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咸彪王咸彪//图图

又闻蛙鸣声 ◎田怀友

文汇轩

广 告 ◎周常温

正在津津有味地观赏着精彩的电视节目，“呯，

呯——”蹦跳出广告。你说，烦不？

无奈，无助。对广告语，我视其为雕虫小技，难

以登之大雅，亦不屑为之立论。

然而，广告如影随形，铺天盖地，只得“逆来顺

受”了。久之，或看或听，或品读或感悟……说不

清打从啥时起像被“洗脑”，笔者竟“喜见乐闻”广

告语了。

广告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句

式自由，长短不拘，词语精炼，寓意高深，音韵和谐，

文采激扬，趣理盎然，集聚诸多文学艺术表现技巧

于其中。一条条极富诗情画意的经典广告语，似一

首首深情动人的诗歌，如一幅幅意境优美的国画。

听罢或阅后，让人立能背诵，且经久不忘。反复玩

味，更乃其乐无穷。

“一揽无余，一声不吭。”这条抽油烟机的广告

语，以两个“一”字开头，在形式上给人齐整醒目之

感。把成语“一览无余”的“览”易作“揽”，一字之

差，顿生新意，把油烟全部抽尽的功能表现得淋漓

尽致。而“一声不吭”，原本指人不说话，但广告语

却以之形容产品无噪音的特点，变贬为褒，使产品

顿时生动鲜活起来，精准贴切地展现产品特点，传

递产品信息，让人感到风趣诙谐，兴味盎然。

广告语不失为架设于商家与受众之间的桥

梁，可以使产品生辉增色，可以使顾客消费欲望激

荡，可以使人们得以文化审美的愉悦。“天津叉车

助您：一举成功。”广告语从消费者心理出发，巧用

成语，设计而成。“一举成功”一语双关：一、符合产

品的实际，托举重物性能卓越；二、对消费者事业

的良好祝愿，引起人们的浓烈兴趣与好感。“金鸡

独立！”金鸡牌鞋油的这条广告语，标示了该产品

在众多同行业品牌中出类拔萃，首屈一指。“东西

汉，南北宋，人物备考；山海经，水浒传，今古奇

观。”首都图书馆的这条对联式广告语，上句强调

其查阅资料之方便，下句将馆中精品连缀成句，展

示藏书之丰。巧妙的组合读来颇有滋味，令人耳

目一新，印象深刻。

一条优秀的广告语，往往兼具几种艺术表现形

式。“虽然貌不惊人，却是满腹珠玑。”这家饺子店的

拟人式与谜语式广告语，将饺子的“内秀”描绘得有

声有色，让顾客享用饺子的同时还能品尝到文化的

香浓滋味。“中国美食在广州，广州美食在中国。”广

告语里的两个“中国”的意思不同：前一个“中国”是

指一个国家，后一个“中国”是指一个酒店。整条广

告语的意思是：广州市的美食是中国最好的，广州

市中国大酒店的美食又是广州市中最好的。这条

广告语使用了回环和顶真修辞格……

据《易经》记载，中国广告源起奴隶社会初叶。

原始的商业广告形态——劳动产品剩余后，实物陈

列与口头叫卖在以物易物的交换中生成。实物广

告，声响广告，悬物广告，灯笼广告，旗帜广告，印刷

广告，报刊广告，视频广告、网络广告……演变，延

伸，革新，发展，已至当下的广告家族庞大，品种繁

多，传播效果可谓“地球人都知道。”

