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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去
串串珠玑闪现

□ 卞奎

一
清晨的河边
多姿多彩
酷似一方大舞台
吸人眼球

有喊嗓的
有习武的
有练太极的……

人们注意到
一个扎着
粉红头巾的
妙女子
手执一管萨克斯
吹奏邓丽君那首
问我爱你有多深

像河里的水波
撩拨耳鼓

这曲子该是
融到心里去了
那粉红色头巾
舞动着晨风
舞动在河边

二
猛抬头
可以看到上空
飞翔的云朵
在天幕中
演出

腰肢的情节
若即若离的戏装
不用装台
只有自由的节奏
跑近跑远
瞬息万变

你耽入观云
你也耽入想象
这云可以给你
灵感
亦可唤起你的
回忆

雪域的长云
海边的涛云
英伦的雾云
尼加拉瀑布的珠云

哦 飞动的云朵呀
你要把我带到
哪里去

三
天色
露出鱼肚白的
时候
布谷鸟就叫了———
65 53
65 53

这叫声是
五声音阶
是国人熟悉的声律
是一听就学会的声音

我知道
布谷鸟叫的时候
石榴花
就会涨红了脸

布谷鸟叫的时候
麦子就会笑弯了腰

布谷鸟叫的时候
妈妈包的粽子
就煮出了香味……

布谷鸟呀布谷鸟
你真是
教人喜欢的福鸟

记忆中的夏天
□ 李忠厚

“布谷，布谷……”远处传
来布谷鸟的叫声。在北方，初
夏的清晨人们时常会听到布
谷鸟的歌声。

小时候，每逢盛夏，村里
的小伙伴总会在父亲的陪伴
下到淄河游泳。胆量大、水性
好的男孩子敢游到河的中间
去，一个猛子扎出去老远；胆
子小、水性差的男孩子和女孩

子只敢在河边冲凉。
有一次，班里几个年龄

稍大些的同学午休时偷偷溜
到河中游泳，被老师发现却
矢口否认。老师只用指甲轻
轻在这几名同学的胳膊上一
划，就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印
记。结果就是，他们几个让
家长领回家去反省了三天；
没敢下水、在河边放哨的我
也因没有及时向老师汇报，

被撵回家待了一整天。
我 想 起 了 小 时 候 的

夏夜。
吃完晚饭，大人们在大门

口铺上席子，小孩子们争着躺
在上面，大人则一边摇着蒲扇
驱赶蚊虫，一边给孩子讲故
事。讲的啥故事，早已忘却，
却能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夜空
特别蓝。我数着闪闪烁烁的
星星，听着不远处水湾里的

蛙鸣，享受着微凉的风儿的吹
拂。那蛙群像在比赛，蛙鸣
声此起彼伏。多少年过去
了，那蛙鼓依然在耳畔回
响……

大致是下半夜，天透凉
了，小孩子早已睡着，半大孩
子也用手直搓眼睛，一家人这
才搬回屋内睡去。

我思念家乡，更思念童年
的快乐时光。

□ 张修东
人生，既要有柴米油盐酱

醋茶的陪伴，也应有对足下这
片热土的溯源追忆和对生命
赓续的思索。

淄博，是一座文化底蕴厚
实、生活气息浓郁的城市。足
下这片土地，从古至今，历经
沧桑，布满人类的足迹，与我
们的感情最为贴近。生活在
齐风淳朴的古镇，对土地的认
识更为深刻，对土地的感情更
为浓烈。

游览淄博陶瓷琉璃馆的
想法早已有之，前几天终于成
行，了却夙愿。

淄博陶瓷琉璃馆，北与淄
博市图书馆、淄博市历史展览
馆相邻，西与淄博市文化馆、
淄博市科技馆相依，南与陶瓷
琉璃国艺馆相接，东南与淄博

大剧院的歌剧厅、影城、音乐
厅毗连。虽然不是周末，淄博
陶瓷琉璃馆内却也人流熙攘，
人声鼎沸。

来馆之前我做了攻略，
得知淄博陶瓷琉璃馆建筑面
积5万平方米，展览面积2万
平方米，是目前国内规模最
大、功能最全的现代化陶瓷
琉璃专题博物馆，陈列展品
跨越上下一万年，涵盖古今
中外各类陶瓷琉璃精品1.6
万多件（套）。

淄博优越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耐火材料、枝繁叶密
的山林植被、用之即取的煤
炭资源，为制陶业发展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淄博古
窑，薪火永续；泥土之灵，灿
然显现；琉光璃彩，光芒四
射。一路走过，看到那些举

手投足之间充满生活气息
的作品，总感觉匠人把自己
做 成 了 雕 像 ，烧 制 成 了
经典。

沿途细看，那套上世纪
70年代作为国礼赠送国际友
人的“松鹤八棱壶”茶具，引
起了我的兴趣，有种似曾相
识的感觉，又觉得那些陶瓷
琉璃匠人此时此刻也在通过
作品注视着流连于作品前的
每个人。

