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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 26℃～30℃ 南风3～4级 明日天气：小雨转多云 24℃～31℃ 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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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霞与海鸥齐飞
蓝天坠入了大海

城市的喧嚣
押着疲惫的夕阳

一起落入模糊的群山
　　

灵山湾静怡着
海水连同蓝天
被海雾领进了

遮遮掩掩的群岛之中
海底嶙峋的石头露出海面
擅自充当起看客们的向导

　　
凉爽的海风 静默的海景房

和我都在静静等着
从远方归来的浪

　　
来，盘腿坐下

坐在松软的沙滩上
坐在突兀的岩石上

　　
海浪从落霞的怀里
寻着广场舞的节奏

汹涌归来

晚霞与海
□郑建森

　　杏花骨朵咧嘴儿的时候，河湾的冰
冻早已消融殆尽。猫冬几个月的老丁揉
腰迈腿走出院门，绕过村西的麦穰秸草
垛，急匆匆赶往二里外的吉利河水库。
　 其实，冰冻开裂的脆快动静融进耳
朵那会儿，老丁就有些按捺不住了，他推
窗望向屋外——— 墙边的老杏树还没啥新
光景呢！“水库里‘不害羞的鱼’还在深处，
再等些时日吧！”老丁在心里叮嘱自己。
　 此刻，沿着水库沿儿溜达时，他渴望
的目光不时投向水库里面，盼望着那些
熟悉而又可爱的小鱼儿能映入眼帘，且
一群一群地朝自己游来，继而掌握早春
的渔汛，陆续开启家人跟村人品尝美味
的新日子。
　 “不害羞的鱼”是老丁他们对银鱼的
惯称。银鱼样貌稀奇——— 小巧剔透，纤柔
圆嫩，全身无鳞，通体透明，仿佛拥有隐
身功能。游在水中时，它们似银箭离弦，又
如银梭织锦；一离开水，立马呈现似玉像雪
的白色，因而古人把它喻为玉簪、银梭。
半拃长、细如麦秸秆儿的银鱼口大吻长，
头部扁平，在水中穿梭时透亮的小身段儿
跟锃清的水一样没啥颜色，身子里面的
东西没有遮挡，猛不丁看去一览无余，所
以老丁他们才管银鱼叫“不害羞的鱼”。
　 银鱼很有来头。唐代诗人杜甫就在

《杜工部诗史补遗·白小》中道：白小群分
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

蔬。入肆银花乱，倾箱雪片虚。生成犹舍
卵，尽其义何如。宋朝杨万里也留好话给
银鱼：初疑柘茧雪争鲜，又恐杨花糁作
毡。却是翦银成此叶，如何入口软於绵？
岂止是文人墨客，就连乾隆品尝后也忍不
住留了夸口：“上苍美味天鹅肉，人间好菜
银鱼汤。”你听听，乾隆皇帝一句话，真真
地把这个小嘎嘎鱼儿抬举到天上去了。
　 老丁读过书，早年喝过不少墨水，他
晓得过往历史中银鱼身上那些说不完的
靓丽跟光鲜。至于他喜欢吃的“不害羞的
鱼”有什么好更是知根知底。老丁曾对着
城里来的客人说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夸过这种小鱼儿，“食之甚美味甘无
毒，可作‘羹食’，宽中健胃，补肺清全，滋
阴火，补虚劳。”老丁还说，《食疗本草》中
也载有美言，说“银鱼利水，润肺止咳”。
　 聊到吃的话题时，老丁觉得对于“不
害羞的鱼”最好不用“吃”字，因为青岛一
带这种鱼没什么量产，老家吉利河水库因
为水质好，才有半野生的“不害羞的鱼”丰
盈了自己和村人们的食谱。他说用“尝”或

“品”好，既显得物以稀为贵，显得食者文
雅，听起来还多少有点感恩的意思。
　 把“不害羞的鱼”捣弄成馋人的菜肴，
老丁他们没有过多的花花招数，惯常的
做法是用其炒蛋。切春韭成段，磕鲜蛋几
枚，加进鱼儿，再捏一两撮细盐，继而拌
匀。热锅热油后入锅翻炒，添少许清水，

敞锅旺火炒一两分钟，及至鱼香、韭香、
蛋香融合弥漫时盛盘出锅。这时的老丁，
极容易想到酒，自然抿两盅是少不了的。
　 除了炒蛋，再是油炸。不光老丁，当
地饭店餐馆也喜欢如此制肴，说是这样
出锅的银鱼菜品更能悦动食者味蕾。油
至六七成热时，蘸了蛋与面调和的糊糊
后将鱼儿入锅，滚两个滚儿即可捞起沥
油装盘。老丁品味时，习惯蘸椒盐面儿咀
嚼，他和大家的评语一个调：越嚼越香。
　　品味老丁他们惯称的“不害羞的鱼”
无需去鳍去骨，这种鱼是“整体性食物”，
是营养学家称好的长寿食品。因为营养
全面，是产妇和小孩子菜谱中的优选品
类。有邻居说，老丁跟媳妇育有三儿一
女，早年他捕捞的“不害羞的鱼”大都成
了媳妇和孩子们口中的美味儿，好事的
人找他核对这一说法时，憨厚的老丁每
每都是笑着点头。
　　顺吉利河水库沿儿溜达时，老丁真
的看到了一群一群的“不害羞的鱼”。不
过，他知道要把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捣
弄上岸还得再等些日子，待到五月杏黄时
最好，那时候水中鱼儿的身段会更肥硕，
所含的营养成分会更丰盈。老丁晓得接
下来该忙些啥，他惬意地向旁人表述说：
先是置几张好的细网，再是向江南人多
学几手用这种小鱼儿炒菜制肴的手艺，
到时换几种法子品味“不害羞的鱼”……

