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好作品
Email:jlrbdbf2@163.com 电话：（0431）88600605

东北风
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 编辑 孙艺凌

旧光阴。那些年七夕的花朵，点亮了

幽幽的岁月。

七夕将至。爬满青苔的老宅前，萱草

像打开绿窗的深闺女子，艳色乍泄。兰姑

姑溜光的黑髻，银簪子在天光花色里一晃

一晃，像一枝召唤雨季的白茉莉。

茉莉啜饮着未干的露水，濡湿着兰姑

姑的裙角。

金银花也开了。晨曦里晃动着无数

小蜻蜓，讨喜，又娇俏，攀着悠长悠长的青

藤，灵动得像要飞上篱笆似的。

栀子花开得像乡下小妇人。热情直

白，香气太泼辣，让人躲之不及。走近，冷

不防一朵花能熏得爷爷咳嗽不止，涕泪交

流。他晃着花白的头发，哑着嗓子，摆着

手：砍去，砍去，是妖精，要不得……

萱草能入厨，茉莉能泡茶，那么，栀子

呢？一棵栀子树，是半个小村的花露水。

砍去？才不能呢！人从花畔走过，自动刷

了一层薄薄的花气与香气。多好！

兰姑姑提着青篾的小竹篮，掐黄的萱

草花，白的金银花，白的小朵的茉莉，白的

大朵的栀子花。

天空像一滴墨，悄悄洇开，欲雨未雨

的样子。

兰姑姑月白的斜襟小衫微微汗湿了。

月白凌子的裙染了几点黄的青的花渍。

爷爷在青砖灰瓦的廊檐下抽烟袋，一

匝一匝的烟圈儿像婴儿的小白手，抚摸着

他皱纹寸寸潮起的眼角眉梢，恋恋离去。

有村里的女孩走过来，臂弯里挎着小

竹篮。白的棉布小衫子，羞羞怯怯，像一

朵清新的小白花。她是来讨要兰姑姑的

栀子花的。兰姑姑的那株栀子花，在小

村，独一无二。高大，丰满，像多子多孙的

妇人，领了一屋的美丽女儿。

七夕了。那些情窦初开的小村姑，在

清晨或黄昏，来讨花。怯怯的，躲着人走，

像溜着墙根无声无息的小白猫。兰姑姑

年长她们几岁，明白女孩儿们的心思。露

珠在石阶上尚睡未醒，兰姑姑一排溜的青

篾小竹篮已装满了栀子花。白白的，大

朵，像夏天的露珠般清鲜。饱满，丰嫩，一

朵是一张唐朝美人的脸。一朵白花的香

气能涨满一间老屋。

女孩们红着脸儿陆续而来，像花朵，

先后点亮了兰姑姑的竹篱小院。蓬门柴

户，没什么好的送给那些纯净羞赧的乡下

女孩们，兰姑姑就养花罢。养又香又美的

栀子花，送给七夕约会的女孩儿。她们或

头上戴一朵，或衣襟上别一朵，或袖里拢

一朵，七夕去见心上人，多好！哪一个戴

花的女孩子不像一朵栀子花？点亮七夕

的夜晚，点亮情郎的眼睛。

萱草花披拂，掐一把，送给她们炒菜

吃。金银花、茉莉，也送一些，泡茶喝。农闲

时绣花，她们低头坐在黑檐下，大肚子小口

的空空罐头瓶子，哪舍得扔？装满温热的

水，三五朵白白的茉莉铺满杯口，淡淡的花

色与香气。喝一口，唇齿间暗香妖娆。呀！

彼时彼刻，多想做一个小白花一样的女子，

