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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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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得好：“衣食住行‘衣’为
首”。每一个人生下来，第一件事就
得穿衣，其次才是吃饭。

小时候，平时只能穿一些旧衣
服。我是家里的老大，相比而言，比
弟弟穿新衣服的频率要多，有句古
话：“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
三”。弟弟穿的衣服大部分是我穿
小了的衣服，现在想想有点对不起
弟弟了。

我们的有些衣服是用父亲的旧
衣服改做的，小孩之间顽皮打闹，拉
扯衣服，有时候会让衣服严重受伤，
豁一个口子，或磨破，都是常事。回
家后必定遭母亲狠狠骂一顿，严重

时还被打过。那个时候，只有到了
春节才能穿一次全新的衣服，过了
春节，母亲会洗干净再收藏起来，直
到来年春节再穿。

上初中时，我常去一同学家玩，
他家邻居有一位已经工作了的青
年，穿一件鸭蛋青的确良衬衫，十分
贴体好看。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
自己也能穿上这种颜色的的确良衬
衫啊。我高中毕业进入工厂后，拿
的第一个月工资，除了交给家里外，
就去街上的布店购买了鸭蛋青的确
良布，请当地一位有名气的裁缝做
了衬衫，圆了少年梦。

我本人经济条件好后，不再买

布料做衣服，而是购买大商场出售
的现成衣服。春秋天我的外套常常
是蓝色或灰色西装，配衬衫领带；夏
天穿短袖衬衫或文化衫；冬天喜欢
穿羽绒服或真皮衣服。

我从企业进入保险公司之后，
曾经担任职场经理十几年，那时候
特别注重自己的职业形象，无论上
下班都穿着公司发的或自己购买的
西装，以保险人的职业形象出现。
平时在家里，我喜欢穿着一些自己
喜欢的自由自在的服装。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于服装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衣食住行“衣”为主的时代早已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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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养了六只蚕。
他给蚕喂桑叶没有个准儿。有时候

他忘记了蚕，我也忘记了提醒他，他的蚕
宝宝就只能啃食吃剩的桑叶。吃剩的桑
叶既不新鲜，水分也少，蚕宝宝不太喜欢
吃，就只好饿着，有气无力地趴在那里。

有时候他蓦然想起来了，小跑着去
栅栏边采桑叶，采回来一大把，很豪气地
一下子把桑叶全都给了蚕宝宝，“给，尽
情地吃吧！”这下子好了，蚕宝宝一高兴，
把肚子撑得圆滚滚的，跟充了气似的。

一段时间过去，我问他：“你的蚕宝
宝们怎么样了，白不白？胖不胖？”

他说：“唉，就剩五只了。”
“那一只呢？”
“没了。”
少了一只蚕宝宝后，他对剩下的几

只蚕宝宝上心了很多，经常惦记着采桑
叶的事，还让我提醒他不能忘了去采桑
叶。

有一天，他从学校里拿回来几个鸽
子蛋般的蚕茧，两个白色的，一个金黄色
的。他说是他同学送给他的。他把几个
蚕茧跟蚕宝宝放在一起，养蚕宝宝的容
器是个白茶陈皮盒子，本来就很小很浅，
几个蚕茧放上去，把铁盒堆得满满的。
我问他这蚕茧会不会压到蚕宝宝，给蚕
宝宝压坏。他说不会，蚕宝宝又不傻。

他是把蚕放在吧台上养的。一天晚
上，高先生路过吧台边，我听到他惊奇地
喊成成。高先生问成成，他的蚕宝宝竟
然都结茧了吗？怎么有这么多的茧？

我在卫生间里正用抗过敏牙膏刷着
牙。我听了高先生的话，忍不住噗地一
笑，把牙膏沫儿都喷到镜子上了。

那几条小蚕才刚养了没多久，每条
还没有两厘米长，细得就跟丝苗米粒似
的，而且都在桑叶上面，白白的，细细的，
东一条，西一条，卧得那么明显。如果是
结了茧，蚕宝宝该是被裹在茧里面才是
啊，怎么还能让人看到。这都不知道！

我听到成成在给高先生解释，他的
蚕宝宝如何如何现在不可能结茧的，蚕
在结茧前应该蜕皮几次，需要多长时间，
这几个蚕茧又是如何如何一回事。哈
哈，他还挺有耐心，语气也很平静，十分
乐于分享他关于蚕的知识。

有一天，他觉得蚕宝宝的居住环境
需要改善，白茶陈皮的盒子太小了，几只
蚕宝宝住在里面，加上几个大蚕茧，太拥
挤了。他找来一个大点的纸箱，那是卖
家给我邮寄的护肤品包装盒，方方正正，
里面的空间很大。他把五只蚕宝宝都移
到纸箱里，哗，蚕宝宝们像是住进了豪宅
一样。他把蚕茧也放到了纸箱里。五只
蚕宝宝，和两白一黄三只蚕茧，在宽敞漂
亮的大纸箱里，幸福地生活着。

