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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清甜的冰酒酿
家 忆忆

童年的夏日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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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挂灯笼，飞到东飞到西，一直飞到上
天宫。”盛夏的夜晚，每当看到野外飞舞的萤火虫，
我都不由得记起儿时传唱的这首童谣，充满童真的
童谣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那一闪一闪的萤火虫伴
随着我无忧无虑的童年。

夏天的夜晚，大人喜欢把床搬到外边纳凉，我
和小妹躺在凉爽的竹席上，看着静寥的夜空，默默
数着那满天的星斗。最有意思的是，那黑暗的夜空
中，飞舞着无数忽闪忽闪的萤火虫，加之闪烁的星
空，构成一幅浩瀚无边的宇宙夜空。我们躺在床上，
数着天上的繁星，数着数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朦

胧之间，仿佛有不少萤
火虫朝我眼前飞来飞
去，一闪一闪的。我慌
忙爬起来去捕捉，迷迷
糊糊中，一脚踩空，掉下
了床。我也不觉得疼，
爬上床继续呼呼大睡。

这样徒手抓是很难
捉到萤火虫的。看到同

伴的萤火虫比我们多，我们兄妹俩哭闹着缠在母亲
的身边，母亲不让我们独自到田边草丛里捉萤火
虫，生怕草丛当中有蛇。母亲心情好时，就停下手
中的活，拿上一个细细的网兜，打着手电筒带我们
到田间旷野上捉萤火虫。母亲把手电筒蒙上手帕，
忽开忽关，一闪一闪地以此吸引萤火虫飞到我们跟
前来。看到有萤火虫飞来，母亲把手电筒交到我的
手上，用网兜在空中来回一捞，总有几只萤火虫被
网进网兜里。母亲把萤火虫捉起，装进透明的瓶子
里，而后，收起家伙回家。我们见瓶子里才这么几
只萤火虫，赖着不肯回家。母亲说，晚上在外边待
久了，恐怕不好，有了瓶子里的这些萤火虫，就能捉
到好多萤火虫。我们对母亲的话半信半疑。

回到家中，母亲把装有萤火虫的瓶子高高放置
于院子里柴火垛上，把院子里的灯关了，叫我们在
一旁守着。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两三只萤火虫朝我
们这边飞来，随后，渐渐多了起来，在黑夜中飞舞闪
烁着，宛若天上的流星一般。母亲轻巧地来回挥动
网兜，就能网罗住不少萤火虫，然后把它们分别装
在两个透明的玻璃瓶子中。我和妹妹把瓶子举得
高高的，跑到同伴跟前四处炫耀。

为了萤火虫，小妹还曾和我发生过争执。那

次，小妹发觉她瓶子里的萤火虫突然少了不少，怀
疑是我偷走了她的萤火虫。我没有拿，当然理直
气壮地和她理论。小妹可不管，拼了命的要抢我
手中瓶子里的萤火虫。争夺中，只听到“啪”的一
声响，瓶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瓶子里的萤火虫
轰然飞走了。我见自己的萤火虫全都飞跑了，气
不打一处来，伸手打了小妹几下。小妹挨了打，哭
哭啼啼跑到母亲跟前告状。母亲当然是数落我的
不对，说我不但没有照看好小妹，而且还欺负她。
我说出了个中缘由，母亲查看了一下小妹的瓶子，
认为是瓶盖的透气眼太大了，萤火虫是钻出洞眼
跑走的。原来是有洞眼的，小妹嫌透气眼太小，怕
瓶子里的萤火虫闷死，擅作主张把眼子扩大，结
果，萤火虫跑了。

知道真相后，小妹破涕为笑。把她那只装有萤
火虫的瓶子给我，我不要。母亲抚着我的头劝慰我
们说，晚上我们再捉萤火虫。一场打闹又换得一次
扑流萤的机会，我和小妹听了，无比欢快地跳跃着，
都不由自主地唱起那首萤火虫的童谣：“萤火虫，挂
灯笼，飞到东飞到西，一直飞到上天宫。”这些流动
的繁星，夏夜的小精灵，为多彩的童年增添了一抹
亮丽的色彩。

清晨推开阳台的窗户向下望去，小区里的地面
湿湿的，天上却没有飘雨。湿润的空气中似乎还留
着雨的呼吸。远处水汽凝聚成淡淡的雾，如极薄极
薄的纱，朱自清先生的“牛乳中洗过”大概能形容的
更贴切些。似有还无，那是雨的身影，转身离去的
背影。雨就在这个夏夜不知何时造访了人间，又不
知何时悄然离去，让你虽未谋面却多了一丝对它的
遐想，甚至思念。

