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中的父亲
□ 李学国

至今不喜欢下雨天。
小时候，下雨天，别人都在家中避雨，而我的父亲，会顶

着风雨、冒着闪电，从事一项十分危险的营生———捞浮柴。
雨下得越大，浮柴越多。狂风暴雨把山上的树枝树叶冲

刮到河里，河水波涛汹涌。父亲身披蓑衣，头戴雨笠，手拿竹
筢，下到河里，把它们打捞上来，晒干，做烧柴用。

那时候，烧柴十分短缺。 烧水、做饭、取暖，都要用到烧
柴。 烧柴短缺一直是农村生活的一大难题。

村里的山上倒是有很多树木。 但村里有规定， 一草一
木，公家所有，任何人不得随意砍伐。

于是，每逢下雨天，父亲就下河捞浮柴。
室外，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电闪雷鸣，父亲在河里劳

作；室内，母亲搂着我提心吊胆，牵肠挂肚。
每次捞浮柴回来，父亲都会冻得口唇青紫，瑟瑟发抖。

母亲赶紧找出干净衣服让父亲换上，又熬姜汤给父亲喝。
最怕打雷。 那时候，雷雨过后，常常传来雷电伤人的消

息。 母亲很是担忧，每次父亲外出，母亲都忧心忡忡。
父亲安慰母亲说，这雷呀，就不打好人。 我一辈子行善

积德，没做过亏心事，不会有事的。
话是这么说，但母亲仍不放心。 父亲走后，母亲跪在观

音菩萨像前，双手合十，小声祈祷：“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我家男人是个好人。 您开开眼，开开恩，保佑他平安归来！ ”

后来，母亲听说下雨天往室外扔铁器，能阻止打雷。 母
亲就让我找来锤头、斧头、扳手、菜刀等，打雷的时候，掀开
窗户，一次次丢到院子里。

不知是母亲的诚心祷告，还是真的菩萨显灵，父亲每次
外出捞浮柴，都平安归来。

唯独有一次，父亲的小腿肚上被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朝外翻着，很是人。 但父亲若无其事地抓了一把泥土，撒
到伤口上，又忙活去了。

那时候，父亲靠捞取的浮柴，解决了我们全家烧饭和取
暖的问题。

如今，父亲已到耄耋之年，农村生活也大大改善。 家家
用上了煤气和暖气，既干净省时，又安全方便。

但我还是时常想起父亲在雨中捞取浮柴的情景， 那汹
涌的河水一次次化作我脸上的泪水， 冲刷着那段贫寒而温
暖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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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的课外活动
□ 黄锡景

1951年 7月至 1956年 7月， 我在
村小学上初小。学校有一到四年级 4个
班，每班有 30多名学生。小学生的学业
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紧张和繁重 ，语
文、算术课的作业和大楷、小楷的习字
在学校就做完了，没有家庭作业。 学校
除教学生读书外，还经常在课外时间组
织学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让学生从小
在实践中学习、锻炼和成长。

拥军优属

全国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拥军优属工作。那时，我们村有 20多户
军属，每户军属的家门口都挂上了“军
属光荣”的牌子。 村干部逢年过节都要
上门慰问军属，对缺少劳力的军属实行
代耕，帮助他们种好田地。 学校也组织
学生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活动的主

要内容是，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每星期到
军属家里打扫一次卫生，并将水缸灌满
水。 学校由各班负责几户军属，各班再
由几名同学分包一户军属。我和 3名同
学分包了一户姓阎的军属。每逢星期六
下午（那时没有双休日）上完课，我们便
带上扫帚、抹布、铁锨和水桶，去这户军
属家把房屋和院子清扫一遍， 将桌子、
凳子等用具抹干净， 整理一下小柴堆、
小粪堆……直到我们初小毕业，从没间
断过。 我们做的虽是些小事，却受到了
军人、军属和干部、村民的一致赞扬。

