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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荷不成夏。春天的花万紫
千红，争奇斗艳，但没有哪一种花
可以在绚烂缤纷中脱颖而出，有
着统领季节的作用。夏天的花虽
然也不少，但别的花存在感都不
是很强，唯独荷花是夏天的标配，
这一种花就占了夏花的半壁江
山，成为季节的引领者和代言者。
如果某个地方夏天见不到荷花，
就会少了几分清雅和幽静，多了
几分喧嚣和浮躁——没有荷花的
夏天，简直不可想象，就像是没有
被装点过的素绢一般，苍白而了
无生趣。

百人百味，人们的欣赏趣味
也各不相同。有人不喜欢牡丹，有
人不喜欢菊花，但我相信没有一
个人不喜欢荷花。荷花集美丽优
雅于一身，集亮丽清新于一身，集
高洁质朴于一身，形神兼美，品格
出众。

荷花具备360度无死角之美，
一朵荷花，无论是含苞待放，还是
倾情盛开，都会露出最美的姿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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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一种花像荷花这
样绝世独立，不染尘埃？荷花是花
世界的一股清流，不靠媚态取悦
于人，却自有让人敬佩的风姿和
风骨。花花世界，千姿百态，总有
一些花，故作惊人之态，如此来吸
引人们的视线。而荷花从来不屑
于献媚和邀宠，她们活得清醒而
自在，独立而诗意。你看，含苞待
放的荷花，像亭亭玉立的瘦美人，
在水波之上、莲叶中间舞起优雅
的芭蕾。她们美丽灵动，优雅精
致，一朵朵熠熠生辉，仿佛满塘璀
璨的明珠。那些倾情绽放的荷花，
舒张开美丽的花瓣，仿佛开启了

心扉的少女，终于迎来了自己的
甜蜜时刻。她们向清风倾诉衷肠，
向白云表白爱意，醉人的芬芳便
弥漫开来。花开灿烂，荷香十里，
一池荷开，夏意盎然。

荷花每时每刻都能保持优雅
之姿，你很难见到她懈怠或者颓
唐的时刻。除非花谢，即使花谢，
也谢得干脆而绝不暧昧。百花之
中，有的花朝开暮落，有的花中午
打蔫儿，有的花到了晚上没精打
采，而荷花因为被水滋养，任何一
个时刻都是美丽脱俗的。她们每
时每刻都保持高贵与优雅，不会
因为光线变化而改变初衷。她们
有贵族之风，却又质朴亲民。每一
朵荷花，都像是一朵亲切的笑靥，
让人感到温暖和善，如沐春风。荷
花绽放，真的就像平和静美的笑
容一般，从容雅致，自在随心。

自古以来，荷花就是文人墨
客描摹和歌颂的对象。多少诗文
绘画中都有荷花的影子，荷香越
千年，如今依旧醉人。“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清水
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叶罗裙
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看取
莲花净，方知不染心。”人们爱荷，
所以给荷花取了那么多美好的名
字。莲花，菡萏，芙蓉，芙蕖……我
觉得“荷文化”应该算是中国文化
中独具魅力的一部分，值得人们
好好研究。

无荷不成夏，夏是荷生命的
旺季，荷花为夏天增添了美丽，夏
天成就了荷花的传奇。不过荷的
魅力不仅仅在于开出美丽的花，
她们在夏天孕育，到了秋天，还会
收获莲蓬和莲藕呢。形神兼美，内
涵丰富，荷是让我们爱到骨子里
的花。

“白粉墙头红杏花，竹枪篱下种丝瓜”。每年
春天，母亲都会在院子的墙根处点上几颗丝瓜种
子。丝瓜皮实，只要土壤适宜，没几天就发芽了。

等丝瓜伸蔓了，爬秧了，母亲就给它搭个
棚架。雨季一到，丝瓜藤开始疯长，青绿的藤上
生出脆嫩的须儿，宛如纤纤素手，一旦什么物
件被它们缠上、卷住，就不会撒手。藤儿有了支
撑，斗折蛇行，左扭右转，缠缠绕绕地往上爬
……没过几天，还是露天的架顶就被一片绿色
覆盖得严严实实。

