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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夏日，在偷得浮生半日
闲的时光里，我喜欢到一个安静
的地方，找一张舒适的椅子，拿起
一本好书，开始阅读。熹微的晨
光里、惬意的午后、清凉的傍晚，
都适合读书的心境，在安静的环
境中，我可以完全沉浸在书中的
故事和情节中，忘却一切烦恼和
压力。

夏日的阅读，让我感受到了
一种清新和舒适的感觉。在这个
季节里，我喜欢喝一杯凉茶，让清

凉的茶汁在我的喉咙和胃里流
淌，感受到一股清凉和舒适的感
觉。这种感觉让我非常愉悦和满
足。夏日气温自然比其它季节要
高，让人领教了盛夏的“热情”，
很多人对“清凉一夏”的需求也越
发强烈。我喜欢走进文博场馆、
城市书房，在书香韵味中寻觅这
一季的清凉。

案头有一本书，手中一杯茶，
自然是一种最妙的佳境。夏日的
阅读和品茗，也让我感受到了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友谊。在这个
季节里，我可以和好友一起阅读
和品茗，分享彼此的故事和经历，
感受到彼此之间的情感和友谊，
也让我更加热爱生活。这种情感
和友谊，温暖和幸福，历久弥新。

在阅读中，也让我感受到了
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脚步去不
了的地方，读书可以。在这个季
节里，读书累了的时候，我可以在
花园里散步，欣赏各种不同颜色
和形状的花朵，感受到大自然的
美丽和神奇。我可以在海边散
步，感受到清凉的海风和海浪的
声音，感受到大海的宽广和深
邃。很多认知之外的东西，都可
以通过读书获得。

我还参加过淘淘乐“以书易
书”活动，就是把自己闲置的书与
别人进行交换，让书籍和知识用
一种更环保、更浪漫的方式进行
传递，让图书发挥更大的作用，让
更多人读到不同的书，掌握更丰
富的知识，享受更多读书的快

乐。在我们家有良好的读书氛
围，我的父母虽然学历不高，但是
他们坚持读书看报，传承道德家
风，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也多了
一份谈资。我的子女还积极为一
些贫困山区的孩子捐赠书籍，建
设书房，培养了他们的爱心和社
会责任感，也实现了山区孩子拥
有一本纸质课外读物的美好愿
望。

读书让我不断地实现自己的
梦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人
能够轻易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
读书可以让我们积累知识，让我
们的梦想在不断地付出和努力中
接近现实。我的父母读书不多，
但是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读书，哪
怕是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再怎
么省吃俭用，也会挤出钱来让我
去买书，供我学习。

大四那年，为了在考研和毕
业工作中进行权衡，我拼命地读
书学习，几乎每天泡在图书馆，这
里书香氤氲，可以积累知识，静享
阅读时光，每个人都在书中寻找
着属于自己的知识。寒窗苦读，
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的拼搏和奋
斗，梦想花开，让读书改变了自己
的命运，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且品书香夏日长，读书可以
静心、怡情、求知、探索，静享夏
日时光，我喜欢徜徉书海，在浓郁
的读书范围中，阅读清凉，遇见更
好的自己，丰盈自我，提高素养，
悦见未来。

□杜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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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我们那里叫兰花豆，又
是兰，又是花，朴实里有乡间田园
的诗意，字里间有风拂过田间草
木的青翠气息。相比于蚕豆的板
正严肃，兰花豆的诗意温软才更
像我们的生活。

堂姐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兰花
豆名字的笑话。早年间，她刚远
别家乡，离开父母的照顾，独自到
城里上班生活，蔬菜店买菜，习惯
上一时不能适应，年轻又缺乏生
活常识，还闹过一回笑话，明明买
的是兰花豆，付款的明细上却是
蚕豆，大太阳下，又拿着明细回去
询问。

店主笑着好脾气解释，又问
她哪里人，又说看着她的年纪和
她女儿差不多大，怪不得不知兰
花豆即是蚕豆，不懂这些生活上
的常识，也是能理解的。自此，店
主很照顾她，告诉她怎么挑选新

鲜的蔬菜，什么样的蔬菜怎样做
才好吃。

因为兰花豆的名字闹出的笑
话，让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感受
到了人世的温暖善良，对兰花豆
的情感也就格外更深厚一些。

兰花豆在我们那里不是大面
积种植，而是作为一种点缀。最
多的是小麦田边地头，留出一小
绺，种上一两行。田边地头，一般
不种庄稼，一是有树，影响庄稼生
长，二是离路近，也怕破坏。庄稼
是生存的基础，兰花豆是生活的
点缀，可有可无，长得好坏也就没
那么重要了。