写黑板报

我上小学时，全村就学校订有《人
民日报》《河南日报》《文汇报》等几份报
纸。 为了能够让群众了解一些党的政
策、政府工作和国内外大事，村里在东

头和西头的墙壁上各制作了一块黑板，
请学校老师从报纸上选择有关内容写

在黑板上，每星期更新一次。后来，为了
扩大宣传面，村里在各条街道都制作了
黑板，有 10多块。 黑板多了，光靠老师
顾不过来。学校为了保证黑板报能够按
时更新内容， 也为了培养锻炼学生，就
在三四年级学生中成立了黑板报组，我
是成员之一。老师对黑板报组的学生培
训时强调：标题如何写，写多大的字；正
文如何写，写多大的字。 老师还特别强
调，无论字写得好不好，一定要把字写
对、写规矩、写整齐，让人能够认得。 老
师带领学生实习了一两次后，就由学生
出黑板报了。我和 2名同学负责前街一
块黑板报。每个星期一下午上完第二节
课，我们便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带着
老师用红笔圈出内容的报纸， 以及粉
笔、黑板擦、尺子和凳子等工具去出黑

板报。 同学的字写得比我好，由他俩轮
流站在凳子上负责书写，我负责为他们
念报纸的内容，并向他们提示不会写的
字怎样写。 他们写完以后，我再校对一
遍，把写错的地方改正过来。 同学们出
的黑板报一次比一次有进步，村民纷纷
前来阅读。

保护麦收

全国解放初期，阶级敌人妄图颠覆
新生的人民政权。 那时，国家粮食比较
紧张， 他们常常在农村麦收大忙季节，
在麦田、打麦场上放火，或向水井里投
毒，破坏农业生产，扰乱农村秩序，既影
响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使农民的生命
财产受到很大损失。 为此，每到麦收季
节，政府都把保卫麦收安全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 麦收季节，农村学校
要放 20天的麦假。放假前，学校都要布
置和安排学生在假期参加保护麦收的

工作。 学校按照学生家庭居住区域，把
学生编成几个护麦小组，由 2名四年级
的学生担任正、副组长。假期期间，组长
每天派出 2名同学，像革命战争年代儿
童团站岗放哨那样轮流到街头路口值

班把守。组长分配我和同住在一条街的

同学李喜英一起值班。 每轮到我俩时，
我们便佩戴红领巾、套上红袖标，一大
早就来到村东头的路口上岗。我们按照
村里规定和学校的要求，查看外地进入
本村的陌生人有无身份证明信（那时人
们外出要开身份证明信）， 检查其所带
的物品，弄清情况以后再放行。 发现可
疑的人，立即向村干部或民兵报告。 对
本村下地收麦的村民，也要询问和检查
他们是否带有火柴，以防他们吸烟时不
慎引起火灾。 如带有火柴则让他们留
下，待下工回家时再交还给他们。 对那
时被定为地、富、反、坏分子的人，更要
严格检查，严防他们破坏麦收。中午，我
俩替换着回家吃饭，晚上直到民兵开始
巡逻才回家。 假期里，每个学生都要值
班两三次，村民称我们是护麦小卫士。

反细菌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侵略军在
1952年年初发动了细菌战， 在朝鲜北
部和我国东北地区投放了大量带有鼠

疫、霍乱、伤寒等恶性传染病病菌的老
鼠、苍蝇、跳蚤等动物和昆虫，企图使这
些病菌以动物、 昆虫为媒介物在朝、中
两国扩散蔓延，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

的战斗力。为了打胜细菌战，党中央、国
务院号召全民动员， 开展以扑灭苍蝇、
老鼠等动物、昆虫为主要内容的卫生防
疫运动。 学校雷厉风行，组织学生迅速
行动起来。那时，农村扑灭老鼠、苍蝇的
药物、器械都十分缺乏，基本上全靠人
工捕杀。 同学们都很积极，没有捕杀苍
蝇、老鼠的工具，就自己动手或让家长
帮忙，找来硬纸板或薄铁片，剪裁后在
上面打上一排排小洞再在下端固定上