也绣花也读书，不浓烈，不野气。一抬头，看

见灰羽兰喙的大鸟在檐翅上踱步，怡然，从

容，如履平地。那是它的一檐江山。它目标

笃定，没有绣花女孩的幽香心思与风情。

兰姑姑在七夕前夕就准备好了几篮

栀子花，朝夕放在一截篱笆前。天气晴好

时，露水晃动着花香，晃动着细细的情意，

一朵一朵，被女孩们悄悄取走。

那株栀子树，兰姑姑养了六年，像养

自己纯洁好看的女儿。

那年月，娘说东篱的女子：兰姑姑命

苦。兰姑姑嫁了爷爷选的女婿，是哭着嫁

的，死活不肯蒙红盖头。因为村里她青梅

竹马的小伙躲在歪脖子老梨树后，也哭

呢。哭花了妆的兰姑姑一步三回头。娘

说，没办法，小伙子与寡母生活艰难，爷爷

怎么舍得让兰姑姑嫁过去受苦？

婚后三年，儿花女花不留一朵的兰姑

姑，被送回了爷爷的篱笆院。爷爷一生爱

面子，再不许她嫁人了。她与未娶的小

伙，成了七夕的牛郎织女，爷爷像王母。

彼时，旧光阴里的小村子，关于七夕，

有好多美丽的传说。我们小孩子最爱做

的，就是葡萄架下听情话。老人们说，七夕

那天夜里，藏在葡萄架下，能听到天上牛郎

织女的蜜蜜情话。我们一群短衣短裤的小

丫头跑去爷爷家的葡萄架下，却什么也没

听到，倒是喂了尖嘴如针的花蚊子，嫩嫩的

皮肤被狠狠咬了好几个大包，痒得蚀骨。

其实，那几年的七夕，我们提前吃了

兰姑姑的花生、红枣、与红嘴白肚子的桃，

充当了掩护她的猴儿兵。推推搡搡，把爷

爷关进了老屋，撒娇又霸道地威胁爷爷：

不要出来！我们要听女郎织女说话呢！

雨气像一滴墨，洇湿了空气，软黑了

林梢。

爷爷慈祥又宠溺，口中骂着我们是猴

儿，却蹒跚着走进老屋，被我们一群猴孩

子从门外上了锁。如此，兰姑姑就可以去

村西头约会小伙了。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夜，兰姑姑特别

美。黑髻，银簪，绣花鞋，白的小衫，白的

裙。袖管里拢一朵肥美的栀子花。晚风

里，她就是一朵栀子花，又白又美。黑白

电影里的织女也比不上。

那些年。兰姑姑把一朵一朵栀子花

送给七夕的女孩子，让她们栀子花一样，

又香又美地去约会情郎。金风玉露一相

逢，便成良缘，不再银汉迢迢暗度。每年

七夕，栀子花树，瘦了一圈，姻缘，就多了

几对。兰姑姑与她的栀子花，是良媒。

好多年以后。

爷爷的坟前，野生的萱草花，已经开

开落落好多个七夕了。

送女孩们栀子花的兰姑姑也嫁了

人。那人，已两鬓微霜。

旧光阴里，兰姑姑的七夕花朵，是一

个浩瀚的记忆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话题里，

我端不稳。

七夕的花朵
□朱盈旭

“暑气侵凌坐起难，忽颁一握满雕盘。起尝顿觉烦蒸去，熨齿甘香碧玉寒。”宋代诗人曹勋的这首诗，

写出了炎炎夏日一盘香瓜带来的舌尖上的清甜。眼下又到了香瓜成熟的季节，超市的蔬果架旁幽香扑

