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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三章

□
邹
娟
娟

有人说夏天就像一首绝句，蛙声
的豪放、蝉声的悠长、风声的婉约、雨
声的坦荡……这所有的声响都令人
荡气回肠。当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的时候，不妨让我们在夏日的黄昏
里，搬一张藤椅，觅一处凉亭，沏一壶
清茶，去听听这个迷人的夏天。

夏天，是声音的季节，大自然的
天籁便是最美妙的乐章。蝉，这些餐
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之士，
俨然就是这个季节的主唱。或许，蝉
天生就是训练有素的歌手吧，它们的
歌声有着强烈的节奏感，不同的音韵
代表着不同的心情，它们不需要指挥
也无需曲谱。你听，只要先有一只起
个音调，它们的歌声就会行云流水般
涌现，有时独唱，有时合唱，有时共
鸣，高高低低，韵律分明。轻缓时，如
清风拂柳，让人忘却烦忧，悠游其中，
我似乎看见几个孩童正在雀跃追逐，
给我平和的心境泛起一份独有的童
真；激越时，又如惊涛骇浪，拍打着心
扉，我又似乎看见一支乐队在演奏名
曲，时而激流澎湃，时而泉水叮咚，让
我多了一份神思与灵动。

“下雨啰——”不知道谁的一声
呼喊把我从蝉鸣声中唤醒，而我，却
来不及离开了。也罢，那就干脆留在
亭中近距离地听听雨声吧！即便是
雨声，夏雨总是急促而淋漓的，和春
雨的缠绵、秋雨的萧瑟、冬雨的凄清
不同，那不是“雨浥轻尘”之声，也不
是“雨打芭蕉”之声，而是大串的雨点
在荷叶上珍珠般地散落，旋而，再优
雅地纵身跃入池塘，渐渐化作涟漪的
声音。夏日的雨声，那绝不是几个简
单叠加的音符，倒更像是一阵袭人的
声浪，稍不留神你便会跌进它的心湖。

雨停了，经过雨水的洗礼，自己的
心境似乎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几
只流萤悄然飞过，晚风送来栀子的清
香，不觉间，夜幕已经徐徐拉开，一场
夏天的音乐盛典正在上演：荷塘里的
青蛙鼓起了肚皮，蛙声如鼓如潮，此起
彼伏地连成了一片，它们正演奏着最
纯正的乡音；草丛中的蝈蝈正在卖力
高唱一曲绿色的歌谣，宛若童年的
呼唤，听起来悠悠扬扬的，撩动人的
情思；瓦砾间的蟋蟀总是怯生生
的，声音忽高忽低，在月色朦胧中显
得分外轻逸，似远似近，又似有似无；
豆叶上的纺织娘羞涩地拉起了绵软
的琴弦，乐声竟然如银铃般美妙动
听，远处的意杨也兴奋地为她鼓起了
绿色的手掌……那一刻，我仿佛又回
到了无忧的童年，回到了淳朴的故乡。

夏天，是一段循环往复的旋律，任
凭人们驻足倾听，抑或是凝神聆听……
只是，你认真地“听”过吗？听，是一
种感受；听，是一种心境；听，更是一
种净化。用心去听听这个夏天吧，它
会让你在炎热的躁动中收获一份自
省的宁静，它会让你在尘世的喧嚣中
永葆一颗纯真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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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竞生

夏天，从一条路开始。
这条路，宽不过三米，刚好容汽

车驶过。一侧是住房，一侧是田
园。春日百花开，夏日荫浓盛，秋日
金叶飞，冬日寂寒来。

夏天的小路，宛如风华正茂的
男子，或是大气雍容的女子。屋顶
的琉璃瓦映着烈日，熠熠生辉，将小
路衬得愈发耀眼绚丽。万物竞生
时，田园的风情挡也挡不住。

跟着一缕风，来到小路。“绿阴
幽草胜花时”，翠绿、墨绿、粉绿、紫
绿、浅绿……所有的绿都来相会，像
打翻了绿色的墨水瓶，浸染得彻彻
底底。

淡雅肃静的是叶子宽大的绿
植。芭蕉几株，沿河而长。无风之
飘摇、雨之忧愁、日之灼热，用宽大
的绿色臂膀拥抱每个欢喜的日子。
梧桐若干，间隔排列，粗壮的树干高
擎千姿百态的枝丫。枝丫顶着叶，
是夏日小路的伞盖，是乡邻们的最
佳休憩处。

