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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炜

处暑，意味着夏之暑热正式结束，自此残暑褪，新凉生。
这个秋意渐浓的时节，民间有出游赏云、放河灯、开渔等祭
祖迎秋的习俗，也有煎药茶、吃鸭子、吃秋梨等风俗。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经过了夏日“小暑大暑，
上蒸下煮”的煎熬，凉爽的秋天令人心旷神怡，胃口大开。
然而，“食欲之秋”不能乱吃，因为处暑之后早晚转凉，天
气干燥，饮食上只有多吃蔬果、多喝水才能够预防秋燥，
而吃秋梨便是最好的选择。 经过春雨的滋养和夏日阳光
的照射，梨子已成熟，咬上一口，清甜润喉，生津止渴。

遗憾的是，过去我长期在部队工作，对节令里的许多
习俗知之甚少。 庆幸的是，自从岳母来家中帮忙照看孩子
后，不仅补上了这一课，更让我对二十四节气背后的传统
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岳母没读过书，不识字，却是家里的“活日历”，什么时
节种什么庄稼，每个节气有什么习俗，她都如数家珍。 刚

开始，她只深谙自己老家浙西的
一些习俗， 后来与邻居们交流，
才发现她对乡村的风俗习惯也
知道不少，比如“冬至饺子，夏至
面”， 就是我老家皖北的饮食习
惯。 岳母记住后，每年夏至准会
做碗香喷喷的 “过水面 ”，安抚
我想家恋亲的乡愁。 可以说，逢
年遇节，她总会带来惊喜，平常
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这不，立秋刚过，岳母迫不及
待打电话提醒岳父，将树上的梨
子挑个大的摘下 ， 裹严实寄过
来，别误了“秋梨宴”。 “秋梨宴”

是女儿取的名字，每年处暑，岳母都用梨子做些美味佳
肴，有女儿喜欢吃的梨子红枣银耳羹，也有儿子爱喝的
鲜梨汁等。

我们劝岳母，梨子随处有卖，不必千里迢迢从老家寄，
可她认为自家梨子最好吃、最养人。 还别说，岳母家乡龙游
盛产黄花梨，不但肉脆汁多、味浓鲜美、气味芳香，还富含
多种营养成分，儿女们更是推崇备至。

家里举办“秋梨宴”，岳母常邀左邻右舍作客。 “宴席”
上，她还教孩子们唱民谚，“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
了皮”“处暑田豆白露荞，下种勿迟收成好”……

平时，我没少为岳母点赞，夸她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岳
母总是笑呵呵地说：“老辈们留下种瓜点豆的节气活，咱啥
时都忘不了。 ”

在田间地头劳作了一辈子的岳母， 深谙节气里的冷
暖和意味，并默默践行，在平常日子里浸润并传承着传
统文化。 今年的“秋梨宴”上，众人一起品尝梨子佳肴，
更一起体味当今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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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暑暑秋秋梨梨最最养养人人 致致敬敬乌乌金金
�� ■■张张 军军

一一块块块块乌乌黑黑发发亮亮的的煤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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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者者供供职职于于四四机机赛赛瓦瓦石石油油
钻钻采采设设备备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张崇文

雨越落越大，落得刀割不断，落得像瓢浇。 从上午
落到下午，从晚上落到天亮，短暂停息后，又哗啦啦落
下，打在地上“噼啪噼啪”响，在水凼里冒出水泡。

眼看水越涨越高，淹没了一级级台阶，在河面上
涌动，一层层波涛从河中间拍打到岸边。 作为百福
司街上、观音村和梅子坳村瓦场坝组的农网配电运
维网格员，湖北来凤县供电公司百福司供电所员工
向大荣迅速戴上安全帽、穿上雨衣，和同事们来到
百福司下街渡口上的步行道，眼见洪水无法快速从

观音阁下的峡谷中流走， 上涨后淹没了下面的麻柳
树蔸和树干，大家不禁攥紧了双手。

向大荣知道，照这种涨势，洪水会很快淹没河堤，
冲进百福司低洼的渝鄂路、 硚口路交汇的三十六步
（老地名）。 向大荣招呼大家快速离开，回到百福司供
电所，将抗洪抢险工具装进了工程车。

“洪水翻堤了！ ”“洪水进街了！ ”下午 2 点，洪水
涌上河堤，缓慢地在三十六步流淌、升高。好在居民们
提前做了准备，连人带物都上了二楼、三楼。

向大荣和同事们分成几个小组， 奔赴洪水淹没区
域。 他们举起 10KV 零克棒（绝缘操作杆）断开了零克

（跌落保险），要赶在大洪水到来前，做好停
电处理，确保不漏电、不短路。

雨再大，洪水再涨，向大荣都没慌。 他
在洪水中反复搜巡、检查，挨家挨户到墙
壁上断开漏电保护开关， 并叮嘱居民晚上

停电， 要用蜡烛照明。 洪水渐渐淹没了硚口路，供
电所车库外的渝鄂路成了一片淹没区。 底盘低的
的车辆无法行驶，来往的居民只能乘坐皮筏艇。

水面上漂浮着树叶、草梗、干树枝……浅处踩水，
深处坐上皮筏艇，向大荣走进居民家核查电表，洪水
没过了他的大腿。 有的电表安装在窄巷间， 上面落
了屋檐水，下面冒出下水道的污水 ，隔了口罩 ，还
熏鼻子。 向大荣站在水里，“叭！ 叭！ 叭！ ”连续断
开几户人家的漏电保护开关。

