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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赏荷 □ 姚建平摄

沙中，我更愿意亲切地称其为沙高，我的高
中母校，我人生发生转折的地方，也是我奋斗拼
搏的地方。我觉得母校给予我的不只是知识，
还有深厚的情谊，那浓浓的师生情、同学情、
友情。请跟随我一起追忆那段备战高考的难忘时
光。

我是2022届高三16班淦昌班的一名学生。
我的三年高中生活很奇妙，我们这一届学生无一例
外地经历了居家隔离、线上学习甚至线上考试的日
子，经历了在学校时需每天戴口罩、做核酸检测的
日子。

其中最特殊的经历是在冲刺高考的最后两个
月，由于疫情，我们封校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只
局限于校园内，每天就是宿舍、教学楼、食堂三
点一线，能见到的人只有老师、同学、食堂阿
姨。那时，我感觉不只是我，班级里很多人的情
绪状态都不佳，带来的影响就是学习成绩也在下
滑。

众所周知高三一模、二模考试的重要性，奔赴
高考考场的学子会借这两次考试检验自己的学习
成果，预测自己的高考成绩，也就是这两次模考一
度把我拖入了深渊。两次模考，我没有一次达到特
殊类型线（俗称一本线）！或许这并不意味着高考
的失败，但是我身处淦昌班啊！同班同学都各有
所长，而我却连一本线都无法踏入。那段时间我
一度怀疑自己：是我学习能力有问题吗？是我不
如别人吗？是我脑子特别笨吗？最让我崩溃的是
二模的生物，在最好的物化生班级，我的生物只
考了34分，那次也是我高中生涯第一次拿到班级
倒一的称号。看到大大的红色“34”时，我的心
好像停跳了一下，震惊，疑惑，悲伤，绝望，我
整个人仿佛丢了魂，周围的同学都来安慰我。我
强忍泪水，故作轻松地对朋友们说：“唉，倒一
嘛，小问题。”等晚自习上课铃响，大家都回到自
己的位置上后，我望着自己的试卷，翻来翻去地
看，那个醒目的分数一次次映入我的眼中，我的
眼眶中已经满含泪水。这时，我的朋友找我借校
服外套，当我要转头递给他的时候，我的泪水已
经控制不住了。

为了避免被同学看出异样，我赶紧跑出了教
室，来到了师竹楼前面的亭子里。因为是晚上，
天色很暗，加上有河水流动的声音，我再也抑制
不住泪水，眼泪止不住地流。流的是我的悲伤和
不甘！我不断地怀疑自己，还有一个多月就要高
考了，我究竟在干什么，这个分数，还想上大
学，配在淦昌班？再想想自己平时的努力和如今
的结果，真的很难从悲伤里走出来。

就这样，我在亭子里静静地待了将近一个小
时，静听河水流动，感受晚风吹过，任凭泪水肆
意流下，直到我的心慢慢平静。忽然，一只手搭
在了我的肩上，这猝不及防的一拍吓了我一跳，
回头看去，果然是我那几个好兄弟。其实他们早
看出来我情绪不对，也知道我离开教室来了凉
亭，只是因为想给我一个人冷静的时间，所以没
有第一时间来打扰。看我慢慢归于平静，他们才
聚拢过来，陪我靠在亭子的栏杆上，倾听我对自
己的质疑。继而又在第一时间打消我对自己的怀
疑，不断地安慰鼓励我，一两次的失利不算什
么，这不是高考的终点。他们还不停地安慰我，
逗我笑。我难过的情绪也在一点点消化，消极的
心态也在慢慢转变。或许我没有那么不堪，只是
一次小挫折而已，未到高考，怎可轻易言败！就
在大家的你一言我一语中，我感觉自己又重拾了
自信，于是跟随着大家一起回到冠军楼，继续埋
头苦学。只不过这次，我感觉自己更加坚定，更
加自信，目标更加明确了。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大课间被姜庆荣姜哥叫
到了办公室，上来就是一句：“昨天哭过了？“一
猜就是我几个兄弟来“告状”了，我羞愧地点了
点头。见我不太好意思，姜哥语气更加平缓了。
他提醒我：心态要放平，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平时要多问，要从基础打起，只要还没到高考，
就还有进步的空间，一切都不是定数……他把我
的情况跟其他任课老师反映后，其他老师也都很
关心我。教生物的顾玉萍老师非常温柔地帮我分
析问题，从试卷知识点的掌握到学习生物的方法
甚至是我的心理状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
说：“老师相信你，你是可以的，脑子不笨的，不
要因为一次考试就怀疑自己。”对啊，我脑子不笨
的，我可以的，简简单单几句话，仿佛给了我莫
大的能量，让我自信满满、干劲十足。从那之
后，我踏踏实实夯实基础知识，每天一有空闲就
背诵、整理。我本不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但那
段时间，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像
海绵吸水一样不断汲取知识。带着这份自信和这
份干劲，我顺利地完成了高考，交出了人生的一
张满意的答卷。

