遭恶蚊袭击，如同响箭射来，心
中顿生恨意，但又无可奈何。

其实，蚊子不光咬人，传播疾病，令
人厌烦，它还有些“特殊”用处——

影响军事。唐明皇派杨国忠带兵征
伐云南，时逢夏季，北兵被蚊子叮咬患了
疟疾，死去一万多人，只得不战而败归。
无独有偶，清末郑孝胥屯兵广西龙川，官
兵被蚊咬，得了疟疾，溃不成军而解散。
可见，夏季出兵，不光要防备敌人，还要
防备蚊患！

“咬”掉公职。这事发生在宋代，范
仲淹任江苏秦州西溪盐官时，盛夏蚊旺
季节，他的吏员受不了蚊咬，宁愿辞职也
不肯下去执勤。范仲淹亲自去体验，深
为蚊咬所苦。于是，写下了《蚊》：“饱去
樱桃重，饥来析絮轻；但愿离此去，不要
问前程。”侧面写出了蚊子的猖狂。

“有钱”象征。唐伯虎为某土豪写对
联：“生意如春意，财源似水源。”此联用
语文雅，对仗工整，是很好的一副生意
联。但该土豪认为没突出自己“有钱”，
就让唐伯虎重写。于是，唐伯虎大笔一
挥：“门前生意，好似夏日蚊虫，队进队
出；柜里铜钱，犹如冬天虱子，越捉越
多。”借“蚊子虱子”说事，不仅用语粗俗，
且语带讥讽，将此土豪市侩般的庸俗和
贪婪，刻画得淋漓尽致。

拿“蚊”取乐。清代文人沈复在《闲
情记趣》中写道：“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
烟，使之冲天而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拿
蚊子在素帐中模拟白鹤腾云景象，充满
了童真童趣，体味生活中的物外之趣，也
足见作者是真有情趣的人。

借蚊“反腐”。清代道光年间浙江名
士单斗南写的《咏蚊诗》：“性命博膏血，
人间尔最愚。嗜肤凭利喙，反掌陨微
躯。”被人誉为是一首借题发挥，鞭挞贪
腐现象的“反腐”诗。

“名贱身且轻，遇炎凉，起爱憎，尖尖
小口如锋刃……”夏日炎炎，蚊子肆虐，
拿“蚊子”说事，不亦乐乎？

●孟祥海

拿“蚊子”说事

我老家属于山区，无数条清凉的小
溪水顺着山脚蜿蜒流出，汇成一条河，
这就是我们当地有名的熊河。

小时候，粮食经常不够吃。俗话
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里的鱼虾
就成了我们的“辅粮”。夏天的傍晚，当
夕阳褪去红妆，星星点亮黑夜时，家乡
的男人们就叼着烟，背着渔网鱼篓出发
了。

静谧的河上，凉风习习，不知名的
虫虫蛐蛐进行着一场原生态音乐大合
唱，一遍又一遍，似乎永不知疲倦。

河岸上，大家走路轻手轻脚，各自
寻找最佳下网位置。不一会儿，河东河
西、河南河北都有了星星烟火。

据大人们讲，鱼是有耳朵的，声音
会惊动它们。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会
游进深水域，这样渔网就奈何不了它
们，所以下网要尽量小声。下完网，男
人们并不急着上岸。为了让鱼儿进网，
此时需要手脚并用，故意把水“闹腾”得
哗哗作响。我和几个小伙伴则站在河
边拍着小手，一下一下地配合着河里此
起彼伏的击水声。

月光皎洁。灵动的波光也随着我
们一起跳跃。远处闪现了一两点渔火，
家乡的河盛产各种淡水鱼，想必是其他
村捕鱼的村民。等渔网再次被男人们
拎到手里时，已经是只见鱼儿不见网
了。

走上岸，男人们把挂满鱼儿的渔网
小心地放进鱼篓，然后自豪地向我们招
呼着：“回家喽！”

