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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清圆的荷叶，从水中一跃
而起的清纯样子。一跃而起的荷，
有足够的弹性，新荷出水一尺高。

新荷出水一尺多高，有点像
人，一个少年。

少年从懵懂中醒来，一抬头，
一踢腿，伸伸胳膊，蹦蹦跳跳，就
有一尺多高。

荷，可以生长到两米以上，在
江南田田的荷塘里，足够遮没一条
小船和船上坐着的采莲女。

我当然喜欢初夏的荷，和它虎
虎有生机，自信、青涩的样子。

从前的荷花，和现在的没有什
么区别，柔柔地醒在池塘。

我不喜欢在私家园林的水池里
看荷，而喜欢在寂寥宽阔的水面
上。那时候，我在杭州西湖边，与
一枝荷，坐成平行的姿势。

荷花依然年轻，铺天盖地，长
相恣肆。我时不时翻出那张旧照
片，照片上有我趿拉着一双浅灰色
的凉鞋，坐在湖边一块石头上，而
那双鞋早已不知去向。

走过的一条路，会记住那里的
标志。上初中时，为了抄近路，就

走城郊结合部的农田小道，路边有
一大片荷花水田，铺着硕大的连天
碧叶。

读过的一本书，会闻到里面的
气息。孙犁的《荷花淀》，有大片大
片荷叶，这样的粉色荷花，文字里
有婆娑的影子。

在中国许多地方，你都有可能
遇到一株荷。野外荷是成片的，一
片荷，才能构成一小块风景。荷丛
中，有一群鱼，游来游去——荷在
季节里生动。

只要有一掬水，就有舒展下去
的理由。上初中时，我就读的那所
百年老校，图书馆山墙大殿合围的
天井里，有一口荷花缸。正是盛夏
草木忘情的时节，荷醒了，从叶间
钻罅而出，一枝独秀。陶质的水
缸，裹衬着荷的亭亭玉立，陶仅用
这一缸水，将荷捧在掌心。

汪曾祺种荷花，“每年要种两缸
荷花，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要
瘦得多，节间也长，颜色黄褐，叫
作‘藕秧子’。在缸底铺一层马粪，
厚约半尺，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
倒进大半缸河泥，晒几天，到河泥

坼裂，有缝，倒两担水，将平缸
沿。过个把星期，就有小荷叶嘴冒
出来。过几天荷叶长大了，冒出花
骨朵了。荷花开了，露出嫩黄的小
莲蓬，很多很多花蕊。清香清香
的。荷花好像说：‘我开了。’”

“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
一一风荷举。”

《浮生六记》中记载夏月荷花初
绽时，晚含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
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
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荷叶下面是藕。周作人《藕与
莲花》谈到莲荷小吃：“其一，乡下
的切片生吃；其二，北京的配小菱
角冰镇；其三，薄片糖醋拌；其
四，煮藕粥藕脯……荷叶用于粉蒸
肉，花瓣可以窨酒。”

在西塘古镇吃荷叶包的粉蒸
肉，油而不腻，有一股淡淡的清
香。粉蒸肉是杭州一带的特色名
菜，始于清末，相传用“曲院风荷”的
鲜荷叶，将炒熟的香米粉和经过调味
的猪肉裹包起来，蒸制而成。

荷在莲塘，积聚而生。季羡林
《清塘荷韵》 里说，荷在莲塘会

“走”。“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
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
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
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
少要走半尺的距离。”

我喜欢浅水荷塘这样的清净地
方。有时幻想，在我的生活中，也
有这样一片荷塘，一大片繁杂，包
裹一小片安静。下雨天，可以打一
把伞，到荷塘垂柳边散步，听雨点打
在荷叶上。天晴时，还可以邀上一位
写诗的朋友，用干净的荷叶，包二两
花生米、半斤猪头肉，坐在荷塘边喝
酒。荷叶上有两颗水珠滚动；我和朋
友一边喝酒，一边谈诗：“荷，是一只
摊在水面上的盘子，水天之间的容
器，珠玉清气，包裹或者承托……”朋
友傻傻地望着一大片摇曳的荷，说，
他现在不想写诗了，真想摘几片回
去，煮一大锅荷叶粥。