不久，叶间有鹅黄的花儿次第开放，花儿
在阳光照耀下，像从绿瀑上溅出的金浪花，明
妍醒目。又仿佛浅浅的笑，泛着清新的香，让人
心旷神怡。很快，花的蒂部就长出一根细小的
丝瓜，很乖巧的样子，低眉顺眼，嗅一嗅，有股
自然的清香。一阵风拂过，瓜儿荡漾着，宛如少
女扭着细软的腰，多了一丝青春的风韵。

丝瓜叶大而浓密，味苦，不生虫害，很适宜
在此消暑纳凉。吃罢晚饭，我们坐在架下做些家
务事或者乘凉讲古。如果是晴好的晚上，月光透
过棚架上的缝隙，星星点点地撒在身上，给人以
梦幻般的感觉。即便是阴雨天气，瓜棚听雨的感
觉也别有韵味，拿一册书卷，卧于竹椅之上，听
雨声滴沥，闻墨卷书香，该是何等闲适幽古之
事。清代王士祯为《聊斋志异》题诗中有一句：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据说蒲松
龄的很多好故事就是在类似场合搜集到的。

丝瓜为夏令佳蔬，可汤可菜，荤素两宜。如
丝瓜蛋花汤，明黄嫩绿相映，悦目开胃。配木耳
清炒，黑木耳香脆，丝瓜咸鲜适口，营养也更丰
富。此外，因丝瓜味道纯正，和海鲜搭配更是鲜
美。如蒜茸丝瓜鲜虾盅、丝瓜炒海虹等，皆清香
爽口。丝瓜做点心一样好吃，丝瓜长到有络的
时候，未完全老，摘下来切半寸厚的片，裹了米
粉蒸，再晒干，茶油煎了，很酥，有米粉香，丝瓜
的干香，也是做茶点用的，别有一番情趣。

丝瓜的生命力很强，到了深秋，叶子都落光
了，裸露的瓜秧缠绕在架子上，干瘪的丝瓜零落
地挂在藤上，像一幅画，秋意满纸，颇有古意。老
丝瓜去皮、去籽，可用来清碗洗碟，绿色环保。也
可用来洗面擦身，效果极佳。宋代诗人赵梅隐有
《咏丝瓜》诗为证：“黄花褪束绿身长，白结丝包
困晓霜。虚瘦得来成一捻，刚偎人面染脂香。”

时光流转，一转身已是几十年，再也回不
去旧时光，唯有一盘丝瓜能唤起我久违的回
忆，在我心中留下一片美好。

站在青蒿跟前的时候，我总是会忍不住
伸出手来去扯下一些青蒿的叶子，放到鼻子
下静静地闻上很大一会儿。这几乎成了我的
一种癖好。

没事的时候翻看一本闲书，才知道青蒿
是蒿类植物中的一种，其余的蒿类植物经常
见的还有蒌蒿、艾蒿等。青蒿是菊科蒿类植
物，一年生草本，植株有香气，而且香气有非
常浓烈的挥发性。