走在上班的路上，便道上，桃树叶子上还挂着
点点雨水，莹莹地闪着光。那叶洗得亮亮的，似涂
了一层薄薄的油，绿的更鲜、紫的更艳，洁净得如同
三月刚萌的新叶，没有一点尘垢。而大杨树摇动满
树的翠玉，荧光点点，把夏的浓郁渲染得淋漓酣畅，
让人如醉如痴。湿地上几只麻雀轻轻地走着、蹦
着，悠闲得很，它们一定也分外爱这初晨的爽洁，叽

叽喳喳地叫着，跳着欢快的舞蹈，时而展翅飞起落
在枝头起劲地小合唱。空气被细细地洗过之后清
爽极了，你尽可肆无忌惮地大口吸入，那凉爽、那滋
润，如一股清泉进入五脏六腑，这种惬意是在大都
市里难得的享受。看着滴翠的树木，感受着清新的
空气，耳边似乎想起那嗒嗒、沙沙的雨声。我在记
忆里搜寻到了故乡的青纱帐：在雨中奏响天籁之音
的无边玉米们。

儿时的夏天，雨在乡下是常客。在田野里疯玩
或是同大人们在田间劳作，骤然遇雨是常事。每到
那样的不期而遇，我最喜躲在玉米地里。高大碧绿
的玉米伸展开它们宽大的长叶子，为我搭起一个严
严实实的小屋。我蹲在这个小屋里面，听着头顶沙
沙、嗒嗒的雨声，心里总是美滋滋的。那或疾或缓、
或柔或刚、或脆或绵的雨声，是上天即兴演奏的一

曲动人的乐曲。渐渐地，我忘却了自身的存在，仿
佛与天地融为一体，自然而然变成了一株从地里长
出来的植物。雨声让我舒坦且有种安全感，让我与
外界隔离开，给了我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独享
上天的美妙之音，那是一生听到的最舒展的旋律。
它让整个童年充满了快乐、恬淡与神秘。而那玉米
叶似乎也被这旋律所感染，它们震颤着、抖动着、轻
舞着。亮闪闪的是雨的眼，丝丝的雨点落在玉米叶
上，细小的绒毛把它们攒成一个个圆润、光滑的珠，
滴溜溜滚动着。它们虽贪恋叶的柔软清香，但终禁
不住大地的召唤，顺着叶迅速地滴落，争先恐后地
汇成细细的流，在干燥的土地上砸起一缕尘烟，打
上几点小土坑，实在是有趣得很。

而今，这里大都市的地太硬、树太高，再也没有
那样的雨声，那样的雨景了。

夏日的蝉鸣声，如同一首迷人的旋律，回荡
在我的记忆深处。在那阳光明媚的季节里，我
和小伙伴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捉蝉
成为了我们最喜欢的游戏。

记忆中的小村庄，被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
每一棵树都是蝉儿们的天然舞台。它们不知疲
倦地唱着夏日的赞歌，那高亢而悠长的鸣叫声，
穿透了宁静的午后，也穿透了童年的心房。对
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那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声
音，更是探索与冒险的号角。

捉蝉，成了我们夏日里最为期待的游戏。
没有华丽的装备，只需一根细长的竹竿，顶端绑
上一个用面粉团精心捏制的小球，这便是我们
捕捉这些“小歌手”的简易工具。有时候，为了
增加成功率，我们还会在竹竿上绑上一根细线，
线的另一端系着一只塑料袋，企图用这样的“陷
阱”让蝉儿们自投罗网。但往往，这些“高科技”
手段并不如直接用手来得直接有效。

清晨，阳光穿透树梢，蝉儿们还未开始它们
白日的喧嚣，此时是捉蝉的最佳时机。我们一

群小伙伴，背着小竹篓，手持竹竿，踏上了寻蝉
之旅。树荫下的露珠还未完全散去，空气中弥
漫着泥土和树叶的清新气息，让人精神为之一
振。我们穿梭在林间小道上，眼睛瞪得圆圆的，
耳朵竖起，生怕错过任何一丝蝉的踪迹。

蝉儿们似乎也很懂得伪装，它们或隐匿于
茂密的叶丛中，或紧紧贴在树干上，与树皮融为
一体，让人难以察觉。但对于我们这些“猎手”
来说，任何细微的声响和动静都逃不过我们的
耳朵和眼睛。一旦发现目标，我们便小心翼翼
地靠近，生怕惊动了这位夏日的小精灵。然后，
轻轻举起竹竿，对准目标，屏住呼吸，猛地一粘，
那小小的身躯便被粘在了面粉球上，挣扎几下
后，便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

