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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朵夏花夏花
□司德珍

诗人泰戈尔在《生如夏花》里写：““我相信自己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生来如同璀璨的夏

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夏花，相较于恬静娇俏的春花相较于恬静娇俏的春花，，更能彰更能彰

显生命力的热烈。

夏花里，最令人钦佩的一定会是凌霄吧。宋代贾昌朝曾为凌霄作

诗：“披云似有凌霄志，向日宁捧无日心。珍重青松好依托，直从平地

成青云。”

在我们老家，凌霄花也叫绝境花，因为它的生命力顽强，烂草丛里

能活，砖瓦缝里能活，甚至被砍去半个身子，它也能拖着余下的根茎

努力生长，开出鲜艳的花朵，故得此名。

幼年时，我跟着祖母上山，曾在陡峭的崖壁上见过它的身影。崖壁

上泥土贫瘠，营养匮乏，春红们是没有勇气在那安家的。唯有凌霄，拖

着苍劲的枝蔓，穿过石缝，爬上悬崖，蓬勃着盎然的绿意，盛开出橘色的

花朵。那些花儿一朵挨着一朵，一簇拥着一簇，像漫天的唢呐，激情四

射。它不觉得生存的环境艰难，也不认为自己的命运悲惨，就这么自由

自在地吹啊，吹啊，吹出一支生命的乐章，如浴火重生的凤凰。

夏花里，最令人动容的一定会是向日葵吧。清代诗人陈元炳在

《向日葵》一诗中曰：“日烘舒蕊赤，霞茜缀茎金。拨雾迎朝霭，披星送

夕岑。”

向日葵，又叫葵花。提起它，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梵高画中的向日

葵吧，他用大把的黄色，不羁的线条，把向日葵绚丽的光泽、饱满的轮

廓描绘的淋漓尽致。一朵一朵的葵花如一团团火球，在灿烂的阳光

下，熊熊燃烧，喷薄着生命的激情。这是梵高一生都渴望的生命的热

忱及真挚的爱情。

我的祖母不知道陈元炳，也不知道梵高，但她的小院里，长满了大

片大片葵花。每到盛夏葵花盛开时，大片大片的金黄就在小院里昂扬

开来。风吹过，那些花朵如海浪涌动，皱起一层金色的光芒。灰扑扑

的残砖旧瓦上，苍白简陋的门窗上，都晃荡着明媚的波光涛影，生机

勃勃着。

夏花里，最令人期待的一定会是木槿吧。南宋文人虞俦在《槿花》

里写：“翠袖红裳细锦袍，纷纷儿女斗妖娆。千枝万朵遮人眼，谁觉荣

枯在一朝。”

