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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坤

　　

　　正在书房翻看闲书，忽然发现光线暗了下

来，待我抬起头向窗外观看，才发现天空成了墨

黑色。一声震天的响雷，豆大的雨点像断了线的

珍珠砸下来，发出密集而急促的声响。

　　我索性放下书，站在窗前听雨。

　　我喜欢听雨，喜欢在飘着烟雨的日子里，一

杯清茶，一个人，静坐窗前。听窗外雨滴打在屋檐

上，落在树叶上，然后又跌在如镜的水面上，溅起

点点水花。那些水花欢快地跳跃着，像一个个跳

动着的音符，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盛夏听雨，听的是一种心情，品的是一种意

境。总觉得盛夏的雨是一支天籁之声，是一首天

地间浑厚雄壮的交响乐，在尽情地弹奏着生命的

热烈与奔放，洗涤着世间的喧嚣与尘埃，让岁月

之花愈加绚烂芬芳。

　　透过一窗雨雾，看时光跌落，思绪开始荡漾，

想起遥远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我就喜欢在盛夏听雨。遇上连绵小

雨，雨声微乎其微，如千百条春蚕咀嚼桑叶，细细

琐琐屑屑，再往深处，甚至可听到雨水与草木的

窃窃私语。遇上中雨潺潺，想象一张张网覆盖着

大地和村庄，菜蔬稻谷喝饱了水后，拔节生长。遇

上瓢泼大雨，一如铁马冰河纵横驰骋，嗒嗒声划

过千家万户，雨敲在粼粼千瓣的屋瓦上，由远及

近，携着涓涓细流自瓦槽至屋檐潺潺跳下，听得

耳廓溅起一朵朵水花来。

　　沉思间，雨已渐渐变小，天地一新。再望楼下

行人，步履似也渐渐放缓，一如雨落的节奏。生

活，仿佛也慢了下来，绿植吸满水分，昂然挺立，

英姿飒爽，时有风来，清香盈袖。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听雨，看得见世界》里写

道：“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

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慨了，

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

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

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

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

兔起鹘落……”

　　是的，在盛夏，静静地听雨，更能听到自己的

内心世界，会拥有别样的人生感怀。

　　听雨，有时候也是在听自己。

　　此时，雨，轻轻浅浅地落着，一滴、一滴、又一

滴，而我微笑地凝望远处，内心平静而温和。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　季宏林

　　

