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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 星期五沛沛张：辑编刊副池杯流

是那一声歌声嘹亮的蝉鸣，还有午后

灼热的风，将我带入这个盛夏的。

总有一声蝉鸣，一马当先，先声夺人地

领唱，一句三叠，高低分明，然后才会引来

万声相竟，万句相和，若金声玉振，不绝于

耳。

当蝉鸣成为每天除风刮过阳台之外，

每天必须听到的声音，这个消息便坐实了。

蝉一叫，才有夏天的味道。老人们摇着

蒲扇在午后的树下乘凉，大人们光着脊梁

酣畅淋漓地吃西瓜，孩子们爬高上低捉知

了……这些生活的情趣，都是它带来的。

没有蝉鸣的夏天，是一个不完整的夏

天。天气越热，蝉鸣越响。

朝饮甘露，暮咽高枝，夏生秋亡，终若

止水。正因为早已了悟岁月苦短，生之不

易，蝉，才会朝吟晚歌，激情奏响夏日绝唱。

这个夏天，我，成为蝉声的俘虏，挥笔

纸上，加入了蝉的大合唱。

禅心蝉音，谁能参透，从容欢歌，夏以

短长。

蛰伏、破土、解脱。用一生换来短暂的

高歌。它的歌唱，也许是无意义的，但它来

过，就已足够。

因为环境的原因，城里的蝉和乡下的

蝉不一样，城里的蝉叫声微弱，没响头，个

头也小；乡村的蝉个头大，叫声响亮，更霸

道，更傲气。

蝉又叫了。

叫得白云在蓝天中翻滚，叫得树冠在

空中摇晃；叫得大地如火喷发，叫得山河如

空谷霹雳。烈日下，蝉，鼓膜飞舞，响声震动

悦耳，集合声、从鸣声、求偶声、粗厉声，汇

集一起，犹如一变化的、爱情的、悲伤的交

响曲，在天地中回旋，在风中飘荡……

背靠大树，听蝉一鸣，无不感慨夏天的

热，热的是火辣火辣，热的是汗流浃背……

仰望绿叶，听蝉一鸣，无不感慨夏天的

情，情的是薄纱柔绵，情的是珠水相连……

俯卧大地，听蝉一鸣，无不感慨夏天的

酷，酷的是赤赤裸裸，酷的是刚柔相依……

在整个漫长的夏天里，每一声蝉鸣，都

那么高亢、激昂，充满躁动，像它的生命一

样，炽热而悲壮。

它的一生，充满坎坷，充满磨难。

地下数载，它在蛰伏。一场透雨，它们

一个个像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黄昏时

分，它们打开“天窗”，顾不得深藏在身上的

湿泥，就奋力爬上大树。它们志向远大，择

木而栖，专拣高大的树木。它们的前爪坚韧

有力，奋力向上，甚至爬过树杈直攀到顶

端。立定不动良久，后背正中间慢慢坼裂，

就像爱美的女性穿的后开背拉链一样，一

点点被它庞大的身体撑开了。先露出拱形

的脊梁，后露出车灯一样的宽扁头，然后显

得十分吃力的样子，尾部渐渐从壳里抽出

来。这一系列艰难的动作完成后，此时它无

法马上飞走，只等来风吹干它紧贴两肋略

湿的翅膀，才猛地起爪离身，双翅极快地闪

动着，飞到远处的树林间，留下一个棕色的

蝉壳在枝叶上摇摇欲坠。

天一破晓，它们便打开清晨的寂静，扯

开嗓门吱———吱乐此不疲地鸣叫起来。到了