在历史时空的打磨下，诸多古老的广告形式

渐已远去。但有些却沿用至今，彰显着经久不息

的生命力。山村乡间依旧可见卖油翁敲着油梆

子：“卖油来——”；街头巷尾仍然能听到：“磨剪子

来——戗菜刀——”；更有被誉为“常青树”的对联

式广告语，成语式广告语，辞格式广告语，典故式

广告语……

广告人古已有之，广告诗古已有之。杜牧：“借

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刘禹锡：“惟有牡

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李白：“兰陵美酒郁金

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浓

妆艳抹总相宜。”……

品文斋

地瓜芽 地瓜蔓 ◎于保月

每一粒熬过冬天的种子，都会有一个春天的

梦想。

父亲一动不动地蹲在炕头上，出神地看着温床

里正在生发的地瓜芽子。我也禁不住对那些嫩嫩

的幼芽产生了敬佩。任何一种生命其实都有自己

的心劲，向上生长、向下扎根，从来不会歇气。

自第一点新绿挂上柳梢，乡下的日子便写满了

忙碌。父亲把厚厚的棉袄脱了，却天天抱来柴火给

温床下的炉灶添火。我知道，这为的是能让炕头温

床里的地瓜芽子舒适地蹿个儿。

每年开春，家里总是从地窖里把保存了一个冬

季的地瓜种一筐筐运到上面。在炕头用土坯垒出

长方形的温床，温床里用肥土垫底，铺上厚厚的细

沙，再把地瓜种一排排摆好，然后覆上一层细沙。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日喷水，给炉灶添柴，温床里的