鼻，上面摆满了各色香瓜。它们外形小巧玲珑，颜色或青或黄、或绿或白，小家碧玉般温婉可喜。

买了两个“脆宝”香瓜，回家切开一看，瓜肉澄碧如翡翠，瓜瓤淡黄似柠檬；未及入口，先有阵阵清香

扑来；咬上一口，酥脆凉甜，口舌生津，齿颊生香。眨眼工夫两个香瓜便消失殆尽。爱人颇不尽兴，呼喊

着要再买一筐回来解馋。

再买一筐就能解得了瓜馋吗？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瓜园里的往事了……

记得那时每年开春，母亲总要在地里种上几垄香瓜。“谷雨前后，点瓜种豆”，春二三月，母亲就开始

了栽种香瓜的准备工作。先是浸种、催芽，然后把生了芽的种子放进营养钵里，等小苗长出几片新叶时

再移栽到地里。那时候，我几乎隔几天就跑去“视察”一番，看着那些嫩嫩的绿苗慢慢长叶、拖蔓，看微风

拂过，碧绿的藤蔓铺展了一地。忽一日瓜蔓上开出许多娇黄的小花，我们便欢呼、雀跃，催促母亲赶紧浇

水施肥；又一日见叶底隐着三两颗青枣似的小瓜纽子，我们更是欣喜若狂，几乎每天都要去瞄上几眼。

小瓜纽子长到鸡蛋大了，母亲白天除了要忙家务，更要悉心照料这些青绿色的小宝贝。松土、除草、

施肥、浇水……“一亩园十亩田”，无论是种菜还是种瓜，考验的都是主人的耐心和细致。只几垄香瓜，却

让母亲付出了许多辛劳。

我依然天天去瓜园“视察”。时光缓缓，藤蔓上的青瓜渐渐圆润起来。终于有一天傍晚，我寻到一个

黄澄澄的宝贝。它潜伏在一丛浓密的瓜叶下，若不是缕缕清香出卖了它，还真的很难找见！我一边庆幸

姐姐们没闻到这香味儿，一边迅速摘下那个宝贝。来不及清洗，在衣服上蹭了两下就塞进嘴里，“咔嚓”

一声，但觉脆、香、嫩、甜，诸般滋味迅速在舌尖绽放，连同口水一同滑入腹中。正待咬第二口，忽听一声

大喝：“原来你在这儿偷瓜吃啊！”是姐姐来寻我吃晚饭了。不得已，只好忍痛分一半给她。

熏风阵阵，暑热渐增。不几日工夫，园里的香瓜也渐次成熟了。记得那时母亲种得最多的是“落花

甜”，瓜皮黄绿相间，成熟后瓜肉粉红，甜脆可口。其次是羊角蜜，形如羊角，瓜皮淡绿，刨去皮，瓜肉浓

绿，瓜瓤却是赤红色。切瓜装盘，红绿相衬，煞是好看。咬上一口，香甜爽脆，生津止渴。还有一种表皮

雪白雪白的，当时我们都叫它“白糖包”，吃起来嘎嘣脆，甜味更浓。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它原本有个挺

洋气的名字，叫“伊丽莎白”。我对此很是不解，后来查资料才知：此瓜所以得名，是因其营养丰富，味道

甜美，故被誉为“瓜中女皇”。那时我们天天叫它“白糖包”，真是太接地气了。

香瓜太多了，母亲便给左邻右舍都送去一些。我们也能品尝到来自不同瓜园的风味各异的香瓜。

于是整个小村便氤氲在醉人的瓜香里。

如今母亲已离世多年了，儿时的瓜园也早已消失在遥远的梦中。然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几垄