　　自从搬到城南后，我就远离了市中心，远离了繁华和喧嚣。

　　妻起初有些不习惯，唠叨个没完，说，这儿跟乡下没什么两样，出门坐公交

或打车都困难。我却不以为然，耐心安慰她，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习惯了。

　　在新小区，我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就是乡土的气息。这儿原本

是一个村庄，住着几十户人家，周围是大片的庄稼地。不知从何时起，开发商看

中了这片土地。于是，在机器的昼夜轰鸣声中，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从此，村

庄永久地消失了，人们住进钢筋水泥筑造的森林。

　　小区北面邻近比亚迪大道，两者之间隔着一条条狭长的沟渠。小区里的居

民惜土如金，他们在南堤上辟出一畦畦菜园地，在里面种上各种蔬菜，家园的

气象便自然显露出来了。

　　我总觉得，是这条沟渠赋予小区以灵气，让小区的居民重新找回失落的乡

愁。潺潺流水映照着两岸花草树木，也映照着蓝天、白云和高楼。透过院墙的隔

栏，可见三三两两的居民在菜园地里侍弄。最难得的是，他们取水浇菜地极其

方便。

　　清晨，我穿过院外的河堤，吹着清新、凉爽的风，在熹微的晨光里，见几个

女人蹲在岸边洗洗刷刷，弄出一阵阵哗哗的水声，应和着小鸟清脆悦耳的叫

声。新的充实的一天，便又在期待中开始了。

　　我住在八楼，北面的窗户正对着沟渠。夜幕降临时，路灯亮起，柔和的灯光

在树影间闪烁。我推开窗户，一阵阵微风吹进来，也吹走了我一天的疲劳。我享

受着夜晚的宁静。恰在此时，窗外突然传来几声蛙声。我很清楚，那声音来自沟

渠的方向。久违的蛙鸣，如一通擂响的战鼓，让人振奋，又感到亲切。这鼓点，刚

开始稀稀拉拉的，短促，微弱，像几位鼓手在漫不经心地试奏。但是，随着夜色

的加深，那鼓声越发变得密集起来，悠长，高亢，犹如汹涌的波涛席卷而来。

　　我在催眠曲中酣然入睡，一切仿佛回到了从前。

　　田野是蛙们的舞台，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或蹲在荷叶上，或伏在草丛里，

或潜在稻丛中。偶尔的呱呱几声，才暴露出自己的隐身之地。有时，它们故意从

你的面前一闪而过，“扑通”一声，跃入旁边的池塘，一会儿才露出小脑袋，一双

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机警地瞅着四周。

　　稻花儿飘香的时候，蛙声叫得更加响亮。它们似乎在擂鼓助威，为庄稼生

长助威，为丰年歌唱。那时候，父亲总爱站在田埂上，悠闲地抽着两头通的香

烟。一簇簇嫩黄的稻花儿，在缭绕的烟雾里，幻化成一片金灿灿的稻子。

　　乡下的夜晚，皓月当空，星光闪闪，萤火点点，蛙声四起，田野显得更加空

旷，显得更加寂静，那是家乡最迷人的图景。枕着蛙声入眠，是每个农家子弟最

甜美的梦乡，也是他们最深刻的记忆。

　　如今，我远离了家乡，远离了蛙声。幸好，这回我搬到了城郊，再次与蛙为

邻，夜夜枕着蛙声入眠。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妻子说这儿是农村的缘由。或许，她所指的不仅是空

间上的距离，还有这波涛汹涌般的蛙声吧。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夜听蛙鸣

□　才雪冬

　　

