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纳凉光头的山草甸散文(实用8篇)
编写个人简历是求职者与雇主进行第一次接触的方式，为了
能够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简历的质量至关重要。参考下面
的自我介绍范文，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和借鉴。

纳凉光头的山草甸散文篇一

“秋老虎”果然厉害。西安最近持续高温，大清早温度就
在32度，中午以后就40度以上了。空气是烫人的，热的十分
难受。这样的天气，到深山里就是最好的选择，也庆幸我们
近邻秦岭。现在到分水岭的高山草甸就是最好的避暑胜地，
海拔2500米高的那里，气温永远比城里低15度以上。在如此
热的天气下，对去草甸就更加向往。于是，我选择了去光头
山。

“光头山”顾名思义，就是山顶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只不
过“什么也没有”是远远的望去，走近看则是厚厚的草甸，
类似草原。这是高海拔的地理位置，在山中特有的现象――
南草北木。即山顶之上，南面只有草，北坡则森林。草也是
贴着地长，高不过一尺。秦岭的草甸，山肥草美，厚厚的，
如甸似毯。春夏绿油油，山花烂漫，百花竞相，风吹扬绿波，
花朵逐浪舞，美不胜收，秋冬金黄，似成熟的稻黍子，阳光
下金灿灿的，风吹就有千重浪，喜煞人也！

相比北方沙化严重的草原，肥沃的秦岭草甸是最漂亮的了，
只是没有大草原的辽阔。那么，草甸就成了西安人心中四季
最美的风景，爬山时最喜欢去的地方。

我已来过很多次了，留恋忘返，每一次来都是兴冲冲的。这
一次更是急迫的。上午九点多，在光头山下（半山腰）的鸡
窝子村下车后，看到了最蓝的天和最白的云，漂亮得让我笑
了起来。于是，赶紧拍下来发在朋友圈。如此快的发出去，



是要告诉热在城里的朋友们，这里有洁净的蓝天，洁白的云
朵，还有22度的凉爽。

当然，这样做也是有故意炫耀的成分。

此刻置身山里，虽然也是在亮晃晃的大太阳下，光线比城里
还明亮，炽热却大大降低，明亮而柔和。在城里闷热了一周，
现在的感觉舒服多了。这样的天气让大家都很高兴，脸上全
是兴奋的表情，赞不绝口。像是表白一样，异口同声：进山
太对啦！

从鸡窝子的左龙沟开始上山，要先从两道铁丝网中钻过去。
上个月从这里下山时将裤子挂了一个洞，因此这一次格外小
心。一个多月没来，看到的铁丝网比上次旧多了，感觉样子
也不一样了，很陌生。跟着大家下到河里，钻了过去。可能
是最近山里又下大雨，山洪将入山口的路冲垮了，没有看到
过去上山时走的那条路。这时候先头过河的`人，已从没有明
显路的泄洪沟里开始上山，大家跟着走。

从左龙沟上山是一路向上拔高，需要向上爬过1千多米才能上
到光山头山。这时候山里湿度很大，加上森林茂盛，行进其
中有些闷热。不过，只要停下来就感到很凉快。

上到半山腰后，透过森林，看到对面的山顶上白云成行的驻
在山头，似浪花一样，十分的壮观。山随云活，组成了天地
间的壮丽画卷。

继续向上，走出箭竹林，也就是将北面山坡上最高的森林植
被置于身后了，光头山就在前面了。这时候视野开阔了。远
眺山顶，群山连绵，那长长的山梁，如一条墨绿的曲线一样
划在蓝天上，也如分界线一样，线之上是蓝天白云，下面则
是绿色的沟壑纵横。近看我们的四周则是山花烂漫，绿林婆
娑，这时候，凉爽的山风裹着草香拂面，顿时神清气爽，便
觉得心旷神怡，好一个自在！



一路欢喜的来到了光头山草甸。

今天的草甸与我四周前来时大不一样了，草梢已泛微黄，明
艳的花儿少了一些，到处是顶着的果实，风吹起舞，一派成
熟季节的样子，这样的草甸我也很喜欢。因此看到美丽的草
甸，我就开心的笑啦。

不过，今天我要静坐草甸，就我与蓝天白云，就我与秋天的
草甸静静的在一起。我独步来到草甸最高的位置，这边的草
最厚，风景最美，游人也最少。

白云总是钟情于蓝天。此刻，草甸上的天蓝得清澈透明，蓝
成了最美。那么，白云就倾情奉献，如痴如醉的变幻着，就
像多情的少女一样，把自己装扮成最漂亮的美人儿，时而成
群结队如踏歌山头，时而又独领风骚长袖善舞，时而又相亲
相爱的拥在一起，落在不远处的草甸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形
态，洁白的云朵与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辉，天更蓝，云更白，
天空更美。

