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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草木葳蕤。在陕
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徐望镇邵家湾
村，连片种植的水稻长势喜人，放
眼望去，绿油油的田野与错落有

致的村庄、纵横交错的田间小道
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
乡村画卷。

康军 何祥弘 摄

高考那年，我感觉压力特别
大，一直惴惴不安的。尽管老师
说我成绩比较稳定，正常发挥就
可以，但我心里还是没底。

父母都在老家务农，我高中
三年也是在学校住宿。父母总是
鼓励我，要跳出“农门”。可是，高
考是千军万马要挤的“独木桥”，
想顺利通过确实不易。

宿舍里的同学不是很多，稍
微有点条件的都租房子了。我和
几个同学早出晚归，早已结下深
厚的友谊。但随着高考的临近，
我们都有些紧张不安。考前三
天，我们就放假了。父亲那天来
校接我，说家里麦子割了，秧也插
了，叫我捉些鱼改善下生活。“老
家哪有什么鱼啊？”我疑惑地问，
在我印象里，河里连虾都没得多
少的。“现在河里有鱼了，我都看
得清清楚楚呢。”父亲肯定地说，

“你邀上几个同学，一起来捉捉
鱼，正好可以改善伙食。”

父亲的话一下撩动了我，他
是从不说谎的。于是，我马上
打电话，把几个寒窗苦读复习
备考的同学，邀请到我老家来
捉鱼。过几天就考试了，反正

也没心思复习，大家很爽快地
来我老家捉鱼。

我们随着父亲的指引，来到
了小河边，父亲指着一处有拦水
坝的地方说：“就是这个浅湾，藏
有不少鱼呢？”那河水不怎么深，
鱼倒也一条也没有看到。“看看我
的。”父亲说完，随手捡起一块石
头，往河里一丢，立马有一群鱼乱
窜，黑色的影子格外显眼。我和
几个同学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
悦，纷纷下水捉鱼了。

那天，我们尽情地捉鱼，在河
里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把一条
条活蹦乱跳的鱼一一擒获，别提
多高兴了，感觉突然回到小时候
一样。捉鱼时，我们忘记了高考，
忘记了复习，完全沉浸到捉鱼的
快乐中去了。

一场与鱼的相遇，真的非常
减压，让我们面对高考，轻松上阵。

“那鱼是你爸买回来放到河
里的，怕鱼跑了又做了个水坝。”
暑假里，母亲终于“解密”了，我听
了，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那次考前捉鱼，特别减压，给
了我快乐的记忆，也承载着无边
的父爱。

炎炎夏日，我暂停厨师工作
的忙碌，远离喧嚣，奔赴乡野的田
间避暑。一路上，我迎着阳光，沐
着花香信步而行。不知不觉中，
走到一片绿油油的西瓜地，我瞬
间停住了脚步……

嘴馋的我蹲下身，选了几个
纹路清晰、瓜蒂凹入、蒂部粗壮青
绿的西瓜。摸了摸瓜皮，掂了掂
轻重，用手弹拍了几下，听到“嘭
嘭嘭”的声响后便想摘下来吃。
不料这一幕恰巧被瓜农看见。“摘
几个吃吧！懂瓜吃瓜，滋味倍儿
甜！”瓜农笑着说。见瓜农和善，
我便与他攀谈起来：“种瓜是个费
时费力的活计吧？我小时候种
过。从催芽到移栽，到打尖、浇
水、施肥每一步都要在烈日下仔
细完成。还要定期整理藤蔓，直
到交错的瓜藤上结出大大小小的
圆瓜……”“是啊！辛苦归辛苦，
但只要勤勉一些，瓜的长势都还
不错。”说着，他摘下几个瓜，就往
一辆三轮车上装。

“这是要把瓜拉去卖么？”我

好奇地问。“是啊！今年的瓜产量
高，卖得也快。”见他忙着摘瓜、装
车，我的干劲也涌了上来，与他接
力将西瓜一个个地装上车。忙完
后，瓜农挑了几个上好的瓜，刀落
瓜开，犒赏我的辛劳。

为回馈瓜农的礼待，我将随
身携带的厨具从背包里拿了出来，
给瓜农演示西瓜的其他售卖方
法。如做成美味多滋的西瓜汽水、
西瓜糕、西瓜羹、什锦西瓜盅等。
还把西瓜皮也运用了起来，做成了
酸脆爽口的糖醋西瓜皮。当即就
引来了许多路人注目。不一会儿，
周围就聚集了很多人流，争相询问
价格。我凭借以往的售卖经验，以
亲民的价格帮瓜农售出了一波又
一波西瓜小食。才半天的工夫，我
就帮瓜农赚到了比卖瓜给客商多
几倍的收入。

比起繁华喧嚣的都市，夏日
田间的这份悠闲与纯粹尤显珍
贵。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
步，大地的呼吸侧耳可闻，乡风文
明、民风淳朴。

“三夏”时节，稻花香处，
到处都洋溢着袁隆平先生

“禾下乘凉、杂交水稻覆盖全
球”的美好景象，这也是先生
流淌在血液中的爱和梦。

袁老为什么会一辈子在
大地上探索耕耘，不舍得休
息一天？他曾这样说：“肚子
饿，一天到晚就想吃饭，有时
用糠来替代，越吃越饿……
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上个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连黑乎
乎、亮晶晶的煤块，孩子们都
会满嘴啃，吃得不亦乐乎，更
别说树皮草根喂猪的麸子
等。袁隆平先生亲身经历
过，莫言先生也记录过山东
乡村孩子们在课堂上啃煤块
的情景。

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吃饭
问题，国家曾几度号召大家
开荒种田。自从土地承包责
任制包产到户后，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
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月亮
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
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
边 ，听 妈 妈 讲 那 过 去 的 事
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
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
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
妈 妈 却 吃 着 野 菜 和 谷 糠
……”这首歌的名字叫《听妈
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个故
事就是关于土地的故事，它
真实而深刻，犀利而真挚。

这是妈妈教给我的第一首
歌，也是妈妈教会我的第一
个故事。只有学会耕耘与珍
惜，土地才能赠与我们清风
明月与诗意年华。

袁老的离开，让我们更深
刻理解到土地对人们的深刻
意义，“禾下乘凉”不仅仅是袁
老的梦想，更是土地的美好愿
景。这个梦想告诉我们，土地
不仅仅给人类生存提供了住
房，给人类生活提供了食粮，
更给人类带来了爱和希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深耕
细作，静待花开”“粮安天下，
诗意栖居”等生活里司空见惯
的口头禅，哪一句不是从土地
耕作中而来？

当然了，收种和农忙季
节，乡亲们也会一呼百应，谁
家忙了全村人上阵帮助。有
时候不分你我，一起吃住，一
起干活，拥有土地一样博大
的情怀。丰收季节，大家载
歌载舞同庆祝共开心，欠收
时候，相互鼓励彼此周济。
就算天灾人祸频发，人们还
是年年坚持耕种，次次满怀
希望，对土地充满了期待。

种下希望，大地飘香。
粮安天下百姓心，农稳九州
社稷魂。庄稼为土地执勤，
百姓为社稷立命。老百姓安
居乐业，我们的国家才能一
天比一天更繁荣。稻子熟
了，赤子之梦禾下乘凉；麦子
黄处，风吹麦浪大地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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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的鱼
■ 湖北红安赵自力

夏日瓜田拾趣
■ 湖北武汉汪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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