捉到蝉的那一刻，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
我们会仔细打量这位“俘虏”，观察它透明的翅
膀、乌黑的身体。有时，我们还会用细线系住蝉
的一只腿，让它在我们手中飞翔。但更多的时
候，我们会选择将它们放回自然，毕竟，它们是
属于这片天空和这片树林的。

每当回忆起那些日子，心中总会涌起一股
温暖和甜蜜。那些纯真的笑容、那些无忧无虑
的时光、那些关于成长和探索的故事，都随着蝉
鸣声一起，成为了我们童年中最宝贵的财富。

每当夏日来临，听到窗外偶尔传来的蝉鸣
声，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捉蝉的日子。
那时的我们，简单而快乐；那时的夏天，漫长而
美好。而这一切，都化作了心中最温柔的记忆，
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显得珍贵和难忘。

夏季天气炎热，总让人觉得昏昏沉
沉，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来。哪怕
是酸梅汤、冰淇淋轮番上阵，也难以打开
我被热蒙了的头脑和胃。这时候母亲总
会一语惊醒梦中人：“吃碗冰酒酿吧！吃
了就舒服了！”

母亲说的冰酒酿，其实就是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的冰镇酒酿红豆汤。在
我儿时的记忆中，老家的大街小巷常
常可以见到小小的冰酒酿摊。冰酒酿
摊子的摊主往往是一位阿姨，她永远
是在连衣裙外面，套上一条干净的白
色围裙，再把头发盘好，仔仔细细地塞
进白色的帽子里。小小的我踮着脚尖
递给她五毛钱“阿姨！一碗冰酒酿！”
这时，她就会笑眯眯地从橱子里拿出
一个大碗，先从一只被擦得锃亮的玻
璃罐子里舀出两大勺酒酿，再从保温
桶里将冰镇后的红豆汤冲进酒酿碗
里。看我年纪小，往往还会补上一句：

“吃完赶快回家噢！别让妈妈到处找
你！”伴着蝉鸣和阿姨的吆喝声，闻着
红豆和酒酿的香甜气息，我美滋滋地
举起手里的小勺子细细品尝。这就是
我对冰酒酿的初始记忆。

长大后，独自在外生活多年，想念的
家乡味只有这碗冰酒酿。读书的时候没
有条件，就买市场上常见的蜜红豆和酒
酿罐头兑在一起，虽然和儿时记忆里的
美味不能相比，但是能在离家千里之外
的青海喝上这么一碗简陋的“冰酒酿”，
便足以使我一解乡愁了。

成家以后，突然有了“持家过日子”
的感觉，便萌生了好好地给爱人做一碗

冰酒酿消暑的想法。老家家庭大多擅长
制作酒酿，我家也不例外。酒酿的做法
并不复杂，选上好糯米两斤蒸成糯米饭，
待糯米饭放凉以后，把提前用温水化开
的酒曲慢慢倒进去。一只手倒酒曲，一
只手用筷子或者饭铲快速地把盆里的糯
米饭和酒曲拌匀，用保鲜膜把盆沿一层
层细细密密地封好，放在阳台上光线充
足的地方。酒酿制作并不是全靠人力，
关键的步骤是交给时间和阳光来完成
的，阳光、温度都适宜的条件下，只需要
等待两到三天，香喷喷的酒酿就可以端
上餐桌供人享用了。

年复一年，吃一碗冰凉清甜的冰酒
酿已然成为专属于我的小家庭的消夏

“仪式”。今年也不例外，我提前看好了
七天内的天气预报，早早地开始为制作
冰酒酿作准备。母亲听说我要做冰酒
酿，打来电话指导：“蒸米不要偷懒用电
饭锅！米凉透了再拌酒曲！哎呀要不你
别鼓捣了我去给你做！”我在这头笑着
说：“知道啦，知道啦，我又不是头一次做
了，您还有啥不放心的！”母亲听了，愣了
一下：“你现在是大了，可是在我眼里，还
是需要我呀。”

我离家打拼多年，自认为不需要父
母的照顾也可以生活得井井有条，父母
也常说“好孩子志在四方！”我们都清楚
彼此心里非常挂念对方，只是羞于将这
份思念宣之于口。

我正在犹豫怎么回答母亲的这句
话，突然爱人从我手里夺过手机喊道：

“爸爸妈妈快来呀！我们做好冰酒酿等
你们来尝尝呢！我们想你们啦！”

□作者：苏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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