我从小生长的西场村位于黄河南岸的
豫中平原，这里的田野里有许多野生的青
蒿，长得青青翠翠的，很远就能闻到那种像
药香一般的幽幽的香气，青蒿正鲜嫩的时
候，母亲常常去采摘一些，掺在小麦面的面
糊里，做成青蒿煎饼，闻起来非常好闻，吃起
来又非常好吃，所以，青蒿比较讨人喜欢。青
蒿不仅能做青蒿煎饼吃，而且，当医生的父
亲还经常对我说，青蒿还是一味非常好的中
草药，可以治疗很多种病，尤其能够治疗虚
热、暑热、疟疾等疾病，效果非常好。小孩子
家整天只知道贪玩，父亲的这番话虽然经常
对我说，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长大
后，有一天我偶然翻阅《圣济总录》这部医
书，果然在其中看到了青蒿可以治疗热病的
记载，说是治暑毒热痢这些病的时候，用一
两青蒿叶和一钱甘草用水煎，然后服用即
可。有一次，我中暑发热，就找了一些鲜嫩的
青蒿熬水喝，喝了两天，真的好了，这才知道
中医上的许多说法还是可信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喜欢扯青蒿的叶
子来闻的，偶然扯下几片青蒿的叶子，闻了之
后，就随手扔了，只是觉得好玩而已。然后，就
仔细去闻留在手指上的青蒿的香气，也许就
是如此，我才喜欢上了吧。青蒿的香气是沉静
的，虽然浓烈，却不张扬，婉转，清幽，是干干
净净的植物的香气，也仿佛是清幽淡雅的佳
人的香气，没有刻意媚人的矫揉造作，当然是
自然舒展的女子的气息。或者，青蒿的香气又
是弥漫着悠远禅意的清幽之香，没有贪婪的
索求，一些静谧之处常常生长着青蒿，除了是
自然生长的原因外，可能也是因为青蒿的香
气有着静谧之美的缘故吧。

青蒿其实是一种非常平凡的植物，它没
有绚烂妩媚的浮华，只是在质朴的清雅里安
静生长，却既可以食用，还能够治病，真的让
人打心底里暗暗喜欢。

一直还记得少年时在故乡西场村的田
野里看到的青蒿，那是清脆挺拔、亭亭玉立
的，故乡的父老乡亲喜欢把青蒿称为“黄
蒿”，大概是因为青蒿正嫩的时候呈现出的
是黄绿的颜色的缘故。

前些日子，回故乡去，在田野里，我又看
到了青蒿，我不知不觉又伸手扯下了几片青
蒿的叶子，一样的香气，顿时，我仿佛一下子
又回到了少年的时光，母亲做的青蒿煎饼的
香味一下子涌了过来。我依然喜欢青蒿，依
然喜欢青蒿的香气，那是滋养我身心的香，
是让我终生难忘的气息，而青蒿，更是让我
终生难忘的美好之物。

◎王国梁

青蒿

清雅丝瓜
◎王永清

◎王吴军

偏爱
◎邹海波

在春天和熙的暖风中
我正在一个广阔的湖边
垂钓
忽然有鱼上钩
将鱼竿伸出
一条肥肥的鱼上钩了

你是谁，你是谁呀
不待我取下锋利的
鱼钩
这肥美的鱼竞然用温润的嘴
亲吻了我
还是两次

我正诧异，要放生了你
懒虫起床了
原来你怕是前世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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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里赏荷
◎钟芳

炎炎夏日里，赏荷观莲是一件
赏心悦目又能消暑的事。朵朵荷花
亭亭玉立于水面上，高高低低的荷
叶郁郁葱葱连成一片，清风乍起，
花舞叶摇，暗香浮动，令人沉醉不
已。历代文人墨客无不对其赞颂，
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荷香诗篇。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
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
觉有人来。”王昌龄的《采莲曲》用
朴素清新的语言描绘了江南水乡
的自然风光和采莲少女富于诗意
的劳动生活。一叶小舟轻快地在绿
荷红莲丛中穿梭，采莲的女子端坐
船头，顺手将一朵朵娇羞的莲花轻
轻采下，用纤纤玉指将一粒粒青碧
的莲子剥出莲房，她们的裙子绿得
像荷叶一样，红润的脸颊与盛开的
荷花相映增美，使人难以分清荷叶
与罗裙、荷花与人面，直到采莲歌声
缓缓响起，才让人惊觉原来是有人
划着船前来采莲了。全诗生动活泼，
构思别出心裁，俨然一幅清丽隽美
的采莲图画，读后令人心驰神往。

