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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赞颂克什克腾夏日山居的田园诗。深居闹市，当盛夏的骄阳炙烤着城
市的大地时，寻觅一所深山密林处的山居，成了人们清凉一夏的奢望。诗人也正是
在克什克腾游历山水时，无心插柳柳成荫。当他走过一山又一山，穿过一林又一林，
正当精疲力尽，口渴难耐时，遥见山林尽头有一处庭院，庭院四面环山，山覆密林，如
诗如画，而那庭院仿佛是画卷的点睛之笔，与山林相携相衬，浑然一体，人间仙境一
般。

走进了，再细看那庭院掩映在绿茵里，林风送爽，庭院因密林环抱而秀美，密林
因庭院点缀而靓丽，好一处饱览河山后的停歇休憩之所！山穷水尽，意兴阑珊，恰巧
遇到这么一处清幽之所，诗人喜不自胜，于是踩着茵茵绿草，小心翼翼推门而入，院
内清爽凉风袭面而来，顿时让人神清气爽。此时，诗人仿佛置身于避暑山庄，又似隐
居在深山里的世外桃源，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得到了放松。主人好客，于树荫
下置办简单酒席，诗人早已忘却了沿途劳累，草丛里的蝈蝈也为这份难得的清净悠
闲伴唱，婆娑树影倒映在清酒里，周围的鸟语花香似乎都充盈在酒樽，举樽一饮而
尽，尘世烦扰皆抛脑后。

此时，这里没有三伏酷暑的炎热，也没有城市的喧嚣，更没有迎来送往的虚与委
蛇，有的是清凉随风至，夏荫正可人的舒爽，更有消除饥渴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
流莺时一声”的清幽。在这里，诗人可以零距离亲近大自然，将疲惫抛却，将世俗摈
弃，将心灵安放，甚至在这原始密林中，在这苒苒绿茵里，在这鸟语花香的山林一角
把心灵放逐，跟随着大自然去放牧，寻找一处此心归处是吾乡的安然。

赏析： 涟漪

山外深林林外村，

绿茵苒苒掩柴门。

宦游到此豪华尽，

鸟语花香酒盈樽。

夏日山居
■无名氏

水粉画 夏日山居 李志民

有这样一个人，他用自己对家园
的热爱，坚持植树造林15年，让昔日的
153亩荒山荒滩披上绿装,他就是克旗
新开地乡总校小学高级教师刘军。

今年 58 岁的刘军，15 年前，为解
决他和妻子两地生活问题，从南店总
校调到新开地总校从事教学工作，并
在学校所在地代家窝铺营子南，一块
别人认为“风水”不好的西山坡下盖起
四间住房。有人嘲讽他说，刘老师脑
子有问题吧，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盖
房子！

西山坡是个面积120亩，坡陡且乱
石丛生，上面植被稀疏，来雨水就下山
的荒坡。当地人认为这里“犯水”，没
有“风水”。

而他早在心里默默地下定决心，
一定要治理好这片荒坡。他找到乡政
府和村委会提出购买此地进行治理的

想法，得到一致同意。于是，他以每亩
200元钱的价格将这块荒坡买了下来。

有人说他，这块荒坡土层薄石头
多，栽上树也活不了，再说距营子又
近，是个牲口嘴，治理起来也不容易。
刘军回答说，自己的房前屋后都治理
不好，咋提建设美丽家园？于是，刘军
开始了艰难的治理历程。

挖树坑时，由于石头多，他一人利
用周六周日休息时间干不过来，就雇
人挖。挖一个树坑两块钱没人干，就
出三块、四块，直至有人挖。为确保树
木成活，树栽上后雇人背水浇，一遍不
行就浇两遍，确保了成活。紧接着又
花钱买围栏桩和围栏雇人进行围封。

