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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苑漫步

夏天，是一个离别的季节。
徐志摩在《再别康桥》里写道：“夏虫也

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夏虫，让人
想到诗人再别康桥的时间必是夏天。在夏
天这个离别的季节里，不只是人恋恋不舍，
愁绪满怀，就连一只夏虫，也滋生了离别的
愁绪，因伤感而不再吱声。

那年六月，我正上高一。从镇中学考
入省城高中的我，新鲜与骄傲的情愫如潮
水在心中翻腾，不曾体会到离别的忧愁。
尽管经历过九年教育，与同学分别的次数
也已经有了两次，但由于太年轻，对离愁感
受并不深。

所以，我实在读不懂那期校刊上的文
章。那期刊发了一位高三学姐写的《聚散两
依依》：“聚也依依，缘分让我们从陌生变得
熟悉，到后来成为相偎相守的好伙伴，我依
恋你，我的同学；散也依依，如今我们学成毕
业，面临分开，万千的不舍与眷念，仍旧无法
阻挡我们各奔东西的脚步。唯愿珍重二字

伴你一路平安!”我喜欢她这种琼瑶式的文
章，却读不懂她心头的离愁。

事非经历不知难，情非感受不知深。高
三那年，同样面临毕业的我也有了学姐的那
些忧愁，突然就深深地理解了学姐的心思。
一边是对聚的依恋与眷念，一边是对散的无
奈与失落，依恋之情无以言表。

高中三年，我和一个叫静的女孩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我们曾相约这辈子做姐妹。
毕业分别时，虽然劝她不哭，但她要走时我
哭得稀里哗啦。这么多年一直记得，我和她
站在老槐树下告别，直到最后一班列车驶
来。有的人，也许离别之后，今生再也不会
相见。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没有谁能在离别时做到心境坦然放声歌唱，
没有谁在分别时满面笑容情绪高涨，离别终
归像一朵盛开的栀子花，花开无声，花谢也
无声。

漫漫人生路，聚散两依依。

夏天的离别
青春岁月

□刘希

夏雨初霁的清晨，我到隋唐城遗址
植物园赏荷。

走近荷塘时，恰逢旭日东升。朝晖
里，水面上升腾着缥缈轻盈的水汽，在荷
叶莲梗间飘逸，飘过一片片莲叶，抚过一
朵朵荷花，给荷塘披上一袭轻柔的纱
衣。株株莲荷，亭亭玉立，绿色盈目，清
香怡人。

花苞形如桃李、青涩稚嫩的小荷，
执意地摆脱污泥的纠缠，欣然接受清
水的滋润，踌躇满志地破水而出，身躯
笔挺，向上生长。小荷紧裹的花瓣紧
裹住一颗高洁之心，昂首于蓝天白云
下，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向往清正洁
净的心愿。

状如中年的荷花，是这荷世界的中
坚力量，它们高举着盛开的花冠，有的洁
白无瑕，有的红润鲜艳，夺人眼目。一株
株昂首挺胸，一朵朵开得灿烂，把整个荷
塘装扮得流光溢彩、缤纷多姿。那有力
的花瓣，仿佛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深深
的思考，合围成遮风避雨的屏障，呵护着
心中纯洁的信念。

那日渐衰老的荷花，经历过无数
次的风吹雨打，韶华已逝，花瓣色褪苍
老，但依然立在枝头不忍离去，倾尽全
力遮挡着袭来的风雨，温柔地呵护着
怀中稚嫩的莲蓬，履行着像人类社会
一样代代传承的义务和责任。直到小
小莲蓬渐渐长大，它便垂下容颜渐老

的花瓣，恋恋不舍地悬于莲蓬的底部，
瞩望着莲子渐渐长得饱满圆润。在它
确认心无牵挂之时，才带着欣慰与满
足乘风而去。

遍赏满塘莲荷，神游于荷世界里，目
光所及，是清，是净，是洁。这里的每一
个成员，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清香溢远，它们在为创造一方洁
净世界，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因为它们
的共同付出与坚守，才使得这荷塘葳蕤
蓬勃，生机盎然。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凝视荷塘清景，令人逸兴遄飞，心动
情涌，“见贤思齐”之感油然而生。

夏日赏荷
时令走笔

□屈天智

一直对蒲扇似乎有着割不断的情
结。儿时，每到夏季，母亲总是喜欢边摇
蒲扇边给我讲故事。那样的场景，已然
印在了脑海里，以至于每到夏天，我都会
买几把蒲扇放在家中。

