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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了唱着夏天
生 活 随 笔

艾万忠

风 物 记

今夏我在海拔1200米左右的方斗山避暑。在山间小路上悠然
漫步时，一丛丛白色的小花不经意间映入眼帘。那小巧而清新的模
样，瞬间吸引了我。我蹲下身仔细观察，却不识此花之名，赶忙用手
机微信“扫一扫”识别，很快闪出“飞蓬”二字。原来，这些在微风中轻
轻摇曳，如星星般点缀着林野、草地和路边的小花，就是飞蓬花。

初识之后的每一次清晨或傍晚散步，我都特别留意飞蓬花，时间
久了，便有了一些思绪和感慨。飞蓬花虽质朴无华，却有着独特的魅
力。它的这份质朴，让它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淡雅与宁静，恰似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菊花一般，都不引人注目，却自有一
番韵味。

《诗经》中以“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来比喻妻子因思念出征丈夫
而无心梳洗致头发散乱。这里的飞蓬花，身姿轻盈，随风舞动，仿佛
在诉说着离别的愁绪。它就像缩小版的葵花，圆盘边上洁白的花瓣
细腻柔软，阳光下闪烁着微微光芒；圆盘中间淡黄色的花蕊小巧精
致，散发着缕缕清香。摘一朵嗅之，顿觉心旷神怡。

走近飞蓬花，你会发现每一朵都是小小的精灵。它们的茎干纤
细而坚韧，看似柔弱，却能在狂风中屹立不倒，如同山间的勇士，用自
己的坚韧诠释着生命的意义。飞蓬草的叶子呈锯齿状，翠绿欲滴，紧
紧围绕着花朵，犹如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份宁静与美好。

“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这一古句，道出了飞蓬的
生命力十分顽强，它们可借风力行程千里，不择土壤，不论环境，只要
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便会努力生长、绽放。在山间的石缝里、峭壁上、
草丛中，处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不畏严寒酷暑，不惧风雨雷
电，以顽强的意志展示着生命的不屈。在偏远贫瘠的环境中，飞蓬花
默默绽放着自己的美丽。它们从不抱怨，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着

“草木一秋”这有限的生命时光，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繁华，独自品味着
生命的纯净与快乐。

李白以“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来比喻与杜甫即将如飞蓬一
样各自漂泊天涯，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对彼此未来的期许。由此可
见，飞蓬花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其外表，更在于它们所蕴含的顽强坚
守、纯净的精神。飞蓬花似乎在提醒我们，不妨停下脚步，去欣赏那
些山间小花，去感受它们所带来的那份宁静与美好，就总能找到自己
内心深处的那份纯真与感动。

（作者单位：丰都县政协）

你是我幸福的回忆
杨康

山间飞蓬花

《中华学艺社史》是一部全面回顾民国时期的重要学术社团“中
华学艺社”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由李英杰与文恒两位学者撰写。该
书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华学艺社的起源、发展、影响
及衰落，勾勒出这一学术社团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的独特地位与
贡献。作为一本兼具学术性与资料性的著作，该书不仅填补了对中
华学艺社研究的空白，也为更广泛的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该书以时间为序，分为五个主要章节，从中华学艺社的诞生背景
到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系统呈现了社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与
发展。中华学艺社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民间学术团体之
一，与中国科学社齐名，其成员涵盖了文、史、哲、理、工、农、医等众多
学科领域，出版与学术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得其在中国学术界
占据重要地位。

《中华学艺社史》这本著作的一大特色在于其丰富的史料基础。
论者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力求通过多角度、立体化的叙述，真实
再现中华学艺社的历史全貌。书中关于中华学艺社与商务印书馆合
作影印古籍的详细描述，不仅展现了中华学艺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
贡献，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出版发展的独特视角。

作为一部系统考察中华学艺社历史的著作，《中华学艺社史》在
学术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华学艺社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学术团
体，不仅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学术的转型，还通过自身的实践探索了中
西学术思想的碰撞与融合。通过对中华学艺社各个历史阶段的详细
考察，论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丰富的中国学术史图景。

然而，该书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书中的某些内容
略显简略，尤其是在对中华学艺社内部组织机构、社员思想主张及其
在不同学科领域的贡献等方面的讨论上，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这可能是篇幅限制所致，但如果能更加深入地挖掘这些方面的内容，
将使该书的学术价值更上一层楼。

《中华学艺社史》通过对中华学艺社这一特殊历史社团的深入研
究，填补了现有学术领域的空白，为研究中国现代教育社团及民国学
术史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该书还具备积极的现实意义，
通过回顾中华学艺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揭示了学术社团在推动国
家科研、教育、出版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现代学术界提供了历
史借鉴。 （作者供职于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诗 绪 纷 飞

探秘中华学艺社的百年风云
——读《中华学艺社史》

刘秋娟

今年苦夏，中伏过后，树上知了还吱吱吱叫个不停。晨起每每遛弯，步道上总能见着几只知
了。从树上掉下来的这些个知了，上到树上顶多也就六七十天。掉下来的知了，要么躺着要么趴
着，不是已经“一命呜呼”，差不多也是奄奄一息。倘若见到有蚂蚁大军团团围住，必是蚂蚁在尽享
饕餮盛宴，而不是在救助知了。

