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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珉

新蝉第一声
◎陈虹

古诗词里觅
“清凉”

◎申功晶

最是荷香
动风凉 芭蕉雨

◎西杨庄

争妍。李勇 摄

已经小暑了，阳光洒下来，白白的，
觉得从地上反射的热都那样的炎。天上
即使有飘过来的云，也被急急地推开。

上个周末，好多人都说滨江公园的荷
花快榭了，说今年的荷花期好短。于是，便
去看看。还没有走近，就闻到诱人的香味，
不是很浓，但这一闻仿佛吸走了魂魄。

记得第一次见到荷花，是很小的时
候。那时候只觉得荷花颜色艳丽，或大或
小，都有淡淡的香味儿随风飘来。

后来长大了，觉得夏季只有看见荷
花才能心静。炎炎的季节里，好多花都榭
了，原先生长花蕾的枝头，开始长出大大
小小的果实。单就荷花依然开得很艳，即
使结籽，也觉得是很久远的事。所以每到
夏天的这个时候，就盼望着荷花绽放。只
觉得有风吹来，荷香就随着风来，闻着花
香，心也静了。心静，就感觉不到炎热。

喜荷，不仅仅是因为荷的味道和颜
色，而是喜欢荷的那种风骨。

娇阳似火的夏天，偶尔也有些艳丽
的花朵，只不过是在清晨，才能够看见。
当烈日当空时，就开始殃了。“浮香绕曲
岸，圆影覆华池。”这个时辰，只有荷花在
刺眼的阳光下是最惹眼的风景。

这几年开始迷上摄影，每年荷花盛
开的时候，总会去拍夏日荷花。只是去
年，外出学习很久，直到夏末才结束。回
来便急急地去公园荷花池，可还是晚了
一些时日，很多荷花开始暗淡了。当时心
情非常难受，因为盛开的景象没有看见。

看着那些夏末里的荷花，那花瓣儿，
一朵接着一朵的往下掉，遍池都是，让人
有些失落。“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
一怀愁绪便涌进心间。

这些年，我所在的城市周边都开发
好多个荷花园，最大的居然有数千亩。赏
荷拍荷，不需要急匆匆赶往外地了，一个
小时左右的车程，便有满眼的荷花。

就在上周末，我去了一个叫木鱼山的
荷花园。到达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小雨。原
以为晴空万里才能拍摄荷花，没想到，小
雨中的荷花更有韵味。小雨滴在荷叶上，
留不住，沾不上，滴答一下便滚了下去。那
荷花，偶尔有雨滴粘在上面，晶莹，像一颗
颗闪亮的珍珠。想到陆龟蒙的“素蘤多蒙
别艳欺，此花真合在瑶池”来，就是这个场
景，就是这种心情，这种底色。

小小的荷朵，有半开的，有全开的，有
含苞欲放的。但我更喜欢半开的那种花束，
像羞涩的女子，沾着雨露，有一种娇羞。

满园的荷香，就这样锁住了脚步。沦
陷了，任风吹拂面颊，空气中有种清雅的
味道，带着甜味，似远古的琴声悠扬，在
空旷的上空飘浮，猝不及防地被击中了
底线。似情人的温柔在耳边绕啊绕，缠啊
缠，没有一点怯意，只想跟着沦陷。

心被诱惑了，犹如被时光定格了这
一刻的光阴，让这个夏的酷热荡然无存。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
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或许穿越
千年的周敦颐，此刻也正伫在池边，痴痴
地赏着荷。

雨过天晴，荷花更是迷人。征得荷池
主人同意，采摘了几朵荷花。欣喜中，携
荷返程，一身淡淡的荷香，似春心荡漾。

夜里，梦见一池池荷花，娇艳的绽
放，那香味一袭一袭将我沉沦。

“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
三夜，新蝉第一声。”每年，听到第一声
蝉鸣，老屋换上凉席、蚊帐，安上绿色纱
窗，搬出吱哑哑响的老风扇，进入赤日
炎炎的盛夏。蝉声，与凉席、凉枕、蒲扇
相随，还有空气中的瓜果香味，让夏天
不再酷暑难挨。

夏天的闷热让人无处逃遁，人们在
没有空调的时候，只能追逐着绿荫和一
丝凉风。故园的小院里，槐树的浓荫下，
铺上一块凉席，拿着一把蒲扇，人便轻
松地躺下来。树影摇曳，树阴凉爽，小院
中溢满了鸟儿和蝉的喧闹声，它们唱着
夏日的悠闲和慵懒，唱出了午后的无忧
和静谧。