每到这个时候，老公总是笑我傻，他
说：“现在家里电扇和空调都有，你买这
么多蒲扇做什么？”是啊，买这么多蒲扇
做什么？难道是因为心底里的那份情
结，还是因为它能够给我带来童年中那
美好的回忆，再或者是已然习惯了有它
的日子，少了它，竟觉得差了一点什么。

又逢夏日，母亲来到了家中，看着母
亲热得满脸通红，我不由得打开了空

调。坐在空调屋里没多久，母亲说：“空
调屋里呆的时间久了，腿不舒服。丫头，
我还是出去坐着吧。”母亲执意要出去，
而我也不得已关掉空调，这时母亲看到
了沙发上的那把大蒲扇，坐在沙发上摇
了起来。

那天，母亲对我说：“可别小瞧了这
把蒲扇，它可是摇好了我的肩周炎。”听
后，觉得不可思议，母亲接着说：“那年
肩膀疼得厉害，一起跳舞的朋友，介绍
了这个法子。还别说，摇了一夏天，我
这肩膀疼的毛病，还真的没有了。”

也就在聊天当中，我又想起了儿时，
想起母亲每到夏季的夜晚，总会守在我

身边，为我一直摇扇。那天与母亲聊天，
母亲边聊边摇，清凉的风拂面而来，竟一
点儿都不觉得闷热。

母亲说现如今，太多的人都将蒲扇
舍弃，以为使用空调就是最好的度夏方
式，却不知，每年夏季，因使用空调生病
的人多之又多。母亲的一番话，的确有
她的道理，就在前些天，女儿因为过度使
用空调，一病就是一个多星期。

如今，我也会学着母亲的样子，为睡
觉的女儿轻轻地摇扇。而女儿总是会轻
声对我说：“妈妈，好舒服啊。”一句好舒
服，让我的心头一暖，儿时的我，又何尝不
像她这样，在母亲的身边，熟睡到天明呢？

夏日蒲扇的清凉
至爱真情

□朱凌

炎炎夏日，酷
暑难耐，人们免不了

打开风扇空调，营造清
凉环境。然而，古人没有

风扇空调，避暑方式全靠
自然，或栖于树荫之下，或

倚靠在水畔亭旁。于是，文人
骚客也就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

的避暑佳作。
临水之地是古人避暑的最佳

选择。炎炎夏日，若得一处亭台楼
榭相伴，着实是纳凉人的福气。诗

人孟浩然所写的《夏日南亭怀辛大》
一诗，生动勾画出水边纳凉的情景：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
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
清响。”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于亭台纳
凉的喜悦，读之仿佛有一幅闲适自在的
画面在眼前铺展开来。

也有诗人在水边乘凉时挥竿垂钓。
诗人司空曙的《江村即事》一诗就描写了
纳凉垂钓之事：“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
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
水边。”试想，划着小船去钓鱼，安安静静地
等鱼上钩，火热自然被抛在了一边。傍晚
时，把船泊在池塘边，用自己垂钓的收获做
下酒菜，然后美美地进入梦乡。这种闲适，
真可谓羡煞神仙。

坐在树下或走进竹林，也是古人采取的
乘凉方式。诗人高骈与友人在纳凉时，诗兴
大发，当即吟得一首《山亭夏日》：“绿树阴浓
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
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古树参天，人迹
罕至，蔷薇飘香，置身其中，自然周身清凉，
酷暑顿消。

诗人王维为消暑度夏，在终南山下建
有竹里馆。每逢炎热之时，便抱着古琴走
进幽深碧翠的竹林，席地而弹，乐而忘返，
给后人留下了千吟不厌的《竹里馆》：“独坐
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
相照。”

而诗人李嘉佑考取进士后，谋得了一个
清闲的小官，他不羡慕侯爵的尊贵，在江边
修建了竹楼，夏日于此纳凉时有感而发，作
得《竹楼》一诗：“傲吏身闲笑五侯，西江取
竹起高楼。南风不用蒲葵扇，纱帽闲眠对
水鸥。”短短四句，把诗人的悠闲淋漓尽致
地表现了出来，南风习习吹来，即使是在酷
暑里也用不着摇扇，还可以把乌纱帽随意
搁在一边，美美地睡上一觉，此情此景，不
知令多少人羡慕。

如今，当我们在享受着空调等现代化
电器的好处时，不妨也学学古人，在盛夏品
评一壶清香悠远的茶，读几首妙趣横生的
消夏诗，来一个千年穿越，与诗人一同度
夏，一同品茗，一同吟诗。

