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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
浪。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
庞……”六月的麦子熟了，你是否忆起童
年，忆起家乡？

在故乡那片平原土地上，这个时候，正
是麦浪滚滚、穗香飘飘。金灿灿的麦浪一波
一波延伸向远方，把大地和天空染成一片
黄，黄得殷实、浩荡、蓬勃。

远远望去，那是美丽的风景。置身其
中，伸手去触摸麦穗，它特有的芬芳，让人
沉醉在夏日的金色梦幻里。没有一种植物
像麦子一样，经历了秋种、冬眠、春长、夏
收；漫长的过程，孕育出饱满的生命。

那翻滚的麦浪，是绽放的丰收，也是父
辈们绵延不息、辛勤劳作的舞台。在这个舞
台，我学会了脚踏实地的厚道，知道了付出
才会有收获的道理；从父亲口口声声的麦
子“学问”里，我懂得了人生的哲理……

那时候，收割机还没走进地头，割麦子
全靠人工。提前好几天，父亲便开始把家里
所有的镰刀，都在磨刀石上，仔细地打磨一
遍。时不时地还会用大拇指在磨好的镰刀
刃上，横着划拉一下，试试刀刃是否锋利。

“地比天大，粮比金贵。”割麦子是庄稼
人的一件大事。天还未亮，父母就把我和哥
哥叫醒，带上镰刀、干粮、水出发，做好“战
斗”一整天的准备。

一陇一陇的麦田，仿佛看不到头，父母在前面话都顾
不上说，汗水淌过脸颊，弯着腰，熟练地手起刀落；我们在
后面，一会儿直起腰来看看天，一会儿跑到树荫下喝点水，
想尽办法“磨洋工”。父亲总会忍不住呵斥，但我们依然磨
磨蹭蹭，母亲走过来，凑到我们耳朵边说：“割完麦子，我们
去邻村果园换杏吃。”此时，杏子的酸甜，便在心底荡漾开
来，我和哥哥仿佛被灌注了神奇的力量，舞起镰刀，你追我
赶。

那时候，在热辣灼人的夏风里，田野里随处可见“老少
弯腰”的忙碌场景。大家热火朝天地抢收，颗粒归仓。几天
工夫，一望无际的麦浪，就变成了堆在大人小孩脸上的笑
容。

如今如今，，各种型号的联合收割机成了麦田的主角各种型号的联合收割机成了麦田的主角。。““田家田家
少闲月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五月人倍忙””的麦收场景似乎变了的麦收场景似乎变了，，但不变的但不变的
是劳动的本质和丰收的喜悦是劳动的本质和丰收的喜悦。。

虽然远离故乡的沃土虽然远离故乡的沃土，，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逐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逐
梦梦，，但只要想起家乡的那片麦田但只要想起家乡的那片麦田，，就会心生踏实就会心生踏实。。金金
黄的麦浪黄的麦浪，，就像天上的一轮明月就像天上的一轮明月，，永远照在心上永远照在心上。。

我想我想，，每个人心中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都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
的麦田的麦田，，穗香飘飘穗香飘飘，，麦浪滚滚麦浪滚滚，，那里有童年那里有童年，，
有亲情有亲情，，有故乡……有故乡……

这是麦子成熟的季节，站在老屋
的小院里就能闻到晚风从田野里吹过
来的那一脉浓浓的麦香味儿，缠绵而
悠长，把整个心浸润得如同一块丝绸
柔软、生动，让我油然生出一种融入骨
髓的思乡之情。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记忆的脑海
里沉淀着遥远岁月里故乡的麦子，那
是烙在我心灵上的一枚永远也抹不去是烙在我心灵上的一枚永远也抹不去
的胎印的胎印。。或者说或者说，，那是维系着我与故乡那是维系着我与故乡
种种情愫的一根纽种种情愫的一根纽带。故乡大片的麦