2007 年乡政府修桥，施工队把挖
出的砂石堆放到他家大门外的河边
上，施工结束，他雇铲车推平，垫上土，
又整理出 3 亩树地，栽了 1000 株杨

树。几年过去，别人眼里的石头包子，
不但长出参天大树，且还成了一道风
景。不仅如此，他还把河边两块面积
共计30亩的乱石滩，也买了下来，雇钩
机挖坑填土，栽云杉苗5000余株。

有人说他栽树是为了占地盘，有
人说他专们捡石头包治理；就连他爱
人也说他，家里缺吃的还是没喝的，花
那么多钱在石头窝子里栽树，有用吗？

即使多年来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初
衷，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治理荒山的
信念，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走到了今
天，算起来累计出资 8.5 万余元，栽树
153亩。

如今，他在荒坡上栽植的樟子松、
落叶松、白桦，已绿树成荫，郁闭成林，
野鸡、狍子等野生动物也来栖息；院子
外栽的云杉树高达六七米，杨树也有
大碗口粗；院子里栽的123苹果、沙果、

樱桃等多个树种，不光硕果累累，俨然
是个植物园。河边近几年栽植的云杉
苗全部成活，长势喜人。以前那些说
他风凉话的人，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说，
没想到刘老师还真把这块破地方治好
了呢！

2020 年，有人出高价要买他的大
云杉树，移植用于城市绿化，他没有
卖。他说，我也不是为了弄点钱，我是
为了把自己居住的家园绿起来，变成
青山绿水，变的越来越美丽。

现在，他每天都是很早就起床，要
在他亲手砌垒的陡峭的山路上走几个
来回，锻炼锻炼身体，看看他栽起来的
树，检查检查网围栏有没有损坏的地
方，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护林员
呢。

153亩荒山荒滩的蝶变
■刘玉国

长期在办公室工作，除了忙碌就
只剩下乏味了。早上上班后，突然接
到工作队长的电话说下乡。

车辆驶入乡间小路，虽然颠簸，却
按耐不住“放飞”自然的喜悦。条条农
作物绿带迎面扑来，不待感叹小苗成
长的速度，就被远远的抛在车后。继
续前行，前面不远处有一大片相连的
树苗，齐整整一抹平头，伸出些许大大
的绿绿的叶片，四周有围栏圈着。问
林工站长“这是你们加班栽的树吗？”

“我们现在不栽这个了，要栽就栽水泥
桩。”这怪怪的回答，明显把我当作无
知女孩寻开心。

到了目的地，才豁然开朗，原来他

们此行是检查督导土城子镇哈巴其拉
村的风沙源治理工程栽设围栏的。水
泥桩上写着“风沙源”三字，桩子分两
列成直角以固定的高度和间距直直的
排列下去，煞是好看，有几个施工人员
已经开始围铁丝网，他们沿桩走下去，
指指点点进入工作状态。

上了山放眼望去，漫坡遍岭的便
是那密密麻麻的大片大片的柠条林。
一丛丛，一簇簇，大团大团的墨绿充塞
眼球。踩着松软的沙土，不禁惊羡这
顽强的植物，竟能在一个其它植物难
于落脚的沙地里落户。那根有的竟裸
于地表，长长地延伸下去，同行的人
说，它有发达的根系，能深且广地扎入

沙层，吸收水分。柠条不似其它树木
枝干分明，有很多丛生的细长枝条，灰
白色的皮肤，枝带小刺，墨绿的小叶片
呈圆形，并且有的枝条头上结了红褐
色的角，剥开角里面有小豆子了。柠
条喜欢群居，一团团，一墩墩的，每一
墩下面都聚起一个沙土堆，这也许就
是繁茂的枝叶挡住猖狂的风沙令其安
家于此的原因吧。微风吹来，湿湿的
空气里透着淡淡的柠条味道，一时竟
也形容不出是什么味儿来，似乎有点
豆性气，微苦带涩的味道吧。我喜欢
这种味道，深深地吮吸来自草木的清
香，回归自然的感觉让我对眼前忙碌
的人心怀崇敬。为了能缚住这肆虐的