曾听过一种说法，说知了的鸣叫都在黄昏和夜间。我上网查了查，也浏览到这么一说。但“度
娘”帮我扫除了个盲点，就是会叫的知了只是雄性知了，并非所有知了。知了鸣叫在黄昏和夜间，鸣
叫的是爱，是雄性知了对另一半的爱的表白。巧的是知了由蛹成蝉也是这一时段。黄昏和夜间显
然就成了知了痛并快乐的时刻。所以，说知了鸣叫在黄昏和夜间也没错。知了鸣叫的频率在
1.5kHz到3kHz，个别的可高到4kHz。这是人类发声的音频段，不知怎么被雄性知了叫得还极富
磁性，令雌性知了着迷得都身不由己循声而去。喜欢音色柔和低沉悠扬的，都奔着“杨洪基”“刘秉
义”去，喜欢高亢激昂的，都奔着“帕瓦罗蒂”“多明戈”去。

不管说法全面与否，从儿时到花甲，夏天我所听见知了的叫声都是在朗朗晴天白日。住到小区
这十多年，一到夏天，吱吱吱的知了声，时不时从小区内外一棵棵树上传来，一阵高过一阵。上午如
此，中午如此，下午也是如此。

夏天，敢跟太阳叫板，不，应该说是跟太阳最和谐的昆虫怕也只有知了。火辣辣的太阳照得叫
人皱眉叫人轻易不敢出门。唯有知了，太阳越大越快活，鸣叫起来也越是响亮，像是为太阳的万丈
光芒喝彩。太阳似乎也感受到知了的热情，那万丈光芒也是愈加光芒四射，愈加明晃晃地照着大
地。太阳和知了就这么“一唱一和”，把夏天弄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夏天，俨然是太阳和知了的
世界，是太阳和知了的主场。

转眼又立秋了。不过，重庆立秋不像北方早晚都感觉得到凉意。往往立秋后的重庆，不光是白
天，就是一早一晚，十天半月也还是夏天的温度，一点都不打折。

立秋这天，大约是早上6点过，我遛弯到一棵朴树下，不经意间发现一只知了正趴在步道边，遂
蹲下身来看个究竟。这只黑褐色知了有五六厘米长，通体油亮，一双翅膀像等高线一样的纹路清晰
可辨。我掏出手机对着知了拍了张“标准照”，准备将其翻过面再拍张“腹肌照”，谁知右手食指刚触
碰到蝉翼，知了那三对爪子便缓缓朝前挪动开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拇指和食指赶紧捏住它
坚硬的头部将其掉头翻了个面。刚放下，知了扑棱扑棱又翻转了过来，还吱吱吱叫出了声，缓缓朝
前又挪动了几步。此刻“和声”从树上骤然而起，如歌如泣，越发响亮起来。当这只知了安静下来，
只一会儿，四起的“和声”也戛然而止。如此再试一次，也是如此。这知了的“拗”劲儿我也是服了，
就那么一口气也坚决不“躺平”。

无疑这是一位“帅哥”。如歌一样的叫声，我辨别不出是“男高音”还是“男中音”。但可以想象
它业已完成一种使命，即将“魂归故里”。我也只好由着它，不再去打扰。尽管“腹肌照”没拍成。

关于知了的鸣叫，历来褒贬不一，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知了吱吱吱地叫着夏天，太阳倒是欢
喜，却也叫得有人心烦意乱。我以前有段时间就是。但不知何时，叫人心烦意乱的噪声已云消雾
散，我再听知了鸣叫，听见的已是一曲旋律，是一串可感知的音符——开朗、自信、执着。

知了从它来到这个世界起，它可能就没想过生命的短暂和无常，一天不歇地都在用它洪亮的嗓
门为这个世界放声歌唱。

知了洪亮的嗓门源自哪里我不清楚。但我知道，知了从一个灰头土脸的“丑八怪”蜕变为羽翼
丰满的“帅哥靓女”，在地里没个三年五年不行，甚至长达十七年的也有。也就是说，知了一生多半
时间都在泥土里。据说刚刚蜕皮羽化的知了是绿色，肢体柔软，一双透明的薄翼和两只黑米粒大小
的眼睛，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精灵。片刻，知了双翅变硬，颜色变深，还可展翅起飞。遗憾的是，发生
在黄昏和夜间的这一幕，至今我都没有目睹过。即使我想亲眼看看未必就能见着。毕竟不是行家
里手。

遥想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儿时的田园乐趣就已成为奢想。幸好有黄葛树、小叶榕、香
樟树、银杏树、梧桐树、槐树、朴树，以及不少可以遮荫的这树那树环抱着钢筋水泥楼宇，住在里面的
我们才没有完全脱离大自然怀抱。当然，知了也是凭借这一棵棵大树吱吱吱地叫着夏天。我们由
此也闻见这样一种人间烟火气。

知了来到这个世界，只为夏天一鸣。没见过雪花飘飘，也没见过春暖花开，也不曾带走一片云
彩。待到秋高气爽的时候却都悄然而去。 （作者单位：重庆市无线电协会）

唐代贤

读 与 思

我总是不经意地想起你
想起你的苦口与婆心。你是我内心
珍藏一生的秘密，是一种抵达远方
实现梦想的力量
你用一束光把我此生照亮
让我有了无穷的力量

九月，充满了远行的忧伤
我曾坐过的课桌，又有了新的面庞
而你依然坚守在那三尺讲台
我不敢回眸
怕看见你眼角的皱纹，鬓角的白霜
你是我幸福回忆里的一朵芬芳
始终盛开，永不凋亡

你是我性格里的善良
更是我说话时的语气和做事时的三思而后行
你是我的会心一笑
我的一生，也永远在模仿
模仿你的正直与勇敢，我把你
对我的叮嘱，当作一生最高的嘉奖

我敬爱的老师呀，请你一定要原谅
原谅我的疏于问候。我总是想起你
却又不敢联系。我总担心啊
我还没有成长为你最优秀的学生
在今天，用我的诗歌
把心声，读给你听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