那段封校的日子，父母不在身边，正是我的
朋友们、老师们，让我熬过了那段灰暗的时光，
见到了更光明的未来。我内心的感激无法用言语
表达，这份情永远铭记于心。班主任兼物理老师
姜庆荣姜哥，语文蒋薇赟老师，数学王红芳老
师，英语毛艳秋老师，化学陈倩倩老师，生物顾
玉萍老师，每一位老师都很好、很温柔，让我乐
在学中。这些良师益友是我在沙高最美的遇见。

这只是我三年高中生涯中的一件小事，也许很
多学子都经历过这样的小事。但我想说，这件小事
改变了我。经受挫折时，朋友和老师的关心鼓励何
其重要，它让我重新找回了那个自信的我，让我更
加有勇气去面对高考，满怀信心走好接下来的人生
路。

感恩母校沙高，感恩生命中美丽的遇见。
时光吹散了少年，梦想在爱中点燃，落叶轻

轻飘落在你的脚边，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遇见。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时至盛夏，万物
蓬勃生长，绿色极力铺陈造势，绿得浓烈、绿得浩
荡，渲染出一个葱茏世界。放眼望去，山峦树木
繁茂，沟渠幽草葳蕤，田野绿浪涌动。浓浓淡淡
的绿中，定能见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景致，那
荷是向夏而来，那花是盛夏的胎记。

田田荷叶在碧水间铺展，舒卷开合，沙沙作
响，荷叶上的水珠如滚玉般，别有意趣。荷花有
红有白，深深浅浅、高高低低，或挺立、或掩面，风
姿绰约，娇羞不媚俗，让炎炎夏日也心动不已。
飘起的缕缕清香，引得蜻蜓翩翩而至，这朵闻闻，
那朵嗅嗅，终究未能分辨出哪朵更胜一筹。落水
的片片花瓣，仿佛在无声诵读“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清凉恬静之感漫上心头。

这个时节，正是江南梅雨季。可见“黄梅时
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天气多变，晴朗
的天空会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暴雨在电闪
雷鸣中倾泻。雨来得急，去得也快。雨一过，气
温也就凉爽了许多，碧绿的树木闪着晶莹剔透的
光亮，连鸟的啼鸣声也爽利多了。田间的庄稼在
烈日与雨水轮番的催促下，一个劲地生长，愈加
茂盛。

在丝丝细雨中，我与姐妹们来到网红打卡
地——百亩荷田赏花。绿意盎然的田野，水墨
般的古镇，婀娜多姿的小桥流水，仿佛是一幅流
动的画卷。我们各自穿戴着心仪的服饰，花枝
招展地在荷田中的栈道上，似蝴蝶般时而聚拢，
时而分开，变换着各种姿态与红花白花合影，最
后还要与百亩荷田来个全景照。每一个来过的
人都留下了美丽的记忆，但还是不舍离去，流连
忘返。