沙龙，为了那东奔西跑的风沙能在这
安家落户，为了这望不到边际的沙坡
能披上绿衣裳，他们风雨无阻，这沙海
不知跑了多少遍，从勘测选点到确立
项目，从现场施工到督导监察，不管遇
到什么困难，都积极动脑，亲身实践，
风餐露宿，这一“绿色长城”就是用他
们的汗水浇灌而成的。

大雨将我们赶上了归程。虽然人
人面带倦容，但仍然探讨着工作中的
一些棘手问题和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我知道，他们的沙源治理的路还很艰
辛，很漫长，但我相信，在这条坎坷的
路上不仅有他们坚实的步伐，还有阳
光、彩虹和绿色的希望。

沙地里的希望
■薛艳明

世界上根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那么，我何苦要去争所谓“完美”
呢？——题记。

苏沫，一个从小就在父母的严厉管教下成长的女孩。书法、绘画、舞
蹈、古筝、钢琴、管弦乐……几乎所有的项目，她都会，并且都十分擅长。尽
管学了这么多才艺，但她的成绩依然是出奇的好。从她记事起，在她那个
中产阶级的家庭，父母便逼着她做一个淑女，一个令他们满意的乖小孩。

当同龄人都在户外的草坪或公园里愉悦地打闹时，她却穿着雪白的公
主裙，坐在天鹅绒长椅上练钢琴；当其他孩子都放声大笑时，她却无奈地跟
着礼仪练习“嘴角上翘36度……”一个完美、贵族、气质女孩，再加上她各方
面惊人的优异，成了街坊邻居口中教育孩子的“典范”，同龄人眼中的“小女
王”。

也许是童年时缺少自由与玩伴吧，在她那被磨得高贵的骨子里自然就
会注入了些“孤傲”，在严格死板追求家长想要的完美家庭教育中，早已麻
木了她稚嫩的心灵，“快乐”早已被“严禁”的枷锁封印。犹如机器似的一切
服从父母的完美塑造，她的内心无人知晓，她只知道，对于这一切，父母非
常满意。

坚持到初二，她再也受不了所谓“贵族学校”的刻板，央求了父母无数
次，最终来到了一所普通中学。

“我叫苏沫，来自伊水街16号。”进入新班级的第一天，她简单得做了介
绍，霎时，讲台下一片静默。伊水街，人人知晓的富人区。没过一会儿，同
学们便又开始盯着她窃窃私语。

回想过往，苏沫确信，那天站在讲台上，她亲眼看见一个长着小雀斑的
女孩鄙视地翻了个白眼。她暗自握了握拳头，不住地告诫自己：要忍，毕竟
环境不同了。就在这么个极不愉快地开场中，苏沫开始了她全新的生活。

苏沫逃离贵族学校来到普通中学，就是希望能得到一份人与人之间真
诚的友谊。贵族学校虽然各方面条件很好，由于她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
茅，同学们妒忌，即使有一些同学总是为了讨好她，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
套的，令她厌恶。无奈，与她搭讪的始终是那些学习成绩始终倒数的自己
根本瞧不起的纨绔子弟；富人家的那些千金们，都好像不知道她的存在一
样，总是三五成群的挤在一团儿，将她淡漠在后。

苏沫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
傍晚，苏沫一个人来到天台，扶着铁锈的栏杆，望着天空，吹着从海面

拂来的风。淡淡的咸味混着锈气，竟成了某种奇异的香。苏沫眺望着海的
方向，心中苍凉地只想哭。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冷落她，连一个肯与自
己说话的女同学都没有，更别提什么朋友了，她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所谓的纯真友谊呢？自己很差劲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从小，她就是
在大人们的赞美中，以及人们羡仰的目光中长大的。自小就不擅长交际，
这不是我的错。苏沫在内心想着为什么会这样。