午后烈日当空，他们越发叫个没完。声音萦

绕在午休人的耳边，成了人们梦境中的主旋

律。

但是，它的破土而出的过程中，危机四

伏，困难重重。

黄昏，孩子们活像个扫雷的士兵，在

树下林间穿行搜寻。树下的蝉穴仅露个细

小的出气孔，有的细长、有的宽扁、有的圆

方不整、或大或小，似米粒、像蚁穴。人们

反复不停地用手抠一下，用棍子戳一下，

突然就中了；洞穴被越抠越大，手指伸进

去，它会用前爪胡乱抓挠一番，一副极不

情愿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你只消一勾手

指，它那三寸长短棕红色的身体就连滚带

爬地出来了，盔甲上沾满了泥土。把它丢

到容器里，它也不安分，面对铁围高墙，舞

动着前爪后脚奋力地登攀，容器稍有粗

糙，它就能侥幸爬出来，啪哒一声摔在地

上，翻过身来，逃之夭夭了。

靠在地上寻终归捉不了多少。还要等

到夜幕彻底降临，仅能看到树木黑压压的

轮廓时，拿支竹竿，提上手电，一场生与死

的追捕较量就开始了。这不但需要运气，

还要有耐心和速度。不幸的，一些蝉刚一

出巢没爬多高就被摘了去，也有手笨脚拙

的更是难逃“法网”。可总有很多身轻体健

的，出来找个就近的树，一径大步流星，歇

脚功夫就爬到高高的树杈，或是攀到树叶

上隐蔽起来，让馋嘴的人们拿着手电横照

竖扫也发现不了，于是它们就可以安心蜕

变了。

人们很爱吃幼蝉，又叫“爬叉”，做成美

餐叫金蝉，还叫“唐僧肉”。中原大地，土地

肥沃，树木茂盛，每年初夏爬叉出土的时

节，特别是雨后傍晚，人们结伴出来捉爬

叉，收获多多，或盐津、或油煎，成为颇为难

得的美食。由于其体营养物质丰富，蛋白、

脂肪、维生素及各种有益微量元素均高于

一般肉类食品，也是名副其实的“蛋白王”。

未经蜕化的知了肉嫩味鲜，吃到嘴里

香气四溢。因为美味，不光今人爱吃，古人

也难脱俗。

三国时曹植在《蝉赋》里有这样的描

述：“委厥体于膳夫，归炎炭而就燔。”厨师

称“膳夫”，“燔”就是烧烤，这是说厨师把

“狡童”粘来的蝉用炭火烧烤，可见蝉作为

美食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曹植的《蝉赋》里烧烤的是“狡童”粘

来的成虫蝉，而现在作为美食的是蝉蛹，很

少人吃成虫蝉。

蝉不光味美，还是可以入药的。蝉的皮

曰蝉蜕，常用于治疗外感风热，咳嗽音哑、

咽喉肿痛、风疹瘙痒、目赤目翳、破伤风、小

儿惊痫、夜哭不止等症。据《材学》记载，还

有益精壮阳、止咳生津、保肺益肾、抗菌降

压、治秃抑病等作用。

蝉不光有俗的一面，还有高雅的一面。

古往今来，文学史上写蝉的诗词不胜枚举。

汉武帝刘彻做过《落叶哀蝉曲》：“罗袂

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

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

宁？”