　　1992年7月13日，我正式成为北京法院系统的一员，并有了身着法院制服

的资格。20多年来，制服样式改了数次，曾穿过的制服更是难以计数，我也从青

年步入中年。有时想，中国审判事业的发展和变革，包括我自己的改变，是不是

也可以从制服的变迁中窥见一二呢？

　　已经记不清第一身制服是什么时候发的，但样式至今记忆犹新。类似

军服是主要特点，只不过不是绿色而是藏蓝色。其中最明显就是肩章和大

盖帽。肩章是一头尖一头平的长条形，红绒底、黄包边（以前的制服还用过

“金线”包边，成为一些老同志“炫耀”资历的资本），平头那边缀个法徽，尖

头那边钉个金色纽扣。大盖帽又高又大又重，宣判时要站起来读判决，戴帽

子的话帽檐容易挡住视线，低头文书帽子容易掉，把帽子推太高不太严肃，

不戴又不符合规范要求，颇有些无所适从。1999年，《人民司法》杂志社要来

当时我所在的法院拍几个基层法院干警的镜头，当时便请记者给庭里的一

些同志拍照留念，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因为第二年也就是千禧年，以黑西服

白衬衫（春秋装）为主要形式的2000式法院制服诞生了，肩章大盖帽由此成

为了历史。

　　我认为，法院制服的变迁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审判事业的发展与变革，这

并非官话。2000式制服完全改变了类似军服的样式，更突出了文质彬彬的色

彩。如果不别上一枚红色法徽，外人可能认为这就是普通的黑色西服，虽然仔

细观察还能从以法徽作底纹的纽扣上发现一些端倪。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思

维、原则和导向的改变，法院的职责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和原则，以中立的态度

和立场，依法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因此，在制服上强化居中裁判因素，完

全符合法律平衡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居中裁判和化解社会纠纷的基本属性，

体现的是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革。

　　尽管已经工作20多年，但我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制服情结，法官是国家公职

人员，也是一种职业。而制服就是法官的主要标志，它在使我们受到约束的同

时，也会带来直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代表着国家的认可和人民的肯定，这也

是我热爱这身制服的主要原因。

　　从表现形式上来说，我的制服情结和制服改革一样有两个阶段：

　　工作初期，我非常爱穿制服，外调、送传票甚至下班也穿着。说实话，那时

制服质地确实不好：夏季制服既不透气又扎人，秋冬制服非常厚重，特别是那

种斜纹大衣得有十几斤重，还很容易起静电，穿脱经常会噼啪乱响。虽然如此，

年轻气盛的我仍然愿意穿着到处走，对我来说，质地瑕疵不能掩盖制服的内在

荣光，我为自己是一名法院人而骄傲，其他可以忽略不计。

　　工作十年之后，制服情结的表现形式有了一些改变，那就是外出不怎么穿

了。有时候我也琢磨，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想来想去，不是因为这种情结淡

了，而是自己的心态有了微妙的变化。在院里我仍然爱穿制服。一方面因为喜

欢，另一方面也是对衣着一直不上心，自己的衣服既少且差，所以多穿制服就

是最好的选择。记得看过一篇关于制服的文章，认为制服最大的好处就是平

等，主要表现在质地、样式、年龄上。日常的衣服在这三个方面总会有区别，制

服就不会。不论贫穷或富有、新潮或传统、年长或年幼，大家穿的制服都一样，

就没有什么比较和差距了，就更加平等了，也少了很多自己挑衣服、买衣服的

烦恼。

　　为什么出去时不怎么穿了呢？我觉得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大家的看

法在改变。公职人员的光环已经褪去不少，真正成为三百六十行之一。应当

说，这不是某一职业地位的降低，而是所有职业地位的上升，这也符合法律

平等精神的，应当是一种进步。另外，随着审判公开和法制健全，老百姓已

经从一提“打官司”就紧张，转变为一有事就想通过诉讼维权，法官职业的

神秘面纱慢慢褪去。第二个原因是自己认识的变化。从初入院门觉得自己

穿上制服就无所不能，到工作多年之后更知道自己是一名法律从业者，并

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应当恪尽职守、行止有度，在穿制服上更应

按规矩来。

　　法院制服的变迁虽然看起来并不复杂，实际上却是法治建设的进步和

法治思维的变革。在这种变革中，制服所代表的法院人的精神一直都没有

改变。我始终热爱这身制服，不仅因为它能够让我感受到法官的荣光，更因

为它一直与我走进法院时的初心相伴，那就是依法履行法官的神圣职责，

为人民群众主持公道、为公平正义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我眼中的法院制服变迁

□　马晓炜

　　

　　民谚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大暑，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最

热的时段。古时候由于没有数据化的温度概念，

在气象记录中，常用大热如焚、热如熏灼、墙壁

如炙等来形容大暑节气的炎热。民间也有“小暑

连大暑，热得无处躲”之说。

　　与其他节气一样，大暑也分三候：一候腐草

为萤，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认为萤火虫乃腐草

所变，由于它们也怕热，白天避暑草丛，只敢夜

间出没；二候土润溽暑，天气开始闷热，土壤也

十分潮湿；三候大雨时行，因湿气积聚而时常有

“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的暴风骤雨，电闪雷

鸣中，暑气不得不放低身段，开始向立秋过渡。

　　作家苇岸说：“节气体现了汉语瑰丽的精

华，由田园风景和古典诗歌孕育而生。”诚然，在

这个热浪翻滚、汗流浃背的大暑，古代饱学诗书

的文人墨客，照样文思泉涌，纷纷吟诗作赋抒发

情怀。唐代白居易的《消暑》：“何以消烦暑，端坐

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

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作者认

为盛夏，只要心静，远离烦躁，就能进入一方清

凉世界，其消暑不问风，只问心的境界，何等洒

脱。宋代曾几的《大暑》：“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

寻。经书聊枕藉，瓜李漫浮沉。兰若静复静，茅茨

深又深。炎蒸乃如许，那更惜分阴。”火辣辣的太

阳不知到何时落下，清风好像也躲了起来，无处

寻觅，唯有用几卷经书来打发悠长的时光。

  大暑，如果在诗人笔下是千姿百态的，那

么，你倘若到乡间走一遭，会发现它的另一种

美、另一番神韵。满目是浅绿、碧绿、深绿、墨绿

交织而成，密林的绿色是浓郁的，如盖的顶部新

枝生发，在一簇簇淡淡新绿的点缀下，被风儿一

吹，便如波澜起伏，层层叠叠的全是绿浪；稻田

里密密匝匝的禾苗形成一片墨绿的新色，遮挡

了往日如镜的水面，亦是对即将到来秋天的收

获和祝福；池塘里深绿色的荷叶，托起“映日荷

花别样红”的美，溢出满塘诗意芬芳；林荫道旁

的菜园里，各种香瓜、甜瓜、菜瓜伸出卷勾儿，用

力向上攀爬，果实躲闪在茂绿的枝叶间，与茄

子、辣椒、豇豆拉开架势，昼夜不停地竞相疯长，

似乎要抓住夏天的尾巴，给农人们个惊喜。

　　农家无闲月，大暑人更忙。大暑时节，都市

一族喜欢宅在空调房，或徜徉山水，享受夏日的

美好，可对农人们来说，那份悠闲是体会不到

的。此时，我国南方种植双季稻的地区，进入一

年中最紧张、最艰苦、顶烈日战高温的“双抢”黄

金季。北方的农人虽然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张，

但地里杂草丛生，虫害横行，农人们施肥、打药、

锄草，整天围着庄稼转。

　　儿时的记忆里，到了大暑，借着如水的月色，

聆听着蝉声、蛙鸣、虫吟，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

着各种香甜的瓜果，享受着夏夜的惬意。待吃饱喝

足了，美美地躺在麦场的草席上，遥望着无垠星

河，看萤火飞舞，听牛郎织女传说……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行走在夏的终点，

我们用劳动者挥汗如雨的姿态，经营时光，装扮

生活，秋日的淡淡清凉和丰收喜悦，徐徐已在

途中。

　　