天是那样的蓝，云是那样的白，他们相拥在一起是那样和谐
圣洁。这一美妙的胜景，恰好让钟爱蓝天白云的我遇到了，
分享了这一时刻的最美，心灵也如那蓝天一样清澈明亮，如
那云朵一样的快乐。我喜欢草甸上这样的蓝天白云，陶醉其
中，便不知身在何处了。

其时，坐在草甸上，我就是在云端。因此，不会儿，一如过
往来时一样，像是变天了，只见云雾在草甸上飞快的掠过，
如同上帝在抖动大幕一样，时而拉开时而卷起，蓝天白云就
时有时没，草甸上时亮时暗，明暗交替的对比中，草甸暗时
神秘，亮时多彩艳丽。大草甸上时而又浓雾弥漫，阻断群山，
什么也看不见，这时的我就在云中了。

我很喜欢在山顶之上的草甸上坐看云起，以辽阔的草甸做画
布，尽情欢快舞动，绘出草甸上的美轮美奂，尤如仙境这般。



这时候，草甸上那三个高耸的天线（山顶有信号转播站），
也时而露在蓝天白云中，一会儿只有塔尖尖在半空中，一会
儿上身清晰下段隐隐约约看不见，在原始自然的草甸上似梦
如幻，呈现出科幻一般！

我静静的看着大自然上演的精彩大片，心里美得只会笑了。

一个小时后，我与小伙伴在草甸上尽情的撒欢。我们也要在
草甸上精彩的表演，将我的最美献给蓝天白云，献给草甸，
以此表达感谢！我和小伙伴开心的笑啊，跳啊，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躺在草甸之中，看周围花草摇曳，雾从眼前飘过，缭
绕得心里痒痒的，美得妙不可言。哈哈，我俩笑个不停。笑
声随着风儿，在草甸上飘扬，与蓝天白云汇合。于是，上帝
又拉开大幕，蓝天白云倏的闪了出来，笑了。

哈哈，我们都笑啦……

此刻，草甸上除了风景的美妙，还有凉爽的气温。这里只
有16度，比起城里的40多度，真是神仙般的享受啊。因而至
此纳凉的人很多，远远望去，草甸近临公路的那一头到处是
游人，还有很多支起的帐蓬。走近看到有更多的人在此野炊，
火锅飘香，草甸上有了人间烟火，这时的草甸就是人间仙境
啦。

离城40公里就可以在风景如画的草甸上乘凉，对于我们来说
享受之余，实实的觉得与秦岭为伴真好，炎热的日子里来到
草甸真好！

为此，感谢大秦岭，让我今天在人间仙境中渡过了幸福的一
天！

纳凉光头的山草甸散文篇二

边陲的小镇，悬崖，狭长的吊桥。



对岸，连绵群山，覆着万年不化的积雪，凛凛闪烁着银灰色
的光。

镇里的人不常去对岸，他们说，那里是归途，这一辈子最后
的归途。

吟游诗人骑着他的小摩托，突突地驶上了桥。吊桥很长，在
风声里轻微地摇晃，足下，沧澜之水，水来自高山。

车轮再次接触到土地的时候，风突然跳跃了一下，人也轻快
了起来。

林木深深，层层密密，遮蔽视线。树干笔直，多少年来，它
们心无旁骛地向往着天际。一路上坡，在一个转弯后，豁然
开朗。

古寨，穆然肃立在风里。

深褐色的木料打造而成的寨子，繁复的雕花经风雨磨得发亮，
高挑起的杆子挂着蓝白红色的经幡。

陌生，却安静、踏实。

这里是陵地。

吟游诗人没有可拜祭的先人，他择另一道路，继续逆风而行，
很快，视线便没有任何阻碍了。

天色清爽，洋溢着透明的微蓝，云绵绵成团，于风里流过。

吟游诗人停下车子，在悬崖边慢步。

风劲起来了，吟游诗人暗红色的斗篷在风里摇曳。

厚厚的深绿色草甸，软而暖，像沐浴着日光的云。蓬松的草



及膝高，草叶细长，叶尖垂下，形成饱满的'弧度，每一棵草
都是这样，整片草甸仿佛是织就的，在风里起起伏伏，若河
流沧海。躺在草甸上，犹如被深爱的人拥抱，呼吸之间，弥
漫着浓郁的草香。

所有的山都在脚下，眼前是无比的遥远，这里仿佛是人间的
边缘，世界孤独的最高点。什么都不用去想，任何都无需在
意，风和草甸，都是自由的。

牧羊人在吟唱，妇人和孩子坐在草甸上。他们属于守护古寨
的部族。

他们请游吟诗人做客，狭小的房间，高处开着小窗，阳光浓
郁，吟游诗人伏在小桌上，他很安心，因为窗外的风不会停
歇，草甸的波浪亦不会平息。

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

纳凉光头的山草甸散文篇三

关于儿时的记忆是模糊的，每每问及母亲，她总是说“我儿
聪明，爱逃学，可是学习最好”。上次回乡省亲，母亲翻柜
子找东西，从她的旧布包里，掉出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张
我和弟弟妹妹的合影。