观赏李，通体发紫，属闲散活泼
的树。一抹抹粉花淡去后，悄悄结
果。需细瞧，才能辨清果和叶。椭圆
的叶和果常因一场风雨旁逸斜出，向
小路的一侧倾轧。叶玲珑，果玲珑，
惹得路人拨枝觅果，逗弄徜徉。

小路有缤纷如许。“小雨轻风落
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细雨清风，
楝花如锦，幽香暗度。“枇杷黄尽客
窗枝。”几乎每户人家都会栽种果
树。此时令，金黄的枇杷果高挂枝
头，三个一团，五个一簇，彰显夏日
风韵。“色疑琼树倚，香似玉京来。”
栀子花盛开，雪白莹润，芬芳撩人。
朱红色的石榴花，如小路的明眸，风
尘仆仆里，不失善睐本质。水杉秀
颀，木芙蓉雅致，银杏丰美，无花果
隐逸。

也有蔬菜花草相偎。扁豆已经
随竹架攀成了道道垂蔓，精致的蝴蝶
状紫花从碧叶间探出来。豇豆兢兢
业业，一嘟噜小花刚谢，一串串青白
瘦长的果就挂上去了。丝瓜南瓜开
着黄花，一年蓬簇拥如菊，婆婆纳像
素衣仙子，狗尾巴草松松软软……

小路的深处，最让我迷恋。那
里有一片农田。满目金黄的麦子、
结籽的油菜，在天地间铺开，清香
的、饱满的、欣喜的味道循环传送。

慢慢走，慢慢看。不经意碰到
一株油菜，会听到噼噼啪啪的脆响
声，那是黑色的菜籽熬不住烈日的
邀请，急于从壳中涌出。勤劳的农
人在空地摊开大晒布，把割下的油
菜籽堆成小山。再用连枷敲打，啪
啪，啪啪，一声连一声。小路也跟着
震颤起来。

麦穗沉稳如佛。经过风雨洗
礼、季节催生后，一派辉煌。有的随
时等候一把把镰刀，或一台收割
机。有的已脱胎换骨，化为麦粒，得
到圆满的归宿。有的继续享受热烈
阳光，准备开辟下一季的疆土。夏
天的这条小路，见证了麦子的涅槃
和新生。

走在夏日的小路上，晨暮，可闲
庭信步；晌午，可挥汗如雨。它喧闹
而幽静，绚烂而多姿。一方看罢，转
向另一方，层出不穷，让人流连忘
返。

欲观夏日风景千千万，即从彼

路出发！

四野弥香

蔷薇攀爬的季节，小城显娇
妍。阳光带着和气，由温吞的雅人
变为英姿少年。一枝枝绿，从泥泞
中穿破。桥下多了菖蒲、美人蕉，还
有藤藤蔓蔓，缠绕在矮灌木丛中。
清新的气息在季节长河中缓缓逸，
徐徐淌。

小城新开了一家书馆，格调高，
书目齐全，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漫
游其间，书香扑面。文字，实在是清
凉定心的妙方。书馆前是观光带，
穿桥连波、高低起伏的人工通道，白
日赏喷泉，观水生植物、水鸟，夜晚
彩灯闪烁，音乐悠扬，徜徉其中，一
步一景，回环，惊艳！书馆宛如明
珠，白昼月夜，都潜浮在清澈的河面
上。河边设凉亭若干，观景台两座，
旁栽绿树，间或一排女贞。雪沫似
的花朵，一点一点将香气释放出来。

我对这种含蓄的花格外青睐。
曾骑着自行车逛遍小城，只为寻它。
在城西，有种依附墙根、需竹架搭建
攀援的花。叶子狭长，藤蔓纤细柔
韧，花色洁白。重瓣、单瓣的都有，围
拥成球，有栀子花的风韵，有梅花的
清雅。我站在风中，嗅着它淡淡的
香，用手机记录那份独特风姿。

