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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

“扇子有风，在我手中。想借扇子，等
到秋冬。”这是我儿时和小伙伴们挂在嘴边
的顺口溜，可见扇子就是我们的“宠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故乡的小山村还没有
通电，更没有电扇和空调。

“珠荷荐果香寒簟，玉柄摇风满夏
衣。”蒲扇摇起，清凉一夏，酷暑难耐的午
后，母亲搬一张小凳子坐在庭院的石榴树
下，不疾不徐地为我们摇着蒲扇，风不大
不小地拂过我们的脸颊，那自然的凉风中
弥漫着青草和麦秸的味道，令人无比舒
爽。树上的蝉鸣声声，回荡在耳际，直达
人心。金色的阳光从石榴树的枝丫缝间投
射下来，时间的脚步变得缓慢，在母亲轻
摇蒲扇的时候，悄悄的滑了过去。

“夜月柳阴人未寝，村翁荒渺说隋
唐。”乡村的夏夜是浪漫的，盛夏的夜晚乡
村是热闹的。吃过晚饭，我们兄妹把门前
打扫干净，洒上清凉的井水，父亲端出几
张长凳铺上几块门板，搬来藤椅、小板
凳，左邻右舍的乡亲聚集在宽阔的场地上
喝茶，聊天。大人们手中拿着蒲扇轻轻摇
动看，一边“啪啪啪”的驱赶蚊虫。

无数个夏夜，我们兄妹是在母亲的蒲
扇下度过的。只要有蚊子，母亲就迅速过
来拍打。躺在门前的凉席上看飞来飞去的
萤火虫，看天上星星眨眼睛。此时，奶奶
就讲一些古老的故事：牛郎与织女，白蛇
与许仙，梁山伯与祝英台……小伙伴们百
听不厌，有时奶奶讲到精彩处，逗得我们
兄妹哈哈大笑。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引
来了叔叔婶婶、堂兄堂妹们，他们各自手
拿蒲扇围过来看热闹。父亲把浸泡在井水

中的西瓜切给大家吃，边吃边聊，好不惬
意。

夜已很深，周围一片寂静，偶尔响起
“呼呼”声，那是母亲为儿女们，轻摇蒲扇
的声音。

那时的蒲扇千家一面，都是用晒得黄
黄的棕榈叶做成，夏天用来乘凉，遮风挡
雨。冬天母亲还常用来生火扇风。在物资
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无论家里有多少
人，每家每年能买一两把蒲扇足矣。

为了蒲扇经久耐用，心灵手巧的母
亲，从箱底翻出做衣服剩下的布头，再细
心的用布把蒲扇缝一圈，看起来美观大方。

夏日里经常摇蒲扇，除了摇去暑热、
经济环保、低碳以外，最大的好处就是有
益于身体健康。摇蒲扇是一种需要手指、
腕和肩部关节、肌肉协调配合的上肢运
动。肩关节长期缺乏运动，是引起肩周炎
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夏天摇蒲扇，则是肩
关节活动的最佳方式之一，可以促使肩的
关节、肌肉得到锻炼和加强，从而有效地
预防肩周炎，何乐而不为呢？

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家家户户
都有了空调和电扇。在故乡小山村，蒲扇
也离我们渐行渐远了。

斗转星移，寒来暑往，半个世纪过去
了。如今，我已过了花甲之年，但我依然
对蒲扇情有独钟。虽然家里有空调有电
扇，但夏天里暑气蒸腾之时，我总是会轻
摇蒲扇，那自然的凉风，沁人心脾。恍惚
间，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久远的童年，母
亲为儿女轻摇蒲扇的清凉夏日。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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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增吉

记得小时候每逢“八一”建军节，村里
都要在烈属的大门上悬挂一盏红灯笼。渐渐
的，后来就不再悬挂了。挂没挂红灯笼，我
们都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是那些革命先
烈和英雄的前辈为我们打下了天下，他们大
门上火红的灯笼，肃穆，神圣，庄严！

