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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荣静

窗外
银杏树
静静地没有声响
春天，身着绿装
夏天，浓荫奔放
秋天，悄悄地换上金黄
金灿灿地闪着耀眼的光
初冬的寒风里
那一树的果子，带着丰硕
把一年四季的轮换，写成了收获
把春夏秋冬
写向窗外的远方

我想用四季的霞光，抚平
眼角旁的皱褶行行
如果眼里有泪水
也能被你金色的裙袂遮挡
我想，当斑白染上双鬓
黄昏的渡口旁
我不够伟岸的身影
能被夕阳拉长
在唐诗宋词婉约的文字里
找出自己曾经的模样

我想
站成窗外银杏树的形象
用心中的欢喜和悲伤
绘成未来的笔墨丹阳
勾画出岁月有痕
以及些许沧桑

悠悠的岁月长河里，咸菜恰似一位缄
默而忠诚的挚友，始终紧紧依偎在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

那萝卜干，于阳光的轻抚和盐分的
浸润中，悄然孕育出独有的馥郁咸香，仿
佛悠悠岁月沉淀出的醇厚韵味；榨菜以
其爽脆之姿，在与粥面邂逅的刹那，迸射
出奇妙而璀璨的味觉火花；雪里蕻携着
别样的风情，一经切碎，香气便如灵动的
精灵，翩翩起舞；咀嚼酸豆角时发出的嘎
吱嘎吱声响，酸香之气犹如曼妙的旋律
令人沉醉而难以自拔；芥菜头经腌制后
的味道，更是浓郁而迷人，散发着岁月独
有的魅力。

咸菜，这看似平凡无奇的食物，实则
背负着深沉而厚重的文化行囊。

在中国，咸菜的制作历史似一条奔腾
不息的长河，周朝时便已发现其身影，秦
汉之际蓬勃发展，唐宋之时工艺得以改
进，至明清、近现代更是不断被推陈出
新。每一处地方都孕育着属于自己的咸
菜传奇，那独特的工艺与风味，不仅凝聚
着一方水土的独特风貌，更映照出人们生
活的智慧以及对情感的深深寄托。

儿时的餐桌之上，咸菜乃是无可替代
的存在。那是一段质朴纯真的时光，它给
予我们的是满满的饱腹感与深深的满足
感。清晨，一碗清粥搭配上咸菜，看似简
单，却洋溢着无尽的温暖。母亲从腌菜坛
中捞出咸菜并精心切好的那一幕，恰似岁
月的特写镜头，深深地镌刻在记忆的深
处。那一口咸菜的咸香，于口腔中悠悠散

开，如涟漪般刺激着每一个味蕾，令人不
由自主地沉醉在这平凡而又美妙的滋味
之中。

咸菜亦具有独特的营养价值，少量的
膳食纤维恰似对肠胃的温柔呵护，而部分
维生素与矿物质亦得以幸运留存。然而，
它亦有两面性，虽利于长久储存且风味独
特，可因盐分较高，不可过量食用。

如今，生活变得丰饶，众多食材如繁
星般点缀着餐桌，可咸菜的味道，依旧如
神奇的钥匙，开启着人们内心深处尘封的
回忆。咸菜啊，你是岁月长河中那一抹永
恒的芬芳，是我们心灵深处那一份难以割
舍的情怀。你承载着儿时的欢乐与温暖，
承载着母亲的慈爱与关怀，承载着故乡的
气息与记忆。

走着走着雨越下越大，由原来的一丝
两丝逐渐变成了哗啦啦，倾盆而下。我把
雨刷打到最大，不停地刮着前挡风玻璃。
路上已经满是积水，雨点落到地上吹起了
欢乐的喇叭。刚出门时雨还不大，只一会
儿就不一样了。窗外，除了雨声以及车辆
碾过路面传来的水声，周围一边寂静。

烟台的雨下得安静，而我家乡的雨却
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说烟台的雨是舒
缓的轻音乐，那我家乡的雨就是高亢雄壮
的进行曲。烟台的雨来得轻易，风从海上
吹来一阵薄云，雨随之就来，而在我的老
家，下雨通常需要充足的酝酿，那排场大
得像是阅兵的仪仗。

先是突然起风，风越来越大，预示着
一出好戏即将登场。接着，鼓点就紧锣密
鼓地敲了起来。随即，天暗淡下来，偶尔
还会划过一丝闪电。随着风起，你老远就
能看见天边的云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天
空已被分成两半，一边泛白，而另一边，一
道黑漆漆的幕布正遮天蔽日而来，黑色的
幕布上还闪烁着无数道鬼魅般的电光。

这时，一个响雷在天边炸响，有经验
的老人会告诉你，那个方向已经下了雨。
紧接着另一个人就会接腔：“不用半个小
时就到这里了。”

年轻人一个个狐疑地望着天，屏住呼
吸，大气都不敢喘，那份好奇和期盼，不输
久候母亲那将要出锅的馒头。

不怪人们好奇，有的时候老天也调
皮，起了风，刮来了云，一会儿风渐渐又小
了，云散了，雨没了，人们又白白失望。那
时候，人们会羡慕地议论雨一定是下到了
哪里哪里，他们又不旱了。这样的事经历
得太多，人们就对雨格外地关注。

这时，远处的雷声更紧了。一开始像
是在敲鼓，鼓点低沉，又像是机器的轰鸣
一样；后来声音越来越近，像是礼炮齐发
震天地响。这时原本温柔的风也变得狂
躁起来，树木都跟着猛烈地摇晃。随着一
颗雷炸响，一波雨滴大颗大颗地砸向大
地。雨滴砸在人们的身上“噼里啪啦”像
黄豆落地那样响；雨滴砸在地上，惊起一
片尘土飞扬。