地瓜种就会从睡梦中醒过来，慢慢地生根发芽，一

簇簇、一丛丛的鲜嫩幼芽顶破沙土，露出葱翠欲滴

的笑脸。家里人每每看着这些嫩红的茎秆、绿色的

枝叶，心里都像喝了蜜似的甜。

春时不等人。地瓜芽秧苗长到半尺后，就迎来

了开春后的栽种季节。每一个清晨，院里的公鸡还

没打鸣，家里的大人就会麻利地起床穿衣，然后开

始细心地从温床里拔地瓜芽子。春雨后的庄稼地

早已打好了地垄，大马车装满了地瓜芽苗，男女老

少担着水桶、扛着铁锨，一呼百应地匆匆走向山前

山后的地瓜地里。

老人们说，地瓜属土，沾地就活。地瓜蔓苗生

命力极强，天南海北随遇而安，多年前北方乡下的

冬春主粮基本全靠地瓜。然而，地瓜芽子离开温床

栽到地里，生长的路却充满艰辛。那些大小不一、

坡上坡下的地瓜地，是用不了大型农具的，也没有

浇灌设施，地瓜芽的成长命运全靠老天说了算。

满坡浅黄色的土壤，在阳光的直射下更显厚

重。这时候，地瓜芽的倔劲就充分显现出来。原来

斜躺在垄上的纤细茎秆日渐挺拔，浅黄色的嫩芽利

用一切时间蔓延铺绿。虽然地皮早已干涸，但地瓜

芽的叶片翻卷拧成绳，贴伏在滚烫的地面，靠扎下

的须根汲取大地深处的养分，并吮吸着夜晚空气中

有限的水分，它们终于爬满垄上垄下，用绿色的答

卷无声地回应着大自然的考验。

农谚说得好：地瓜不翻蔓，金蛋不值钱。当田

野里的地垄布满嫩绿，这时候便不能放任地瓜蔓疯

长，因为枝条四处蔓延扎根，不仅影响主根下的地

瓜生长，而且蔓下结的瓜也长不大。所以必须把蔓

从土里翻出来，修理一下侧枝，才能壮其主根，集中

养分结瓜。

翻地瓜蔓，也叫提藤。提藤时拉断的蔓可以带

回家，上面的叶子可作青菜食用。别小看了这地瓜

蔓上的叶子，当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适时食用，有

益健康。

炎热的夏季过去后，迎来霜降时节。这时候，

圆圆滚滚的地瓜在土里面把地垄撑出一道道裂痕，

它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此时要收获地瓜，必须

先把地瓜蔓割下来。

割地瓜蔓和割麦子一样，是一项很累的农活。

夏季雨水少的地里，地瓜蔓长得稀疏，还好割些，如

遇雨水充沛、土壤肥沃的地块，地瓜蔓就会长得异常

茂盛，这样的话就不能一棵一棵地割，必须是像卷席

子一样成片卷起，卷到一定厚度再从地面上割开，然

后将割好的地瓜蔓拖到一边，地瓜收后运回家。

没有花开艳丽，也无珍馐美称，地瓜从嫩嫩芽

苗到长长蔓藤，自始至终貌不惊人，却香甜其中，浑

身是宝，让庄稼人的日子踏实中透着甜蜜。

话家常

约定（外五首）

◎王咏

暖风漾起，樱桃树的绿波

热情的小心脏，拥拥簇簇

在瞳孔中灿灿灼灼

指腹与舌尖，让一个故事

从静候的枝头

落入另一个故事

那些微不足道的，始终微不足道

那些值得奔赴的，始终值得奔赴

八个人闲聊，反复推展开来的画面

到处点缀着，通红通红的影子

让故事，像绵长的叶脉

温暖细致地延伸

火种般，小小的樱桃核

可以埋下一个保鲜的话题，

让以后的每一个初夏，如浓烈果浆

甜美，浸染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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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罢晚饭照例出去溜了一圈，回来洗漱完毕
刚想静下心来看会儿书，忽而隐隐约约窗外传来

“咕-呱，咕-呱”青蛙的叫声，起初还以为是错觉，
侧耳细听确实是楼下小区公园池塘里传过来的久
违的蛙鸣声。青蛙说起来也是挺怪，一旦有一只
鸣叫马上就有其他的青蛙回应，不一会儿，蛙声彼
此起伏，连成一片。

已经好多年没有听见这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
了！兴奋之余，索性推开窗户，把头探出窗外静静
欣赏这蛙声的世界。

我们小区不大，但是管理得很好。小区里有三
个小公园，每个小公园里都有池塘，池塘里面有喷
泉，还有业主专门放生的一些红鲤鱼。池塘四周绿
树成荫，公园里面有凉亭，有座椅，是小区居民休闲
娱乐的好地方。

记得小时候蛙鸣声应该是在七八月份的盛夏
才有。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小山村，
那时候夏天雨水特别多，我家门前就是一条几米宽
的常年流水不断的小河。河堤上一排几搂粗的柳
树枝繁叶茂，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的柳树种子，因其
状酷似一只只振翅欲飞的小鸡我们称之为“小鸡
鸡”，远处望去如一挂挂小铜铃随风摇曳。河滩上
蒹葭苍苍，莺飞草长；河里鱼翔浅底，蛙鸣八方。不
管是门前的河里还是村口的池塘里长年有鱼、有
虾、有蟹；也有时而纵情歌唱，时而飞身跳跃的青
蛙。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靠近河岸的水草丛里有
一堆堆密密麻麻青蛙下的卵，不几天的功夫就会看
到一群群的孵化出来的小蝌蚪自由自在地在河里
游来游去。有时候光着屁股的小伙伴们下河摸鱼
的空当也顺手捧一捧长相憨厚的小蝌蚪玩。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是记忆中
家乡的真正写照。

夏天的早晨，薄雾笼罩的小山村，人们还在朦
胧的睡梦中，柳树上沉寂了一夜的鸟儿早已耐不住
寂寞，这个时候是鸟儿一天最活跃的时候，叽叽喳
喳地叫个不停，你唱我和一呼百应，好似歌咏比赛，
正是应了“万鸟不惜展其技，千羽竟鸣皆相争”的田
园风光。

鸟儿的叫声好似闹钟一样把人们从熟睡中唤
醒。晨光穿过树隙，透过窗棂直照在人们黑黝黝的
脊背，人们纷纷起床。

这个时候刚刚还是寂静的小山村立刻躁动起
来。女人们开始生火做饭，家家户户的草胚房顶上
的烟筒冒出缕缕带着柴火味的青烟，炊烟在微微的
晨风中缭绕。男人们肩挑水桶开始出门下地干活；
孩子们则三三两两提着篮子到野外去寻找野菜。
孩子的嬉闹声、水桶碰撞声、人们打招呼声、鸡鸣狗

叫声，嘈嘈杂杂，平静的小山村即刻有了勃勃生机。
中午时分鸟儿慢慢地静下来了，轮到知了登场

了。闷热的响午，劳累的人们好不容易打算利用午
饭的间隙休息一会，可“知了”不依不饶叫个不停，
人们烦躁、气恼，却又无可奈何。不禁让人想起宋
代诗人杨万里《听蝉》：“蝉声无一添烦恼，自是愁人
在断肠”的诗句，把人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刻画得入
木三分。

晚上，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吃罢晚饭纷纷走出家
门，不约而同地来到了门前的小河边。这是人们一
天最惬意的时刻，没有了白天烈日的炙烤，人们围
坐在河岸的柳树下摇着蒲扇，拉着家常，听着蛐蛐
的鸣叫，休息纳凉。