拿在手里仔细端详，这是一张泛黄的旧照，有一个角已经卷
曲，照片中一个光头小子映入眼帘，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模样
吗？照片中的我眉头紧蹙表情痛苦，没有丝毫的欣喜，也许
是刚剃完光头的留影吧？照片并不清晰，无法与现在的数码
摄影相比，甚至是有些粗糙，至于这照片是什么时间和地点
拍摄的，我没有丁点儿记忆。

记忆中残存的只有那个光头岁月，在那个贫苦的年代里，卫
生条件极差，为了免去虱子对孩子的困扰，父母只能选择给



孩子剃光头，那时我是最害怕剃光头的，每次剃头都像是一
场战争，父亲摁着我，帮忙剃头的街坊动手，母亲总是絮叨着
“儿啊，莫护头，剃了就不咬我儿了”。记得有一次，头剃
光了我也哭累了，睡在母亲的怀里，醒来的时候母亲正抚摸
着我头上的伤口，眼角挂着泪花，从此后我便再没有过剃头
时的挣扎和哭闹。

记得女儿小时候也是“护头”，尝试过几个理发店都没有成
功，也闹过剪了一半便无法进行的迨拢只好抱回家里，等她
睡着了便垫了报纸偷剪剩下的一半，后来我索性研究起剪发
技艺，一直剪到女儿初三毕业，有时我也在想，难道这“护
头”也能遗传吗？就在今年暑假，女儿在理发店剪了发回家，
我直夸她发型漂亮，她悻悻的'说“我还是喜欢老爸剪的
发。”，我的手艺怎么能和理发师媲美呢，我转过身来，眼
睛有些模糊。

上高中后，我再也没有剃过光头，每次都是去理发店打理，
也换过多种发式。偶尔在大街上见了耍酷的光头小子，关于
儿时的光头岁月，也会浮现眼前，可转瞬即逝，无影无踪。

母亲珍藏了这张老照片，它定格了我的光头岁月，勾起了我
对儿时的回忆，可是我又能记起多少呢？那个贫苦却不缺少
温情的年代，那些顽皮却充满了幻想日子，业已在我的流年
里远逝。我知道这张照片早已是母亲的一件宝贝，因为这里
面有着她对儿女最深的记忆。

漫漫人生路上，许多事情都会走进历史，融入记忆，但是一
些细小的线索却总能勾起一整段的回忆。就像毕业时课本进
了废品收购部，但是一方小小珍藏的学习笔记，就足以记叙
那些年的光辉岁月。与女儿比起来，关于我童年的存档资料
少的可怜，没有影音，没有书本，只有母亲珍藏的这一方光
头照片。有时我也在想，为什么不把玩过的弹弓，火药枪，
尜保存下来呢，也免去给女儿讲述我童年时显得空洞无物，
可转念间，便觉得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了。还是让它们和我



的光头岁月一并流转吧，就像从雪地的脚印里，去猜想走在
前面的人，去怀想生命中那些无数次的走过。

如今，我和弟妹们都创业他乡，也不乏高质量的照片递到母
亲手里，但是我猜想，也许母亲翻看最多的还应该是这方黑
白照片，因为这里除了有我的光头岁月，还有她的青春印记。
藉了母亲保存的这张照片，我终于一睹了自己的光头风采，
心里总是有种暖暖的感觉，这还是要感谢母亲爱的保存。

纳凉光头的山草甸散文篇四

“秋老虎”果然厉害。西安最近持续高温，大清早温度就
在33度，中午以后就40度以上了。空气是烫人的，热的十分
难受。这样的天气，到山里就是最好的选择，也庆幸我们近
邻秦岭。现在到分水岭的高山草甸就是最好的避暑胜
地，2500米高海拔的那里，气温永远比城里低15度以上。在
如此热的天气下，对去草甸就更加向往。于是，我选择了去
光头山。

“光头山”顾名思义，就是山顶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只不
过“什么也没有”是远远的望去，走近看则是厚厚的草甸，
类似草原。这是高海拔的地理位置在山中特有的现象――南
草北木。即山顶之上，南面只有草，北坡则森林。草也是贴
着地长，高不过一尺。秦岭的草甸，山肥草美，厚厚的，如
甸似毯。春夏绿油油，山花烂漫，百花竞相，风吹扬绿波，
花朵逐浪，美不胜收！秋冬金黄，似成熟的稻黍子，阳光下
金灿灿的，风吹就有千重浪，喜煞人也！