“我很优秀，但，也许不是‘十全十美’。”苏沫自语道。随即闭上了眼，
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又察觉有一种奇特的想法逐渐占据了她整个大脑
——“不如另选一种方式生活。”

“母亲，我想，我应该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了。”苏沫三步并作两步地飞奔
回了家，直接忽略了礼节便冲进了客厅。“怎么回事？苏沫，礼仪呢？礼
仪！”母亲望着闯进来的苏沫，放下茶盘，厉声喝道。“没错，我不想再按您给
我铺设的道路生活了。”苏沫平生第一次与母亲反驳道。“天哪，我的孩子，
你是生病了吧？”母亲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她，几乎就被吓坏了，说着就要伸
手去拂她的额头。“不，我没病，我好的很，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苏沫不
耐烦的躲开那双缀满珠宝的手。苏沫几乎是吼叫着说的。

“哦，亲爱的，小点、小点声！之前学过的礼仪，都忘了吗？”母亲哀叫着
竖着食指在唇边，惊慌的环顾四周，不知所措地自语道：“上帝啊，邻居们都
会听到的。”

“不，我要说清楚，我的生活不需要任何人来为我安排，我要按着我自
己喜欢的方式去生存，我不想再过囚禁一般的生活了！”苏沫激动地抓住了
母亲的手，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哦，天哪天哪，苏沫，你之前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怎么一下子就……亲

爱的孩子，回答我的问题，说出你的想法。”
“如果我说不呢?”
……

“那我就离开这个地方，永远都不回来。”苏沫望着母亲语气平静得毫
无波澜。

“不！你疯了！苏沫！”母亲大惊失色。
“我再说一遍，我，好的很。”仍是平静，也不见一丝怒气。
良久……“好吧，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会尊重你的意见，你的想

法。”母亲悲伤地叹了口气，终于作出让步。
就这样，苏沫明白，她成功了……
依然是傍晚，依然是那个天台，苏沫扶着栏杆望着如洗的晚霞，再望望

大海，开心地笑了：“感谢那次小小的叛逆！”更不同的是，她的身边围满了
一起看海的同学。

留一点“叛逆”给自己
■江苏泗洪县泗洪姜堰高级中学 乔镜伊

不知几何时，夏天的味道已弥漫于街头的每一个角落。周末，我在书房翻

看唐诗宋词，畅游在古典诗词的长河中，我不禁感叹，虽然我们没有和古诗词

的作者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甚至中间相隔着千百年的时光，但是作者对美好的

描述却能让我感同身受，有着无限的共鸣和遐想。

夏天一天比一天热，在此时节，草木繁盛，万物蓬勃，大自然处处生机盎

然，面对大自然，诗人们一边赞叹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夏首云物变，

雨余草木繁。池荷初贴水，林花已扫园。”的美景；一边因饱受酷暑的折磨，发

牢骚说，“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

中。”于我而言，“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

薇一院香。”唐代诗人高骈的《山亭夏日》描绘的夏日风情，让人向往。撷取几

片夏日清凉的浪花，远离喧嚣踏韵寻幽，神清气爽出行游走，借景感怀乃人生

快乐之事！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无比生动地描绘

出杭州西湖夏季的不胜美景。“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到底是西湖的六月时节，此时的风光与春夏秋冬四

季相比确实不同。碧绿的莲叶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水天相接的远方，在阳光

的照映下，荷花显得格外艳丽鲜红。

进入夏天，人们最突出的感觉是炎热，故有骄阳似火、烈日灼灼等成语。

诗圣杜甫在《夏夜叹》中如此描绘夏天的热：“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

万里风，飘飘吹我裳。吴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

寥寥数言道出了昼长夜短、苦暑难熬的情景，尤其是一个“毒”字把夏天的炎热

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又是一年的夏天了，虽然很炎热，但夏天总是那么美好和难忘。寻一处阴

凉处，在那优美的古诗里读读古人所描写的夏天，一定别有一番风趣。

古诗词里的夏天
■湖北 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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