这时疯疯癫癫满街乱跑的孩子们也围拢过来，他
们最想听的是“扒瞎话”。听罢大爷爷讲坟地里闹鬼
的瞎话，又央求二奶奶讲山里狐狸精害人的瞎话。尽
管听得心惊肉跳，但还是乐此不疲，津津有味。

夜深了，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家了，这个时候是
属于青蛙的舞台。

“咕-呱，咕-呱”河里的青蛙开始登场了。蛙
声彼此起伏连成一片，或短促，或悠长，或清脆，或
低沉，或高亢。

“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劳累一
天的人们也在青蛙的欢叫声中渐渐进入了梦乡。

2016年春天，因父亲查出肺癌晚期，我辞掉手头

所有事情又回到了离开三十多年的老屋陪伴父亲。
这里早已不是当年小时候的样子了。门前的小

河和村口的池塘早已填平，河岸上有几百年树龄的一
排大柳树已经没有了踪影，河床早已成了人们的菜
园。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没有听见一次蛙鸣声，经询问
父亲得知，老家已经好多年就没有青蛙了。父亲说有
两个原因导致青蛙绝迹，一是长年累月剧毒农药过度
的喷洒，尤其是除草剂使田间地头寸草不生，光秃秃
的一片，让青蛙断了生存的条件和依靠；二是城市化
建设的加快，大片的农田变成了高楼和厂房。没有了
河流，没有了池塘，没有了水源，让青蛙无处安身，失
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青蛙这个异类朋友陪伴着这
里祖祖辈辈的农民，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和快乐，就这样在人们风风火火的脚步声中绝子断
孙；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那个“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象
成为了记忆。

还好，近几年国家也意识到过度的开采建设对
生态环境造成了伤害，陆陆续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环
保治理措施，地方政府也加大了环保整治力度。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值得欣慰的是久违
的蛙声又飘荡在散发着幽幽清香的夜空！

“咕-呱，咕-呱”
“何处最添诗兴客，黄昏烟雨乱蛙声”的画面又

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倒退

换好最后一片有裂痕的瓦

半直起身子，倒退着向下

崭新的红，在他瞳孔里放大

如同旧烟火的几处补丁

院子的枣树下，父亲安静地坐在轮椅里

仰视，他倒退的身影

被夕阳剪成暖黄的胶片

他们用目光，消除了代沟。

一起看一段倒退的时光

少年

六月说

今年，一切美好都属于你

像蒲公英的种子

用一个短暂的拥抱，宣告了放飞

掩饰着连心的疼痛，漂泊跋涉

拉扯，我眼中网一般的惦念

盛开中隐藏的果实

仿真着岁月。始终想把最干净的世界

呈现给你，哪怕残缺

哪怕我和你，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每个人都有一双翅膀，在筋骨和灵魂中

柔韧而坚定地成长

如同铠甲，如同生命

在你回头的瞬间，我愿意

让你同时带走我的

绳索

绕成一个圈子的墨色

排挤着，光辉及所有精彩

像一条绳索，除了束缚

反作用力可以

救赎凌乱，救赎沉沦，救赎距离

甚至救赎无耻

除了记事，那串疙瘩

可以垂下来，钟摆一样

荡在时间之外

告诉后人：苍白，不等于无力

不允许被黑暗遮盖

不是情诗

一个冰冷的梦，切开肿胀的黑夜

取出病灶般的记忆

免疫了止痛药的细胞

依赖上无休假想

过滤后的月光，孤独地等待被安置

最终，隐失在金灿灿的朝阳里

闹钟是提醒穿戴面具的时刻

朋友圈像个闹市

反复推敲那些写满爱的句子

发现，原来并不是情诗

字里行间

被推到悬崖边，依然可以

与闲花野草站成春天

寂寥而勇敢

让风吹成耳畔一支曲

仪式般，过滤掉雨的喧嚣

尘埃里，万物都一样

带着隐藏的伤口，挺直脊梁或者

摇摇晃晃地成长

春去，春来

土壤下，生命的血脉

绵延漫长，终成静默的字里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