相比北方沙化严重的草原，肥沃的秦岭草甸是最漂亮的了，
只是没有大草原的辽阔。那么，草甸就成了西安人心中四季
最美的风景，爬山时最喜欢的地方。因此，西安人总会说，
我们秦岭分水岭的草甸最美的。

我已来过很多次了，留恋忘返，每一次来都是兴冲冲的。这



一次更是急迫的。上午九点多，到光头山下（半山腰）的鸡
窝子村下车后，看到了最蓝的天和最白的云，漂亮得让我笑
了起来，赶紧拍下来，发在朋友圈。如此快的发出去，是要
告诉热在城里的朋友们，这里有洁净的蓝天，洁白的云朵，
还有22度的凉爽。

当然，我这样做也是故意炫耀的成分。

置身山里，也是在亮晃晃的大太阳下，光线比城里还明亮，
炽热却大大降低，明亮而柔和。在城里闷热了一周，现在的
感觉舒服多了。这样的天气让大家都很高兴，脸上全是兴奋
的表情，赞不绝口。像是表白一样，异口同声：进山太对啦！

从鸡窝子的左龙沟开始上山，要先从两道铁丝网中钻过去。
上个月从这里下山时将裤子挂了一个洞，因此这一次格外小
心。一个多月没来，看到的铁丝网比上次旧多了，感觉样子
也不一样了，很陌生。跟着大家下到河里，钻了过去。

可能是最近山里又下大雨，山洪将入山口的路冲垮了，没有
看到过去上山时走的那条路。这时候先头过河的人，已从没
有明显路的泄洪沟里开始上山，大家跟着走。

从左龙沟上山是一路向上拔高，需要向上爬过1千多米才能上
到光山头山。这时候山里湿度很大，加上森林茂盛，行进其
中有些闷热。不过，只要停下来就感到很凉快。

上到半山腰后，透过森林，看到对面的山顶上白云成行的驻
在山头，似浪花一样，十分的壮观。山随云活，组成了天地
间的壮丽画卷。

继续向上，走出箭竹林，也就是将北面山坡上最高的森林植
被置于身后了，光头山就在前面了。这时候视野开阔了。远
眺山顶，群山连绵，那长长的山梁，如一条墨绿的曲线一样
划在蓝天上，也如分界线一样，线之上是蓝天白云，下面则



是绿色的沟壑纵横。近看我们的四周则是山花烂漫，绿林婆
娑，这时候，凉爽的山风裹着草香拂面，顿时神清气爽，便
觉得心旷神怡，好一个自在！

一路欢喜的来到了光头山草甸。

今天的草甸与我四周前来时大不一样了，草梢已泛微黄，明
艳的花儿少了一些，到处是顶着的果实，风吹起舞，一派成
熟季节的样子，这样的.草甸我也很喜欢。因此看到美丽的草
甸，我就开心的笑啦。

不过，今天我要静坐草甸，就我与蓝天白云，就我与秋天的
草甸静静的在一起。我独步来到草甸最高的位置，这边的草
最厚，风景最美，游人也最少。

白云总是钟情于蓝天。此刻，草甸上的天蓝得清澈透明，蓝
成了最美。那么，白云就倾情奉献，如痴如醉的变幻着，就
像多情的少女一样，把自己装扮成最漂亮的美人儿，时而成
群结队如踏歌山头，时而又独领风骚长袖善舞，时而又相亲
相爱的拥在一起，落在不远处的草甸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形
态，洁白的云朵与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辉，天更蓝，云更白，
天空更美。

天是那样的蓝，云是那样的白，他们相拥在一起是那样和谐
圣洁。这一美妙的胜景，恰好让钟爱蓝天白云的我遇到了，
分享了这一时刻的最美，心灵也如那蓝天一样清澈明亮，如
那云朵一样的快乐。我喜欢草甸上这样的蓝天白云，陶醉其
中，便不知身在何处了。

其时，坐在草甸上，我就是在云端。因此，不会儿，一如过
往来时一样，像是变天了，只见云雾在草甸上飞快的掠过，
如同上帝在抖动大幕一样，时而拉开时而卷起，蓝天白云就
时有时没，草甸上时亮时暗，明暗交替的对比中，草甸暗时
神秘，亮时多彩艳丽。大草甸上时而又浓雾弥漫，阻断群山，



什么也看不见，这时的我就在云中了。

我很喜欢在山顶之上的草甸上坐看云起，以辽阔的草甸做画
布，尽情欢快舞动，绘出草甸上的美轮美奂，尤如仙境这般。
这时候，草甸上那三个高耸的天线（山顶有信号转播站），
也时而露在蓝天白云中，一会儿只有塔尖尖在半空中，一会
儿上身清晰下段隐隐约约看不见，在原始自然的草甸上似梦
如幻，呈现出科幻一般！