木槿，又有“无穷花”的别称。它的花期较长，从初夏一直开到暮

秋，能有大半年的光景。木槿在乡下随处可见，家门口，篱笆旁，沟渠

边，都有它们的身影。一丛一丛，倚着四野的风袅娜亮相，藕紫，艳

紫，粉白……朵朵绚丽，瓣瓣明艳。远远望去，一树的光华灿烂，好似

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令人不得不震撼。

去年春天的时候，我去亲戚家串门，她家门前有几株木槿，正抽枝

长叶。见我驻足观望，亲戚颇大方地剪下两枝，递给我，说，这花啊皮实

得很，只要插到土里就能活。回到家里，我把这偶然得到枝条，插到土

里。没几日，就蓬勃生长起来了。现如今，它已撑出密密的花枝，前赴

后继般绽放，如生命的河流，有着无穷无尽的坚韧和美丽。

我喜欢夏花，是因为它们在阳光最饱满的季节绽放，以此来诠释

生命的辉煌。我愿做一朵夏花，掬一捧夏阳的灿烂，携一缕薰风的激

情，酝酿成永恒的美好。

蝉鸣是夏季的歌声
□聂难

盛夏时节，老家也到了蝉鸣时节。小时

候，我生活在乡下，整个夏天每天从早到晚，蝉

鸣不绝于耳。可以说，我是听着蝉鸣声长大

的，那时的我，整个夏季几乎都泡在此起彼伏

的蝉声里。

蝉是夏的精灵，蝉是夏的使者，蝉是大自

然的歌唱家。绿荫树下，蛰伏地下的蝉蛹，历

经数载孕育，最终破土而出，铆足了劲儿鸣

唱。在夏之茂盛里走向生命的极致，唱得灿灿

烂烂、响响亮亮。蝉，属于夏天，为夏天歌唱。

乡间广阔田野间的树木是蝉歌唱的舞台，是蝉

的极乐世界，田野万物也在蝉的歌声中不断变

幻着色彩。夏天因有它们的歌唱愈显生机蓬

勃，天空寥廓，树木葱翠。它们的合唱是大自

然最嘹亮的交响乐。

蝉鸣，是夏天的标配，是夏天必不可少的

音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只蝉纵声高

歌的夏天，该是何等的单调和枯燥。抑或说，

没有蝉鸣的夏天，似乎算不上是真正的夏天。

蝉鸣是一种美丽的声音，又是一种安乐和吉祥

的符号；它既像一声声劳动号子，又近乎是一

曲曲丰收的乐章……是啊，听着它们发出悠扬

而热烈的吟唱，人们便会沉浸在夏的季节中。

在乡下，我们称蝉为“知了”。小时候，每

到夏天，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捕蝉了。套蝉用的

是一根长竹竿，先用一根线系在竹竿的一头，

再挽一个活套。我们按捺不住蝉声诱惑的冲

动，手里紧攥着竹竿，屏住呼吸仔细找寻蝉的

踪迹，一旦发现，便蹑手蹑脚向发出声响的地

方靠近，把活套对准知了的头部，小心翼翼，不

露声色，轻轻一拉套住知了的头，知了噗愣噗

愣又飞又叫，可是它再也挣脱不了。当然，很

多时候，待我们靠近，鸣唱戛然而止，瞬间便无

影无踪。等我们失望地离去，蝉又欢快地高唱

起来，它似乎洞悉到了我们的意图。

后来书读的多了，慢慢才认识到儿时捕蝉

是一种过错。蝉出生于大地，又回归于大地。

蝉，雌雄交配后，蝉的卵产在树上，到第二年春

夏，蝉卵才孵化出小小幼虫来。刚孵出的幼虫

顺着树干，爬到地上或掉落地面，然后找松土

钻入地下，一般要三至七年，幼虫又叫“知了

猴”，长大后爬出地面，脱去外壳，变成蝉，等翅

膀变硬，就在树枝上高唱……

蝉鸣，让夏天变得平平仄仄韵味无穷。

那种铿锵有力、幽然清亮的声音；那种抑扬顿

挫、清脆悦耳、坚定执着的声音，一声声、一次

次穿透炽烈的阳光，从盛夏的枝头上发出，在

滚烫的风里传送。摒弃杂念，侧耳聆听蝉鸣，

细细品味蝉鸣，那种发自肺腑的真情呐喊，是

蝉对生命最深情的呼唤。它们虽然生命短

暂，但以实际行动，不卑不亢，热爱生活，为活

着的每一天纵情歌唱，仿佛今生就为了赴一

个美丽之约，履行一个神圣使命，竭尽所能，

不知疲倦。

蝉的一生，既悲壮又灿烂，虽弱小却不低

沉，活在世间，就要竭力彰显生命的活力。从

蝉的一生中，我领悟到了生命的纯粹，感受到

了悠悠的禅意。原来人们之所以喜欢听蝉，不

仅是欣赏蝉声的清亮、激情，更是在感悟蝉的

高尚品质。“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骆宾王

借蝉喻己，才华未展，无人觉知；“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虞世南以蝉的高洁表现自己品