我家对门的王老太太，有三个儿子，老
大叫江周。江周刚娶过媳妇不久，恩恩爱爱
的，可惜媳妇还没有生育，便不幸因病去
世。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他悲痛之中毅然参
了军，走上前线，在解放河南淇县的战斗中
光荣牺牲，那年才24岁。

王老太太为解放祖国献出了自己一个儿
子，于是政府在她家大门头上挂上了一块白
底红字的竖条形木牌，上面写着“烈士家
属”。每年“八一”建军节晚上，生产队都
会在王老太太家大门上悬挂一盏红灯笼。晚

上，我们一群小孩子在灯笼下面玩耍，不时
仰起小脸，仔细地端详着一片鲜艳的大红
色，感悟着生活的美好。同时在幼小的心灵
中，也记住了老师和家长的谆谆教诲：新中
国是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我的堂兄郭天喜，在村里当过民兵队
长，参军后在涉县军校学习了三个月，便上
了前线。几次战斗过后，因作战勇敢，很快
被提升为排长。在解放洛阳的战斗中，带领
战士们冲锋陷阵，英勇捐躯，那年堂兄 28
岁。

当时通讯不畅，全国已经解放了，堂兄
还没有音讯。到处打听，有当兵的老乡说当
时牺牲战士的临时坟墓前都竖着一个牌子，
牌子上写着烈士的姓名，见过郭天喜的名
字。家人前往洛阳寻找，可因为敌人反扑，
丧心病狂地把烈士牌子都毁掉了，再也找不
到堂兄的尸骨。而堂嫂一直不相信堂兄就这
样没了，还痴痴想念着有一天堂兄会突然回

来。直到两年之后，政府宣布了烈士名单，
才得知堂兄确已牺牲。因为没有留下一儿半
女，堂嫂在家人多次好心催促下改嫁。自
然，在建军节这天，伯母家的大门上也挂上
了红灯笼。每当我看着红灯笼，就会想，堂
兄的血一定也和这灯笼的颜色一样鲜红。

我大姑父石才官怀着一腔热血，于
1946 年近三十岁时告别妻儿，毅然参军，
先后参加过邯郸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
役，建国后又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家里只知
道姑父当过战士、司务长、连长，再后来还
当过什么，他从来不和家人说。他家的门楼
上，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写着四个金色大
字：功上加功。我见过不少军人家庭门上挂
着“人民功臣”匾额的，而“功上加功”还
是第一次见到。父亲说，这是因为姑父曾在
一天里立过两次大功。姑父作战勇敢，在朝
鲜大水洞战役中，只身一人俘敌一个排。他
的英雄事迹在家乡广为流传。每逢建军节，

姑父家门楼上的大红灯笼映照着金光闪闪的
匾额，显得格外的醒目，格外的庄严。

姑父庆幸在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转业
到河南密县物资局工作。他一生，恪尽职
守，与世无争。那时候调工资是有指标限制
的，姑父好几次都把指标让掉，说别人比自
己更困难。退休后姑父奉献余热，到县委大
院免费看大门，搞收发，古稀之年才回到家
乡。姑父八十多岁去世后，家人在一口旧箱
子里发现了十来块军功章和纪念章，十几张
喜报。姑父生前从没有说过，更没有展示
过。姑父仙逝已经二十来年，我还时时想起
老人家的模样，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大公无私
的精神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心底。我想，姑
父的一生，不忘初心，高风亮节，他对得起
那块“功上加功”的匾额，对得起那挂鲜红
的灯笼。

（作者系河南省林州市文学爱好者）

“八一”灯笼红
□胡赛资

临暑众愈远房斋，

几家相约结游来。

花开成诗雨成景，

清浊二斯凉生怀。

（作者系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七绝·盛夏山川度周末

七律·山师北院
□胡乐浩

一九九一秋初凉，

水屯路上穿梭忙。

小桥飞架通牙塔，

清河泛波起细浪。

军训场上军歌响，

黄河岸边篝火旺。

昔日同师多酬志，

忧国奉公尽职长！

（作者系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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