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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敏

一场夏雨过后，暑气稍稍退去。公园里大片荷花迎
来了盛放期。

沿着湖边望去，夏荷宛如绿色的锦缎，从东向西铺展
开来。神奇的是，南半湖的荷花洁白如雪，北半湖的则粉
若云霞，中间是一片开阔的水面，为这幅画卷留出了恰到
好处的留白。矫健的燕子贴着水面俯冲而过，湖心处一
群野鸭悠然游弋，为宁静的湖面增添了几分灵动。

我漫步来到这夏日湖畔，湖水烟波浩渺，波光粼粼。
湖边支撑着千万把绿油油的荷伞，摇曳着俨如一支浩浩荡
荡的大军。无数含苞待放的荷花不时地从伞下探出脸儿。

层层叠叠的荷叶错落有致地铺展在水面上，有的亭
亭玉立，花瓣层层舒展，宛如身着纱裙的仙子。雨天的时
候来，风吹荷叶翻动，晶莹剔透的水珠滚动在荷叶上，闪
闪发光。

在水一方的荷静静地绽放，恬淡从容。大片的花瓣
超凡脱尘，干干净净。

在湖边赏荷，能得到清荷的灵气，可以体会“荷叶何田
田”的生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诗意，领悟“出淤泥而不
染”的哲理，还可以体会朱自清先生描写荷花传神的韵味。

夏日的荷，总是给人惊喜。无论是一块小小的方塘，
还是一片无边的湖洼，只要有了夏荷的倩影，都能留住游
人的脚步，留住蜻蜓的翅膀，留住青蛙的歌唱。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香远益清”，正是这夏
荷的别样之美，让我深深地迷恋它，常常有去观赏它、赞
美它的冲动。

我喜欢荷花，每当看到荷花，内心总会涌起一股难以
言表的喜悦与情思。我也常在荷花池边驻足，欣赏荷花
盛开的亮丽景色。

湖边有赏荷栈道，走在上面，即可深入荷花中心位置，
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荷花的美丽。感受荷花与心灵的碰撞，
凝视着那些盛开的荷花，感受那无尽的绿意和生机，闭目
静静聆听，聆听风与荷花的喁喁絮语，聆听赞美荷花的声
音从古老深处传来，“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引
绿，双影共分红。”寥寥几句既把荷花的动态惟妙惟肖形容
了出来，也把并蒂莲的祥瑞隐喻了出来。

在荷花栈道里，蓝天白云下，游客们在栈道上悠闲地
拍照打卡，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若想更亲近荷花，还能
登上一叶小舟，置身湖心。荷香随风飘散，沁人心脾，让
人的心灵也在这满目的绿意中得到了彻底的放松。

夏日的荷花，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它不仅装点了
炎炎夏日，更以高洁的品格，让每一个赏荷人在喧嚣中寻
得一片宁静，在浮躁中觅得一份从容。

侯兴锋

小暑，如一位温婉的使者，踏着夏日的节拍，悄然
来到。此时的暑气，虽未达极致，却已裹挟着微微热浪
登场。“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这燥热的时节，人心容
易被点燃，生出躁动与烦闷。

然而，当我们翻开古人的诗词，却恍然踏入一片清
凉的诗意世界。在那里，诗人们用灵动的笔触，描绘出
小暑时节特有的美丽景色，更抒发着人生的情怀与对
生活的深刻思考。

白居易在《消暑》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
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读着这首诗，眼前不由
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炽热难耐的夏日，诗人摒弃一
切繁杂，静静端坐院子里。院子里没有多余的装饰与
物件，显得格外简洁、空旷。而就在这看似单调的环境
中，一阵清风从窗下悄然拂来，带走了暑气，也抚平诗
人心中的烦躁。诗人以一种宁静、淡然的姿态，与炎热
共处，在简单中寻得自在与清凉。这种心境，在喧嚣浮
躁的现代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

元稹的《小暑六月节》，恰如一幅生动的夏日画卷：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
雷。户牖深青霭，阶庭长绿苔。鹰鹯新习学，蟋蟀莫相
催。”诗的开篇，便以“倏忽”二字，显示温风的突然而
至，点明小暑的到来。紧接着，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
绘小暑时节的各种自然景象。竹林中传来的喧哗声，
那是在提前告知人们大雨将至；远处的山峦渐渐变得
昏暗，隐隐的雷声也随之传来。门窗上弥漫着青色的
雾气，台阶上长满翠绿的苔藓。而鹰和鹯这两种猛禽，
正开始学习飞翔，诗人还俏皮地对蟋蟀说“莫相催”，充
满了生活的情趣。整首诗，从听觉、视觉等多个角度，
将小暑时节的自然变化与生机描画得淋漓尽致。