我静静的看着大自然上演的精彩大片，心里美得只会笑了。

一个小时后，我与小伙伴在草甸上尽情的撒欢。我们也要在
草甸上精彩的表演，将我的最美献给蓝天白云，献给草甸，
以此表达感谢！我和小伙伴开心的笑啊，跳啊，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躺在草甸之中，看周围花草摇曳，雾从眼前飘过，缭
绕得心里痒痒的，美得妙不可言。哈哈，我俩笑个不停。笑
声随着风儿，在草甸上飘扬，与蓝天白云汇合。于是，上帝
又拉开大幕，蓝天白云倏的闪了出来，笑了。

哈哈，我们都笑啦……

此刻，草甸上除了风景的美妙，还有凉爽的气温。这里只
有16度，比起城里的40多度，真是神仙般的享受啊。因而至
此纳凉的人很多，远远望去，草甸近临公路的那一头到处是
游人，还有很多支起的帐蓬。走近看到有更多的人在此野炊，
火锅飘香，草甸上有了人间烟火，这时的草甸就是人间仙境
啦。

离城40公里就可以在风景如画的草甸上乘凉，对于我们来说
享受之余，实实的觉得与秦岭为伴真好，炎热的日子里来到
草甸真好！为此，感谢大秦岭，让我今天在人间仙境中渡过
了幸福的一天！



纳凉光头的山草甸散文篇五

地球上大概山是最高最大的了。我曾经在一座大山的半腰感
受过大山带给我的惊恐，那决不是用雄伟二字能够概括的。
它像一只巨大的怪兽横卧在大地上，伟岸而又霸道，连绵无
际。那一刻我只感到这世界除了大山，什么都不存在。它太
高太大了，看不见潺潺的流水，也没有烂漫的山花点缀，或
是习习小风相吹，它伟岸的身躯苍翠而又苍茫，线条毫无媚
俗的自然伸展，有一种随心所欲遮天蔽日的霸气，形成逼人
的气势。宽大的身躯不时发出低沉的嚎声，仿佛亿万年前造
物时的余痛仍在心里徘徊，带给人一种惊栗。移目处，夕阳
朗照，群山绵延，把城乡隔绝得毫无踪影。惊骇使我来不及
体验，逃似的循山而下。

在山脚，看见远处的.村庄和近处的农田，我才惊魂甫定。回
望大山，泰然自若，神色庄重，在夕阳的余辉里显得神秘而
又宽厚。夜宿小村，一种从未有的静谧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了
山的神秘。小村只有几户人家，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
十来岁的男孩，不善谈吐，却十分好客。房屋是木质结构，
垒以土砖，是年代久远的老房，却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周围
的田舍、小溪、树木，都有一种大山的自然的形态，很少人
力的痕迹。仿佛这里除了木质的东西和大地的本色，少有现
代五花八门的杂物，唯一让我感觉时代的是发着弱光的电灯。
也许大山的缘故，这里天黑得很早，昏黄的暮色里，早早地
静寂了，除了一种原始的自然之音外，没有一点多余的杂音，
让人如处世外。这是一个有着新月的夜晚，因为大山的缘故，
只能看到半个天空。大山像一面巨大的屏障，黑黝黝地占了
天空的另一半，却使这里感觉到十分温暖和安全，仿佛大山
有着天然的庇护，风吹雨打都变得十分轻柔。夜深时更加地
寂静，仿如无人，从山的方向不时传来一种神秘的声音，好
像一种巨大的被压迫的能量在缓慢的释放，初时确实让人惊
吓，有如巨兽低低的怒吼，但它终究只是一种自诉似的哀叹，
总隔着一段距离让人感到最后的安全。



天亮离去时，我再一次回望那曾让我感到过害怕而又安全的
大山，在晨曦中安详从容，昂首挺胸显得生机勃勃。山脚下
的一片片田园滋润肥沃，露出的大地少有嶙峋的怪石，土壤
光洁鲜亮，黄中带黑，一条小溪从山边逶迤而来，在田园间
穿行，站立的树木自有一种傲而不踞的气势。这一切都在大
山蔽障下显得偏僻而又如画。如果不是在山的半腰曾感受过
的山的威力，我定会认为这不失为世外桃园了。

很多年过去了，可奇怪的是我常常会想起那山，这次经历使
我对山有了深刻的印像原来让大多数人津津乐道的山只有很
少的一部分，多是怪石奇峰，流水潺潺，让好奇的人们满足
一下不谙平淡的心眼，而真正的山是要用心去体会的，它满
足的决不是好奇。

纳凉光头的山草甸散文篇六

那年，我团奉命开拔到饶河县新建。垦区在完达山东麓。这
里，山脉走尽，接一片无垠的草甸。夏季，正是草甸风光最
迷人的季节。立岗远眺，清风吹抚，草甸泛起一道道碧痕闪
向天际，红、黄、白、紫、蓝……各色野花争相摇曳，象是
花仙子铺了花毯来迎接我们。