香瓜曾带给我们多少欢喜，多少甜蜜，多少期盼！至今每每看到香瓜，都会引起我无限温馨的回忆。

炎炎夏日，一盘香瓜甜了记忆，醉了流年。感念香瓜，感恩母亲，感谢当下丰盈的生活。

夏日香瓜分外甜
□李素华

离开东北到深圳生活，转眼十多年，

慢慢习惯了南方的潮湿闷热，习惯了满眼

的鲜花和绿草，也开始兴致勃勃地向外地

来客推荐这里的早茶和腌面，貌似已被同

化。其实不然，最近几年越来越发现，自

己从没离开过东北。

一个人年轻时养成的胃口，基本就是

一辈子的胃口。浅尝了肠粉、米粉，湘菜、

粤菜等，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最熟悉的东北

饮食。深圳的朝族冷面馆、东北饺子馆、

小烧烤和麻辣烫并不少，但橘生淮南，多

多少少总是有点不对味。感谢电商，它们

的成熟运作，让我家可以常态化地从网上

购买东北原产地的食品了。

中秋前后，我们会购买东北产的五仁

月饼。客观说，南方月饼很好吃，品种也

多，但五仁月饼更怀旧。与此类似的，还

有岳母爱吃的炉果（一种老式点心，用油

糖面混合制作）、我爱吃的黄桃罐头。冬

捕时，我们会网购新鲜的胖头鱼，也不知

它们一路上经历了什么，到我家的厨房

时，肉质仍鲜嫩，像是刚刚跳出查干湖。

其他地方的瓜子品种繁多，但嗑起来

不过瘾。东北人把瓜子称为毛嗑。有一

个品种叫作油嗑，比一般瓜子小，饱满、贼

香，也是我冬天的必买之物。

日常吃的冷面，我们一买就是10斤，

产地分别为鞍山、延吉、绥化等。在东北

时酷爱冷面，外面下着大雪，我在室内挑

起一筷子带着冰碴的冷面，顿觉风景这边

独好。现在买来半成品，岳母下厨煮面、兑汤、拌桔梗，一家人围坐

桌前，似乎又回到了白雪皑皑的黑土地上。新鲜的小根蒜也需要

制作。以前这种东西只在野地里生长，孩子们在春风中拿着小镐

头提着小篮去村外抢挖。如今已能人工种植，移居他处的东北人

可以一饱口福了。

至于辽西的干豆腐、蛟河大煎饼、哈尔滨红肠，更是餐桌常

客。我们甚至连蔬菜都依赖原产地。毛葱（洋葱的一种，比常

见的洋葱略小）、大葱、生菜、旱黄瓜、小萝卜等，周末配一桌清

爽的蘸酱菜。当然，偶尔也会出点小问题。有一次从本溪邮购

的生菜，或因疫情在路上耽搁，收到时有两片已经腐烂。妻子

跟客服说了一下，对方道歉并退回几块钱。另一次，买到的黏

玉米和广告图片上显示的有较大偏差。妻子提出疑问后，对方

也表示可以马上退货。其实谁也不差这几块钱，买东西不就是

图个心情舒畅！东北的农产品真是不错，尤其受漂泊在外的东

北人青睐。

除了食品，家中的大件，比如汽车，我们也特意选了一汽的品

牌。为什么？有感情呗。十多年前，和二人转演员孙小宝聊天，问

他的演出碟片在哪里卖得最好？我以为答案会是沈阳、大连、长

春、哈尔滨中的一个，结果人家说，在深圳和广州卖得最好。现在

终于理解了，这些年散居各地的东北人，一直在通过购买东北产

品，间接拉动东北的GDP。他们的情怀，本身也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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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袅地拂过河畔山坡

与蜂蝶一起

哼着小曲，快乐地穿梭

吻遍大地的每个角落

酷暑的白天太过热情

我选择夜晚与星儿对酌

也许，杯中的女儿红过于深情

以往的那些人和事啊

又将我的双眸炙热

彼岸，是谁种下了一垄垄执着

在群星下莹莹闪烁

今生怎忍错过

你许下的诺

浓烈的印

深深烙在了心窝

哦！多情的暑

拥着热腾腾的烟火

似茶、若酒

已将一方原野

悄悄醉透……

山 花

伴着清晨晶莹的露珠

轻轻睁开她羞涩的眸

在山崖、在田埂、在石缝

骄傲地绽放了

一个季节

饱满的热情

她从不与人争夺芬芳

用一腔纯洁、净爽的美好

静静涂抹着自然万物

默默吐露着馨香

她的淳朴啊

透着自豪与倔强

美丽的山间花朵呦

如同山村人家

一样质朴善良

她们默默耕耘在

这片黝黑黝黑的土地

山花般绚丽、淳朴、茁壮…

多情的暑[外一首]

□叶淑华

从军营到故乡，我不知道

路有多远，情有多长

更不懂父亲的肩膀，一边

是军人的使命，一边

是亲人的期望

父亲，是心里的一盏灯

挂在遥远的边关，只有电话里

能感受到爱的温馨，情的重量

父亲，我知道边关离我很远

但总能把我和妈妈的心照亮

父亲，我知道我还很小

小到，只能用泪花给你颁奖

因为你胸前的军功章

闪烁的不仅是对祖国的热爱

也饱含着父爱的柔肠

父亲是一盏灯
□东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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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海微澜情海微澜情海微澜情海微澜

某日，双阳湖风情约你

约山水

融入，惊奇在视觉里飞出

涟漪推动着风，风卷起层层叠叠

飘逸一身薄衣

采集几行文字

在碧绿的湖面激情四溢

形容词适时打开范围

潋滟给湖水

浑然构成水天依依

游人脸上的惊叹词

省略了松涛下林间小路的背影

半秒婉转，云影醉在湖心

如天地间一场觥筹交错

于是，醉在波光荡漾里

动成曲线，划出一幅诗情画意的日子

草尖晃动过路的风

美了景色，美了声音，美了惬意

此时，双阳湖盛出半湖云朵

像一杯浮着白色牡丹花的鸡尾酒

醉倒临风的松林

远山也醉成倒影

双阳湖
□贾林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