一个有着孩童般天真的男人眼
里，荷塘是一个遮闭的世界，唯有
一阵风吹来，荷在动，藕荷清香。

从初夏一枝绿荷旁逸，到古人
所说的“一一风荷举”，我尤喜欢新
荷出水一尺高。

Z 世相物语世相物语

新荷一尺高
□王太生

我家离东渡苑很近，每天清晨都
要去东渡苑跑步。

东渡苑的清晨，如同一幅静谧的
画卷缓缓展开。微风轻拂，水面泛起
层层细波，荷花在晨曦中悄然绽放，
仿佛是时间的使者，静静地述说着岁
月的故事。

荷叶田田，翠绿欲滴，它们层层
叠叠，托起露珠，也托起了我对东渡
苑深深的回忆。记忆中的那朵荷花，
总是在夏日的清晨，与朝阳一同升
起，它的花瓣上带着晶莹的露水，仿
若能洗净心灵的尘埃。我凝望着这
些荷花，它们似乎在诉说着什么，是
历史的低语，还是岁月的轻吟？

东渡苑不仅仅是一个公园，它更

像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书。鉴真大师
五次东渡日本尚未成功，第六次在这
里一举成名。一千多年来，鉴真东渡
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佛教
更为广泛地传播到东亚地区，对日本
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
深远的影响，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
友谊。所以东渡又是福地、成功之
地。而荷花，则是这历史长河中的一
抹亮色，给这份厚重增添了几分柔美
和生动。

荷花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清新
而又淡雅。我沿着荷塘慢慢地走，每
一步都踏在光影交错的故事中。那
些曾经在河面上航行的船只，如今已
化作尘土，只有这些荷花，年年岁岁，

依旧在这里静静开放，守护着这片水
域的灵魂。

我看到荷花下的鱼群，它们在荷
叶间游来游去，偶尔跃出水面，激起
一圈圈涟漪。这些鱼儿与荷花相依
相伴，共同编织着东渡苑的生命力。
或许这就是自然与历史的和谐共处、
生命与文化的交融互映。

有时走得累了，我便在荷花旁的
亭子里的长椅上坐下，望着眼前这一
片荷花，心中涌起一股宁静。东渡
苑，它不仅仅是一个欣赏荷花的地
方，它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文
化的传承。在这里，我能够感受到历
史的深度、文化的温度，以及自然与
人类和谐共存的美好。

东渡苑的荷花，不仅是夏日的风
景，更是我心中永远的画卷。每一次
来到这里，都能让我暂时忘却尘世的
喧嚣，找到内心的平静。这里的每一
朵荷花、每一片荷叶，都是我心灵的
一部分，是我无法割舍的情感。

如今，再次漫步在东渡苑，看着
荷花在阳光下轻轻摇曳，我感到了时
间的流转和生命的轮回。岁月改变
了很多，但这里的荷花依然保持着它
的高洁和纯粹，仿佛是一座桥梁，连
接着过去与现在、自然与人文。

又见东渡荷花开，不仅是对美景
的再次遇见，更是对生活、历史与自
我认知的更深一层体悟。这一片刻
的美好，将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诗篇。

我必须为甲辰的夏天
写一首祈福的诗歌
绿色覆盖的秦岭候鸟啁啾
波光潋滟的河流一泓如碧
秀隽的村庄倒映在太湖怀中
丰腴的大地绽放绚烂的花朵
坐上一辆古老的斗篷车
沿迤逦的湖岸踽踽独行
寻觅芦花飘逸的少年时光
夏鸪鸟睁开惺忪的睡眼
谛听街巷柔情似水的吆喝

月季花沐浴柔和的阳光
从春一直开到姹紫嫣红的秋
穿越岁月的时空
仓颉造字感天动地
因为文字让人类走出鸿蒙
而神医华佗的每一次造访
让泱泱寰宇疫病消孽
夏雨淅沥，像不像
从天而降晶莹剔透的诗句
治水英雄共工先祖啊
请为风调雨顺的华夏祈福

爸，我想你了，想你在这春天
的暮色里， 轻轻地出现在我的眼
里，天边的晚霞映在你回家的路
上，光影舒展在你的眉间，是你浅
浅的笑，在微微的暖风里，归来的
你笑成了我们最熟悉的模样。我揉
揉眼睁开，想和你挥挥手，却不
料，挥落一树繁花飘零。

爸，我想你了，想那年夏夜的
星辰里。一夜无助的你，只能紧张
地看着我，似乎所有安心的只有你
的怀抱。昏睡的我没有感觉，只感
到沉沉醒来时，你瘦削的肩膀轻轻
地松了一口气，这个安宁的夜里，
有的，却是你一夜不安的守护。