“来了来了！”
人们这才欢快地蹦跳着、叫嚷着躲到

了房檐下。他们依然不愿回家，眼瞅着雨

滴纷纷落下，把地上的尘土溅出一朵朵
花、留下一个个黑色的小窝。

农人们欢喜地用手去迎接雨滴，完全
不顾浓烈的土腥味扑面而来。他们像期
盼亲人一样期盼着雨的到来。这是那片
十年九旱的土地才有的雨的情怀。

等到鼓点更紧了，树摇得更猛了，主
角也就该上场了：闪电如游龙、雷如爆
炸。妇人们呼唤着孩子，把他们都捉回了
家。男人们却全然不顾，顶多缩缩身子，
全然不怕。

整个天像一口锅被扣了下来，天一下
子黑了，大雨终于倾注而下！这时男人们
才恋恋不舍地躲到了屋里，有的还舍不得
进去，立在门口望着雨发呆。他们那是在
暗暗计算下雨的时辰，衡量着雨量的多
寡。要是雨突然小了，他们就嘟囔起来：

“还不够啊！继续下！”要是遇到大暴雨，
他们又会担心“超载”。

即使坐在屋子里，也完全没有人说
话。这时灯也不开，人们就静静地坐在那
里伴着电闪雷鸣。外面像是在开一场音
乐会，上演的是激昂的交响乐。窗户也被
风儿鼓噪着跟着它一起摆动。雨剧烈地
冲刷着大地，从房顶到地面，欢快地献上
多重奏。雷公公震天响地敲起鼓来，闪电
调皮地闪现出一阵阵炫目的光。

屋子里的人全身心都在这场雨上。
小孩子们害怕，紧紧地趴在母亲怀里不说
话。十几岁的女儿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
景时竟也吓得够呛。

“妈妈，这就叫雷电交加吧？”
“对！电闪雷鸣，雷电交加！大自然

就是这样神奇！”我轻声回答。
其实小时候我原没有现在的坦然，我

也和她一样害怕。每个下雨的晚上，我都
躲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喘。我想到了叶公
好龙的故事，那闪电可不就如叶公的游龙
一样可怕；还有那雷，经常在屋头炸响，真
怕把我家屋子炸裂。

老家的雨就是这样的古怪脾气，它任
性又乖张，怎么下完全依着自己。有时它
调皮，给人们留下失望的记忆。有时，它
又热情过了头，徒增人们的困惑。记得有
一年，先是大旱，老百姓喝水都困难，后来
暴雨接连下了三天，等雨终于停了，公路
两旁的水已经与路齐平，田里的庄稼被大

水漫灌，人们只有哀叹不已。
相比而言，烟台的雨就要文静许多，

它往往来得无声无息。在室内聚精会神
工作的人们不抬头常常注意不到外面下
雨了，有时一出门看见满地的水才吃了一
惊。烟台的雨大多下得轻易：天渐渐阴
了，往往一起风，雨也跟着扑簌簌地下来
了，等室内的人们听到外面一片哗啦啦的
嘈杂，雨都已经下大。

另外，烟台的雨出场常常没有开场的
铺张，因为很少出现雷电也就更少了惊人
的奏鸣曲。它往往来去如人们呼吸空气
一般，毫不给人压力。跟我老家比，烟台
的雨下得简直就是悄无声息。

我喜欢烟台雨的安详和静谧。它似
乎有一种神奇：即使大雨瓢泼而下也能让
一切都陷入沉寂。下雨时，满世界就只有
雨的“刷刷刷”声，其他一切都变得寂静无
语：不仅没有了鸟叫虫鸣，就连一向耀武
扬威惯了的汽车喇叭也变得乖巧无比，好
似整个世界都停住了呼吸沉寂在了雨里！

烟台的雨下得和缓从容，让人很难不
和江南的烟雨霏霏去对比。只是江南的
雨多少有些柔弱和神秘，让人总觉得有些
女孩子气，而烟台的雨则多一些阳刚以及
稳重和大气，更像一个谦谦君子：不疾不
徐，温和谦虚。

因为这，我更喜欢上了烟台，跟其他
沿海城市比，更多了一份担当和情怀。我
喜欢下雨时站在窗边发呆，或者撑一把伞
走到雨里，感受整个世界因雨而沉寂，感
受雨包裹着世界带来的静谧。

记得一位来自南方的朋友要买房，他
母亲就建议他买五楼以上。对这个建议
我们都很新奇。朋友说他母亲怕夏季的
雨以及汹涌的海浪，他们生活在长江边
上，夏季最怕洪水来袭。

他们哪里知道，烟台是块福地，即使
台风从南方气势汹汹刮来，到了这里也早
已没有了脾气，反而带来丰沛的降雨，滋
养了这片丰饶的土地。那位母亲没错，她
明显爱子心切，可她还不了解烟台，她哪
里知道，这里向来没有洪水泛滥，这里有
的只是国泰民安、静寂如雨。

烟台就是这么一块福地！烟台的雨
就是这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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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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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咸菜香
孙永军

诗歌港

银杏树

刘吉训

每当夏夜降临
你就提着那盏小灯
给小灯插上翅膀
闪闪烁烁地飞
忽高忽低

你飞来飞去为什么
也许是看一场月光电影
那朦胧的情节和主题
只有你能够看懂
也许是来赶集
这儿有个热闹的市场
蛐蛐儿大声讲价
蝉儿的声音高亢
花花草草陈列着
也许是在帮小伙伴找东西
寻到夜深也不休息

可你只是个小不点呀
你发出的光
远不如一支蜡烛
你放出的热
更是渺小得不值一提
你是大自然中的弱者
但你的品质又何等高贵
有多少光就发多少光
有多少热就献出多少热
在人生的航程里
点起一盏引航的灯

萤火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