一段细木棍制作成捕蝇拍子， 找来木
板、铁丝、橡皮等制作成老鼠夹子，用来
灭蝇捕鼠，把捕杀的苍蝇和打死老鼠后
剪下的尾巴放在盒子里上交给学校检

查评比。 农村的茅房又脏又臭，是苍蝇
最容易滋生的地方。 放学以后，同学们
三三两两地带上铁锨、铲子、箩筐和装
有生石灰的袋子，到自家或别的农户家
的茅房里打扫整理， 挖掘蝇卵蝇蛹，向
便坑里、粪便堆上撒石灰、盖黄土灭杀
蛆虫 。 同
学们以实

际 行 动 ，
为反对和

打胜细菌

战做出了

贡献。

风景在心中
□ 燕 兵

1990年初秋， 学校组织老师登栖云山。
半日攀爬，在西峰顶上驻足片刻，然后沿着
云杉夹道的陡峭台阶下来，我们在山脚下的
草坡上斜躺着休息。 蓝天白云悠远，高高的
塔松顶上，从更高的云杉间流泻下来斑斑点
点的阳光。 教美术的李德承老师指点着说，
阳光其实不是一种颜色，你可以试着感觉一
下七彩的细小的阳光的颗粒在松针上跳舞。
现在回想起来， 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场景，
松针上的细小的阳光颗粒仿佛还在眼前跳

跃。
这样的细节能否被记录下来？ 能否被表

现出来？ 当我成为一名照相机使用者的时
候，才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诱人，实现起来又
多么困难。 这或许就是风景摄影的魅力所
在，你看见，你感受，你醉心于如何捕捉到那
非同寻常的气息，并把它呈现出来，但你很
难信手拈来，甚至每每空手而归。
1827年，法国人尼埃普斯对着窗外的楼

顶拍下了一张题为《鸽子窝》的照片。 《鸽子
窝》被认为是留存下来的人类第一张永久性
摄影作品，自然也是第一张风景照片。

摄影的历史从风景开始，每个人的摄影
初体验似乎也多半是从风景开始———无论

早春的杏花、门口的水塘，还是老屋墙壁上
水流的印痕，或者晚霞渐渐浓重的村庄……
似乎照相机就为拍摄风景而造。 这是有趣的
现象， 人们总是乐于对着取景窗窥探世界，
眼光永远向外， 观看熟悉或陌生的外物，并
且常常借助外物观照自己的内心。

风景之美， 是自由自在的遗世独立之
美。 美国的《风景摄影》一书在前言中说，每
个地方 、每座山 、每片森林 、每片沙漠和平
原，都有自己的特征和气氛，有自己的个性。

风景摄影师的工作就是把这种感觉注入视

觉成分，然后找出能抓住和表达这种感觉的
方法。

在自然面前，人类的角色感从根本上来
说是渺小的。 风景摄影的话语形式主要体现
为景仰、赞颂、依附、亲和、融入。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风景之美取决于观看者的意趣和
把握。

风景之美，也是添加了人的意念和经验
的美。 内心总有那么一刻，会被一阵风、一片
云、一潭水，或者一缕阳光、一片树叶打动，
形成有意味的影像。 寄托了人的情愫的风
景，是超越了物象本身的。

在这个意义上， 安塞尔·亚当斯镜头里
的约塞米蒂谷、 杉本博司镜头里的大海、梅
生镜头里的故宫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

塔法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样的性
质。

懂风景的人， 视风景为自己的镜像，爱
并且欣赏。 这样的拍摄不是攫取，而是对话。
风景的片段凝固成一张张照片，所有的瞬间
集合在一起，是完整的内心和风景。

风景摄影的对象是物， 表达的情怀是
人。 物我之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是
中国式的人生态度和自然观念。 以什么样的
眼睛观看世界， 看到的就是什么样的风景。