　　（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

法委）

夏天的终点

□　张天乐

　　以前，一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听得人心

动口馋，似乎脑海里也充满了香甜的醉意。如

今，就在这吐鲁番葡萄成熟的时节，我来到了葡

萄沟，享受这份醉美，感触这份惬意。

　　同样是在吐鲁番的地界，火焰山那边高温

难耐，寸草不生，转过一道弯，到了葡萄沟这边

却是清幽凉爽，绿色充盈，反差极大，也许这就

是当地的神奇之处了，即使沟内和沟外也有天

壤之别，外边的火红和炙烤与里边的翠绿和湿

润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初到这里，就会觉得置身

于不同颜色和温度的层叠之中，身体已经在享

受这份难得的清凉，还是心有余悸，仿佛伸出

手臂就依然能够触摸到头顶上方干热的大漠

劲风，不远处的荒山秃岭时刻都在提醒着我

们，葡萄沟的外面，荒凉和炎热始终还在继

续。在经历了这周边的高温“烤验”之后，才感

觉到这里凉风的珍贵，简直如梦境一般的静谧

和清爽。

　　听说，葡萄沟还属于火焰山的一段，山体断

裂形成了山沟状的地形，其所以名称曰“沟”，那

是相对于整体山脉来说的，真正走进沟里并没

有崎岖与凹凸，砖石铺就的道路平展笔直，一直

引领人们走进葡萄沟的深处。道路的上空和两

旁的护栏全部缠绕着葡萄架，稠密的葡萄树叶

编织成绿色通道，宛如童话世界里的快乐家园。

透过侧面的缝隙，看向远处，也是一片连着一片

的葡萄果园，沐浴着强烈的阳光，吸收着充足的

糖分，酝酿着香甜的葡萄。在这世外桃源一般的

仙境里，我们沿着葡萄密布的狭长通道漫步沟

底，走着看着，说着笑着，不知不觉之中就有了

陶醉的感觉，似乎身边就是一条流淌着翡翠的

绿河，空气中也充溢着甜蜜的芳香。　

 　我们来到葡萄沟深处的一户农家，在他家

的房前屋后和院落周围，全是葡萄园子，随便伸

手，就能尝到自己采摘的葡萄，主人热情地招呼

我们围坐在葡萄架下的小圆桌旁，桌上的果盘

里当然也是各色的葡萄，正在尽兴品味，主人的

歌声传来了，正在我们将要喝彩的时候，男女主

人就在我们旁边跳起了民族舞，虽然没有听懂

唱词的内容，但那肢体语言和笑脸，已经表明了

一切热情。最后一家人集体出动，给我们盛来了

自家酿造的葡萄美酒，我突然想起了古人“葡萄

美酒夜光杯”的诗句，眼前虽然没有精致的夜光

杯，即便是这粗瓷小碗，也是一样的有滋有味，

有韵有趣。

　　走向葡萄沟附近的山坡，我们想去看看原

始方法加工葡萄干的场景。远远望去，斜坡上排

列着高低不等错落有致的土房子，走近了才发

现那不是住房，全是用土坯和砖块搭建的镂空

房屋，房子四面都是有洞的花墙，类似于巨型的

蜂巢。里边的木架上挂满了绿色的葡萄，长长的

垂直下来，一串一串，一辫一辫，等着时间来风

干，这种晾制葡萄干的方法，虽显古老，却很实

用，比现代机械加工的葡萄干更有味道。在那传

统的晾房里，既能避免烈日阳光的直射，又便于

干燥温暖的空气流通，就这样，一颗颗晶莹剔透

的葡萄渐渐散失水分，保持原有的翠绿色泽，珍

藏本身的糖分内涵，成就了新疆葡萄干的名片

化美食，也诱惑着多少人对于吐鲁番葡萄沟的

倾心赞誉和无限神往。

　　

　　（作者单位：陕西省新周戒毒所）

葡萄沟

□　李玉海

　　