这个时节，田间也更需要管理，只见远处地
头有戴着草帽的人在辛勤劳作。看见这一幕，我
的思绪不禁飘向远方，穿越时空，来到了“知识青
年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代。那时，我跟着
乡亲们一起也似这般在田头劳作。劳作之余，中
午歇息打个盹。无奈，那时的住房条件较差，暑
气穿过屋面在室内蒸腾，连桌子板凳也烫人，门
前那要几人合抱的大树自然是个乘凉的好去

处。小花狗也睡在那里，吐着舌头，喘着粗气。
在浓荫下享受清风拂面，尽管蝉鸣声声，且当催
眠曲了。

小憩后，房东大娘捧出用井水浸了半天的大
西瓜，一刀下去，露出鲜红的瓤。我咬上一口，味
道甜美，凉气四溢，既解渴又降暑。大娘还教我
怎么识别瓜的生熟，方法是一摸二听三看：瓜皮
摸上去滑滑的，用手指轻弹听到“咚咚”清脆声，
看瓜蒂变细枯萎。有了这三点，一定是熟瓜。从
此我就用这方法挑瓜。

夜幕徐徐降临，风也渐渐停歇了。那时家中
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只能睡在星光下，似乎
这样才是夏日的模样。门前地面上用水降温，一
盆水泼下去，地面滋滋作响。竹床、椅子、凳子都
搬了出来，用来乘凉，两张长板凳一拼可当床用。
月色似银，星星点点，房屋、树木影影绰绰，成了一
幅美丽的剪影。

我仰面朝天，数星星、看银河、听牛郎织女的
故事。四周蛙鼓虫鸣，萤火虫一闪一闪，拿出蒲
扇慢慢摇啊摇，不知何时进入了梦乡。直到午夜
时分，才被房东大娘叫醒回屋睡觉。

那时，条件好的人家买了电视机，成了全村
人的喜讯。电视机会放在门前场上，虽然是黑白
的，尺寸也不大，但乡亲们围坐在一起，一边乘
凉，一边跟着剧情，时而欢笑，时而叹息，看得津
津有味。

此时的黄鳝体壮肥腴，肉嫩鲜美，营养丰
富。出于好奇，有两次，我跟着房东大爷去看他
放笼子捉黄鳝。傍晚时分，落日染红了半边天，
我跟在大爷后面，看他将带有诱饵的笼子放入绿
莹莹的秧田，并用力下压入泥。天蒙蒙亮时，他
就去收笼子，每次都有收获。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许是满目叠翠，
许是瓜果解馋……诗人满心欢喜。“竹深树密虫
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即便无风，心静自然凉，
那是一份超然，一种内心的澄澈。“荷风送香气，
竹露滴清响。”这一“送”一“滴”，如此美妙。试
想，在纳凉时，鼻间幽幽荷香、耳畔丝丝清音，心
也安然，身也清凉。

初夏的某日，应朋友之邀，一同前往苏州，参观
丝绸博物馆，领略了丝绸生产从古至今演变的历史
和文化内涵。当我意犹未尽地走出展馆，迎着炽热
的阳光抬起头，马路对面一家店铺的门楣上“旧城以
西”四个字赫然出现在眼前。难道真是小说《我的26
岁女房客》中所描写的咖啡店吗？我带着好奇和惊
喜疾步向对面走去……

小说《我的26岁女房客》以徐州小伙昭阳和苏
州姑娘米彩为主的一群年轻人为描写对象，围绕他
们的情感和事业，在苏州打拼、奋斗、挣扎的经历，
折射出社会的繁杂和人性的百态。正如昭阳所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这些都是命运使然。”而
其中“旧城以西”咖啡店不仅承载着年轻人的梦想
和失意，更有凄美的爱情和真诚的友情。咖啡店主
夏凡野怀着画家梦，一心想在画界展示自己。与其
相爱的长沙姑娘为了让他实现梦想，除了拼命打工
挣钱外，还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开了这家咖啡店，
让男友可以在安静的环境中画画，顺带经营。不料
祸从天降，姑娘突遭车祸身亡，给夏凡野沉重一
击。随着旧城搬迁改造，咖啡店越加萧条，但他忘
不了这份情爱，坚守着濒临倒闭的咖啡店。此时遇
到了重情重义的昭阳和他才貌绝伦的女友米彩，他
俩被夏凡野诚挚的爱情感动，愿意出资出力帮助夏
凡野重启人生之路，并为咖啡店重新定位和布局，
走文艺之路，让“旧城以西”成为年轻人情绪宣泄、
情感碰撞、换洗性情的打卡地。