“家乡好，家乡好，家乡的鱼儿，我
们永远吃不完。”孩子们则一边唱着自
编的儿歌一边屁颠屁颠地跟随在身后，
一路欢歌。

村里家家户户的煤油灯大都还亮
着，发出温暖的光，温情得像冬日里的
暖阳。

回到家，父亲放下鱼篓，从里面掏
出鱼儿，一下子就把妈妈浑浊的眼睛照
亮。“明天又可以加餐喽！”她立刻放下
手里的针线活，去厨房拿盆端水，为清
洗鱼儿做着准备。我坐在小凳子上看
着他们忙活，鱼儿的香味就美美地蹿到
了我的心窝窝里。

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那一
幕，一股似水的柔情就会从心底一圈圈
漫溢开来，直至湿了眼眸。家乡的鱼儿
不仅饱了肚腹，也滋养了我童年的岁月。

●李爱华

夏夜渔趣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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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雨时节，在楼下的马路旁，我
时常能看到他们狼狈不堪的身影。
或是被大雨濡湿了额前的乱发，或
是衣衫单薄地站在屋檐下瑟瑟颤
抖，或是无助地立在雨帘之外的世
界，不知所措。

每到大雨倾盆之刻，小区入口
处的屋檐下，总是站满了神色黯然
的路人。他们紧贴着墙壁，努力地
向后拥挤，试图与落地四溅的雨水
保持更远的距离。路上，那些或红
或紫或花或绿的雨伞，映衬了一场
大雨的辉煌。

我站在窗口，望不清伞下的面
容，但我能想象出，在他们归家的步
履中，一定深藏了几分挣扎。那群

在屋檐下无话可
说 又 无 助

至 极
的 人

儿 里 面 ，
有许多仅是

六 七 岁 大 的 孩
子。他们背着印有动
物图案的卡通书包，睁
大了眼睛挨在一起，看
着雨帘中匆匆而来又

匆匆而去的雨伞，心中充满
了希冀。

偶然，他们会伸出手去
试探一下，看雨是否小了些，
他们好做最后的决定。是孤
注一掷向前狂奔呢？还是仍
旧 站 于 原 地 等 待 雨 后 彩
虹？他们时常会因为这样
一个有趣的问题笑骂开来，
推推搡搡地，相互在随风翻
来的碎雨中弄湿了头发。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在
雨中，他们总是洒脱无比
的。即便湿了衣，乱了发，
也仅是信手一抹，甩甩脑袋

而已。那些已过中年的男子、妇人，
相反，倒没如此洒脱。男的多半穿
了皮鞋，在狭窄的屋檐下静默不语，
若有所思地眺望远方，抽一支香
烟。女的手中多半提着一袋新买的
菜，神色肃穆地站在雨中，偶尔侧目
看看。

在瓢泼的雨中，少年永远是最
打眼的风景。他们的衬衫在风雨中
噼啪乱响，他们的头发在雨幕中连
成一团。他们在自行车上站直了身
体，张大了嘴巴，双眼微眯，呼哧呼
哧地在迷蒙中一路前行。

偶然，我会在窗前看到某个少
年在拐弯的路口重重地从车上摔
落，掉在淤积的雨水中。我的心恍
然纠结在一块儿，不知为何。在屋
檐下躲雨的孩子们咯咯笑出了声
音。年迈的老人在开敞的小卖部里
扯着嗓子喊，小伙子，骑慢点儿！

少年似乎无所谓这样的伤痛，
一个骨碌从地上爬起来，骑上车，继
续着未完的行程，瞬间消失在茫茫
大雨深处。

在雨中，所有人的等待都有着
各自的目的。他们心中或有家，或
有巷子，或有其他去处。也有这么
一种人，他们在雨中等待，只是简单
地等待天晴。他们没有家，没有去
处，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颠沛流离。
他们衣衫褴褛，面容不清。