有一回，我告诉他，猫中午捣乱，把
吧台上的东西都推了下去，差点把蚕盒
子也推了下去，要不是我及时听到声响，
把盒子端到玻璃柜里，蚕宝宝恐怕已经
摔在地上，瘪得就跟青蛙一样了。他慌
忙去看他的蚕宝宝，还警告猫离蚕宝宝
远点。

蚕茧里出了飞蛾，先是出了两只，然
后，又出了一只。三只蚕茧都出了。飞
蛾的翅膀扑闪扑闪地动着，大纸箱里的
气氛热闹欢腾了许多。

这几天，有两只飞蛾交配了。我好
奇地凑近纸箱边看了看。这是我第一次
看到从蚕茧里面出来的飞蛾。

成成在旁边给我讲解，肚子胖胖的
是雌蛾，瘦的是雄蛾。听他说，雌蛾会产
下许多蚕卵。啊，那咋办？

家里已经有五只蚕宝宝了，再加上
许多蚕卵，蚕卵继续孵化，孵出许许多多
的蚕宝宝，那，还不成了养蚕大户了。我
为此忧心忡忡。

他挺无所谓的。他觉得，那有啥咋
办的。他说小区对面那棵桑树，叶子现
在都长得好大了，特别茂盛，夏天还会更
加茂盛呢。他采摘时只采大的叶子，小
的留着不采，让它继续长大，还怕不够蚕
吃的？

一夜雨水，唤醒小城的夏天。树
木吐出新绿，繁花似锦，如一幅淡雅
的水墨画，静谧而生动。那一份独有
的宁静和恬然，让人置身其中，如痴
如醉。

我离开故乡已有小半年，和此地
风物日渐熟络。天气转晴时，去公园
散步，一行垂柳随风摇曳，湖水微澜，
如一页遒劲的草书，提笔撰写关于夏
天的内容。每天傍晚，下班途中，我
都会经过一条小巷子。那时，沿街的
小推车，烟火正旺，天南海北的小吃
汇聚在一起，共同分担夜市上接踵而
至的人群。有时，驻足于一间眼熟的
小摊位前，我也会主动问候一声，和
摊主聊上几句。

小城的夏天此刻还算不上燥热，
傍晚散步的人很多，他们衣着宽松，
不施粉黛，走走停停。华灯初上，星
空疏朗。空闲时，我也约上三两好
友，在街边购买一些小吃和饮品，举

杯共饮，相谈甚欢。我们分享彼此的
故乡和工作上的琐事，在美食的消解
下，一身轻松。

晚风轻拂，空气中弥漫起一阵沁
鼻的花香。三角梅、小木槿和栀子
花，开得正旺，交相辉映。时间不早
了，朋友们道别后，逐渐离去。我在
小城中，独坐一会。此时，我的故乡
早已入睡，池塘里的蛙鸣也响了好一
会。小时候，每年夏天，祖母都将凉
席铺在成熟的葡萄架下。有时，热得
失眠，她便起身给我们讲有趣的小故
事。村庄的夜晚，显得空旷。月亮趋
于圆满，仿佛天穹的玉盘。祖母讲话
的声音很小，我们都竖起了耳朵，静
静地聆听。在祖母的呢喃中，我们睡
得香甜。一直到次日，朝阳穿过紫红
的葡萄，爬上我们稚嫩的脸颊。

想着想着，周围的摊位变得更空
了。我起身离开，走在回去的路上。
月明星稀，小吃店门口，还有一些外

卖小哥排队取餐。他们一脸沧桑，久
经生活的磨砺。在小城中，不舍昼夜
地奔走，仿佛夏夜的动词。

夜渐深，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月光如水，倾斜于楼道前，仿佛给地
面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被子。街灯一
直亮着，没有关。今夜，它将照亮这
个小城每一个角落。回到家后，我匆
匆读了几页书籍便入睡了。

翌日，天边衔来一根金色的鱼
线。晨曦的鸟鸣，从小巷子里渐渐传
来，此起彼伏，如校对音调的口琴。
我走在上班的路上。环卫工人早已
将街道整理得井然有序。如果不是
花坛里荡漾的积水，没人会发现昨夜
下过一场大雨。

小城的夏天，白昼很长，夜晚很
短。我们很多人都在这昼长夜短的
日子里，谋求一份相对幸福的生活。
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我们都是披星
戴月的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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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报名参加了科举博物馆志
愿者的招聘。这是一份周六和周日
各半天的志愿服务工作，对我而言
还是较为合适的。

过了初试和培训两关，接下来
是一个月的实习期。实习结束，须
考核通过，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科举
博物馆的志愿者。工作快40年，也
换过多个岗位。但在我的人生履历
中，从来还没有实习的概念。趁着

“五一”假期，开始了在科举博物馆
的实习。

科举博物馆共有4层，与其他建
在地表的博物馆不同的是，科举博
物馆的 4 层展厅，全部安排在地
下。颇费心思的设计，较好地保存
了江南贡院原有的明远楼、飞虹桥
等历史遗迹。

