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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河，我们的母亲河，它诞于南山，流入
北海，蜿蜒数百里。沿途或奇山秀水绿树成
林，或沃野千顷柳绿花红，那一泓澄澈的山泉
水，哺育着满河的鱼虾。依水而居的人们，闲
暇时步入其间，游玩戏耍，捕鱼摸虾，既丰盛
了餐桌上的美味，又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春天是捕鱼摸虾的最佳季节。整个春天难
得下雨，两岸的麦田、果园、菜地隔三差五要
浇水，弥河的水位眼瞅着下跌，才几天就变得
浅了，水也流得缓了，再过上几日，宽阔的河
面竟然瘦成一条小溪。这时的水还有些凉，不
适合下到河里去，人们就拿着旋网或扒网站在
岸上捕捞鱼虾。又过上几日，弥河开始断流，
河床上这有一片水那有一个湾，水里的鱼虾越
来越稠密。某个早晨，当人们赶来时惊喜地看
到，有些水湾已干涸，许多鱼虾在湿漉漉的沙
地上徒劳地挣扎，它们身上闪烁着的太阳光
芒，如同跳跃的火种燃起旱地拾鱼者的兴奋。
  这时那些面积大的湾子，依旧未水干鱼
现，那里面聚集着更多鱼虾，还有大物。人们
等上数日还不见干竭，干脆选择晴暖日下到水
中混水摸鱼。这场面极其壮观，男女老少穿着
不多的遮羞衣物下到水里，男人占据中间的深
水区，女人、老人和孩子排在两边的浅水区，
人挨人地蹚上数个来回，水变得越来越浑。小
鱼小虾最先浮出水面，随后越来越多的大鱼也
从水底浮起，它们露着脊骨张着嘴巴，游得歪
歪斜斜，样子半死不活。这时人们开始了捕
捉，有用旋网扣的，有用抄网抄的，有用两手
抓的，也有人在水边上摸，两手分开伸到水
中，合拢时已攥满了鱼虾。泥水中的虾子，不
及鱼的忍耐力强，它们纷纷游到水边，跃起身
子跳到沙地上，站在水边看热闹的老人不停地
弯腰捡拾，一会儿就捡了一大把。
  村里的老西是摸鱼高手。他常年在弥河里
逛荡，捕鱼摸虾是他晚年的主要营生。春天，
弥河刚跌水，他就开始摸鲶鱼。鲶鱼是有窝
的，它们的窝多是在大柳树下面，窝外树根交
错，门口有癞蛤蟆把守。老西穿着用旧车胎裁
剪粘合成的橡胶裤，不紧不慢地下到水里，慢

慢靠进鱼窝，一只手堵住窝门，另一只手摸
出守门的癞蛤蟆，随后伸入窝子，一条

接一条地往外掏，大
的小的，一个窝里能捉到
十多条。
  混水摸鱼时，老西对浮在
水面上的鱼儿不屑一顾，他要捕
捉的是潜在水底的大家伙。他双腿
在水中慢慢移动，用脚的触感寻找水
底的大鱼。寻到了便俯身潜到水中，一
手抠鱼腮，一手攥鱼尾，用力抓牢，猛地
出水，胳膊一甩，大鱼被抛到岸上，摇头甩
尾蹦跳不止，引得人们一阵欢呼。
  比混水摸鱼更为壮观的要数炸鱼。炸鱼的
动静大，参与的人数多，时间选在洪水频发的
雨季过后，地点选择存有大鱼的深水区。人们
在空瓶子里填入炸药和雷管，接上导火索，再
把瓶口封严。操作炸鱼的是些胆大心细的年轻
人，他们分成几个小组，每小组两人，一人用
篮子挎着炸药瓶，另一人负责投掷。几个小组
的人分散开来，从不同的地点，将炸药瓶投到
水中，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一根根水柱腾
空而起，巨大的波浪层层叠叠地撞向河岸。等
到硝烟散尽，波浪退却，数不清的大鱼小鱼翻
着肚皮浮起，白花花地盖住了水面。在安全处
等待多时的男女老少簇拥着跑来，挥舞渔具不
停地打捞水中的浮鱼，欢笑声、喊叫声、惊呼
声响彻弥河。
  钓鱼是一种悠闲的捕鱼方式。吉二最喜欢
钓鱼，他的钓技在整个村子里首屈一指。钓
具是他自造的，极其简单，取一根粗长的棉
槐条做鱼竿，用一条细细的尼龙绳做鱼
线，拿一根缝衣针放在灯头上烧一会儿，
用钳子夹着弯成了鱼钩，鱼饵则是从菜
园里挖出的蚯蚓。吉二站在岸上甩手
抛线，立马就有鱼儿上钩，鱼竿一
提，一条咬钩的草鲤摇摆着身
子离了水上了岸，落进了他
的鱼篓。
  清澈的弥河水南
来 北 去 ， 一 年 四
季，小河里欢
声笑语不
断。