“婵娟两鬓秋蝉翼”。这是白居易笔下

的美女，鬓发像是蝉翼一样轻盈、顺滑光

亮。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

断，一树碧无情。”唐代李商隐的《蝉》，恰如

其分地描述了蝉短暂的一生。

宋代柳咏有词《雨霖铃》云：“寒蝉凄

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情真意切，凄凉

委婉，如秋蝉。

蝉还是那只蝉，不同的心境造成了诗

人眼中不同的意象。这些咏蝉的诗词都写

得物我无间，情意胶合，然则由于诗人的地

位、遭遇、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

托，笔下的蝉却构成了富有不同个性特征

的艺术形象。

还有因此而产生的成语：噤若寒蝉，金

蝉脱壳，薄如蝉翼，春蛙秋蝉，螳螂扑蝉、黄

雀在后等等。

蝉的俗名，叫知了。就像普通人家的孩

子叫狗蛋一样，俗里透着睿智。知是智慧，了

是觉悟；或者说，知是真如实相，了是无我放

下。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蝉的一生，趁

星光，向远方。以梦为马，风为裳。

蝉的乐章，是鸣、嘶、哀，或是歌、噪、

吟，“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蝉翼、蝉

意、禅意———蝉即禅，禅意人生。

鸣叫绵长、铿锵嘹亮。这个夏天，蝉在

鸣叫，叫得闲云野鹤，叫得空谷回响。是它

把我带到这个这个盛夏的。

我不说，它已知了……

窗外的夜雨淅淅沥沥，仿佛一首

如泣如诉的曲子弹奏不止。已经是该

熄灯上床休息的时间，我却毫无睡意。

手机上满屏关于香港的最新消

息，那些血腥恐怖让人义愤填膺的画

面，让我的眼睛不忍直视，脑子里一阵

阵激荡起想立即飞到香港奋起还击暴

徒的冲动。

十年前的一个夏日，受朋友之邀，

我第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第一次去香港，心中塞满了好奇

和向往。彼时已经回归祖国怀抱十二

载的香港，会是怎样的繁华，又会发生

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殖民统治下的

香港和回归后的香港有着怎样动人的

故事。

从深圳皇岗口岸经过多次的边

检，转了一圈又一圈的不锈钢栅栏，絮

絮叨叨的导游更让我对香港充满了期

待。到处是等待边检的游客，一辆辆的

巴士等待通关，我坐在巴士上，望着不

远处隐隐约约的香港，不知怎么就想

到了发生在1840年的那场让中国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战争。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政府以