和大自然姹紫嫣红的景色相映衬的，是我们的心花儿也开成
一片灿烂。原先，我连是武装连，清一色的“和尚兵”。转
移后改成普通的生产连队。为此，团部抽调来许多女知青。
生活再艰苦，但只要有向往，就会有激情。全体男同胞都处
于一种极其亢奋的状态。在心底默默物色起自己的梦中情人。

樊玲就是那时调来的哈尔滨女知青。都说，冰城出美女。此
话信然。她身材既有北国女子的健美，又有南方女郎的阿娜。
五官精致。肤色白润。特别是，她在炊事班当班长。室内活
计的优势，使她在别的女知青因野外劳作而渐渐“锈”起来
的时候，依然亮丽如初。



我琢磨应该如何回应她展示的关爱？如何表达我心中满满的
暖意和谢意呢？也是机缘巧合。那天，我们开垦的那片草甸
子里竟有一大片百合花。草甸里并不是随处都有百合花的。
过于低洼的草甸因积水会把百合的球茎烂掉。因此只有在高
燥松软处才有。只见那些百合，茎干玉立，叶片青翠，花形
典雅，姿态矜持，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我高兴极了，采集
了一大捧。晚间给樊玲送到她的宿舍去。

万万没想到我渐渐平复下来的心海，却因一事而掀起了滔天
的巨澜。随着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我身体累得出现了很严
重的状况。体虚得厉害。干活稍一用力，立刻就大汗淋漓。
甚至吃饭稍急一点，额头都会沁出大片汗珠。樊玲用她的手
绢替我擦汗，怜惜地说：长期过度劳累，而营养又跟不上，
所以才会这样……得想法给你增加营养！

第二天清晨，人们惊奇地发现食堂无饭可打。一查，该轮到
樊玲值班做早饭。可她什么都没做，而且遍寻不着。连领导
顿时感到情况严重异常。便集中全连人员进行排查：谁最后
一个在何时何地看见樊玲了？排查的结果，是我最后一个在
草甸子里见着樊玲的。领导马上警觉大事不妙！立即组织人
员对草甸子进行了拉网式的搜查……果真，在一处偏远的漂
垡甸里发现了樊玲用来送饭的那担水桶。一只桶里是送饭炊
具，另一只桶里竟有半桶野鸭蛋……见状，瞬间有股寒流从
我头顶闪击到脚心，坏了！肯定是樊玲为了多拾鸭蛋，不顾
凶险地一步一步寻到这么偏远的漂垡甸里来了……已拾了这
么多，却还在拾，准是她心里酝酿着要为大伙改善伙食……
却不料寻蛋不慎，跌入深坑了……这里太过偏远，她陷入后
呼救不应，无人搭救，只能渐渐地沉入……果不出所料，经
过千辛万苦，终于在漂垡甸的深坑里打捞出了樊玲的尸
身……我不管不顾地扑上去，抱紧她的身体大声嚎哭……最
后哭死了过去。



纳凉光头的山草甸散文篇七

山生山，海生海。山能撑破天，海能淹没山。浪花推着浪花，
鱼虾挤着鱼虾。

“哗”海面上一颗黑色头颅破水而出，露出那黑黝黝却不失
灵气的五官。

“哈哈哈……我又捞到一颗啦。”白色光芒在太阳底下格外
的耀眼，渔家之女小渔将那刚刚捞到的珍珠收入怀中。

“山连着山哟，海生着海哟，我与鱼儿相嬉戏，青山海水欢
乐笑哟！青山海水欢乐笑哟……”赤着脚在乱石堆中一跳一
跃的，但偶尔会站在石堆上对着山的山的外面遥望着。

“你每天都是那么开心吗？”倏忽低沉的磁音响在这山与海
之间。

“怎么了，你不开心吗？”渔家女眨巴着琉璃般的眼睛看着
这个两天前的不速之客。他长的很好看，瘦削的下巴，狐狸
般的眼睛，白皙的皮肤。想到这儿，小渔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不觉叹了口气。

“怎么了，刚刚还挺开心的，现在怎么唉声叹气的？”青年
看着她，这个渔家女经过日晒海风的吹打皮肤变得黑黝黝的。
但她的五官很是精致，特别是她那双琉璃璀璨的眼瞳，洋溢
着天真无邪的味道。

“没事儿，就是在想你怎么生的那么好看，皮肤那么白。”
小渔从怀中掏出刚捞起不久的珍珠。

“呐，这颗珍珠送给你，算做见面礼。”