天渐渐黑了，除了留守值班的同事，百福司供电
所所有员工都戴上安全帽、穿上雨衣，巡视街巷。凌晨
时分，大家奔赴各片区，冒雨恢复了街上部分台区的
供电。 后来，雨渐渐小了，洪水没再上涨，向大荣来到
供电所车库外，在手电筒照射下，观察水位变化。过了
零点，洪水慢慢消退，他才长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天刚亮，向大荣沿着河堤下来，洪水已消
退下降十几级台阶。他走到三十六步，街面铺了一层
薄泥浆， 居民们都起得早， 正在冲洗屋里被泥沙染
黄的墙壁、一地的泥浆。 匆匆吃了口早饭，向大荣和
同事们来到三十六步， 合上了台区的杆上变压器零
克，听到“嗡、嗡、嗡”的正常电流运行声调，他没有急
着合上开关，而是检查低压进户线，再查看室内用电
线……只要接头未浸湿到雨水里，他才合上漏电保护

开关，再到室内按下按钮，灯亮了没有跳闸，送电才算
成功。

冲洗泥浆的居民， 看到屋里来了电， 停下清
洗，转身对向大荣说：“你辛苦了，这一大早让我们
有了电用，太感谢了！”向大荣摆摆手：“不用谢，这
是应该做的事， 难为你们摸黑了一夜。 现在雨小
了，洪水退了，用电若有故障，就打我手机，我会马
上来查原因。 ”

向大荣和同事又来到张家沟口， 对陈家锯木场
和对面的老阿婆家检查了几遍。 第一次供电没成
功，来回转了几圈，查了里外线路，紧了螺丝，重新
合上漏电保护开关， 再没跳开。 他走进老阿婆家堂
屋，按了按钮，灯亮了，正在做早饭的老阿婆微笑着
向他伸出了大拇指。

一路雨，一路蹚，一路检查，一路叮嘱，在向大荣
心里，自己要尽全力避免大家触电，并尽快复电。 他
浑身被打湿， 双脚蹚在泥地， 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大
家的生活走上正轨，让每户人家顺利用上电。

瞧， 向大荣和同事们在这幅抗洪保电的画面里穿
梭、奔走，该处理的不留隐
患， 该复电的一户不落。
那天午夜，百福司街上一
部分灯亮了，到了中午，之
前被洪水淹没的地方全部
复电成功，明亮的灯光如
同一缕缕清晨的曙光。

（作者曾供职于国网
湖北来凤县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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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晟

一年之中， 总有几个节日， 让人想起祖
先，想起逝去的亲人，譬如清明，譬如七月半。

“天上台星对南极，人间佳节是中元。 ”秋
收之时，一年已过半，人们庆祝丰收时，想起
已逝的亲人， 念叨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回家吃
顿团圆饭 ，于是便有了 “中元节 ”，民间俗称
“七月半”。

“万树凉生霜气清 ， 中元月上九衢明 。
小儿竞把青荷叶 ，万点银花散火城 。 ”农历
七月十五 ，夜凉月白 ，大街小巷 ，孩子们纷
纷涌向河边 ，焚冥钱 、放荷花灯 ，为先人照
亮回家的路。

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
的悲切不同，七月半是接祖先“回家”，与亲人
“团聚”，自然多了些热闹和喜气。

在乡下， 这一天家家户户会早早上街 ，
买来新鲜的鸡鸭鱼肉和千张 、豆腐 、青菜之
类，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祭祀祖先。

小时候农村穷 ， 日子过得
清苦，总盼着七月半到来，因为

到了那天 ，不管生活多艰难 ，父亲总是一大
早外出赶集 ，买回几斤猪肉 、一条鲢子 、一
包白糖 、一捆冥钱 。 母亲在家切好南瓜 ，发
好面粉 ，等父亲买回肉 ，立马蒸蒸肉 ，包饺
子，忙个不停。

这一天， 全家人终于可以大快朵颐 ，和
祖先们一起“共享”丰盛午餐。 那红瓦甑上，
热气腾腾的蒸肉 ，冒着诱人的香气 ；垫底的
南瓜色泽黄亮 ，油润滑爽 ；盘中肉饺香糯 ，
糖饺甜软……一年中除了过年，就数七月半
吃得痛快。

在人们的想象中，也有一些“孤魂”找不
到亲人回不了家 ，七月半晚上还饿着肚子
四处游荡 ，为了安抚他们 ，家家户户晚上
除了在自家门前祭奠 ，还让孩子们在沟渠
塘堰 ，往来路口也烧一些冥钱给这些 “路
人 ”，祈求不受侵扰 。 彼时 ，沟渠塘堰 ，门前
稻 场 ，这 儿 一 堆 火 ，那 儿 一 簇 烟 ，月 光 朦
胧 ，人影绰绰 ，令人敬畏 。

中元寄哀思，灯下念故人。 七月半，是阴
阳两隔的亲人，在仪式中的又一次情感交汇，
也让人们明白，生命可贵，要好好活在当下。

■ 刘远平 (作者供职于国网重庆丰都供电公司)银塔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