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纸伞下丝丝凉意
李国顺 摄于新乡市人民公园

柳树在叫唤，楝树在叫唤，窗前的香
椿树也在叫唤。音色明亮、腔调高亢、旋
律比较单一，是蝉在歌唱。

不能想象没有蝉鸣的夏日多么无
趣，蝉是来破闷的。

临水而居，南北窗外绿树参差，自春
日花事退去，枝叶掩护着青实偷偷成长，
将果实往饱熟里带。它们素面朝天，尽
量保持安静，直到某一日飞来一只蝉。
今年的记录是6月9日，旧历四月廿二，
我听见第一声蝉鸣。在城里一片槐林
地，由清澈的雀鸟声里忽然抽离出来。
惊而起疑，循声去寻，仰望并倾听，确认
是蝉。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蜩，即蝉。
先秦时期《诗经》记载的蝉鸣时间是旧历
五月。历经3000年时光，蝉的生活习性
基本没变，依时令出场。一只领头，便会
百蝉争鸣，早晚我都被如雨的蝉声环绕
着，有时月光照亮赵定河的水流，岸边高
树蝉声执着，似月亮扰了它的梦。清风
半夜鸣蝉，这事儿是真的。

越是晴热天气，蝉唱越激烈。半下
午时候，书房外骤然响起震动人心的长

嘶，开窗察看，果然，一只壮硕的黑蝉蹲
在目力可及的高枝上！其余鸣蝉都藏得
很牢，像是满树的叶子在叫唤。

是只蚱蝉，个头大，小时候没少玩。
少年轻狂，行为冒失，爬树捉蝉都练出手
艺了，伸出食指去接近翅尖，猛然出击，可
成功摁住它。捂在手心里，蝉挣而不脱的
震动感，痒痒的。蝉的眼睛明亮，双翅
轻薄透明，若一身黑衣的武士。尤其秋
天落在地上的枯蝉，威严不在，却盔甲齐
整。总忍不住去拾起来端详，拣虫蚁没有
啃噬的带回家，它能一直保持生的姿态。

蝉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渊
源，地位堪比龙凤，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文
物就有玉质雕刻的蝉。古人以为蝉有羽
化重生的力量，尊贵者活着佩戴蝉饰，死
后嘴里含蝉。“蝉，取其清高，饮露不食。”
玉含蝉文化到了汉唐越发受到重视。

有学者认为，夏朝的“夏”因蝉而生，
“假蝉为夏”，甲骨文可作参考。

蝉之所以被古人视为清高通灵的象
征，与蝉繁衍生息的生存方式有关。蝉
在黑暗的地下可潜伏一年、三年、五年，
有的十几年。它们靠树根汁液存活，不

断蜕变和强壮，算出天敌稀少的年份拱
出地面，就近抓住茎枝，完成最后一次脱
壳，翅膀伸展，变硬，步步爬上相对安全
的高枝，从此以吸食树木汁液维持生
命。“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
之污垢。”古人的认知里，蝉是餐风饮露、
不食人间烟火的。土里出来，又回到土
里去，还能再度飞上枝头，有强大的轮回
新生能力。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
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唐代虞世南
的蝉。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这是李
商隐的蝉。碧无情，好犀利！夏日庞大
的绿是无情的，哪管蝉的饥饱。

眼前这只蝉，不顾飞鸟觊觎的身
影，起劲鸣叫，仿佛这个盛夏归它，它是
夏的魂魄。其实蝉的思想单纯，让雌蝉
快速找到自己并产卵是它唯一的使命。
举相机拉长焦为蝉拍照，我为它的叫声
尚未引来天敌的捕捉而庆幸。

一身汗水，坐下扇扇子，仍分神留
意窗外动静。忽而一声惨叫，我知道，蝉
被灰喜鹊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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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采撷

□季节风铃 □芭蕉雨声（新乡市）

蝉蝉

清晨（外一首）
□韩小军（辉县市）

抑或是朝阳从黑暗里被打捞
随之而来的植物开始亮起
而我看见露珠被鸟鸣声带走
树林嵌入寂静的缝隙
香气，继续萦绕着一个熟悉的

名字
在紫荆山的目光所能及的地方
我始终无法释怀的
是那过去的，饱藏着寒意与温

暖的
一枚枚泥土疙瘩
它把每束光涂抹在每个睡醒的

事物身上

画里画外

所有的雨落在同一张纸上
远处的森林在雾气里挤压着黎

明
几只飞翔的鸟儿涂抹着树林的

寂寞
它潇洒的样子从未中断
这个雨季又多了一些声音

我的目光突然有了某些跳跃式
活动在青石板、栅栏院之外
那些蹦跳的鸡鸭鹅消耗着时间
我尽力承受着雨带来的事物
它改变着一些走向
把墙壁破旧的画像
引至森林中潮湿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