□袁文良

故乡的夏天，总让人觉得紧凑而漫长。谷
雨一过，立夏、小满、芒种、夏至……接踵而至，
真正的夏天终于拉开大幕，把天地间铺展得一
派火热。

对于乡下的农人，夏天是一场兵临城下的
战役，步步进逼的节气，像一支战前号角，把麦
收吹得迫在眉睫。风吹麦浪，一片片收获匍匐
在挥汗如雨的身后，广阔的田野成了争分夺秒
的战场，紧张和忙碌充斥在乡人的眼角眉梢。

晒麦场边的乡间少年，坐在树荫下，坚守
着大人们指派的看场职责，遥望青山，满怀苍
茫，独对少年心。

不曾留心何时听到了第一声蝉鸣，浓密
的绿荫深处，此起彼伏的吟唱，把整个故乡大
地叫得一片喧嚣。日出而作的田间乡人，几
乎天天都行走在暴烈的阳光下，不像生命的
寒蝉那样，他们把盛夏的光阴，珍惜得一刻都
不忍挥霍，忙完夏收，秋种已经伴着汗水播
下。

故乡的夏天，往往伴随着干旱，不论土地
还是心田，都有种焦渴在日益积累，而阵阵雷
声总会在远方赶来赴约，回应这份殷殷期盼。
响彻云天的炸雷，在闪电撕裂天幕之后，催生
了一场淋漓尽致的雨阵，让农家屋檐下都密织
着直白的雨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的夏雨也独具
禀赋，来得迅急，走得洒脱，豪迈得像故乡的
汉子，直爽而又及时地成了盛夏的救世主，整
个山川河流都滋润得绿意深染。有老者牵只
羊走向溪边那片葱茏，看场少年光了脚丫疯
跑在泥泞的清凉中，雨燕在蔚蓝的天地之间
倏忽翻飞……

故乡的农村几乎每家都有地窖，冬暖夏
凉，冬天可以储藏红薯白菜，夏季可以用来保
存容易腐烂的食物。窖口边上往往会有一棵
树，泡桐或洋槐，树上拴一根结实柔韧的麻绳，
绳头系一个荆条篮子，剩余的饭菜放进去，盖
了湿润过的粗布方巾，把篮子放下去。田间劳
作回来，晌午饭时，提着绳子拉上来，单是那传
递在手心里的丝丝清凉，已经把周身的酷热驱
散开去。

地窖较深，空气缺氧，不能避暑纳凉，但窑
洞是一片清爽之地，内壁或青砖砌层或土质裸
露，经年的时光早已把洞内风干得潮湿全无。
一张竹席铺上土炕，一家老小躺在这洞天福
地，自有农家清贫中的甘甜。

随着小暑、大暑节气的到来，酷热未消，凉
气未至，一场急雨过后，故乡的大地天空，不觉
中渗入了一丝松散和从容，农家瓦檐下飘荡起
混着香味的青青炊烟；房前屋后的树木枝头更

深了一层绿；初夏时一望无际焦灼火燎的田
野，长起了半腰深的玉米苗；打麦场上的麦
秸垛边，留下了母鸡带着鸡仔觅食的湿
爪印……

故乡的夏天，不似南方夏季的黏
湿闷热，也不像北疆昼夜温差大，这
样的夏天才是真正的夏天。四季若
要用人生阶段来比喻，这夏天该是
青壮年了，有着躁动和火暴，跳动
着步步走向沉稳的节律。

踩在大暑的尾端，已看到
了立秋在不远处探头探脑，故
乡的夏天在剥啄的时光里，
一点点消退。初始登场的毛
手毛脚，中场的急躁和火
暴，都在时光里平复，光阴
这把刀，消磨着四季的节
点，让每一个火热的日子
都渐成记忆。

自然，整个饱满的故
乡夏天，也终将被褪成蝉
蜕一样的空壳，依附在春
夏秋冬轮回不息的岁月大
树上，成为过往，更成为将
来……

故乡的夏天
品诗度夏

□韩报春

夏天，是一场充满激情
的球赛，酣畅淋漓，狂放火热；

夏天，是一曲雄壮的腰鼓乐，热情奔
放，尽情尽兴。夏天，还像怀孕的妇人，
在昂首挺胸地展示自己即将呱呱坠地
的成果，无比骄傲和满足。夏，豪放张
扬，美丽生动，是四季诗章里最缤纷
绚烂的段落。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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