咖啡店四间门面，原木结构，简朴而不失时尚。
两块落地玻璃窗，有一种可以破空而来的大气。边
上一扇小小的木门，门上还是老式的球形把手和司
百灵锁，透露着复古的气息。拉开店门，步入室内，
黯淡的光线让人的心即刻安静下来。映入眼帘的却
是密密麻麻的纸片，几乎把墙面和天花板覆盖。有

意思的是，纸片上都压着一支香烟，而小说中的昭阳
最令我讨厌地方就是烟瘾。那贴在墙上的香烟，似
乎记录着昭阳顽固的习性，清醒与迷蒙时的纠结和
彷徨。

最显眼的是迎面墙上悬挂着的横幅上的两行大
字：“在这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这是
小说中昭阳的初恋女友简薇对昭阳说的话。我似乎
看到护城河边，冷艳的简薇落寞的背影。生活赠与
她高傲的韶华，却又给了她愧卑的命运，错过的缘，
迷失的爱，成为难以痊愈的伤痛。

柜台下方悬着的横幅上是书中最励志的话：“把
意难平留在旧城以西，愿我们都能做生活的高手！”
这句话才是这家咖啡店的精髓。条幅上那张扬的、
规矩的、狂草的、娟秀的涂鸦，宣泄着各自的心情，如
倾翻的调色板，把人世间的缤纷和暗色挥洒得淋漓
尽致。沙发旁辟出一块音乐角，墙上那把吉他，深蕴
着摇滚青年罗本、希希和韦曼文之间纠缠的爱情，以
及这些年轻人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修行和善举。轻触
琴弦，似乎有泪水滴落……“无论过去是多么的轰轰
烈烈，肝肠寸断，可终究会有谢幕的那一天。”人生的
纷扰，只是一个或漫长或短暂的过程，我们都在不断
地和自己的过去和解或者告别。

屋内的两盏煤油灯和两幅画的摆设，基本上是
按照小说中的描写，烘托出小说中的意境。有七八
个年轻人散坐在沙发、吧台和窗边，有喝咖啡的，有
看手机的、有沉思的、有写字的，寂静中流动着照拂
精神的气息。柜台内的年轻店主笑吟吟地看着我
们，我想那个男的应该是书中的夏凡野吧，而站在旁
边的美丽女孩也许是后来的景晓思……我把自己也
置于小说中了。屋外一个世界，屋内一个世界，好似
每个进入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将琐碎的心情丢
在门外那个嘈杂的世界。无须渲染和铺垫，小说里

的场景和盘托出。我们点了这家店的招牌“旧城以
西”咖啡，我也慢慢品出了苦到极致却又令人难以忘
怀的味道。

坐在沙发上的一对恋人边喝着咖啡，边说着悄
悄话。那个女孩虽然不似小说中的米彩那般美丽出
众，但也不失江南女子的优雅和秀气。这个时间段
能悠闲地享受爱情时光，也一定不是米彩那种生意
场上博奕的精英。还是做个普通人吧，掌握好人生
的钥匙，支配自己的生命走向。从侧面看，男孩帅气
而深沉，昭阳那样烙着生活印记的人，看透世俗苍
凉，就不必频频回头去看那些过往的斑驳，而以一种
全新的状态去触摸人生的意义。

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小伙子，神色凝重且很认真
地在一张淡黄色的纸片上写着什么，好像落下笔的
每个字都是虔诚的表达。他也许就是小说中所有年
轻人的缩影，有梦想，有追求，有迷茫，有失落。一片
狼藉的情绪，在这里被翻牌、被化解。徘徊惆怅的吁
叹，内心深处的渴望，“人性背后的白云苍狗”都在这
里得到释放。谁在追忆旧城时光？谁能承接这份深
情？一部小说制造出来的氛围，竟然有这么大的功
力，让进来的人有了顿悟后的淡然。