“哈，谢谢你的珍珠，不过我现在肚子饿了。”青年伸手接



过来，慵懒的眯着狐狸眼。

“行，你等着……”小渔二话不说的窜入大海。

“喂，等我的肚子填饱了，我让你的皮肤变得比珍珠还珍珠
般的白。”青年对着跃入海中的小渔打了个响指。

待小渔折回身时，全身湿嗒，左右手各自提着一条大鱼在青
年脸前晃动着。

“你说的是真的，你能够让我皮肤变得比珍珠还要白？。”
璀璨的眼睛透出几分调皮。

青年挑了下眉，吹了声口哨，没有回答，而是看着她手中的
鱼。“你不会是想让我吃生鱼片吧？”

“嘿，有这个打算。”小渔眨了眨眼，吓得青年惨白了脸。

“哈哈哈，开玩笑的啦，瞧把你吓得。”小渔转身，提着那
两条鱼在沙间，乱石中蹦跳着。

“哟喂，回家咯！”清脆的声音敲击在青年的心头上。

“喂，你别走，你还没喂我的肚子呐！青年紧追而上。

“哟……山连着山哟，海生着海哟，我与鱼儿相嬉戏，青山
海水欢乐笑哟！青山海水欢乐笑哟……”清脆的声音唱着悠
长的歌曲。欢乐的笑声抹去尘世的烦恼。

青年一路跟随，静静的听她唱着。直到她停下，他也停下。

“你就住在这个地方？”青年张大了嘴，伸出指尖指了指以
石头砌起来的石洞。

“很奇怪吗？”小渔用石头升起一抹火，将鱼架在石缝上熟



练的翻烤着鱼。

“像我们这些渔家女除了在石洞里安家还能在哪里？要是在
茅草屋里安下了家，还不被随时要来的狂风给吹倒。”说这
些话的时候，她的声音渐渐轻下去。

“你们？”青年听到这里已奈不住好奇心。“这海上除了你，
难道还有其她人？”

小渔轻轻皱了皱眉感伤道：“这里除了我，其她人都到山的.
山的那一边去了！”说完，小渔抬头，眸光遥远的望向远方。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走呐？”青年追问着。

“行了，吃你的鱼吧！”小渔突然将烤熟了的鱼塞入他的嘴
巴。

“喂，你从哪里来的？”一双琉璃般的黑瞳一直好奇的眨巴
着。

“我从山外山而来。”

“山外山是什么样的呐？”

“山外山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那海那么大，你是怎么来的呢？”

“看见我之前的那艘船了吗？我就是乘着它而来的。”

这一天，他们就在谈话中度过，直到眼皮越来越沉，进入梦
乡。

“山连着山哟，海生着海哟，我与鱼儿相嬉戏，青山海水欢
乐笑哟！青山海水欢乐笑哟……”第二天打早，小渔就唱响



了这首自编的歌曲。

“你能不能消停会儿，大清早的唱什么歌？”青年怒气冲冲
的坐起身，伸了伸酸痛的身。这该死的硬石板，咯了他一晚
上了。

“怎么了，我唱我的歌，你睡你的觉，碍着你什么了。”小
渔亦不服软的撅着嘴。

“你……”青年无奈的看着她，摇了摇头。然而小渔却动了
动她璀璨的瞳眸，突然凑到青年的鼻端前。

“喂，你说过要把我的皮肤变得比珍珠还要白的，不会忘了
吧？”

“噗……”青年忍不住笑出声来。“好啊，跟我走，我就让
你的皮肤比珍珠还要白。”

“去哪儿？”小渔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青年。

“去山外山。”青年认真的看着她。

“不去不去……”小渔想也不想的拒绝走出石洞外。但她没
有走的太远，只是站在离石洞十步遥对着旁边的一石碑怔怔
出神。

“这就是你不肯离开的原因吧！”青年跟着走出来，与她并
肩站着。

“是啊，我得守护着我妈妈！”璀璨的眼瞳暗了暗，一股酸
涩的情感填满了心底。

“跟我走，我不单让你的皮肤变的比珍珠还要珍珠，还会让
你的妈妈得到好的安息处。”青年将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一脸认真。



“山连着山哟，海生着海哟，我与鱼儿相嬉戏，青山海水欢
乐笑哟！青山海水欢乐笑哟……”小渔最后一次的哼着这首
歌，跟随着青年踏上轮船。

“山外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到了你就知道了！”

“到了山外山，你真的能够让我变得和你一样漂亮？”

“当然……”

“那你为什么要来我这里啊？”

“我误打误撞来的……”

山生山，海生海。山能撑破天，海能淹没山。浪花推着浪花，
鱼虾挤着鱼虾。而那最后的一抹夕阳沉在了这山海之间，给
人留下了美丽的遐想。

纳凉光头的山草甸散文篇八

“这鬼天气，躺在床上，红烧!铺张凉席，铁板烧！下了床后，
清蒸！出去一趟，爆炒！游了个泳，水煮！回来路上，生煎！
进了家门，回锅！”网友微信上的调侃，绝非无病呻吟。