收获了，就盐水清煮了，盛上
两碟，放在院子里葡萄架下的餐
桌上。傍晚清爽的微风里，一家
人围坐在桌边，边吃边闲话。除
了清煮，挑一个好日子，买一斤五
花肉，切成小小的丁，和兰花豆一
起炖。这是一道很馋人的菜肴，
兰花豆软糯清香，五花肉借着兰
花豆的清香，在本身的香之外，也
软糯清香。

这时候，爷爷和父亲会就着
兰花豆炖五花肉喝两杯小酒。碰
巧二爷爷带着小孙子来串门，院
子里就热闹了，二爷爷更是爱喝
酒，划拳声，笑语声，挤满了院
子，惊得头上的翠绿的葡萄叶左
顾右看的。若收成不好，也没什
么，大家心里也不会多懊丧，日子
也照样兴兴头头地往前过。

读小学那几年，学校是在另
一村庄，每每要穿过南地那一片
庄稼地，沿着曲曲弯弯的田间小
径，两边都是人家种的兰花豆，兰
花豆开花的时候，也没注意到也
多好看，只是盼望着时间快点过，
那些花快点落，然后长出一个个
豆荚，热切地期待着葡萄架下的
餐桌上摆上一大盘香喷喷的兰花
豆炖五花肉丁。

读中学时在镇上，学校后面

是一户人家的菜园，种着两行兰
花豆。一天，我们在二楼的教室
上语文课，老师打开课本，让我们
先预习下要讲的课文。这时，他
不经意地望窗外一看，放下了手
中的课本，走向窗户边，静静地看
了一会儿。

然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下写了
清代诗人汪士慎的一首《蚕豆花
香图》题诗：“蚕豆花开映女桑，
方茎碧叶吐芬芳。田间野粉无人
爱，不逐东风杂众香。”

语文老师让大家停下预习，
这堂课不讲课文了，他要给大家
讲黑板上汪士慎的这首诗，写的
正是咱们很熟悉的兰花豆。说着
指向教室后面的菜园，让大家都
站起来先欣赏一下兰花豆的花。

虽然极熟悉兰花豆，可谓日
日相见，却没有认真看过它开花
的样子。不少同学十分惊讶，我
也才发现原来兰花豆开花这么
好看，它一定是色彩搭配的高
手，紫、黑、白、红，除了白，其他
三种都是浓烈的颜色，却搭配得
相得益彰，不繁乱只是一方面，
重要的是浓烈之下，人感受到了
是静和美，那一朵朵花就像一只
只飞累了的蝴蝶，停在枝上悠然
自在地歇息着。教室里一下子
安静极了，大家都被这种美震慑
住了。

语文老师除了给我们讲解了
《蚕豆花香图》，还让我们记住一
句话，平常生活即是诗。

如今，在城市里奔波忙碌，有
一些瞬间，脑海里常浮现起一片
广袤的乡野，大片的庄稼地四围
是一圈飞舞着的舞蝶，那是兰花
豆，是朴实的农人为素淡的生活
镶嵌的花边，像衣裳上的荷叶边，
或者珍珠，看似点缀，其实不可或
缺，是无用之用，是生活的那一点
甜，那一点灵动，那一点希望。

□耿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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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啼声声渐渐逝去，
春已经在一片烟雨朦胧中
落幕。细雨微风不在，夏
雨似乎更加欢快，旋律更
加急促，噼里啪啦落在地
上，激起水花，把春日的水
墨画冲洗干净，转变成了
一幅浓厚色彩的水彩画。

夏天的雨水，不像春
日般连绵不绝，淅沥淅沥，
而是待气温像蒸笼一般，
卷起一股热浪后，随着两
声惊雷，夏雨便闻声而动，
潇潇洒洒而来，一颗颗晶
莹剔透的水珠，以大珠小
珠落玉盘之势，纷纷打在
了窗外的景物上，如同一
支支画笔，赋予万物浓墨
重彩，花红叶茂中，雨逐渐
停了，夏姑娘得意洋洋地
看着自己的画作。

夏天的光景，树长得
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碧
玉一般，风一吹，叶缝间
吹响了夏天的哨声，人们
看到了绿色的波浪。地上
闪烁的影子，那是风把阳
光揉碎，洒向人间的火树
银花。两片叶子，捧着欲
坠的雨珠，调皮的风儿，
总 是 拨 动 它 们 ，滴 滴 嗒
嗒，形成一道雨帘，那是
风的竖琴。