田，像金色的海洋，风吹过时，会掀起
层层叠叠的麦浪，那寄托着乡亲们无
限希望的麦子，一株株挂着颗粒饱满
的穗子，荡漾着丰收的喜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父亲
从厢房的土墙上取下生锈的镰刀，用
手轻撩一些水在磨石上，一下一下把
镰刀中那些已休眠了的刚性与韧性唤
醒。第二天天未亮，一夜辗转未眠的他
便和母亲早早来到了麦田，无比娴熟
地收割着麦子。父亲割麦时精神抖擞，
裹挟着尘土的汗水从他褐色的脸颊上
滚下来，就像露水滑过荷叶，流进眼睛

和嘴里，涩涩的痛，可父亲顾不上擦
拭，一连几天忙到夜幕低垂。麦子收割
完了，父亲和母亲又苍老了许多。所以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每年到了麦子收
割的日子，总要跟着大人到麦田里去
干活。割麦是农村的一项繁重劳动，虽
然那时我不甚懂事，但清楚记得每次
站在田埂上，望着眼前那片波涛起伏
的黄澄澄的麦海和父母挥汗如雨的收
割，幼小的心灵总有一股难以遏制地
对劳动的敬畏与感激。

当收割最后一片麦子，乘坐着父
亲的独轮车，来到打麦场时，这一年来

最耗费体力的厮杀才接近尾声。后来
我离家到外地读书，依旧怀念着那漫
山遍野如向日葵般黄的麦田，那一阵
阵浓郁的麦香滋养着我的成长与向
往。如今我坐在城市的高楼里，每当麦
熟时节，我的耳畔总能浮现出故乡的
田野里鼓胀的麦粒撑破麦穗而发出的
美妙的声音。此时此刻，我的父母和乡
亲们也许正紧张地挥舞着镰刀，晶莹
的汗水折射出点点碎金般的夕阳；也
许他们正在打麦场上忙碌，如山的麦
堆像被太阳烤熟了的焦黄喷香的大面
包；也许他们正在灶间做饭，新磨的面
粉做成了鱼花榼子，幸福的脸庞氤氲
在升腾的炊烟里……这也是我对故乡
最令人心醉神迷的眷恋。

我想，正是那些故乡的麦子，无数
次催生我感恩的回忆，让我在内心深
处留下了一道道黄土般深深浅浅的划
痕。也因为有了它们，生命才变得温
暖，厚重而美好。

麦收时节，我不禁想起了家乡的
麦子。家乡的麦子黄了，大片的麦田，
像金色的海洋，无边无际。风过时，会
掀起层层叠叠的浪，荡漾起的麦香味
儿。那浸润了无尽的阳光、空气和水
分的麦子，正黄得深沉。它们一棵棵
挺着直直的腰，垂着颗粒饱满的穗，
宛如脚下的黄土一般结实、厚重。

父亲吸着烟，眯着眼，将一根麦
穗扣于掌心，双手轻揉慢搓，吹去麦
皮，手心里便留下了一粒粒干净的麦
子。撮几粒嚼一嚼，满是麦子的清香。

远处，布谷鸟开始叫了，一声声
清脆嘹亮地呼唤着村庄，麦子黄了，
快来收割啊！于是乡民们纷纷从窗棂
上取下生锈的镰刀，在磨刀石上好好
地磨一磨，用布满老茧的手指肚在刀
刃上刮几下，试试锋利程度。磨好了
镰刀，钎担上扎上两捆草腰子，挑着

陆陆续续地赶到麦田里。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开

镰了，块块麦田里已经满是割麦的
人。父亲割麦时精神抖擞，汗珠从他
黑红的脸上滚下来，就像露水滚过荷
叶，刺得我眼痛。可父亲仍然不疾不
缓，无比珍惜地割着他的麦子。阳光
在我眼前的麦秆上嘶啦啦响，我跟在
父亲身后，累得直不起腰，汗水流进
眼睛里，涩涩的痛。

风吹麦梢黄，饱满的麦粒，浸泡
着丰收在望的田野，在农人眼里放着
光呢，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多少个

日子，风里来雨里去，汗珠儿落地摔
八瓣，终于盼来了收获，能不喜悦吗？
麦子收回来了，农家的日子鲜亮了许
多，炊烟也多了一份妖娆。新鲜的麦
子，经过洗淘，在阳光下晒干，磨成白
花花的面，做成枕头馍、面条、面饼、
糖包、菜包等。无论哪一种做法，吃起
来都格外的香甜。