明代朱有燉的《小暑》，同样展现小暑独特的韵味：
“大火流金时，桐叶正离离。暑气趁竹凉，开轩纳微曦。”
小暑时分，阳光炽热，简直要将大地融化，然而，梧桐树
的叶子却已渐渐凋零，为这炎热的夏日增添了一丝别样
的景致。诗人巧妙利用竹林的凉意来驱散暑气，清晨时
分，打开轩窗，迎接那微弱的阳光。在这一动一静之间，
诗人既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又在炎热中寻得宁静与自
在。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态度，令人心生向往。

清乔远炳的《夏日》，则将小暑时节的闲适与惬意
勾勒得淋漓尽致：“薰风愠解引新凉，小暑神清夏日
长。断续蝉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眠摊薤簟千
纹滑，座接花茵一院香。雪藕冰桃情自适，无烦珍重碧
筒尝。”和煦的微风，带来丝丝凉意，让人在小暑时节也
能神清气爽。远处的树上，断断续续传来蝉鸣；雕梁
上，燕子呢喃。诗人躺在光滑的竹席上，坐在清凉的蒲
团上，品尝着洁白的藕和冰凉的桃子，无需珍贵的酒
杯，便能尽情享受夏日的美味与闲适。这是一种多么
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啊！

令人惊讶的是，康熙皇帝也曾留下小暑时节的诗
句《石匣营作》：“青岭横峰荫薜萝，时方小暑绿新荷。
蒲编诗兴光岩穴，虎士桓桓扣角歌。”虽少了几分文人
的洒脱，却描绘出小暑时节的青岭横峰、绿荷新绽等自
然景象，同时刻画军营中将士雄壮的“扣角歌”场景，展
现玄烨作为帝王的文学造诣与军事视角。可见小暑的
景致，无论对于文人雅士，还是帝王将相，都有着不可
抗拒的吸引力。

在诗词的世界里，小暑不再仅仅是一个炎热的节
气，它还承载着诗人们的情感与哲思，蕴含着无尽的诗
意与美好。当我们在生活的喧嚣与炎热中感到疲惫时，
不妨读一读这些古人的诗词，寻回内心的清凉与平和。

小时候，我没有太多的课外书可
读，倒是日积月累攒下了许多小人书，
宝贝似的放在木匣子里。

那年代的孩子，谁没有一两个木
匣子的小人书呢？放了暑假，我们帮
父母放羊牧牛、割草挖菜之际，带着小
人书，相互交换着阅读，趴在山坡上
看，卧在树荫下看，骑在牛背上看……
有小人书相伴的夏天是快乐的，也是
充实的。

还是小小孩的时候，我就爱看小
人书。看过《猴子捞月亮》，我和弟弟
趴在村东那口老井的井台上往里看，
井水清凌凌、碧阴阴的，月亮真的漾在
井里晃晃悠悠，抬头看看天，一轮明月
好好地挂着，我们可不会学那群傻猴
子，下去捞月亮；看了《神笔马良》，我

就一直幻想着自己能有一支马良的神
笔，可以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稍大一点，我就看大孩子常看的小
人书。看了《小兵张嘎》，我和小伙伴受
了启发，也用树杈做木头枪、做弹弓，像
那个足智多谋的张嘎子当八路、打鬼
子。有时哧溜哧溜爬上树，学嘎子的样
儿，把木头枪、弹弓藏在老鸹窝里。

看了《鸡毛信》，我们有样学样，像
故事里的儿童团长海娃那样，放羊时，
把写的信、画的画儿，绑在那头机灵的
老绵羊尾巴下，跋山涉水传递信息，可
有趣啦！

看了《地道战》《地雷战》，我们一
群孩子跑到山洞里玩游戏、挖陷阱、布
地雷，把那伙装扮成鬼子的小伙伴，

“炸”得人仰马翻，还要拍着手儿唱：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
百万……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
胆也颤！”气得对方乱嚷嚷，非要换过
来，他们当八路军、民兵，我们演小鬼
子。