窗外的阳光，望一眼都觉得刺眼。气温一天比一天高，热得
让人恨不得找个冰窟窿跳进去！开空调吧？门一关，空调一
开，妻的鼻炎必然发作。我也好不到哪儿去，那条关节炎的
腿，一受凉就酸痛。所以家里的空调，基本只是摆设，还不
如电扇实用。

黄昏的时候，村子里的炊烟袅袅升起，就像母亲的召唤。我
们这些放牛的孩子，知道该赶牛回家了。



先让牛喝足水，再让它下到塘里泡个澡。牛儿自然很乐意呆
在水里，从牵它起来它总想多赖一会就知道。乘着牛儿下水，
我们也跳进水中，游几个来回，扎几个猛子，搓掉身上的汗
泥，才慢悠悠牵着牛儿回家。

稻场上，挨家挨户早已搬出竹床，有的还放两条板凳，搁两
块门板当凉床。偌大个稻场，此时被挤得满满的。

晚饭就摆在竹床上。三四碗菜，一盆擀面，两张“火烧粑”。

我至今难忘“火烧粑”的味道！这种粑是那时夏天晚餐的主
食。母亲将面粉加水，揉成面团。再把面团分成两大坨，几
小坨。大的擀得像张大荷叶，很薄，切成面条。小的擀成蒸
笼口那么大，撒上糖，将另一块稍小的盖在上面，边缘用手
捏在一起，然后用擀面杖压几下，将粑压平整，就准备烙粑
粑了。

母亲先将粑放进锅里，正反两面烙一下，待粑变硬，可
以“立起来”，母亲就用火钳将粑夹进灶膛口烤。锅里下面，
面煮好了，灶膛口烤的“火烧粑”已香气扑鼻了！用火钳夹
出来，拍拍粑上的灰，放进筲箕里，和脸盆里的面一起，端
到稻场上的竹床上。

我们每人舀一碗擀面，母亲将“火烧粑”切成几等份。“火
烧粑”切开后，糖水快要流出来了，我赶紧抓一块“火烧
粑”，一口咬下去，焦香，甜脆，真好吃！

两块“火烧粑”，一碗擀面下肚，浑身汗涔涔的。打几个饱
嗝，舒服极了！

晚餐过后，各家收拾好碗筷，女人躲在屋里洗澡，男人们带
上孩子到塘里游泳。这时候，夏家大堰、中堰就像巨大的澡
盆，泡满洗澡的人。



水花拍得山响，叫喊声、嬉笑声响成一片。男人们将一天的
疲劳洗进水里，孩子们将心中的喜悦撒向水面。

喧闹持续了大约半个时辰，男人们领着各自的小孩回家了。
夏家大堰、中堰，重新归于平静。

稻场上，各家各户铺板上相继铺上了褥子。男人们习惯到村
长家的竹床上坐坐，听点新闻，探点消息，抽几支烟；女人
们往往凑在凉床上，张家的猪下了崽，李家的娃说了亲，家
长里短的，喋喋不休。

孩子们在凉床间穿梭，追着流萤跑。每个人手里一把扇子，
一个透明玻璃瓶。看到萤火虫飞过，我们便抢着用扇子扑。
萤火虫被扑落到地上，眼疾手快的迅速将萤火虫捡进自己的
玻璃瓶中，脸上乐开了花！

稻田和草丛中萤火虫很多，但那里有蛇，我们不敢去，所以
只在稻场上“守株待兔”。不知听谁说，唱那首“亮瓦虫”
（萤火虫的俗名）的.歌谣，萤火虫就会飞过来。于是，几个
小伙伴齐声唱着“亮瓦虫，夜的来，婆婆的房门大着
开……”

说来奇怪，那些萤火虫好像真的听到了召唤，纷纷飞了过来，
我们便争相扑抢。抢完了再唱，唱来了再扑，直到每个人的
玻璃瓶都小灯泡似的亮了起来，我们才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家
的凉床上。

这时，闲聊的人们也都各自散去，回到自家的凉床上。天气
依旧很热，蚊虫“嗡嗡”地等待叮咬的机会。母亲的大蒲扇
不紧不慢地摇着，习习的凉风吹在我的身上，蚊虫也不敢来
侵扰。我躺在凉床上，静静地看着玻璃瓶里的萤火一闪一闪
的，心中生出无限遐想。

夜渐深，人已倦。只有天上的星星像失了眠一样，依旧在遥



远的天空眨巴着眼睛。偶尔一两颗流星，像匆忙的行者，瞬
间消失在天际。

这样的夜晚，静谧，祥和！

好怀念小时候夏天的夜晚，在稻场上纳凉的日子！但我知道，
回不去了。稻场上纳凉的美好时光，一次次，只能出现在梦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