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决定派出

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

艘、陆军 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

（George Elliot）、驻华商务监督义律

（Charles Ellio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

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

始。

鸦片战争最终以中国失败并赔款

割地告终。1842年，清政府被迫在南京

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

寺内议约四次。8月29日，中国清政府

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

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

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

约———中英《南京条约》。

一纸《南京条约》，贻害中国无穷。

割香港岛给英国，使中国丧失了领土主

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

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

领事馆，使中国丧失了贸易主权；中国

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造成中国大量白

银外流，也使积弊日久的晚清政府更加

病入膏肓；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

税，由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使中国丧

失了关税主权；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

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使

中国丧失了贸易主权。

一边是晚清政府的腐朽和反动，

一边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同仇敌忾和

奋勇还击。沦为殖民地的香港，成为国

人心中永远的耻辱和痛点。

自此，无数爱国志士奔走呼号、投

笔从戎，为香港的回归殚精竭虑。

“我好比凤阙阶前守夜的黄豹/母

亲呀/我身份虽微/地位险要/如今狞恶

的海狮扑在我身上/啖着我的骨肉/咽

着我的脂膏/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

不应/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是闻一多泣

血般的呼喊。

“不过是一枚小镍币罢了/就算用

拇指和食指/紧紧地把它捏住/也不能

保证明天/不会变得更单薄/但至少今

天还可以/一手递出了车窗/向镇关的

狮子买路/镍币那上面/你看/也有匹俨

然的狮子/控球又戴冕的雄姿/已不像

一百多年前/在石头城外一声吼/那样

令人发抖了/而另外的一面/十四年后/

金冠束发的高贵侧影/要换成怎样的脸

型/依旧是半别着脸呢还是/转头来正

视着人民/时光隧道的幽秘/伸过去，伸

过去/向一九九七/迎面而来的默默车

灯啊/那一头，是什么景色？”这是台湾

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余光中

对香港回归的期盼。

海水在港湾里翻腾，巴士缓缓行

驶在跨海大桥，我心里默想着闻一多、

余光中的诗句，随着潮浪一般的人群，

走近了香港。

在香港匆匆两日，从海洋公园乘

坐海底列车，到乘车游览跨海大桥，到

夜游星光璀璨的维多利亚港湾，到排

着长队去楼上饭店就餐，到一个个金

店无休止地看别人购物，到浅水湾去

猎寻明星的身影，到太平山去远望富

人的豪宅，“一日看尽长安花”。香港对

于我来说，真的是一本厚厚的历史书，

需要泡上一壶龙井，在夜色阑珊中慢

慢品读方可领略一二；香港更像一位

坐着过山车飞向远方的摩登青年，我

唯有“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方能

一窥其神采。

在香港匆匆两日，只觉得楼很高、

路很窄，香港的繁荣不可比拟，香港的

秩序有条不紊，香港的市民都是谦谦

君子的样子，没有车辆逆行，没有行人

横跨马路和跨越护栏。影视剧里那种

打打杀杀、黑社会横行、治安乱成一团

糟的画面，在我的眼里，真的只是一种

艺术上的渲染和对香港的曲解。

反正，在香港的那一夜，我睡得

很香，可能一天的匆匆之旅走得太

累，或许圆了自己多年的期盼。凉爽

的海风，湿润的空气，一声声海鸥的

脆鸣，若有若无的游轮鸣笛，让我在

高高的酒店里酣然入睡。

当我第二天下午，从香港乘坐游

轮前往澳门的时候，忽然下起了中雨，

海风变得浓烈起来。我坐在摇摇摆摆

的游轮舱内，望着船舱周围玻璃上不

时飞溅来的海水或者雨水，竟像久居

香港的游子突然离开一样内心有了浓

浓的乡愁。

每次听后来的朋友谈到游香港的

见闻，我总会自豪地向他们讲述自己

当年的见闻，也会关切地询问香港的

变化。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再次游览

香港，领略她新的神采。

今日，当我一遍遍看到这些触目

惊心的暴力画面，总会联想到侵略者

的枪炮船舰和弥漫硝烟。香港，你既已

回到祖国怀抱，就绝不会让你再次离

开而成为失意的游子。一切狼子的觊

觎和肆虐，必定会被华夏儿女击得粉

碎！

香港，你还好吗？我多想再一次拥

抱着你，抚慰你受伤的臂膀。

“叮铃铃，叮铃铃”一阵清脆的电话声响起，正在酣然大

睡中的我，猛地一下折起身，拿起手机，一个温和的声音立刻

传进我的耳畔：“赵鹏博，请你和张航铭明天上午八点到学校

来修改作文。”老师把我们一年的作文集结成书，老早就说过

要我们帮忙校对修改，我们也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来到学校，吴老师看到我们，远远