曾几何时，一幅幅原始经典的劳
作画面被慢慢淡忘，或被定格在人们
的记忆深处。父亲老了，再也割不动
麦子了，家乡也早已发生了巨大变
化，联合收割机完全取代了人力，三
夏时节也不像过去那样忙了。

站在家乡的田埂上，我深情地凝
视着麦子，感觉一种温暖从肌肤直入
内心深处。是这些麦子，养育了一代
又一代淳朴的人。也因为有了它们，
生命才变得温暖，厚重而美好。

昔日浊河黄土岸，

今朝修葺成公园。

姹紫嫣红百花放，

幽曲小径林中穿。

小桥流水绿草地，

阁台红寺隐约见。

潭边坐着垂钓翁，

清水流向汾河滩。

一
夏日麦黄龙口抢，
农家辛苦正匆忙。
广田如纸镰如笔，
写出丰收锦绣章。

二
麦粒归仓场碾罢，
宴邀亲友庆丰年。
欲知到底收多少？
囤溢缸流笑意传。

 




































































































又是一年麦收时
□ 冯天军

当布谷鸟的第一声
啼鸣回响在村子上空，
乡村的空气里便氤氲沸

腾起一阵阵麦香，乡亲们也迎来
了一年中忙碌而充实的季节。

麦熟一晌，龙口夺粮。麦收是农人最紧张、
最辛苦的劳动。如果遇到了恶劣天气，比如冰
雹，那么眼看到口的粮食，可能毁于一旦。所
以，古有麦子不进仓，不能算口粮的说法。

大集体时代，每到麦收时节，生产队长就
提前几天察看不同地块小麦的成熟程度，截下
两个麦穗，在手里搓捻，送到口中，咀嚼一下，
估计小麦成熟的程度，确定收割的时间。然后，
像接到了命令一般，碾场、磨镰、备下麦绳，杈
筢扫帚扬场锨，能修的修，不能修的就换新，一
派紧张繁忙的景象。

麦收开始，农人挥汗舞镰把轰然倒地的麦
子运到场院，妇女们开始压麦秸，梳麦秸的声
音、在压板上割麦穗的声音、张家长李家短的
声音、吃奶小孩哭泣的声音，混合成交响曲响
彻整个场院，响彻在毒辣辣的太阳照彻的每一

个空隙。
麦场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在刚刚碾

好的平整、潮湿的场院里撒欢、疯癫，你追我
赶，好不欢快。然后光着脚丫做游戏：老鹰叼小
鸡、跳方、打溜溜球、顶膝盖，甚至还有的小伙
伴在翻跟头，趴在地上驮着别人走……农人的
忙碌与小孩子的悠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地里的小麦渐渐稀少，麦场里的小麦多了
起来，白天摊晒，晚上码垛，以防不测风云。这
时，麦垛成了我们玩耍的去处。我们不顾麦场
保管员的反对，偷偷爬到垛顶，仿佛登上了泰
山一般，有一种“小天下”的感觉。于是在上面
蹲下、躺下，变换着各种姿势寻找心底最深处
的欢乐。

及至渐大，每逢麦假，便跟在大人身后捡
拾麦穗。那时，生产队把捡拾麦穗的多少作为
孩子劳动情况的量化，而且还给予一定的奖
励，每斤2分钱。由于有这样的奖励，于是，我有
了一个想法，那就是通过捡拾麦穗实现买一本
字典的愿望。于是，我跟在大人身后，不停地捡
拾，把丢在地里的每一株麦穗当作是金光闪闪

的硬币，送我走进梦想的殿堂。麦假结束，我的
梦想实现了，拥有了一本心仪的新华字典。

打麦场又是麦收时节最动人的场景。生产
队长提前做好分工，有管着往脱粒机输麦穗的，
有扒粒子的，有挑穰的，有把麦穰码成垛的……
机器一响，各负其责，紧张忙碌便开始了。社员
最不愿干的营生是在脱粒机边上挑穰，不说脱
粒机的响声震耳欲聋，不说一刻也闲不着，单
是那种麦糠的刺鼻扎脸就难受。干这活的大都
由任劳任怨、老实巴交的马叔担当，在我的记
忆中，他是一个从没有换过岗位的人。