行高洁。

又到了夏天，又听到窗外传来的阵阵蝉鸣。

蝉鸣兮夕曛，声和兮夏云。心随蝉音，越过窗外

层层彩云，仿佛又回到童年的夏日美好时光。

蛙鸣声声是夏天
□彭海玲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稻花

飘香，蛙声一片，那此起彼伏的蛙声里潜藏着

人们收获的喜悦。

不过，记忆却是被蛙声掀开的——那是一

片小小的池塘，池塘里若隐若现的蛙声，是小

镇夏夜里最原始的天籁——最初只是浅浅低

低的几声，孤独而悠远，渐渐地，愈来愈临近我

的窗，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

儿时的我，居住在家乡老屋。低矮的平

房，红砖黑瓦，以及茅檐上的青青绿草都温柔

可亲。虽是老屋，但我并不觉得它老。它的对

面是一个很大的鱼塘，鱼塘周围满眼是菜地。

从每年的暮春到仲秋，每当夜幕降临，蛙声就

会如约而至，把整个小村庄包围起来，或蹦跳

于菜地间，或游弋于池塘，或穿梭于田野。

那一声声毫无章法的蛙叫声那一声声毫无章法的蛙叫声，，伴随着田野伴随着田野

乡间的晚风乡间的晚风，，慢慢扩散慢慢扩散。。蛙声一天天热烈起蛙声一天天热烈起

来来，，到了盛夏的时节到了盛夏的时节，，蛙鸣声也拼尽全力蛙鸣声也拼尽全力，，到达到达

极致极致。。尤其到了深夜尤其到了深夜，，青蛙们总是鼓足了所有青蛙们总是鼓足了所有

的力气，好像是怕自己的叫声逊于别的蛙。这

里一片，那里一片，此起彼伏一阵响过一阵，最

后合成了气势磅礴的大合唱，俨然是一场无人

指挥的大合唱。

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吃过晚饭，一家人就

会搬出竹躺椅在屋门口纳凉。我和妹妹躺在

凉席上，仰起头数漫天的点点星光，家门口不

远处是一片稻田，清脆悦耳的蛙声从稻田里传

来，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奶奶则摇着扇子，

为我们驱赶蚊子，给我们讲故事。奶奶总会把

爸爸童年时的顽皮捣蛋不厌其烦地讲给我们

听。蛙声和奶奶的说话声重叠着越来越小，有

时迷迷糊糊地醒来，只见奶奶的扇子越扇越

慢，最后终于从手中掉下去，奶奶头一歪也在

躺椅上睡着了。

年龄稍长大些时，我喜欢在细雨蒙蒙的夜晚

凝神静听蛙声。这时候的蛙声不再聒噪，温柔了

许多，像是在演奏一支优美的田园浪漫交响曲，

舒缓而悠扬，轻轻漫过心田，芬芳着我的梦。

有时，我也会和几个小伙伴偷偷地到对面

池塘边去，想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蛙声；有时，青

蛙就在眼皮底下，便三步两步想上前一探究

竟。然而，青蛙们却像是接到统一的指令，突

然都停下来，大约这就是“戛然而止”了吧？

可当我走远了，它们又跑出来在我身边叫

起来，可是回头看什么也没有……于是，我蹲下

来屏息静听，青蛙们又都跑出来对我开唱，第一

次离蛙声那么近，觉得是那么动听，那么可爱。

直到远处传来奶奶唤我吃饭的声音，我才

依依不舍地离开。

如今，蛙声与我渐行

渐远，我无数次在梦

里 聆 听 故 乡 的 蛙 叫

声，我知道那一定是

故乡在呼唤我，是亲

人的企盼。此时，窗

外一片静谧，我又深

情地梦回故乡。

把夏天煲在粥饭里
□靳小倡

当厌倦了山珍海味后，我开始怀念一碗粥的朴素。粥是个好东西，

它味道鲜美、温润适口、营养丰富，实为养生保健佳品。粥颇有君子风

范，任何食物与粥为伍，就立刻变得亲切温暖起来，让人百食不厌。

我国人民自古就有食粥的习惯，古人深知，吃粥既能节约米粮，又

可治病养生，地无分南北，人不论贫富，中国人爱粥者比比皆是。我国

古代医书上有大量用粥作食疗的记载，桂圆粟米粥能補益心脾、养血

安神，核桃粳米粥能润肺止咳、润肠通便，生姜大枣粥有温胃散寒、温

肺化痰的作用……诗人陆游还是一位烹饪专家，他曾写下《食粥》曰：

“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

仙。”全诗肯定食粥是一种长寿之道，颇有见地。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健康，粥是健康饮食不可或缺一部分。粥妙不

可言，它介于饭、菜和汤三者之间，有饭的饱腹之功，有菜的美味爽

口，也不乏汤的营养开胃。

夏日炎炎，溽热湿闷，使人常感不适，食欲减退。一碗清淡的粥不

仅可以清清你的肠胃，也能让你心情倍感舒适。

母亲每年夏天都会做西瓜皮粥，瓜皮粥也算是我家榨取西瓜“剩

余价值”的典范了。母亲将西瓜皮削去最外层硬皮及残留瓜瓤，冲洗

干净，切成细丁，用盐稍腌，接着取出紫砂锅，放入清水、西瓜皮丁、大

米，先用旺火煮沸后，再改用小火煲上二十分钟，以盐、胡椒调味后进

食。此粥消热解暑、生津止渴，每天下班后喝上一碗母亲煲的西瓜皮

粥，一天的劳累和燥热消失得无影无踪。

儿时，夏天常发低烧、厌食，父亲便将梨洗净切碎，在锅里煮半小

时左右捞去梨渣，再加入少许大米，煮烂熬成粥，趁热让我吃下。梨粥

治小儿风热、肺热咳嗽、食欲不振效果显著。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飞快，煲粥却需要性情平和，慢工出细活儿，心