点缀在叶间的红花，
躺在叶间，肆意地享受着
阳光浴，听到风的呼唤，
时不时对你浅浅一笑，那
是回眸一笑的惊艳。蝴蝶
蜻蜓似乎在玩捉迷藏，轻
轻落在花上，滋溜一声，
又悄然而去，自由洒脱。

漫步在小道上，享受
着与夏日独处的安静。能
听到微风吹过的絮语，细
雨 贴 脸 的 呢 喃 ，绿 树 红
花，江河湖海，折射成一
道彩虹，我读出了人间的
绚烂，有轻盈的欢喜流遍

全身。
地上的水坑，倒映着

绚丽多姿的流云，伸手触
碰，就能捧起一片流云，
流云慢慢向天边晕染开
来 ，天 地 间 渐 渐 融 为 一
体。

霞光满天后，月儿初
上，点亮了夜空，旁边的
星星，碎石一般，铺成了
一条回家的路。我跟着星
星 的 路 ，来 到 了 一 片 荷
塘，月下的荷塘，显得特
别静谧，我不由得想到了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我默默吟诵着这优美的篇
章，荷叶一层层铺在荷塘
上，盛满了月光，像洒满
了 雪 花 ，又 像 铺 满 了 棉
絮，一片浮光掠影中，荷
花静静的立在水中央，像
在月下独酌的诗人一般。
月光倾泻下来，如同迷雾
一般，荷叶闪烁着粼粼的
波，几朵荷花在风的歌声
中，在夜的旋律里，跳着
优美的舞蹈。池塘里荡起
阵阵涟漪，仿佛是仙女裙
摆的褶皱。亭亭玉立的荷
花摇曳生姿，荷叶像一层
层的薄纱，荷花犹抱琵琶
半遮面，增添了一层朦胧
美。池里的月光被搅碎
了，四面散开来，像天空
向池里撒下一池碎银，一
大片一大片满是的，惊醒
了鱼儿的鼾梦。此时此
刻，暗绿色的荷叶在风中
低吟浅唱，清香的荷花在
月下跳着水上芭蕾，鲜美
的莲藕正在泥里打鼾，它
们变成了寂静的一部分，
融入了月色中。

初夏时光，既有春光
融融的影子，又有夏天的
颜色和味道，两者筹光交
错，才有了这么美好的景
色。

当繁花落尽，盛夏悄然
而至，枇杷也黄了。

老家院子里有一棵枇
杷树，倘若不拆迁，现在也
应是“树繁碧玉叶，柯叠黄
金丸”的时候了。那棵枇
杷树是父亲从外地嫁接过
来，亲手栽下的。我们一
家亲眼见证它从一株幼苗
开始，经历了风吹雨打，严
寒酷暑，长成比两层楼还
高的枇杷树。

“枇杷换叶何青青，雪
中开花来远馨”。每当枇
杷树的枝头陆陆续续开起
雅洁如玉的白色花朵时，
我便开始期待它结果了。
待到一场细碎而连绵的春
雨过后，枇杷花也谢了，一
股芳香扑鼻而来，犹如一
位怡人的歌者，唱着从花
朵 到 果 实 的 一 曲 动 听 之
歌。枇杷树上的果子会越
来越饱满，树叶簇簇拥挤，
仿佛珍珠般挂满了枝头。

到五月中下旬，枇杷树
上的果实从青绿色到青黄
再到金黄色。一颗颗黄澄
澄的枇杷有的像新娘羞涩
地藏在绿叶后，有的像落
落 大 方 的 姑 娘 展 现 在 面
前，还有的如“犹抱琵琶半
遮面”的小女子，给人以千
姿百媚之感。正所谓“五
月枇杷黄似橘。”让人忍不
住要摘下一颗尝一尝。

起初，只要踮个脚尖，
伸手就能轻而易举摘到。
随着一年又一年，枇杷树
早已亭亭如盖。翠绿的树
冠整整庇护住了一旁老屋
的 屋 顶 ，枝 丫 伸 出 院 墙
外。这时想要再摘枇杷可
就没那么简单了。需要搬
个椅子，或是借助锄头这
些工具，压弯一枝干的金
黄，才能摘下一颗颗诱人
的枇杷。若要采摘枇杷树
最 上 方 的 ，就 需 要 人 手
了。父亲和老朱直接搬来
厚重的木梯，倾斜着往粗

壮的枇杷树干上一架，待
确认架稳了之后，老朱便
一手挎着竹篮，一手扶着
梯子，慢慢地一步步踩稳
了往上爬。父亲则在下面
扶住梯子，直到老朱安稳
爬到树上，坐在树枝丫中
间。采完一篮递给父亲，
父亲再把空篮子传上去，
最 后 一 篮 一 篮 枇 杷 排 成
队。而我们站在枇杷树下
迫 不 及 待 地 拿 起 一 个 金
黄，剥开枇杷皮，咬上一
口，果香溢满口中，开启了
酸酸甜甜的夏天。