地向我们挥手，尽管离得很远，我也能感觉到老师的温暖。

我们走进会议室，刚进门就看到了杨老师，她今天身穿

白色T恤衫和深蓝色的牛仔裤，头扎马尾辫，一双白色的眼镜

架在高高的鼻梁上，炯炯有神的眼睛不时闪烁着智慧的光

芒。看到我们的到来，杨老师叹了口气，惋惜地说：“赵鹏博，

你这次的期末考试数学成绩又不太理想呀！”我的脸一下子

红到了耳根，张着嘴，顿时觉得无地自容，半天说不出话来，

就像是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冰

水一般，全身冰冷麻木。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儿来。

接着我们便开始修改作文，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遇到

了一个有趣的错字，就是秦梓硕写的《我的酒鬼老爸》一文

中，他把“酒鬼老爸”写成“穷鬼老爸”了，这个错字逗得我们

捧腹大笑，也让我一时忘记了数学成绩不理想的不快。顿时

欢乐的笑声不知不觉地传满整个会议室，飞出了窗户，飞出

校园，飞向瓦蓝瓦蓝的天空。也许是我们的笑声把语文老师

引来了，他手持语文卷，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会议室，异常

开心地对我说：“你这次的语文成绩很棒，前面的题只扣了1

分，可作文分你居然扣了5分，如果你能将这丢去的5分给捡

回来，你肯定可以考得很好！”可语文老师的话并没有给我

带来快乐，反而又勾起了心中那隐隐的痛。我嘴上应付着，

可脑海里总想着数学成绩，胸口仿佛是有千斤重石压着，压

得我喘不过气来，脑海里不知不觉地回想起我学数学时的

想法，我总觉得数学非常难，就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我

是那样的渺小，我不得不绕过它，去学习我感觉轻松的写作

和英语，成绩出来了，却发现到头来害得还是自己。

我突然明白了 : 困难是绕不过去

的，不去勇敢地面对，它将永远是心中

抹不去的痛。我一定要脚踏实地，从一

点一滴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从失败中

汲取教训，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

的。

一 蝉 一 禅

困难是绕不过去的

香港，你还好吗
●李晓伟●虢郭

“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深为掌握不

了“枪杆子”而不安，提出造反派要武装。

借机对民兵进行改造。各地纷纷成立了

民兵指挥部，成为帮派活动的基础。10月

18日，王洪文来长沙，还曾向毛泽东推荐

上海在“文攻武卫”基础上建立民兵指挥

部的“新经验”。他还指责湖南的民兵工

作搞得不好，要湖南派人去上海学习。在

他的鼓动下，一些帮派人物活跃起来，造

反夺权，要成立民兵指挥部。他们纠集一

些人来长沙，窜到省委聚众闹事，扬言要

占领省委大院。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

省委采取措施，首先加强了对与省委仅

一墙之隔的九所的警卫力量。在这次谈

话中，周恩来当着王洪文的面向毛泽东

汇报了上述情况。毛泽东说：“凡有两派

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对湖南造反

派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

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

以稳定大局。

毛泽东在谈话中，总结了历史的经

验教训，重申了1971年视察南方在长沙

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责令王

洪文几个人“都要作自我批评”。特别是

对王洪文几番替江青、张春桥代言，毛泽

东非常不悦，当面批评说，我几次劝你，

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

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

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惶恐地连连点头称是。当王

洪文走出毛泽东住室时，他的秘书廖祖

康发觉王洪文变得闷闷不乐，双眉紧皱。

在长沙，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毫不客

气的严厉批评，不得不按毛泽东的责令

写了一夜检讨。回北京后他把检讨锁在

抽屉中，抱着侥幸心理希冀毛泽东不再

追问此事，以便就此过关。谁料想后来身

败名裂时竟被专案人员搜出来，成为他

的一份绝妙的自供状。

12月25日，周恩来此次来长沙，原定

三天。按预定行程，周恩来去向毛泽东辞

行。毛泽东言犹未尽，挽留周恩来再在长

沙住三日。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后，

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讲：好了好了，毛主席

批准我再住三天。

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工作人员

早早地将毛泽东的住所认认真真地打扫

了一番。并采来毛泽东喜爱的蜡梅和白

茶花，点缀在客厅里，茶几上还摆上毛泽

东家乡特产：一盘灯芯糕，一盘交切糖，

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远道而来商议

四届人大事宜的周恩来，和盛情的湖南

省委工作人员，悄悄地为毛泽东过在湖

南的这个生日。

这天，毛泽东走出卧室，走到会客

厅，看到案上摆了自己喜爱的蜡梅和白

茶花，便会心地一笑。他显得愉快，慢慢

走过去，从花瓶里取出一枝蜡梅，闻了

闻，然后又轻轻地插回原处。工作人员请

他品尝家乡的点心，他拈起一根灯芯糕

送到嘴里，吃了一筷子长寿面，抿了一口

芙蓉酒，然后指着酒瓶，要大家喝完，不

要浪费了。朝鲜金日成首相送的苹果、葡

萄，菲律宾马科斯总统送的卡亡果，他都

赠送给工作人员一饱口福。

中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照多

年来的规矩，吃面条，叫长寿面，以表达

他们的衷心祝愿。他们也给毛泽东送去

一碗面。据说，工作人员为了庆贺毛主席

生日，特意挑选了一瓶湖南出产的白酒

“仿茅台”请毛泽东品尝，毛泽东拿起装

酒的白瓷瓶看了一看，浅浅地尝了一口

酒，说这酒很好，是取白沙古井的水酿造

成的酒，质量和味道都不错，叫“仿茅台”

不好，叫“白沙液”好了！于是，这种长沙

酒厂新出品的白酒便按照毛泽东的意

思，取名为“白沙液”。

26日下午，周恩来把湖南省公安厅

厅长高文礼找到自己的住处，对他说，

毛主席生日到了，我请大家吃餐饭，一

起高兴高兴，不叫为主席祝寿。你去通

知省委负责同志，安排一下。傍晚，张平

化等省委负责人、湖南省委接待处的工

作人员，应邀来到周恩来在蓉园的住处

聚餐，为毛泽东祝寿。一共开了两桌。周

恩来平时生活十分俭朴，用餐从不超过

四菜一汤，为了表示给毛泽东祝寿的意

思，他破例请厨房多加了几个菜。按照

周恩来的交代，这两桌酒菜由他掏钱。

席间，周恩来不时和省委同志谈工作，

并鼓励工作人员，要他们照顾好毛主席

的生活，让主席休养好，保证主席的健

康。周恩来抱病饮了新命名的白沙液

酒，举杯说：“同志们，为主席的健康长

寿干杯！”

26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参观韶山，

晚上，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

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

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

长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

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

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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