态浮躁的人是煲不出一碗好粥的。食粥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让生活洗

尽铅华返璞归真，让日子简单纯粹。“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

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几千年前的孔子如此洒脱，

他崇尚朴素清淡的生活，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在夏季煲一锅自

己心仪的粥，岂不快哉！

荷花镜里香
□葛鑫

“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

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荷

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

身旁……”晚饭后，我和父亲在公

园散步，草丛里隐约响起《荷塘月

色》的旋律。

“前面是很大一片荷塘。”父亲

提醒我，“早晨的时候，已有荷花开

了。”我听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果真，空气中弥漫着荷叶、荷花、草

木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直沁入心

中。那味道浓郁又淡雅，非常的独

特，远远地便能分辨出了，正如一

清丽的女子，芬芳脱俗。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

我想起了李白的诗句。漫步在荷

塘边的小路，夜色微凉，在皎洁的

月光下，溪水清澈，掩映着丛丛绿

竹，水面明净如镜，映着荷花的倒

影，传出阵阵清香。突然就有种

天人合一的感慨，大自然的灵性

与人间的美好交融到一起，那如

瀑般的诗意扑面而来。硕大的荷

叶静静地立在荷塘中，端庄淡雅，

而那些含苞的和正盛开的荷花，

更显得妩媚动人。我不由地驻

足，沉浸在香气中，我一时间感觉

自己也如荷仙般玉立婷婷。

见我驻足，父亲也停下来。

我们爷俩就那样静静地立在荷香

里，静观荷花，细赏荷叶，一瞬间

仿佛坠入了宁静清雅的境界。清

风徐徐，荷香袅袅，荷花轻轻颤动

裙裾，不由得想起朱自清笔下那

“婷婷的舞女的裙”，在荷塘的幽

境里，荷香氤氲，在月光下流淌，

沁入人心。荷香此时正似一股清

流，抚慰着人的心灵。

父亲说：“老家的荷花应该也

开始盛开了吧？”听到此，我仿佛

看到荷香缓缓流淌着如水的记

忆，思绪便随着荷香飞回了千里

外的故乡。

故乡的村头，曾经有很大一

片荷塘。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

荷塘是我的小学同学柱子家承包

的。荷塘边种了些柳树，还有两

棵高大的梧桐树。

每次上学路过荷塘，柱子就

会从荷塘那边走出来，我们几个

小伙伴便会停下脚步，坐在梧桐

树下，乘乘凉，歇歇脚，闻闻荷香，

看看蜻蜓，偶尔也惊诧一下小荷

才露的尖尖角。而柱子并不闲

着，他或者摘两个莲蓬给我们分

享，或者扯两片大荷叶给我们挡

太阳……有时，还会推来他家的

小木船，让我们坐船进荷塘里

玩。每每会听到他父亲的轻斥，

是怕我们人小不安全吧？因为他

并不会真的阻止，只是会走过来

看着我们。而钻进荷塘的我却有

些小兴奋，我觉得自己就是那撑

小艇的小娃，虽没有偷采白莲，却

真的是应验了“不解藏踪迹，浮萍

一道开。”

夏日的荷塘满是浓淡相宜的

婉约之美，荷叶遮挡了一池碧水，

婷婷玉立的荷叶上，常有青蛙蹲

在上边打盹，偶尔会“呱呱”两

声。一阵微风吹过，空气中弥漫

的全是沁人肺腑的荷香。

下雨了，雨点落在荷叶上，如

珍珠般滚动。落在荷叶上的雨滴

滚作一团，玉立的莲荷好似在窃

窃私语，又好像在轻声唱歌。此

时，湿润润的空气里透着荷香，让

人陶醉。而调皮的我们，便会采

一片荷叶擎在手中，挡着细雨。

坐看风起时，荷香晶莹剔透，

在微风中写着心事，歌还在那里

缓缓地唱着：“我像只鱼儿在你的

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

在水中央……”

我俨然已分不清眼前是故乡

的荷还是异乡的荷了，那荷香也

融合在了一起，挤满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