　　夏天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我的
生日就在这热情如火的时节里。小学阶
段的最后一个生日让我刻骨铭心，那一
束玫瑰至今还在我的记忆中珍藏。
　　记得那时，我刚小学毕业。也许因为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节点，我格外盼望
生日的到来，妈妈也说会给我一个惊喜。
　　盼望着、盼望着，在快乐的暑假里，
我的生日如期而至。那天清晨，我早早起

床，蹦跳到妈妈身边：“您要给我什么礼
物啊？”妈妈微微一笑：“保密！晚上再告
诉你。”“哎呦，干嘛呀？搞得这么神秘！”
我不解。
　　时间过得很快，天边的夕阳染红了
黄昏的天空。伙伴们齐聚一堂，为我庆祝
生日。“孩子们，跟我来！”正当我们玩得
不亦乐乎时，妈妈笑意盈盈地领着大家
来到楼下停车场。
　　“嘀嘀！”汽车后备厢打开了。“天
哪！”我和伙伴们发出惊呼——— 只见娇艳
的玫瑰花将整个后备厢填满，花瓣上还
挂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花朵上面铺
了一层金色的小灯，一闪一闪的，无比唯
美！我率先反应过来：“妈，您和爸爸太用
心了……”我激动得语无伦次，泪水溢出

眼眶。“宝贝生日快乐！”妈妈一脸笑意。
“谢谢！”我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 春节后，爸
爸的一个从事园艺工作的朋友开展了
认养玫瑰花活动，爸爸妈妈就去认养了
一些。打那以后，每个周末他俩都会去照
料玫瑰花，给它们浇水、施肥、修剪……
原来过去半年爸妈的奔波劳碌，是为了
给我庆祝生日！
　　“生日快乐，我的宝贝！”这时爸爸也
下班回来了。“谢谢爸爸！”我再次感动
落泪。
　　生日宴结束后，我细心地修剪每一
朵玫瑰，看着它们，就像看到爸爸妈妈对
我的爱。窗外一阵微风吹进来，香气氤氲
在整个房间，也传入我的心中。

品味“不害羞的鱼”
□崔启昌

难忘的生日礼物
□董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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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蝉鸣 在街心花园里
旋转着一个绿色打底的梦

任凭薄薄的蝉翼
扇动起一个夏天的震频

热浪层层递进
在深深浅浅的绿色画屏里
一束从树梢射进的阳光
渗透白色衣裙里的心跳

此刻虔诚等风来
于夏的节拍里听一种天籁

你是热情 是生命力旺盛
是暴雨热风 是行色匆匆
还未来得及仔细跟你交谈

这一季旅程已近尾声

只好将满腔心事
藏进一棵紫薇花树

闭上双眼 在盛大的树荫里静坐
聆听心的鼓点 敲击夏的回声
寻着一个丰盛的方向 挺进生命

夏日抒怀
□李明珠

夏日风景
□刘玮

像风，像飞移的星

吹动的发梢掀起潜藏的乐音

我开始聆听

被苍老染白的故事

于是，弯腰俯拾的时间

远远多于行走

拾回云烟、落日、大海的呼吸

日益模糊却又慢慢清晰的身影

还有傍晚升起的浓浓炊烟

和身边跑过的一群欢快的孩子

田野飘过一丝稼禾的甜蜜……

忆二叔
□王元奎

　　二叔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至今忆
起，仍长怀不已、感恩不尽。
　　二叔心灵手巧，理发、杀猪、打铁无
师自通且样样在行。他为人友善，不管老
人、小孩，只要找他理发，他都有求必应，
给邻居杀猪也是随叫随到。打铁是苦累
活，也是技术活，二叔和他的伙伴们用巧
手不辞劳苦地制作出钢钻、铁镐、抓钩、
菜刀等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
具，为乡亲们带来了无数便利。
　　听母亲说，我人生的第一次正儿八
经的理发就是二叔操刀的。儿时的我很
调皮，常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但一到二
叔跟前，我就变得乖巧可人，特别是理发
的时候，更是百依百顺、一动不动。

　　二叔最大的嗜好是喝酒。贫穷岁月
里，二叔对吃的不讲究，什么都能凑合，
但没有酒喝是绝对不行的，一个能盛十
斤酒的瓷坛子总是被他装得满满的，白
酒一开始是用地瓜干换，后来买瓶装的
栈桥白干、始皇、二锅头等。至于下酒菜，
勤快贤惠的二娘总能把简单的青菜调
理得有滋有味，一把韭菜、一碟花生米、
几根萝卜头就让二叔酣然自得。
　　我去青岛上学的时候，二叔不但送
我红方格单人棉床单，还和我一起携带
被褥、木衣箱、书包等乘公交、上轮渡、搬
上学校的货车。每次寒假回来，我都会给
二叔买上礼物：一般是白酒。有一年，我
在学校小卖部买了两瓶杜康白酒，二叔

收礼时喜不自胜。
　　参加工作后，如果休息日或假期里
二叔家有什么活儿，我总会去帮忙，春节
贴对联我都是先给二叔家贴完再给自家
贴。每个假期，我依然不忘给二叔“送礼”，
礼物自然还是酒，不过档次提高了。每次
我都不忘嘱咐：“小酌怡情、大酌伤身，不
准您贪杯！”二叔总是呵呵地点头答应。
　　遗憾的是，二叔还是嗜酒如命，并因
此导致左臂渐渐蜷曲伸不开，体力活逐渐
干不动了。好在有二娘的精心照料，他的余
生也算过得舒心。75岁那年，饱尝了酸甜苦
辣的二叔默默告别了这个世界。
　　比远方更远的地方再没有病痛了，
愿二叔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