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暑过后，便进入伏天了。 “冷不过
三九，热不过三伏”的民谚，说明三伏天
的气温达到了一年的最高点。 这当口，
阳光暴烈，气温陡高，晾晒那些需长期
储存的物品，可祛湿、杀菌、防虫。

民 间 历 来 有 “晒 伏 ” 的 习 俗 。
“六月六， 晒衣服” ———这是家里老人
们， 在农历六月初六这天都会说的口
头禅。 “六” 在我们这里念作 “陆”，
跟 “服 ” 的读音搭配才押韵 。 当然 ，
晾晒物品的时间， 并不局限在六月初
六这一天， 而是整个三伏天都可以晒。
所晾晒的物品， 不仅是衣物， 还有书
籍、 粮种等， 都会一古脑儿搬到太阳
坝里来， 狠狠地暴晒它几天。

记得小时候， 要是农历六月初六
这天有太阳， 祖母和母亲就早早起床，
在院坝里搭好几套三脚， 再横放几根

晾衣竿， 然后就把衣物、 被单、 蚊帐
等都掸上晾衣竿， 又搬出板凳、 门板
等， 把鞋子、 帽子、 粮食种子等， 均
匀地摊晒开来， 接受太阳的暴晒。

我们居住这个农家大院子， 有几
十户人家。 晒伏那几天， 院坝里横七
竖八地架满了晾衣竿， 到处飘扬着花
花绿绿的衣物。 院坝里晒满了， 有些
家庭就把要晒的东西， 搬运到院子外
边的田埂上、 山坡上去晾晒。 反正每
家每户把该晒的东西都全面地晒一遍。

在古代， 书香家庭除晾晒衣物外，
还要翻晒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书籍字
画，为这些传世宝贝除湿、祛霉、防蠹。

现在， “晒伏” 在一些农村得到
了沿袭， 在小暑、 大暑节气期间， 各
家各户仍然会把冬衣、 棉被之类翻找
出来， 在院坝里晒上几天后， 这才放

心地存放在箱箱柜柜里。 在城市的伏
天里， 偶尔也会见到有人在楼顶上或
阳台上 “晒伏”。 大约这些家庭里有来
自农村的老人， 他们把 “晒伏” 的习
俗带到了城里。 这些有生活经验的老
人 ， 一直都相信阳光的能量和好处 ，
他们是朴素的生活科学家。

因为，“晒伏”并不是简单的民间习
俗， 而是一项具有科学元素的卫生活
动。 科学技术落后的旧时代，预防物品
潮湿、发霉和生菌生虫，不像现在有那
么多的化学手段可采取， 唯一有效的，
就是进行阳光暴晒。 无毒性无污染的阳
光，不仅能使物品干燥，它的紫外线更
是祛除霉斑、灭杀细菌的法宝利器。

阳光， 作为天然干燥剂和抑菌剂，
是任何化学药剂都无可比拟的天赐好
物。 暴晒过的衣物， 其余温会储存到
寒冬， 会永远弥漫着阳光的味道———
又到一年 “晒伏” 季， 把过冬物品搬
到阳光下接受暴晒， 然后用暖和心情
去迎接冬天……

前不久，趁周末时间收拾了一下屋
子，家里一下子干净整洁了很多。但清
理出来的杂物暂时堆放在楼道里，既影
响通行，又埋下了安全隐患，必须及时
处理掉。我住的老式楼房，没有电梯，我
和家人体力不行，干不了这活，怎么办
呢？

朋友给我出了个主意，找一个上门
收废品的人，让他帮忙处理，有用的归
他，没用的让他帮忙运走。这的确是个
好办法，我决定一试。那天下班，恰遇一
位拉着架子车沿街收购废品的中年女
人，虽然头发有些花白，但看起来却很
精神。我急忙跟她说明情况，她表示同
意帮忙处理，但得等几天再说。就这样，
双方算是达成了一个口头协定。

一晃便到了她约定的那一天。上午
八点多，她打来了电话，问我家里有没
有人，她正在往我这边赶，十几分钟就
到了。我心里想，这人还挺讲信用的。可
是 ，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一直等到中
午，也没见到她的人影。妻子抱怨道，陌

生人的话你也信？她肯定另外收到了更
值钱的东西，哪还顾得上你这不赚钱的
买卖。我心里也有这种想法，只是不好
说出来，毕竟人是我找的。唉，遇到这种
不讲信用的人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自
认倒霉，明天再另找一个人处理吧。

下午四点多， 一陌生男人打来电
话，自称姓李，是那女人的丈夫。他说他
妻子上午来我家的路上遇了车祸，虽然
不严重， 但一时半会也无法干活了。他
处理了妻子住院的事宜后，就赶快和我
联系，毕竟事先约定好了的，他们不能
违约。他问了我的住址后，一会儿就赶
到了，还带着一个年纪和他差不多的帮
手。 这堆杂物对于体力不济的我来说，
是望而生畏，而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
“小菜一碟”。他们先在楼道里把杂物分
了类，然后两人往返四五趟，便把所有
的杂物都运到了楼下，装了满满两架子
车———一车是废纸、废铁等，多少能卖
点钱，另一车则全是垃圾。

我被这一家人的行为感动了，先前

还在责怪那位女同志不讲信用，看来还
是我小肚鸡肠，没有境界。自责之余，我
赶快打电话又把她先生叫上楼来。他以
为我要问他要钱，难为情地说，不是说
好了，帮你免费处理杂物，有用的归我
嘛，你还要钱么？我笑道，你误解了，我
这里还有两口袋旧书也送给你。

他说啥也不同意免费拿，硬要按正
常收购价付钱。无奈之下，我只好撒了
个谎：这些书也是收拾屋子时清理出来
的，和你刚才拉走的那一批是一起的东
西，只是没放在杂物堆里，所以你没有
看见，这些都是我们约定的内容，我不
能再要你的钱。 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我说 ，是真的 ，你看嘛 ，都是旧书和烂
书，落满了灰尘。他打开袋子看了看，总
算相信了我的话。

看着他下楼时的背影，我被他们夫
妻二人的诚信、真诚和善良感动了。他们
的心清澈透明、冰清玉洁，更是深深地
震撼着我。看来，我要清理的不仅仅是
屋子，还有我那有些荒芜的内心世界。

凡 人 的 冰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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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天好“晒伏”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油炸锅
飞珠惊散窜
爆响乱鸦喧
油水两相克
何堪冷热煎

分类放
厨余另存放
纸棉回可收
源头细分类
环保要争优

河鱼肥
七九冻河开
鱼欢游戏来
网收有无获
让与惠风猜

怯点火
心颤手滑抖
火苗飘闪走
陈年老炮花
作秀一声吼

□夏见

小时候
常常在田野里踌躇
冬天满眼风沙
夏季一身泥土
小时候
常常朝着飞鸟追逐
想问问它
山那边是否还有更宽更远的路
小时候
常常与天交流
如果你当真开眼
就该知晓人间的喜与忧
小时候
常常想
如果人世间确有轮回
该做一粒种
还是当一棵树

□尹小华

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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