　　告别了疲惫告别了忧伤

　　告别了激情告别了昨日的辉煌

　　工作历程充满沧桑

　　人生旅途起伏跌宕

　　回想曾经使我热泪盈眶

　　留恋过往让我心酸惆怅

　　欢声笑语是何等的舒畅

　　同舟共济是怎样的荣光

　　办公桌椅上的冥思苦想

　　电脑键盘上的字串声响

　　综合材料流淌着希望

　　调研经验闪耀智慧的光芒

　　工作上的劳碌繁忙

　　既愉快又紧张

　　敬业的态度始终心里装

　　在坎坷波折中学会了成长

　　与每个人都是热情地交往

　　有着一张真诚友善的脸庞

　　性情耿直豁达开朗

　　雷厉风行敢于担当

　　青春热血在奋斗中流淌

　　壮志豪情在拼搏中激荡

　　诗歌散文时常获奖

　　使心潮腾涌兴致高昂

　　抒发新时代的梦想

　　展现唐诗宋词的韵律飞扬

　　前行的路途上奋力摇桨

　　苦中作乐荣获百项证书奖章

　　问心无愧怀揣善良

　　散发着那抹微弱的光亮

　　告别青春回归平常

　　启航暮年安度余下时光

　　与好友结伴背起行囊

　　把名胜古迹世外桃源丈量

　　迎接明天绚烂的朝阳

　　开启人生第二春的能量

　　让晚年生活更加惬意宽爽

　　鼓足勇气扬帆远航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伊

美区人民法院美溪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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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青航

　　

　　一天，我的一位当律师的学生到某司法局

去交一份材料。临走前，我叮嘱他，我大学的授

课恩师建华老师在司法局当局长，如果有啥问

题，可以直接去请教他。

　　下午，学生回来，说他遇到建华老师了，我

很感兴趣地打听这段经历。

　　学生说他到司法局后，收材料的工作人员恰

去开会了，他只得在门口等着。等着等着，一位头

发银白的长者招呼他去办公室坐一会儿，给他倒

了杯水，很亲切地与他交谈：“当律师不能心急，

切忌过于功利，不要受如今社会上‘卷’的氛围影

响，要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得认真，走得踏实。我

相信你们这代人肯定比我们这代人聪明，见识也

比我们那时候广，所以在工作初期不要急着去想

创收，学好本领，该来的总会来的。”

　　学生说他直到离开办公室时都不知道这位

长者竟然就是局长，因为办公室的门上只有房

间号，没有“局长”的标牌。长者也没有介绍自

己，学生自然也就没有表明我和局长的这层师

生关系。当学生走出办公室时，才听到有人称这

位长者为“局长”。

　　听罢，我既惊讶，又感动。

　　惊讶的是，建华老师是公认的大忙人，平时

我给他打电话，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没法接听，而

要在微信里回复我“开会，稍后联系”或“在忙，

晚点联系”。这样一位大忙人竟然能请一位陌生

的年轻人进办公室喝水、聊天，的确让我感到

意外。

　　感动在于，建华老师一直是如此真诚地善

待年轻人的。我读书那会儿，建华老师就特别善

聊，很多学生都喜欢课间、课后围着他聊天。我

和建华老师第一次正式聊天，就是课后我和几

位同学送他出教室、下楼的十几分钟内，他记住

我了。那时我才读大二，他没有觉得我的话语很

幼稚，而是一直笑眯眯的，就像今天他和我的学

生聊天时也是一直微笑着，学生说他的模样和

蔼可亲。

　　后来，我读研究生了，读博士了，工作了，都

喜欢找他聊天。去年有一天深夜，我下决心去高

校任教，我给建华老师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

他在电话那头坚定地对我说：“遵从内心，做真

实的自己。”

　　后来，建华老师转岗至司法局，不仅继续以

兼职教授身份在学校上课，几十年如一日，与更

多的学生交谈，而且精心安排了很多平台和场

合，与青年律师们交流，带着他们到外面去见世

面，边看边聊。

　　学生离开后，我给建华老师打电话，想表达

谢意。他没接，微信回复我：“开会，稍后联系。”

　　傍晚，他回我电话，我谈了对下午发生之

事的感受，他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就是要善待年

轻人，让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而不是冷冰冰的；既然来了司法局，就要让他

们感觉是到了‘娘家’，而且‘娘家’是关心他们

的。就像今天那么热，就不要在门口干等着了，

进来坐一会儿，喝杯水，这都是很自然的事。”

　　

　　（作者单位：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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