“池面风来波潋潋，波间露下
叶田田。谁于水面张青盖？罩却红
妆唱采莲。”欧阳修的《荷叶》描绘
的是荷塘晓景：清风吹得水中荡起
清波，硕大荷叶高低错落密密相
连，如同在水面上撑起绿色的大
伞，伞下的红妆少女正在哼唱着悠
扬的莲歌。画面鲜明而生动，格调
清新而流亮。这首诗与其他诗作相
比较而言，它的奇特之处，便在于
前两句平淡无奇，后两句化腐朽为
神奇。尤其是那绿叶红花的交相辉
映，再加上采莲少女的优美乐章，
既富有诗意，又更吸引人要去捕
捉、去享受。

“无风天际路茫茫，老作月王
风露郎。只把千樽为月俸，为嫌铜
臭杂花香。”荷花出尘离染，冰清玉
洁，清秀溢香，总有一种俊逸的品
格和凛然的浩气，使之卓立于世俗
之上。陆游笔下的咏荷诗，具有一

种高尚的品格美，这首《梦行荷花
万顷中》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述
了他梦见自己到天上当了管理荷
花的月王和风露郎官，只愿以千樽
美酒作为每月的工资，因为怕铜臭
污染了荷花的清香。寥寥几句，言
简意赅，道出了荷的韵味和风骨，
也倾吐了自己高洁的心志。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
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这首《晓出净慈寺送林
子方》是杨万里写荷花的名诗，它
不仅描绘了西湖荷花的色彩娇艳，
而且写出了磅礴的气势。那湖面上
碧绿的荷叶涌到天边，使人犹如置
身于无穷的碧绿之中，倍感清爽；
而娇媚柔美的荷花，在旭日朝霞的
映照下，显得格外红艳耀眼，楚楚
动人。杨万里的另一首诗《小池》是
写初夏的荷：“泉眼无声惜细流，树
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意境清新美妙，
充满生趣和哲思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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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的这
首《苏幕遮》是以写京城雨后的荷
花美景，引入故乡归梦，表达思乡
之情。一夜小雨，清晨初霁，听着清
脆的鸟鸣，词人漫步荷塘边，只见一
张张圆圆的荷叶铺满水面，荷叶上
滚动的雨珠在朝阳下渐渐变干，盛
开着的或者正在绽放的芙蓉从绿水
中袅袅举起，微风吹过，一波波绿浪
翻滚而来，空气中流转着清浅的荷
香，有一种说不出的赏心悦目。最喜
欢的这一句“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
清圆，一一风荷举”被誉为写荷名
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此
语“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寥寥几笔，
将荷的摇曳多姿、神清骨秀写尽，给
人以无尽的回味与联想。

“红花艳，白花娇，扑面香风暑
气消。”又到一年赏荷季，跟着文人
墨客赏荷花，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鱼的爱
◎张伟

邂逅总是不经意
你所有的美
就这样呈现在我眼前
措手不及

赶了一千多里的路
我拾起一颗鹅卵石
又抓起一把沙子
金沙江，我们见面了

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山
延绵不绝的山
最喜欢，还是银巴雪山
在县城就看见山顶的圣洁

巴塘的县城，更像一个镇
我到这里的第一印象
诗和远方
也就如此吧

措普湖，扎金甲博神山
山与水的极致美
似乎超然了一切
心灵归于平静

在龙王塘
我舞起弦子
唱起藏歌
巴塘成了我的偏爱

春色
◎王原昌

小鸟划动阳光，把暮冬餐啄
春色一喜，匍匐于山梁
演绎成满山遍野的万物复苏
那些红肥绿瘦，迫不及待
举办一场春色的画展

贵如油的春雨，在雪花的压榨中
慢慢渗滴，浸漉灵魂
每一次倾情奉献
都牵动生命的感恩

譬如，草尖的晨露
泛出晶莹剔透之光
譬如，河流的涌动
指挥蒹葭柔美而生动的舞姿
譬如，娇嫩的桃花
暗香幽幽且袅袅娉婷

现在，我要把其他季节封存
不负年华，不误韶光
键盘哒哒，敲出华章美文
让春色，成为生命里的一条鱼
鲜活并荡起生活的涟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