没有一种昆虫，像蝉那样多年在黑
暗的土里蛰伏，也许三、五年，也许十七
年，它们蛰伏的年份一定要是质数，这
是因为质数的因数很少，这样在钻出泥
土时，可以防止和别的蝉类一起钻出，
争夺领土、食物。它们积蓄多年，拼却一

身力气，几度脱壳，终于破土重生见到
光明，终于可以在夏天绽放生命的华彩
了。它们的生命只有一个夏天，所以拼
尽全力也要为夏天歌唱。

知了——不知哪一只蝉儿率先亮
出了歌喉，然后便引来其他蝉儿的合
唱，此起彼伏的蝉声便会在林间回荡。
群蝉齐鸣，整个树林，便有了一种波涛
汹涌般的气势。蝉声，清脆而明亮，时而
流水潺潺，时而檐下滴水,时而浪涛阵
阵。蝉声似雨，绵密有致、韵律和谐，齐
鸣时，蝉声淅淅沥沥地从枝头上洒下，
恍惚中，有一种雨打树梢的奇妙感觉。

夏天的夜晚，人们都是出户纳凉
的。母亲一边手持蒲扇为我赶走蚊子，
一边与父亲唠着家常，母亲天上一句、
地下一句地说着，时不时父亲接上一
句，更多时候，是母亲自言自语。若风
大，母亲就停下手中的蒲扇，说，风大，
蚊子站不住脚，咬不了人。

夜空繁星闪烁，月华似水，人躺在

凉席上，仰望天穹，夜空是深蓝色的，
透出迷幻的遥远和深邃。沉思中，蝉就
叫起来了。不像白天的聒噪，群蝉齐
鸣，此时蝉是一声声低吟，似乎也知道
黑夜的降临，也愿意在月光中沉睡，那
蝉声，就似这夜晚一般的清凉，似微风
拂过心头，若是明月朗照的夜晚，蝉声
更加有韵味，晚风习习，皓月流辉，蝉
声如歌，那蝉鸣似乎也粘了月亮的清
光，莹润极了。

夜色中暑热渐渐消退，周围越来越
寂静，困意慢慢袭来，此时深蓝的夜空，
如水的月光，低吟的蝉鸣，耳边父母的
絮语……

是蝉叩开盛夏的大门，于梧桐古槐
上歌唱，人们不讨厌蝉的聒噪，反有“蝉
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清幽，身处炎
夏，且用心去倾听这天籁般的声音。晚
聆竹窗蝉雨声，安然入睡一幽梦，听蝉
声飞过古槐，飞过小院，飞过故园的老
屋，在梦里，聆听新蝉第一声。

从宋词中弱弱地走来，滴滴
答答，成一首
被吟诵八百年的乐谱

偏偏要在夏季的傍晚
瘦瘦的笑到茂密
同你，对我的细致安排
重重叠叠

一些雨滴透射进来，透过
一层层芭蕉叶，把忧郁打在长发上
也在你爱我欢却有些疏忽的日子里
密密麻麻

于是，从你绽放的四月天赶来
那么纤瘦那么敏感，更加弱弱的
滴滴答答

戏水

水乡女子在水中放牧情歌
柔波的古韵吻过纤指
她们以槌击节，眸光舞蹈
滚滚春潮，汹涌着
撞击生命繁荣之门
歌声袅袅，飘自辽远
水鸟梳理精美的思絮，仰望
红帆之上片片潇洒的云儿
频频驻足，迟迟不肯离去
静默，聆听天谕
聆听心灵的雪崩

一切的情景，空自生灭
随水而云，一代女人依然在水中捕捞
如鱼般翔游的花瓣和柔嫩的手指
在水中灵动自如，让人对妙龄韶华
感激，膜拜，直到流泪
当双手浮出水面，指
如枯枝，肤
如榆皮
梦之鳞光转瞬即逝，唯独泪珠
点点
滴滴

给你

那天，自从你走进我的梦中
我就有了预感
心中的每一颗蓓蕾
都将为你开放

我无法怨艾，因为岁月的帆
太迟。带我驶入你心灵的港湾
是的，我永远珍爱你
给我的那块绿洲，我的
所有快乐和痛苦，如同雨点
一样在那里撒播，目送
你远去的背影和黄昏的风
将我脸上的泪水吻干，一如往日
你用舌头轻轻舔去
我眉头的忧郁

这曾属于你的城市
留有你永不散去的气息
还有你拥着我走过的那些记忆
芬芳着你的背后
永不寂寞

转眼伏至，天地如同蒸笼，开始了一年中最潮湿、
最闷热且最难熬的日子，在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古
人是如何熬过这炎炎酷暑的？