爸，我想你了，想那一年的秋
天。点滴的灯光晃着你的影子，让
你的重负，似乎在那一刻不再孤
独，我和妈走近你，你展颜一笑，
开心得就像那时少年的我无忧无
虑。我感受着你的艰辛，轻轻走出
病房的门，任月光，在秋风里无言

地摇曳。
爸，我想你了，想那个寒冬的

下午，轻轻地你睡着了。我想，等
会醒了你该又在阳光里和我们聊
天，晚饭后是否又该开心地出去走
走。可是，那夜的风很冷很冷，冷
得我总想着你爽朗笑着的样子，冷
得我总想着那双曾为我披上寒衣的
手为何把我丢在了黑夜里，冷得我
总想就这样默默地守着你，却守不
住，眼眶里的话语独自在脸颊外面
冰冷地颠沛流离。

爸，我想你了，想那些年你心
旷神怡的憧憬，想湖光水色里你把
我们看成了风景，想岁岁年年里你
暖了我们的四季，想你在阳光透过
的窗户下轻轻把岁月的记忆翻起。
而今，在想你的四季里，一盏心
灯，依然一直在为你亮起。

爸，我想你了，想你孤独的远
行和从未的远离……

我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庄稼
汉，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在几
十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中，
父亲和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不善言辞的父亲，为人真诚善
良，因为排行老三，村里人都亲切地
称他为“三爹”。父亲忠厚老实且乐
于助人，赢得了邻里乡亲们的敬重。

父亲是种庄稼的好把式。插
秧、挑把，打谷、扬场……各种农活
父亲都能得心应手，干一样像一样，
真可谓十八般农艺样样精通。邻居
们在种地时遇到疑惑都来向他请
教，父亲从来都是倾囊相授，毫无保
留地把传承自祖辈或自己摸索到的
关于种田的经验和方法教给大家。

记得小时候，家里种植了水稻、
棉花、玉米、小麦，以及黄豆、蚕豆、
芝麻等农作物，一年到头除了农闲
时去建筑队做零工之外，其余的时
间父亲都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我的
母亲自幼落下了残疾，不能干重体
力的农活，别人家种地都是夫妻相
互协作，而我的父亲很多时候都是
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在田间地头忙
活。在现实面前，父亲没有怨天尤
人，而是选择隐忍，勇于承担起家中
顶梁柱的重任。

不仅要把大田种好，自留地和
小菜地，父亲更是做到精耕细作。
直到现在，我们家虽然大部分田地
已被征用，但剩余的自留地还是被
父亲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年四季种
豆栽瓜，从春夏的韭菜、茄子、豇豆、
黄瓜、番茄、青椒、丝瓜、苋菜、茼蒿，
到秋冬的扁豆、萝卜、大蒜等等，在

父亲的侍弄下，都长得极其水灵鲜
嫩。瓜果蔬菜丰收后，父亲将一部
分拿到市场上去售卖，还有一部分
分享给左右邻居，农人的淳朴大方，
在父亲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父亲
常说：“给人吃，传四方。”这句话深
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上。

十年前母亲去世，父亲一个人
守着他的土地过活，我曾劝说他不
要再种地了，他说农民不种地还叫
什么农民，大家都不种地吃什么，
现在的日子好过了，但做人不能忘
了自己的根本，种地相当于运动，
关键还有收成，何乐不为呢？没有
耕耘，哪来收获？这是土地教给父
亲的，父亲转授于我，并对我的工
作和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激励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播下种子、收获
希望。

每次回老家，吃着父亲亲手种
出的菜蔬，总能想起儿时的艰苦岁
月，想起父亲凭一己之力，从土里刨
食养活一家人。父亲总是默默地鼓
励我、支持我，在我需要帮助的时
候，给我最有力的托举。天下父母
的心是一样的，即便我的父亲只是
一个终生与土地为伴的农民，但他
给予我的爱是那样的深沉而又磅
礴。

年逾古稀的父亲，依然在土地
上坚守着他的信念，耕耘着他的理
想。父亲和土地早已融为一体，达
成了不离不弃的共识。我想父亲不
仅体验着劳动带来的喜悦，更多是
享受双脚行走在土地上的安稳和踏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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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东渡荷花开
□钱志芳