一切风景都存在于人的内心，一切风景都是
人对自身的寻找。

郎静山拍风景， 是用摄影的手段作画。
撷取一山一石、一桥一树，集锦成中国山水，
再加上一个张大千的形象进去， 尤为高古。
这是农耕时代的意趣，淡然、超脱而优雅。 而
安塞尔·亚当斯拍风景， 是用摄影的手段作
曲。 他眼中的约塞米蒂谷山岩宛如天籁。 他
说， 我们不应该漫不经心地忽视它们的存
在，因为它们传达着这个地球的声音。

被田园养育大的摄影家， 面对风景，内
心多半都是诗意盎然。 即便田园荒芜，留在
心中的诗意也镌刻了下来。

到了我们的时代，严明拍风景，怆然而
悲悯。 他说：“我们喜欢的风景，都是不同程
度和角度的超现实的。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
面对的自然不再一如往昔，超现实已经成为
常态化的现实。 牧歌式的田园正在消失，对
桑麻稼穑的歌颂已经丧失了现实依据。 而这
也是不可回避的所谓风景。

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机械让世界开始加

速，风景被人类日渐异化，信息的传递速度
让风景总是一闪而过。 苏珊·桑塔格说，相机
开始复制世界的时候，也正是人类的风景开
始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生变化之际。 当无数
生物的生活形式和社会生活形式在极短的

时间内逐渐被摧毁的时候，一种装置应运而
生，记录正在消失的事物。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风景摄影趋之

若鹜？ 一方面因为相机在美化世界方面所扮
演的角色，是如此成功，使得照片而非世界
变成了美的事物的标准（苏珊·桑塔格《论摄
影》）；另一方面，风景摄影在权力的挟持下
完美无瑕、云蒸霞蔚，最终成为模范山水（海
杰《被挟持的风景》），成为某一类人进阶主
流话语体系的投名状。

风景诱人，于是为风景而风景，出现了
伪风景———复制的固定审美图像。 极端化的
摆拍也出现在风景摄影当中———像制作盆

景一样，制造出鸟语花香的大棚，然后用镜
头欣赏自然。 打鸟不去高山密林，而是把山
林中的鸟捕捉来，放在棚子里打。

这样一来，鸟已经不再是鸟，风景也不
再是风景。

面对风景 ， 到底应该入世还是出世 ？
1940年，茅盾先生写下了著名的《风景谈》。
抛开一切时代背景和特别指向，单从审美视
域来看，这篇伟大的作品仍然指导我们如何
面对风景。 文中写道，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
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
的和内容的。 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而英国评论家格雷厄姆·克拉克则认
为，抽掉了人的活动的空景摄影，可以在单
独的轨道里， 运行着一种自己的逻辑和意
义。 风景摄影， 正好是在这种抽空的景观
里，借着人的缺席而产生了特殊的意义。
2018年 1月 31日，据说 150余年之后

才能再次见到的红月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 这一天的月亮， 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
呢？

局长的手
□ 刘延红

早晨起床，局长刚要穿衣，却发现自己的手不翼而飞
了，光秃秃的手腕像两个球棒。

“我的手呢？ ”他大叫起来，“没有手我怎么端酒杯？ 怎
么拿筷子？ 中午的小笨鸡、大甲鱼怎么能吃到嘴里？ ”

局长被送进医院，医生也束手无策。 没有伤口，病因在
哪里？ 于是，医生像公安破案一样开始调查……他们把局
长参加大会小会和各种活动的录像、行车记录仪、单位监
控、路边监控全部调取出来，逐一观看：

昨天，局长刚从家里出来，司机跑上前去拉开车门，局
长坐好后司机又关上车门。 到了单位，局长下车，还是司机
开关的车门，局长没有用自己的手。

前天，局长刚到单位，办公室主任急忙推开门，拉开转
椅让他坐下，又给他刷好水杯沏了一杯绿茶，然后就整理
报纸、文件，局长也没用自己的手。

大前天，秘书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地敲打键盘，给局
长写讲话稿，局长躺在沙发上睡午觉，一直没有用自己的
手。