晶莹剔透的果实散发
着诱人的甜香，也会吸引着
来往的鸟儿落枝觅食。站
在二楼阳台，我时常会看到
一些鸟儿，在枝头叼走了一
颗小而甜美的枇杷。它们
会先轻轻地啄一下果子，然
后把嘴巴深深地埋入果肉
中，享受着那鲜美的味道。
果然是“满树枇杷莺窃尽”
啊。当它们吃完后，留下果
核，有的展翅高飞一下子无
影无踪，有的在枝头叽叽喳
喳唱着欢快的歌。仿佛招
呼着它们的小伙伴：“快来
呀，这里有鲜美的枇杷！”那
一派丰饶的景象，仿佛成了
小院里最美好的画面。

随着最美乡村的建设，
在四年前的暮春，枇杷树
结的果子还没来得及变成
金黄色，便匆匆和我们告
别了。父亲时常会来到老
家宅基地，看着那一方已
被铲平的土地若有所思。

但我们一直记得院子
里的那颗枇杷树，秋日蓄
养，寒冬吐蕊，春天结果，
夏初金黄，甜味里藏着的
都是四季的气息。一直记
得它陪伴我们的岁月，那
一缕缕淡淡的香气，那一
颗颗金黄的果实，那一片
片深情的回忆，一直在我
们生命的底部，永远留存。

枇杷黄时思念长
□郭锦宇

大自然似一位胸有成
竹、运筹帷幄的“顶级导
演”，他井然有序地让各色
花儿芬芳在各自的季节。
当春花纷纷落幕去结它的
果儿，于是，“你方唱罢我登
场”，石榴花儿携着夏日的
似火浓情，像一支支开在葳
蕤绿枝间的红色小喇叭，它
激情四射、奔放热烈地奏响
了夏之狂舞曲。它吹醒了
熟睡地下的蝉儿，也吹熟了
颗粒饱满的麦穗，更是吹开
了我太多与石榴花亲近的
如梦似烟的往事。

据说石榴原产于中亚
地区，直到张骞出使西域，
才将这杨贵妃极其喜爱的
花儿带回古长安，而它生
长得最是繁茂结出的果实
最甜美之地，就是贵妃华
清池所在地的临潼。女为
悦己者容，花为赏己者艳，
而“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
故，也是从这位貌若天仙
的杨贵妃故事中得来的。
作为三秦女子，童年伴我
成长的花事中，那些随处
可见，开在家家庭院，一团
团一簇簇似火焰般在枝头
燃烧的石榴花，也总是能
勾起我“一眸子的欢喜，一
袖子的怜爱”。

儿时家乡的庭院，母亲
就栽种了一棵石榴树，在
满院的俗枝凡树中，它像
立于鸡群的鹤，虽长得娇
俏低矮，每年也总是零星
的挂几个果儿，可它很受
母亲青睐，温和贤淑的母
亲，从石榴树吐露花苞起，
就厉声嗔目对“无法无天”
的我“约法三章”，绝不许
用 手 触 碰 开 在 枝 间 的 花
儿，否则花会坠落，就吃不
到酸甜诱人的石榴籽了。
当年那个绿裤红衣的乡野

小丫头，拿着小人书乖坐
树下，望着满树炽红火热、
像 一 盏 盏 小 灯 笼 的 石 榴
花，她似与花语，又总是悠
然神飞。无数关于石榴花
的童话在她的遐思中轻舞
飞扬，心间旖旎荡漾，那时
的岁月，因了石榴花而变
得绮丽妙曼。

清晨在公园闲庭漫游，
在这人间芳菲尽的初夏，
一树一树火红的石榴花让
我驻足流连，情丝绵绵。
夜 间 的 露 珠 还 在 花 间 滚
动，折射出斑斓缤纷的七
彩炫光，花蕊之上蜂喧蝶
舞，真是“蹙蹙生红露滴
珠，薰风凉幌晓妆初”。如
今时尚潮范儿的女子，已
不会将土的掉渣的怡红快
绿穿在身上，可大俗即大
雅，眼前这位身着墨绿色
石榴裙的女子，火红的体
恤衫，在石榴花间伶俜穿
梭着拍照，怡心悦目，就如
那枝间开得肆意活泼的石
榴花，浑身满溢着青春的
活 力 。 这 世 间 一 人 一 性
情，一花一灵韵，石榴花那
光艳夺目的“中国红”，则
给人喜庆、美好和繁盛之
感，甚至有人称它“吉祥
花”。套用一句辛弃疾的
词“我见石榴花多妩媚，料
石榴花见我应如是”，石榴
花从童年开始，已开在我
的心间，我与花，早已情相
融，意相契。