致高考
梦想成为你的新娘
每一天都在长大
朗读背诵，练习口型
张口之乎者也方程式
念念不忘对你的深情
以纸为路，以笔为脚
逗号停顿，句号总结
积跬步以至千里

梦想成为你的新娘
每一天都在打扮
心的知识海洋里
航空母舰
劈波斩浪，保卫边疆
心的知识星空中
天宫空间站
开疆拓宇，践约梦想

夏天的原野
我脱了一件一件厚衣服
让身体降温
现实损耗着热量
额头依然冒汗

草，鲜花，糜子
一个比一个茂盛
茂盛得让我
无路可走

树叶唤来鸟儿
教它如何飞过大树之巅
我跨进
绿色的课堂

家乡的小河
       □胡明宝

在东山顶上
我第一次望见流过家乡的小河
出村后竟然那么不舍———
它在碧草青青的宣纸上
饱蘸夕阳 
写意一个金灿灿的“之”字
题赠村庄

“点”是回望的凝眸
“横撇”是徘徊的脚步
而重重的一“捺”
是远行的奔放与执着
家乡的小河
多像那些深爱母亲
却志在四方的游子啊

     渔趣
              □孙士德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芒种
前后，家乡鲁中平原上的小麦渐渐成熟变
黄，又到收割的时候了。微风吹过，麦浪
滚滚，遍野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麦香，流年
记忆中麦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家乡是小麦主产区。“麦熟
一晌”，小麦熟得快，如不赶紧抢收，干
透的麦粒会掉落，加之害怕遇上雨天影响
收成，麦收就成了农民们一年中“龙口夺
粮”的关键时刻，也是一年中最忙最累的
农活，难怪人们说“三秋不如一麦忙”。
  麦收中最辛苦繁重的当属割小麦了。
那时，从收割、打捆，到运输、脱粒、晾
晒全靠手工劳动，其他环节还能活动一下
身体，割小麦要弯着腰、挥着镰，一个动
作干半天，一阵子下来便腰酸胳膊疼，坐
下就不想起来了。每家几亩地的小麦，要
一镰镰地割，一步步地挪，早出晚归连轴
转好几天。
  记得刚实行联产承包那会儿，我家劳
力少，父亲在村委还有工作，属半工半
农，两个妹妹还小，只能跟着辅助帮忙，
母亲成了主劳力，我便成了半劳力。割麦
子是个技术活，我刚开始使用镰刀不得
法，笨拙缓慢，看着母亲左手揽麦、右手
挥镰，“唰唰”作响动作娴熟，我好半天
才学会顺上趟子。早上和傍晚还算凉爽，
到了中午，烈日当空，口干舌燥，汗水浸
透的衣裤贴在身上，手上磨起的血泡和胳

膊上麦芒扎过的伤口又疼又痒，那才叫一
个难受，真正体会了“过一场麦，脱一层
皮”的滋味。这时最盼望的事情莫过于听
到冰棍商贩的吆喝声，母亲都是掏出钱，
让小妹跑腿买上几根。吃着加了糖精的冰
棍，趁机在地头树下小憩，顿感一阵甘甜
凉爽，浑身的劳累也一扫而光。
  小麦割完，麦收任务相当于完成了大
半。麦收需要环环相扣，割一段就要回头
打捆，选用鲜麦秸拧成麦绳，用腿顶着将
麦捆打实，便于运输。每天天黑前，开始
用地排车往家里的麦场上运输，堆成麦
垛，待全部收割完后再集中脱粒晾晒。那
时已用上了小麦脱粒机，一般是歇人不歇
机，几家互助，分工协作，有时还要挑灯
夜战。看着金灿灿的劳动成果，麦场上传
出久违的欢笑，人们脸上也洋溢起丰收的
喜悦。这些工序虽也脏累，但没有了割麦
时的繁重紧张，略显从容了一些。
  后来，逐步用上了小麦收割机，只要
跟在收割机后面打捆装车，运回家脱粒就
行了。再后来，又用上了小麦联合收割
机，收割、脱粒、自动装袋、秸秆粉碎一
体完成，轻轻松松就能结束麦收。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麦收方式之变，
展现了时代的不断发展。但那些难忘的麦
收岁月，早已植根于我的内心深处，永远挥
之不去。又到麦儿黄，又闻麦飘香，我好像
品出了奋斗和幸福的美好味道。

麦香
□罗新海

于金元诗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