古齐厅、稷下厅的历史回
味，齐风厅、齐韵厅的多彩多
姿，高技厅、陶艺厅的大度张
扬；国粹厅、五色厅的缤纷流
淌……着实让我大开眼界。
岁月流走的印记，镌刻在每一
尊物件上，历史朝我们走来，
带着泥土的馨香。

大型陶塑《陶魂》长38米

宽3.6米，再现了淄博陶瓷业
从陶料的开采、粉碎、陶洗、制
泥、成型、装饰、凉坯、烧成、运
输，到市场交易的完整过程，
各类陶塑人物、动物、道具达
3000多件，浑然一体，气势恢
宏，实至名归。我想，那些嬉
笑怒骂的情态、人物形象逼真
的作品，一定来源于真实的
生活。

在这里，花鸟虫鱼、飞禽
走兽都成了艺术家们创作的
灵感和源泉，就连淄博烧烤，
也被匠人移植到了琉璃世界，
青白分明的小葱，鲜嫩可口的
肉串，薄如白纸的小饼，鲜活
可食的佐料，尤其是那围坐在
烤炉旁的活灵活现的人像，更
是让人叹为观止。

陶瓷琉璃馆一行，不虚
此行。

岁月在琉光璃彩里沉淀

蝉蝉鸣鸣声声声声的的夏夏天天

□ 窗外风
对我来说，夏天是从听到

蝉鸣的那一刻开始的。
在蝉儿开始鸣叫之前，天

气其实并不太热，我这种对季
节不敏感的人，尚在春夏之交
的混沌中，可是从听到蝉鸣的
那一刻起，真的就不一样了。

蝉鸣意味着炎热天气的
来临，意味着夏天真真切切地
来了。最初的蝉鸣是那种俗
名叫“麦知了猴”的。麦收的
时候它开始小声小气地叫，声
音小而怯怯，身形也比正常的
蝉儿小一些。偶尔听到它们
小婴儿般在歌唱，心里不由暗
笑：“真是小知了猴。”

过了几天，个头大一些的
蝉就闪亮登场了，用它的大嗓
门不停地告诉你：“我来了，我
来了，我唱着歌来了。”它们随
时随地不知疲倦地唱，是世界
上最敬业的歌者。

窗外的树枝上，紧紧挂着
它们前一夜脱下的蝉蜕。蝉
蜕的爪子依然紧紧抓着树枝，
除非你用手拿下蝉蜕，否则一
般的风吹雨打都奈何不了它。
蝉蜕是一种中药。记得读书
的时候，母亲捡回很多蝉蜕，
洗干净晒干磨成粉末，加到面
粉里给我们烙饼吃。加了蝉蜕
的烙饼其实口感并不好，但是
据说能治疗近视眼。死马当
活马医吧，为了我的近视眼，
无论多难吃，我都能咽下去。

前几天老公晚上散步回
来，神秘兮兮地走到我跟前让
我伸出手，我用眼白瞅他一
眼，就知道他会出什么幺蛾
子，坚决不伸手。他蓦地把握
着的拳头打开，两只尚未蜕皮
的知了猴正在他的掌心蠕动，
像是宣告夏天已经来临。我
拿起那两小只，托在手心仔细
端详，前面的一对大螯不停地

挥舞着向前爬呀爬，却总也爬
不出我的手掌心。如果不是
被老公从树上捉了来，它们夜
里就会在树上蜕下外壳，留下
蝉蜕，明天清晨就是它们引吭
高歌的时候吧。

记得小时候，吃过晚饭跟
着父母去周围的树林里捉知
了猴，借着别人手电筒的余光
也能从树干上找到好几个，常
常满载而归，一晚上能捉几十
只。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天
晚上回到家，弟弟的身上竟然
挂着一个蝉，它的小爪子紧紧
抓着衣服，这是把弟弟的衣服
当成树干了呀。它是怎么到
弟弟身上的，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当时的惊喜却是真真切
切。把它们放到大盆里，围着
大盆翻来覆去地数，虽然总是
数错，但是真开心。

捉知了猴最好的时间是
下过雨的傍晚，地上湿乎乎

的，更适合它们破土而出。在
树林里边走边低头看，一个不
起眼的黄豆大小的洞，用树枝
一拨弄，小洞立刻变大洞，再
一拨弄，头就露了出来，将树
枝慢慢伸进去，它的爪子紧紧
抓住树枝，轻轻一提，就上
来了。

捉蝉是有瘾的，让人欲罢
不能。可是似乎无论怎么捉，
第二天在树上歌唱的蝉儿依
然不见少。它们从早晨唱到
晚上，即便是深夜也能听到它
们的声音，是蝉鸣让这个世界
不寂寞。诗词里说“明月别枝
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天上的
月亮惊醒了栖息在枝头的喜
鹊，清凉的晚风带来远处的蝉
鸣声，这不知疲倦的蝉儿，这
地下几年地上几天的蝉，自有
它的生存方式。

它为了夏天而生，让整个
夏天都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