明远楼是江南贡院标志性建
筑。明远楼始建于明，清代重建。
1905 年，科举废除，明远楼及号舍
失去了原有的用途。遂有人提议，
在江南贡院旧址，建立大市场，以吸
引客流。于是，拆除明远楼及号舍

等建筑，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有意思的是，江南贡院虽地处

南京夫子庙，但当时其产权却由江
苏和安徽共同所有。1918年，处分
江南贡院事务所成立。江苏和安徽
两省通过协商，按“苏六皖四”，对江
南贡院进行产权分割。年延龄作为
安徽省任命的江南贡院专员，具体
参与了处置江南贡院的相关工作。
听说要拆毁江南贡院的号舍及明远
楼等科举建筑，南京一群士绅恋恋
不舍，合力提议，要留下一些科举记
忆。后经权衡，明远楼、飞虹桥等建
筑，得以妥善保存至今。

在科举博物馆实习，有具体时间
考核要求。于是，先到客服中心进行
登记，然后过安检门，顺着长130米
呈开口型的长廊坡道，走到负四层。
迎面是一座三门四柱“科第世家”府
邸牌坊，这是明代第一位状元吴伯宗
的后人捐赠给科举博物馆的。

五一假期，游客络绎不绝。为
了满足游客的需求，科举博物馆的
志愿者义务讲解也增加了频次，五

天时间共安排20位志愿者老师，义
务讲解48场。在负四层，正赶上下
午第一场义务讲解，这是绝对不容
错过的。只是每位游客的耳朵上，
都挂着一只蓝牙耳机，而我是第一
次实习，第一次接触“义务讲解”。
由于不知其中的“道道”，所以，只能
远远地跟着，听起来十分吃力。猛
然间，瞥见讲解的志愿者老师，一手
举着“义务讲解”牌，一边讲解。为
了能够让志愿者老师专心讲解，也
为了自己能够聆听讲解的具体内
容，我挤进去，顺手接过“义务讲解”
牌，这样名正言顺地一路举着牌牌，
一路蹭听，不禁有些得意起来。

到了魁星堂，这里是室内义务
讲解的结束区域，不知不觉40分钟
过去了。归还“义务讲解”牌的时
候，讲解老师连声道谢。“没事！没
事！”我清楚自己是来实习的，举牌
也应该是实习的内容之一。第一堂
实习课，就收获了赞。希望今后在
科举博物馆志愿服务中，以优质的
服务，换来更多游客的赞。

闲暇漫步山中，路过一片庄园，
阵阵清香袭来，我微闭双眼，感受着
夏风带来的气息。顷刻间，古代文
人墨客对夏风香气的吟咏诗词亦在
心间款款舒展。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
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
一院香。”晚唐诗人高骈在《山亭夏
日》中描绘的这幅夏日庭院图，让人
仿若置身绿树繁花、亭台池塘的美
景中。这位曾一箭射双雕享有“落
雕侍御”美称的将军将“倒影”“帘
动”“一院香”捕捉得如此细腻。

暖暖的夏风不仅吹来了花香，
还吹来了麦香。宋朝王安石在《初
夏即事》中写道：“晴日暖风生麦气，
绿阴幽草胜花时。”罢相后居于江宁

（今南京）的王安石从政治生活中退
下来，心情苦闷的他居于田园。某
日，天晴风暖、麦香扑鼻，夏日风吹草
长的欣欣繁盛让他甚是欢愉。此刻，
他感叹眼前这绿树荫荫、芳草青青的
田园风光远胜春花烂漫之时！诗人
想到百姓的生活以及国家的繁荣富
强都会得到保障，心情轻松愉悦。倘
若诗人生活在现代，看着黎民百姓捧
着新收的麦子烤着香气四溢的面包
一定会合不拢嘴吧……

苏轼笔下的夏风香甚是独特，
《菩萨蛮·回文夏闺怨》有云：“柳庭风
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香汗薄
衫凉，凉衫薄汗香。手红冰碗藕，藕
碗冰红手。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
郎。”此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

州，他杜门谢客，暑日挥墨排解苦
闷。情郎笑佳人碗中藕丝太长，恋着
情郎的佳人笑他不解风情。此首回
文词笔触细腻、构思独特，末两句淡
淡的“怨”却有一种秀恩爱之感。

“两鬓蓬松午睡馀，赏花庭院晚
凉初。深闺消夏无多物，一缕炉香
一卷书。”清朝诗人费墨娟《睡起》中
描写了诗人午睡后在庭院赏花，晚
风中带着一丝清凉。诗人在这静谧
的夏夜闻着花香、熏香、书香，感到
心静气平、岁月静好，一股心静自然
凉之感油然而生。

千百年来，歌咏夏日风情的诗
词佳作很多，穿越历史长河，我体会
到了文人墨客欢愉、惬意、宁静的美
好，也不禁赞叹祖国的诗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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