“炎蒸谁解换清凉,扇扇摇摇上竹窗。”古人消暑的
“必备神器”是扇子。“云收雨过波添，楼高水冷瓜甜，绿
树阴垂画檐。纱厨藤簟，玉人罗扇轻缣”白朴《天净沙·
夏》勾勒出一幅“这夏天，扇子和西瓜才是标配”的写意
画。“帝城六月日停午，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
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从杨万里的《冰饮》中得知，原来
早在古代，大街上已经有人叫卖“冷饮”，行人抢买不
迭：“门前铜盏呼人急，却是冰儿来卖冰。干喉似火逢薪
热，一寸入口狂烟灭。”来一口，从头爽到脚。当官的苏
东坡消暑小资范儿十足，他在《菩萨蛮·回文夏闺怨》中
写道：“手红冰碗藕，藕碗冰红手。”古时候有钱人可以
在冬天凿冰贮存在地窖内，等到盛夏之时取出来驱除
暑气，试想一下，炎炎夏日，一碗甘甜的冰镇莲藕，既满
足了口腹之欲，且凉意丝丝沁入心脾，怎一个爽字了
得！“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
纱厨，半夜凉初透。”“官二代”李清照的消暑方式更是
不同凡响，这首《醉花阴》里提到的“玉枕”是陶瓷做就，
较之石、竹，瓷具更为清凉，且内部镂空，下端有孔穴透
气，此枕按照人体学头、颈生理构造“科学”设计，让人
在自然平躺的状态下还能保持发型不乱，这枚“避暑神
器”也只有土豪方有福消受。

“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凉玉簟空。琥珀盏红疑
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赐冰满碗沉朱实,法馔盈盘覆碧
笼。尽日逍遥避烦暑,再三珍重主人翁。”《刘驸马水亭
避暑》，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幸受邀去“高富帅”刘驸马府
上参加“派对”，时值盛夏，宾主一众云集在池畔开敞通
风的水亭里，周围翠竹、红莲缭绕，地上铺设竹席，琥珀
杯盛美酒，用天子赏赐的冰块冰镇水果，再看这水亭的
建造逼格：将冷水贮在亭顶水罐中，水从顶檐四周流
下，形成一层雨帘，将暑气隔在外面。这铺排阵仗，除了
皇室，别无分号。

除却普通的“物理降温”，文人墨客的诗意避暑法更
令人悠然神往，颇有一番诗情画意。王维《竹里馆》写道：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文人向来讲究“不可居无竹”，竹林确实不失为绝佳避暑
胜地，深夜，躲在小竹林内，一边弹琴一边哼曲，时间久
了，连手指尖也倍感丝丝清凉。“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
来时，不用旌旗。前后红幢绿盖随。画船撑入花深处，香
泛金卮。烟雨微微。一片笙歌醉里归。”北宋的欧阳醉翁
酒后泛西湖，划船入荷花深处，那铺天盖地的红幢绿盖，
就像一个天然空调间，凉爽得让人忘了自己身在酷暑。

“携扙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
风定池莲自在香。”年纪一把的秦观，火急火燎跑到屋外

“乘风凉”，终于，在画桥南畔找到一个婆娑多姿、绿柳成
行的纳凉圣地，于是，他搭好胡床，惬意躺着闭目养神，
在这月明之夜，船家儿女吹奏的短笛声萦绕不绝，是夜，
在这碧波荡漾、莲花绽放的荷塘，清风徐来，荷香沁人心
脾，笛声悠扬悦耳，暑热顿消于无形之中。

“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
风。”这种不拘礼法的避暑方式在文人中恐怕只有豪放
不羁的诗仙李白才敢选取，在暑热逼人的夏季，他解下
头巾挂在石壁上，袒胸露顶赤裸身体，栖身山林松木
下，大有一番解除尘累、返璞归真的自然情趣，山风从
头上吹过，爽快得连扇子都不用摇了，这份旷达洒脱颇
有魏晋名士的风度。

最高境界莫过于禅意避暑法“燎沉香，消溽暑。鸟
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
风荷举。”风流才子周邦彦的避暑法倒也独出心裁，酷
暑难度，他焚香消暑，以香消之，寂寂禅意如一副清凉
剂，使人心定自然凉。

唐宪宗元和十年，酷热难当，大诗人白居易去寺庙
拜访恒寂禅师，来到禅房，看见大师盘腿打坐，便好意
提醒：此处好热，为何不换个凉快的地方？恒寂大师道：
我觉得这里就很凉快。白居易幡然醒悟，烈日炎炎，哪
里都有暑气，只有心如止水，方能“自然凉”，于是，他有
感而写下《苦热题恒寂师禅室》“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
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

大概是白居易领悟到了禅意，在下一个酷暑，他淡
定了很多，心平气和地端坐在一处开阔的院子，一直坐
到“眼前无长物”，心静自然凉，他幽默地作诗调侃：“何
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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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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