写给夏天
□俞慧军

又是凤凰桃熟时
□胡昌宏

父亲和土地
□张 勇

爸，我想你了
□陆志宏

你随誓言离开之后

那片海，再掀不起一片浪花

断裂的礁石也无心收留

那只搁浅的寄居蟹

霓虹依然是黑夜的亮点

而无心填补的初心

已搁浅在光阴的暗礁处

只有撕裂的时光随着漂浮物

延续红尘中的裂变

渔网破了
□徐正敏

Z 往事随风往事随风

温风倏至，骄阳似火，又是凤凰
桃熟时，一只只圆润饱满的水蜜桃宛
如一颗颗硕大的宝石缀满枝头，一片
片茂密的桃林中果香四溢，丰收的喜
悦醺红了采桃姑娘的脸庞。

这些日子我常去街边帮朋友卖
桃，我把刚摘下的水蜜桃在盒里五个
一排，“桃花四散飞，桃子压枝垂。”
它们一个个娇若情人的脸颊，嫩如婴
儿的肌肤，皮亮易剥、口感细腻；我于
箱中七个一列，“红桃子熟红如火，掷
向人间与世人。”它们甜像春花的蜜，
醇似夏日的情，鲜美多汁、香气浓郁。
我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水蜜桃里装
着的整个夏天和凤凰人幸福的梦。

我静静地坐在凤凰的街边等你，
有一些夏天的温柔躺在身边的竹筐
里，有一些春天的秘密还挂在桃园的
树枝上，听着游人的脚步声声都是诗
句，仔细端详他们哪一个最像你。我
在想你来的时候，一路上会有哪些花
开，天空中会飘着一朵怎样的云，你
身边有几只飞舞的蜻蜓，这个时候有
风从万亩桃园徐徐吹来，空山远，水
波静，水蜜桃的缕缕馨香令人沉醉。

我的白发很多，你总归寻得到
我。我就排在街边长长的卖桃队伍
中，你远远地望过来，我们红顶的帐
篷就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稍稍近一
些又恍若是一只只肥硕的水蜜桃。当
你从人群中向我走来的时候，或许我
正在读余秀华的诗歌《我爱你》，亦
或是在看张抗抗的美文《故乡在远
方》，我们的摊位就是浓浓桃香中和
着淡淡书香的那一个。我一直等着
你，不怕岁月蹉跎，只是静静地想着
心中的月亮如何圆缺，看着平凡的时
光如何老去。

人生总有无数美好的瞬间，当你
的指尖轻触凤凰水蜜桃的时候，会不
会又想起那个你曾经爱过的人。遗憾
是长在心头的痣，那些无法释怀的离
别与伤痛如陇头月、坡上雪，是田埂上
芳香的花朵，也是路边温柔的草丛。
我时常回到多年之前的那个盛夏，牵
起你的手，走过青山绿水，我时常唱起
你喜欢的歌，摘取一只水蜜桃，攥进岁
月的掌纹里，许它疼痛和甜蜜。

咬一口凤凰水蜜桃，文昌阁上的
风铃就轻叩我的心。永庆寺里传出袅

袅禅音，山歌馆内唱响婉婉歌声，凤
凰湖畔飘来阵阵荷香，甜蜜的日子总
是如此多情。我默读着清晨那些鸟
语，黄昏那些虫鸣，太阳落下，我摘
晚霞做成你的裙裾，月亮升起，我裁
月光制作你的纱衣，若你觉得还不够
浪漫，那就让漫天星辰装点你的每一
个夜晚。

我们一定要像温润的水蜜桃一
样，用内心的甜蜜去爱很多很多人，
也被很多很多人爱。在岁月斑驳的渡
口，每天都演绎着无数的相遇和离
别。我把你和凤凰的水蜜桃一直藏在
心田的深处，藏在每年都会发芽的青
春里，想念的时候就剪取几许凤凰湖
畔的烟波与晚霞，用水蜜桃浓醇的蜜
汁酿成酒，你什么时候来和我们醉一
场呢？

我时常剖析自己，努力成为一个
温柔的人。今天的风翻到了这一页，
我又絮絮叨叨说起了情话：“近日天
气晴好，宜下江南，希望我笨拙的文
字能撩拨你心灵的翅膀，来凤凰吃水
蜜桃吧，我有好多故事要说给你听
呢！”

夏日荷塘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