其实，不管阳光灿烂还是阴雨
绵绵，他们都会蜷缩在屋檐下的角
落里，怯生生地看着来往的行人，日
复一日。在雨中，我们常常忽视了
这一类人的影子。有他们在雨中不
曾等待，或者，他们一直都在等待。

捏着伞，站在屋檐下，我总希望
能与缩成一团的他们靠得近些，再近
些，好让我手中的那把伞，不动声色
而又完整无缺地将他们逐一环住。

城市的车流和人群将他们抛诸
脑后。那些偶然扔出的硬币，温暖
不了他们的心。在施舍的同时，如
果我们能多一声问候，多一声平常
的叮咛，或许就会有一把无形的伞，
在轰隆隆的十字路口将他们绝望的
双眼温暖地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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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是有梦的年龄，那年，我正读高中。一天吃罢晚饭，我习
惯性地到学校的报栏看报，《一个将军和一个士兵的故事》深深地吸
引了我。

解放军战士夏光文爱学习，勤写作，善实践，在多家军报上发表
文章。转业后他被分配到一家机关上班，但他看到家乡贫困的面
貌，内心充满矛盾和斗争。最终，他决定给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汝
岱写了一封长信，立下军令状，回到家乡——四川涪陵大同乡当乡
长，若两年内当地人均收入提高不到200元，自己宁愿做一个农民。
杨汝岱看完信立即派人到夏光文原所在部队进行了解和调查，得到

部队给予夏光文高度评价和认可后，杨汝岱不拘
一格降人才，任命时年 25 岁的夏光文为大同乡
乡长。回乡后，夏光文结合本地实际，推广“塘里
养鱼，塘边栽树，树上养蚕，蚕粪喂鱼”良性经济
循环发展模式。两年后，当地农民人均收入提高
到近300元。

夏光文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我，也改变了我的
人生轨迹，我发誓将来也要当一个好乡长，造福
乡亲。那时，我还充满激情地给夏光文写了一封
信，表达自己对他的钦佩和崇拜。夏光文给我回
了信，信中他写道：茫茫人海，知音难觅。只要有
执着的追求，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留校的机会，分配到
了家乡县城的一个乡镇。在学校，我学的是食用
菌与蔬菜专业，工作的乡镇正好临近市区，于是，
我常常利用节假日骑自行车到各村进行技术指
导。晚上村民们为了我的安全，一群人护送我回
单位，那种感觉这一生回忆起来都是充实而快乐
的。

怀揣理想，无论怎样的挫折，都会让人一次
次站起来。是付出，让人找准方向；是磨砺，让人
更加坚强。

20年后，组织安排我到一个乡做乡长，梦想
成为现实。改变城乡面貌，让群众过得幸福快乐

成为我最大的追求。
这段时期，工作繁忙而且压力大。财政困难、群众诉求多、政策

与现实冲突，这些都让我感到力不从心。当我被经济发展所困时，
因一个信访苦苦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时，被禁烧工作熬得疲惫不堪
时，因顾不了家被丈夫和儿子抱怨时，我真想当一个“逃兵”，逃离这

“水深火热”的基层！可冷静想想，有多少人能幸运地站在实现自己
理想的舞台上？如果我逃避，这一生都会懊悔不已。于是，我调整
心态，重新充满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克服困难，破解难题。理想和
信念支撑着我一步步往前走，让我有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路
走起来也顺畅很多。

多年来，虽然跟着理想在走，但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取得像夏光
文那样的成就。不曾谋面的夏光文啊，你一定不知道，你的事迹20
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千里之外的一个追随者。

当下，各行各业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他们有知识，有理
想，但就整个群体来说，其中又有不少人确实存在着理想和信仰的
缺失，想有一番作为但浮躁的心始终找不到方向。如果他们能够脚
踏实地，树立人生目标，不管从事哪类职业，只要心中有理想，相信
这种光芒一定会照亮他们的内心，照亮整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