石榴花开迎夏来，在徐
徐微风中，一缕缕花香浸
润肺腑，心情也顷刻变得
悠然闲适，花草皆富灵性，
它芬芳了流年，也给心间
播撒下一粒粒如石榴籽般
晶莹剔透的诗意妙曼，食
之品咂，回味无穷而晴暖
一生。

五月榴花红
□李仙云

初夏时光
□冯寒雪

在广州从化的山野
里，清晨雾霭缭绕。随意
走走，天气万物似乎都润
润的，绿绿的。在一处树
从旁，见当地人在忙着摘
一些红红的果子，这就是
杨梅。

一棵棵杨梅树吸吮着
雨露，伸展着长而细的叶
子 ，似 乎 因 为 果 子 的 成
熟，这些叶子也在雨滴中
欢笑着。在叶子的根部，
喜人地长着一个个或红或
绿的杨梅。这些讨人喜爱
的 杨 梅 ，个 个 圆 头 圆 脑
的，核桃大小，身上着一
些小刺刺。而当梅杨慢慢
如姑娘羞红了脸，那些尖
尖的小刺就变柔软了。它
们鲜红的色调，仿佛树上
挂满了一颗颗玛瑙一般。

有的杨梅是青绿色
的 ，仿 佛 一 个 毛 头 小 伙
儿，愣愣地张望着；有的
杨梅已经红了半个，好奇
地打量着世界；有的杨梅
已经变成深红色，甚至有
的已经变得有点黑红了。
当地人摘下几个，递给我
说：“快尝尝，可新鲜了！”
我将杨梅小心翼翼地放在
嘴里，轻轻地咬开它，顿
时那鲜嫩酸甜的果充盈着
口腔，嘴唇上浸满了鲜红
的汁水，细腻而柔软。这
种味道，酸，甜，鲜。自然
我喜欢吃熟透了的，甜津
津的。而淡红色的则酸溜
溜的，让人越吃越爱吃。
只不过，一不小心多吃了
一些，就会酸倒了牙，连
豆腐都咬不动了。

我们不知不觉也加入
到采摘杨梅的队伍中。那
些可爱的小东西，都乐呵
呵地望着我，仿佛在说：

“瞧我个儿最大，最甜。”
我小心地把它们捧在手
里，它们表面的小毛刺，

看上去毛茸茸的，你恨不
得马上再吃掉一个。刚从
树上摘下的杨梅，格外新
鲜。它们的表面还带着清
晨 山 野 的 晨 露 ，晶 莹 剔
透。这样的杨梅，你吃在
嘴里，格外的新鲜、清纯
的 味 道 。 酸 酸 的 ，甜 甜
的，仿佛是自然最无私的
馈赠。

终于吃到了新鲜的杨
梅，心里美滋滋的。不禁
想起一个江南的朋友，每
到了初夏，都会去郊县采
摘杨梅。有的杨梅树已经
粗粗壮壮，淘气的孩子还
会攀到树的高处去采摘。
每个人都乐呵呵的，享受
着收获的喜悦。当地的姑
娘，穿着碎花布衫，提着
小竹篮，坐在一旁用清亮
亮的嗓音叫卖着杨梅，她
的发辫长长的，眼睛亮亮
的，声音清脆脆的：“卖杨
梅喽，新鲜的杨梅喽！”

有人买下很多新鲜的
杨梅，当地人告诉我，杨
梅不仅可以新鲜食用，还
可以用来加工成杨梅干，
还可以酿酒，酿好的杨梅
酒，充盈着杨梅的香气，
格外可口。人们把喜爱的
杨梅，长久地保存在人们
的生活中。

古往今来，人们爱着
这种可爱的小果实。写下
了动人的诗篇。宋代诗人
郭祥正曾云：“红实缀青
枝，烂漫照前坞。”张兹曾
写下：“聊将一粒变万颗，
掷向青林化珍果。仿佛芙
蓉箭镞形，涩如鹤顶红如
火。”陆游也曾赞美杨梅：

“绿荫翳翳连山市，丹实
累累照路隅。未爱满盘堆
火 齐 ，先 惊 探 颌 得 骊 珠
……”

江南杨梅熟，到处是
幸福的味道……

杨梅熟幸福来
□王南海

今朝五月正清和，榴花诗句入禅那。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咏石榴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