我们小孩便在刚刚脱出的新鲜麦穰上玩
耍。有一次，我兴奋，不小心我的前门牙碰在了
一个伙伴的头上，当时就觉得生疼，后来，才发
现那颗前门牙被碰得松动了，小时候酿的祸
根，一直存到现在。

如今农人再也没有五月人倍忙的场景了，
再也不用人割肩挑，打场扬场了。联合机一响，
遍地余黄穰。但过去原生态的麦收场景，孩子
们的欢乐，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年轮里，让我时
时想起。

在尘世，我是一粒故乡走失的麦子，在一个风雨飘摇
的夜晚，被一把进城的镰刀无情收割。

一个城市的印章，在我黄色的额头轻轻地一戳，就让我失去
了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一个土地耕耘者的身份和自豪。

三十年的城市风雨，洗尽了我身上自带镰刀的锋芒，洗尽了我身上
黄土地的原始气息，却怎么也洗不尽那深藏在骨髓深处的乡土胎记。

在城市，我看到许多像我一样的麦子，在孤灯独坐的夜晚，打开
自己泣血的伤口，在伤口上种植家乡的麦子，用家乡麦子的麦芒封住
自己的疼痛神经。城市的华丽扶不起一株倒地麦子的乡愁。

一声布谷的清脆，就让我脚下的土地松软了。我看见父亲
在芒种的节气里挥汗如雨，母亲的镰刀划破大地页面，把麦
秸打成捆背回家，待我回家品读。而我却仍然是一粒被割断
了根系的麦子，在风里流浪。

我知道，无论我流浪至何方，我的心上永
远有一片金色的光芒，我的根系永远朝向

一个方向——故乡。

本版责编本版责编：：李李 慧慧

本版校对本版校对：：侯丽娟侯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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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黄了
□ 乔兆军

麦子熟了
不仅是长伸地的
东河沿的
西南地的
……
就连堤沟里这不成块的点种
也泛着金黄色

堤坡上的流水沟
若失宠的滑道
我的运动鞋
趟着白花花的阳光
朝又一茬留守的麦子
致问候语

一个个面孔
从站立的麦苗中幻化出来
那一株株麦穗
有的谦虚，垂首
有的在张望
有的看上去颇无所谓
像街西头，一心在外做生意
疏于农活的五叔……

田边的柳条儿晃动了一下
像风中的谁摆摆手
劝我甭想恁多
又似是邀我，就地落座
饮一会儿穿河道而过的清风
消暑，解渴

夏 至

一只来自童年的蝉
趴在稠密的绿海中
唐诗醒了，宋词醒了
民谣随南风落下
溅起一塘荷色
满耳蛙鸣
那个手拿粘杆儿
一下一下
捕捉盛夏故事的人呢

他微笑的样子
像一枚熟透了的黄杏儿
抑或一颗又绵又香的大甜瓜
骑土墙的藤蔓顽皮
拂树梢的夕晖
安静若水

入夜，时不时地被闷热
闹出些小失眠
空调制冷，只治表、不治本
那曾舒缓摇动的大蒲扇，
念经似的檐雨声
防暑，降温
如今却顺着力不从心的拐杖
纷纷滑脱
化作一声砸地叹息

风吹麦梢
□ 姜宝凤

麦子熟了（外一首）

□ 李志胜

我是一粒
走失的麦子

□ 李安宁

游 园
□ 高 鹏

编者按：
六月的阳光炙烤着大

地，麦田一片繁忙景象，又是
一个麦收时节。此时，金黄色
的麦浪弥漫了乡间遍野，一
粒粒闪着光的麦子颗粒
归仓，文友以笔为镰，以
墨为麦，用文字描绘
着丰收的喜悦。

杨学富 作

农家乐
□ 张巨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