走出“旧城以西”咖啡店，太阳已经收起锋芒，
初夏的凉风丝丝入怀。环顾四周，旧城正在以新的
面貌呈现。地处繁华外而非主流的“旧城以西”咖
啡店，当所有角色退场，是否还能坚持下去……

后记：事后，从《姑苏晚报》的一篇报道中获悉：
“旧城以西”咖啡店是由一位来自四川的书友和小说
作者联手精心打造，于 2023 年 8 月开业。地处苏州

“旧城”，靠近护城河，契合小说情节。虽然周边不是
商业区，也不是居民区，但因小说的影响力，每天吸
引几百个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书友及年轻人打卡，
成为苏州的网红。

美丽的遇见

倏忽夏风至
□程玉玲

邂逅“旧城以西”
□□卓卓娅娅

今晨，雨水敲击窗户的响声绵绵不绝，半睁
开眼，天灰扑扑地亮，本想就着雨声来个回笼觉，
瞟到窗竟然开着，赶忙爬起来去关。

这一折腾，不费什么时间，却把瞌睡都赶跑
了，遂关好窗，直接坐在了飘窗上。

雨不算大，稍稍模糊了窗子，恰到好处地给
外头的一切加了层滤镜，朦朦胧胧的，叫人能看
得出是什么，却不真切。

将手摁在窗户上，雨珠隔着玻璃滴落在掌心
的那一刻，一股玄妙之感涌现——我与世界的联
系更紧密了。

天气晴朗时，蔚蓝高悬的天，挂在枝头的叶，
路上行进的车……大多是各归各的，互不相干，
可落雨时便不一样了。天低沉沉的，似要被如线
般的雨串，将其与地缝合起来。枝头的叶成了雨
中的叶，应和着声声敲打，低垂下头。路上的车
成了雨中的车，被雨水裹挟着，带起黏腻腻的水
声，万事万物都被勾连起来了。

因不用出门，此刻的我很欣赏这样的景象。
兴尽之时，不由感叹，好久没看到这般雨中

之景了。
奇怪，我为何会如此感慨，进入梅雨季已半

个多月，难道看得少了？一日日盘下来，我找出
了症结。

今年的梅雨季，雨稀稀落落的，哪怕是暴雨
预警和强对流预警连续发布，声势浩大，可临了
了，雨只嚣张那么一会儿，最多两三个小时，劲头
就过去了，大部分时候是意思意思飘几滴，连伞都
不用撑，甚至有好几天地上都是干的。

回想起入梅那日，仿佛全世界都在奔走相
告，要做好准备应对梅雨，谁知这雨竟下得这么
不痛快。

我常把雨声白噪音当作催眠曲，当下听着更
胜一筹的自然雨声，睡意很快泛了上来，思及这
阵子并不良好的睡眠状况，恨梅雨不够尽职尽责
之意更甚。

气温转暖，虫子也活跃起来，那嘲哳之声不知
疲倦地展开摧残，使我难以入睡。

睡不着时本就烦躁，虫叫加重烦躁，双重烦
躁导致更睡不着，而一直克服不了虫叫的扰攘的
话，将会面对更可怕的事——鸟鸣。

约莫是从小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
类的诗词，心中生出了刻板印象：鸟鸣代表着清
晨的降临，心理负担再加重，都这会儿了怎么还没
睡着？此时再配合熬夜导致的心脏造反，“嘭嘭
嘭”，如何入得了睡！

若是梅雨恪尽职守，便能将扰人的虫叫和鸟
鸣都匿去踪迹。

天地间只余雨声，给心脏揉揉按按，不消片
刻，人就松弛了，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继而沉沉
睡去。

我打了一个呵欠，从飘窗上下来，祈盼今日
的雨能多下一阵，下得越久越好，算是对我这段
时间的补偿。

可刚躺下，雨就停了，虫又叫，鸟又鸣。
原是老天不觉得亏欠。

临窗听雨
□董沁妍

□赵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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