七里香，被园林工人修剪成硕
大的圆球。叶碧绿油亮，小巧精致
的白花镶嵌其中，像极了宫廷女子
盛装出席时的饰品。在叶间或轻
摇，或安谧，散发浓郁的香气。七里
香，适合与水相依。水能流动，可洗
涤世间的一切，恰好冲淡那浓香。
经过此处的人，悠然嗅入口鼻的，是
幽雅的芬芳。它不绝如缕，风中连
绵。凡有此花，不管成色和数量，都
绝对有飘逸乾坤、笼盖四野的本
事。这也正应了古诗“翠盖团团密
叶藏，繁花如雪殢幽芳。分明天上
三珠树，散作人间七里香。”

阳台上的米兰，一花一点，小如
鱼子。初夏的阳光灿烂，向四方照
射。米兰秀气的面庞在阳光下，渐
渐绽放。只要一绽开，就是她的王
国。月季，在街道两旁怒放。缤纷
一树，香盖一树。行人即使匆匆，也
愿在此花瞥过一瞬，然后带着花色
的绚烂，继续上路。

花香如风，拂过小城的大街小
巷。朝阳初现，街道湿漉漉一片，菜
市场开始忙碌。虾鱼蹦跳，蔬果新
鲜，吆喝声、买卖声此起彼伏。夏天
的声音比其他季节要热烈些，仿佛锅
上炖煮的浓汤，热乎乎，香喷喷的。

再往远处，是郊外的庄稼。麦
子挂穗，菜籽喷薄，摇摇欲坠。庄户
人家的庭院前后，进入小满的胜
景。桑葚湿润，红紫红紫的果儿缀
满枝头。槐花渐衰，香甜的味爬满
树干。桃、梨、杏的树丫露出可爱的

圆点，枇杷变黄，茸毛被风一层层吹
落。蚕豆和豌豆在浮动的薄尘中脱
颖而出，沾上粉蝶的细纹，时时散发
富有质感的豆香气。葡萄藤往树上
缠，豇豆生着好臂膀，顺着竹架挑空
处伸……到处都是夏的气息，浓烈、
成熟的气息。

晴天明丽，雨夜曼妙，夏天的雨
落在地上，就像溅出朵朵透明的
花。大地的一切从温热，走向清凉，
水汽在窗户上蔓延，水滴在叶片花
朵上晃悠。蛙鸣阵阵，鸟儿唱起了
欢乐的歌。

夏天，万物竞生。由内而外，从
上到下，俱裹在香气中！

蝉在歌唱

蝉鸣会告诉你，此刻的夏，渐入
佳境。

晚间，我常和儿子一同在小区
前的塑胶跑道上闲逛。蝉在树上唱
歌，风调皮地藏匿，烟尘的热气慢慢
下坠，云朵缓缓移动，四周的树静立
不动。我们在树下走，看看带着茸
毛的果实，看看隐隐闪动的灯光。

和着蝉鸣，儿子吹起了口哨。
清脆婉转，似曲非曲，自由舒畅。天
高地阔，声响回荡，这才是盛夏的滋
味，不分白昼黑夜的喧闹滋味。是
的，蝉鸣声声响，忽觉夏日长。无论
环境多么寂寥，蝉鸣总能充斥空间，
令人身心愉悦，忘记忧愁。

如果故乡是根，那蝉鸣便是声
响的根。它伴着我们度过整个愉快
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即使在秋风萧
瑟、寒冬凛冽时，也会怀念。

蝉鸣热烈，一声响起，余声回应；
一声突兀，余声萦绕；一声骤停，余
声仍在。声声急促，声声修饰；声声
倏止，声声延续。没有指挥，没有乐
谱。风和叶也许是变奏之一，一只
飞鸟或蝴蝶经过，它们也会变奏。
知了，知了，正如它们的名，自然界中
的一举一动，感知分明。从初阳升
起，到夜幕降临，蝉，一直在歌唱。有
时，一棵树上的蝉，便可组成顶级乐
团，把喧嚣的夏日渲染到极致。

