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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之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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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阳

□□汪汪志志

这两天， 河南郑州的暴雨洪
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解放军
战士奋战在抗洪一线全力救援，
人民群众互帮互助、 应对生死争
夺战的那些惊险时刻， 让我想起
了我曾参加过的抗洪救灾……

1998年的夏天， 30岁出头的
我在一家企业当采购员。 一天，
单位领导找到我， 说有一笔采购
业务就在我老家， 考虑到我好几
年没回家了， 特意派我前去， 可
以多呆几天探望一下父母。 我高
兴地接受了任务。

天有不测风云。 从办完采购
业务回到老家的当天晚上开始，
连着下了好几天暴雨， 雨水就像
从天上倒下来一样， 不几日， 家
里的田淹了， 道路也被冲毁了，
交通中断。 回到家第四天， 村干
部来到我家， 说连日暴雨造成40
多公里外的洪水急剧上涨， 长江
大堤危在旦夕， 一旦决堤， 后果
不堪设想。 听到这儿， 我主动向
村干部要求去抗洪一线支援。

虽然已经过去23年， 但我仍
清楚地记得 ， 到长江大堤的那
天， 暴雨如注， 我穿着件雨衣，
坐着一条木船出发了。 只见四处

江水茫茫， 一片泽国。 田里已看
不见庄稼， 很多低洼的房屋一半
被淹在水里。 望着快淹过江堤的
茫茫江水， 我没有胆怯。 我从小
就在河水边长大， 水性不错。 从
船上跳下来的那一刻， 我就全身
心投入抗洪了。

头三天 ， 我被安排在查险
组。 十几个人排成一列， 每人之
间两到三米， 在大堤下24小时不
间断查找有没有管涌发生。 管涌
的成因是堤坝内的细颗粒被堤坝
体内流水带至出口流失， 随着流
失土粒逐渐增多， 流速增大， 便
会贯穿成连续通道形成管涌。 当
堤坝的险情达到管涌阶段， 抢护
的速度就是关键。 若不能及时处
置， 基础细沙层淘空后， 将会导
致坝身骤然下挫和决堤， 可见及
时排查管涌责任重大。 那三天，
我们排查组共发现了大小管涌十
几处， 当即组织抢险人员在管涌
处密集打桩，装沙袋围堵管涌。

第四天早上， 我刚排查完一
夜的管涌在帐篷里吃早饭， 一名
抗洪救灾指挥部人员找到我， 说
连日暴雨造成一大堤处有随时决
口的危险， 指挥部决定成立一个

“共产党员抢险突击队”， 听说我
是党员 ， 又年轻 ， 决定让我参
加， 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从这
天开始， 我们这个党员突击队，
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 用铁
锹装沙包， 然后背着上百斤重的
沙包堵决口， 一天下来至少要背
上百个 ， 一天到晚身上全是泥
水。 那时， 我虽然身材较高， 但
却瘦小，体重才60公斤，一天下来
全身酸痛，饭都吃不下。但看到一
个一个险情被我们“消灭”掉，身
上就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后来， 随着雨势逐渐减弱，
再加上下游一些支流开闸泄洪保
大堤， 水位慢慢降低， 而我也在
奋战20天后离开了这终生难忘的
抗洪救灾 “战场”。 我的左腿上
至今还留着23年前在一次堵决口
背沙袋时， 不慎摔倒被隐藏的碎
玻璃瓶扎破的伤疤。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
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如果说，
全民抗疫战争中， 白衣天使逆风
而行，谱写了一首首英雄赞歌。那
么， 在抗洪战场上， 军人向水而
行，又一次冲在最前面，筑起了一
道道生命之墙，守护着四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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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小暑 ， 迎来大暑 ， 从
“小” 到 “大”， 气温攀援而上，
这是盛夏最后一个节气， 也是酷
暑的巅峰。

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 一候
腐草为萤， 大暑时， 萤火虫卵化
而出， 所以古人认为萤火虫乃腐
草所变。 二候土润溽暑， 天气开
始闷热 ， 土壤也很潮湿 。 大暑
时， 湿气浓重， 湿热令人难忍 。
三候大雨时行， 大暑时节， 因湿
气积聚而时常大雨滂沱， 经常有
大的雷雨， 大雨使暑气减弱， 天
气开始向立秋过渡。

大暑之热， 在古人的典籍中
屡有记载。 曹植在 《大暑赋》 中
写道： “机女绝综， 农夫释耘。
背暑者不群而齐迹， 向阴者不会
而成群。” 说的是女子热得不敢
织布， 男的热得不敢耕地， 人们
纷纷找阴凉处避暑。 大暑之暑，
人已无法应对， 令男耕女织停滞
不前， 这在古代农业社会是多么
苦恼的事情。

杜甫笔下的大暑也是热浪袭
人， 人们避门不出， 铺席取凉，
“千室但扫地， 闭关人事休。” 南
宋高斯在 《宁国府劝农文 》 中
说： “及至盛夏， 烈日如火， 田
水如汤。” 寥寥几笔， 形象逼真
地描绘了大暑的酷热， 令人如临
其境。

“小暑大暑 ， 上蒸下煮 。”
大 暑 节 气 ，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都 处 在一年中最热的时段 ， 正
所谓 “隆暑方盛气 ， 势欲焚山

樊。” 这一天， 骄阳如烈火， 怒
射万千箭镞， 肆虐着大地。 这势
不可挡的热量让人大汗淋漓， 烦
躁 苦 闷 。 但 是 对 庄 稼 而 言 却
是 生 长正当时 ， 农作物贪婪吸
收大自然的阳光雨露， 以最快的
速度， 日夜不停地疯长， 田野里
孕育着丰收。 苞谷吐须、 稻禾抽
穗 、 棉花挂桃 、 毛桃红脸 。 苋
菜、 香菜、 菠菜等各类蔬菜的种
子在泥土里孕着梦 ， 等待着发
芽。

父亲的大暑是没有时闲儿
的， 常常趁着清晨的新凉， 一边
哼着小曲， 一边施肥、 除草、 浇
水、 除虫， 戴顶破毡帽在阳光下
遮阴， 忙碌在田间地头。 劳作回
来， 父亲会泡上一壶茶， 美滋滋
地享受着 。 我好奇地问 ： “父
亲 ， 您怎么不害怕盛夏的炎热
啊？” 父亲笑着说： “我怎么会
不怕热呢！ 不过， 一想到大暑越
热， 庄稼生长得越快， 秋天就会
丰收的， 心里亮堂着呢！”

“赤日几 时 过 ， 清 风 无 处
寻。” 大暑如同开启了一场 “炼
狱”， 让人们纷纷避暑， 但也让
万物拔节生长， 以饱满的热情迎
接不远的金秋。 草木如此， 我们
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吗？

向向水水而而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