上周去乡下视察，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时下起雨来，宣
传科科长一手拿着局长的公文包一手给局长打着伞，没让
局长淋一点雨，局长根本没用自己的手。

上个月，局长去乡下看望年迈的父母，生活科科长提
着大包小包的礼物送给局长父母，局长都没用自己的手。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月两月，一年两年，局长走到
哪里，无论做什么事，始终都没用过他的手……

医生拿来放大镜、 显微镜反复检查， 又给局长做了
CT、磁共振等。

最后诊断为：此手因长期不使用发生基因改变，已经
退化掉了。

长
满
眼
睛
的
树

□

田
二
文

称它们眼睛树，完全因为它们全
身长满了眼睛。 那些密密麻麻的图
案，三角形的眼眶，圆圆、黑黑的凸出
的眼珠子， 跟我们人的眼睛一样，惟
妙惟肖。 每一次与这些自然的造化无
言对视，温暖、敬畏的感触便入怀入
心。

最先看到眼睛树是在市政府大

院。 院内道路两旁，眼睛树就那么标
新立异地挺立着，高戳云汉。 常去那
个地方， 每次不是因为行色匆匆，就
是因为熟视无睹，而对眼前的奇异风
景毫无察觉，直到有一天向那些树投
去专注的目光，我才终于有了重大收
获， 头脑中立马闪出眼睛树这个概
念。 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朋友同事，
一个个现场求证后， 无不啧啧称奇，
异口同声地说，太像了，太像了！

二三十年前的城市绿化受经济

水平低下制约，处于荒漠境地 ，市政
府养花种树自然无法精挑细选，建设

者们随意栽下一片树苗，不想无心插柳，竟长出活灵活现的
奇怪风物来。 二三十年来，这些特殊眼睛看树顶上的日出日
落、云卷云舒，看树枝上的莺歌燕舞、百鸟呢喃，看树脚下人
们的来来往往、举手投足。 只是，我们太无视这些特殊眼睛
的存在。

以后在其他的机关院落、宾馆或公园里，我又看到了眼
睛树的身影，感觉它是一种用途比较广泛的绿化树。 人们选
择眼睛树走进城市街头，构筑起一道道林木景观，一定是因
为它们长得伟岸挺拔、亭亭如盖和浓绿一片，在风滋雨润的
大地上写意葳蕤蓬勃。 我想，其实它们更是在写意基于自身
傲然正直的无声监督。

林业专家告诉我， 眼睛树的学名叫乐昌含笑， 美丽动
听，且不乏诗情画意。 再后来留心观察，发现树长眼睛并非
乐昌含笑的专利，榉木、银杏、枫香等一些乔木都长眼睛，只
是特征没有乐昌含笑那么明显罢了。

树叶、树枝走到生命尽头离开母体无疑痛苦悲壮，但留
下叶迹、枝迹蜕变成为树的眼睛，看自然风起云涌，观世间
万象，着实令人动容。 须知，枯枝、落叶随风飘零，伤疤结痂
成洞察世间万象的双双眼睛， 生命终又得以延续， 一如落
花，虽死犹荣。 常言道，头顶三尺有神灵。 其实，监督的眼睛
无处不在，就连一些树都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呢。

歇

伏

□

张
凡
修

蔡婶家的鸡不下蛋了

伏天就到了

歇伏一直都是

村庄的姿态

这姿态就是蹲下来

蹲下来的人们

摇着大蒲扇

可以什么都不做

吃完头伏的饺子

蹲河边，蹲坑沿
看草木祈秋、鱼翔浅底
蹲三伏的菜地

顺手捻死几只小虫子

而蔡叔

更喜欢蹲在树荫下

看一群蚂蚁搬动树荫

他惊讶于这群蚂蚁

也不歇伏

仗着一身好体力

以及一种好心情

一如既往地

在伏天里长途运输

荷塘人家 （摄影） 李昊天

→写意山水

→漫步经心

→流年光影

→袖珍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