“徂夏暑未晏，蝉鸣景已曛。”无
蝉鸣，不夏天。暑气笼罩下，蝉声毫
不减退，反而扩大无数空间，齐齐震
颤，将城市和乡村均裹住。母亲说，
那声音是绸带子，没有边际，绕哪儿
是哪儿，和蛙声一样嘹亮，独属真正
夏天的鸣响。

想起从前和蝉鸣相遇的无数个
午后。我和小伙伴跑到小树林，那
些杨柳和水杉的叶子稍显单薄，我
们专挑粗壮的树影逗留。树下的野
花和小虫固然可爱，树干上的蝉蜕
却是夏天独有——褐色的脆壳，玲
珑的身段，紧附粗粝的树皮。循着
蝉蜕，往高处、远处找，“知了——知
了——”盘旋树林上空的蝉如同战
士，吹奏冲锋号，奋勇向前。我们闻
声而去，捕捉身影。运气好的，直接
在低处捉到一两只。五指合拢，成
弓状，迅疾一捂，蝉鸣的悠扬转为急
促，透明的翅膀在掌心挣扎。即便
如此，它的声响没有停歇，哪怕此刻
身处“囹圄”，依旧高歌。那时，我们
不懂蝉声荡气回肠的音效，亦不明
白孤勇者胜的道理。

萤火无语，夏荷无言，但，蝉有
声响，不谈秋冬，不论寒凉，只咏当
下。借树梢之顶，居高声远，一曲高
歌，一部生命绝唱！

暑，炎热的意思。小暑小热，大暑
大热。暑天的晚上，洗个热水澡，躲进
空调房，看看电视，刷刷抖音，我好生
逍遥自在。

这是现代人的暑热生活。那么，
古时候的人又是怎样纳凉消暑的
呢？让我们试着从诗词中寻找一下
答案。

洪武年间，全室宗泐也经历过
同样的暑夜。虽然他“六根清净”，
但终究还是敌不过湿漉漉、黏糊糊
的暑热重蒸。“此夜炎蒸不可当，开门
高树月苍苍。天河只在南楼上，不借
人间一滴凉。”高处不胜寒的银河
啊，你为什么不借给世间众亲一滴
清凉呢？

“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
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
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
同。”白居易说，绿树浓荫的小院中，
放把椅子乘凉，室内空无一物，更能
保持通风，人也心平气和，凉爽也就由
心而生了。“心静自然凉”是其修心避
热之道。

杨万里《夏夜追凉》诗云，“夜热
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
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静谧
的夏夜，还是和白天一样热，诗人置
身竹林深处，听虫鸣唧唧，凉意顿生，
但不是风。不是风又是什么呢？静中
生凉。

《菜根谭》有言：“热不必除，而除
此热恼，身常在清凉台上。”仍推荐去
除热恼。

静心，是一种修行；心静，是一种
境界。但以静心求心静，也不是每个
人能达到的。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物
理”避暑，寻找更清凉的“世外桃源”。
暑热天，去山涧戏水，去池边赏荷，去
湖上泛舟，寻找自然之凉。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
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
香。”秦观老先生的《纳凉》，画桥南畔，
树荫底下，坐靠在胡床上；月明之夜，
临水之地，观池中盛开莲花，真是消夏
避暑的好去处。

夏夜，黄庭坚也登上高高的南楼，
面对远山近水、十里荷香、清风明月，
自觉一味清凉。“四顾山光接水光，凭
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
作南楼一味凉。”诗人调用了视觉、嗅
觉、听觉、味觉、触觉等功能，享受夏夜
南楼的凉意。

谪仙人李白的纳凉也十分豪迈，
怎么凉快怎么来，哪儿凉快就上哪儿
待。“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
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懒得摇扇子，热
到打赤膊。逍遥山林间，赤条条地饮
酒、作诗，其避暑场景想一想也十分

“得意忘形”。
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的夏天似

乎更加炎热，但并没有使人害怕，科技
让人们有更多的手段营造出更好的避
热消暑的环境。但纳凉的诗意、纳凉
的趣味、纳凉的回忆，也就逐渐地远离
了我们的生活。

修不出那种心静，写不出纳凉诗
词，开着空调，端一杯茶，捧一本书，品
读诗词中的凉意，也不失是当下暑天
的一种选择。那么，可借众亲一滴凉，
还会有人问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