当然，也有惊险刺激的。夏夜看
了《聊斋志异》里的故事，个个心惊肉
跳，可忍不住还想往下看。记得有一
次，我和两个小伙伴看了《画皮》，心儿
颤颤地走夜路，忽见远处飘飘悠悠走
来一个女人，其中一个叫长安的孩子
大叫一声：“俺的娘来，有鬼啊！”我们
吓得哇的一声，掉头就跑，后面的人大
喊着追来：“什么鬼，俺是你娘！”原来
是长安他娘、也是我本家三姑，打着手
电来寻他。

小人书的夏天是丰富多彩的，映
射出斑斓的光影，被小人书滋养的童
年是充实而快乐的。山顶上的朵朵白
云，小河里的簇簇浪花，屋顶上闪烁的
星星，还有草垛上那轮圆圆的月亮……
都在小人书里显现出来，成为一帧帧
回不去的乡愁记忆。

童年时代，我依偎在母亲的怀抱
里度过炎热的夏天。那时，居住的土
砖房里异常闷热，母亲就把一张竹床
搬出来，让我们兄妹露天乘凉。如果
没有微风，母亲就用一把古老的芭蕉
扇不停地给我们扇风。她担心我们热
得受不了。我们被蚊虫叮咬后痒痒
的，皮肤起疙瘩，母亲心疼。

一张竹床睡不下我们六兄妹，我
们就把爷爷给我们做的木躺椅摆出来
露天而睡，母亲给我们挨个扇风。竹
床和躺椅睡不下五六个人，咋办？我
和弟弟妹妹们轮流睡觉，大的给小的
扇风，小的给大的用湿毛巾擦汗，让母
亲多睡一会儿。

大热天，天黑得早，凌晨四五点钟
天就亮了，我们还在竹床上、在躺椅上
的睡梦中，母亲早就扛起撮箕、锄头下
田插秧、割谷了。

家里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煤
油还是计划供应。我们放学回来，趁
着天黑前帮父母做家务，母亲收工回
来点上煤油灯做晚饭吃，洗完澡后睡
在带有蚊帐的木床上，热得喘不过气
来。于是，我们一家人把竹床和躺椅
搬到露天下乘凉。

母亲告诉我们，竹床爷爷、奶奶用
过，我们接着用，很结实，我们一家三
代人靠竹床度过炎热的夏天。

1980年春节前夕，我从部队回到

老家探亲，意外发现那张竹床无影无
踪了。母亲说：“竹床用了三代人，已
经化为灰烬，这把芭蕉扇，也是你爷
爷奶奶生前遗留下来的家当，我舍不
得丢。”

几十年过去了，那把芭蕉扇的边
缘经常被老鼠啃坏，母亲舍不得丢，原
来用布条缝合，后来用塑料胶布粘接
得严严实实，那把芭蕉扇陪伴母亲走
过了89个春秋。

迄今，母亲居住在风景如画的村湾
里，空调、电扇舍不得用，担心费电。那
把古老的芭蕉扇，伴随着母亲度过炎热
的夏天，成为母亲的“终生伴侣”。

我经常给母亲打电话，劝她开空
调，享受现代化的夏日生活。母亲说：

“我快九十岁了，用了一辈子的芭蕉
扇，坐在空调下面感觉很冷，我不习惯
开空调。”

一把芭蕉扇、一台电风扇的微风，
是母亲健康长寿的好帮手。

今年暑假显得有点特别，因为我
的孩子刚刚结束中考。我既不会让他
像放出笼的鸟彻底放飞自我，也不会
逼着他天天死啃书本，我觉得让孩子
学点新技能更好。比如，现在孩子理
财知识特别欠缺，不妨给孩子补补理
财课。

首先，我打算把孩子送到乡下，让
他亲身体会农民干活的辛苦和生活的
俭朴，让孩子深刻认识到劳动的价值，
从而树立起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在农
村的生活中，孩子还将学会如何与大
自然和谐相处，培养出珍惜粮食、节约
用水等环保意识。

其次，我将和孩子一起参加一些
金融机构主办的免费理财培训班。这
些培训班通常会邀请金融专家授课，

让孩子学习理财方面的基础知识，了
解最新的理财信息。通过专业人士的
分析，孩子可以认识到理财的重要性，
并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零用钱、压岁
钱等。此外，我还计划让孩子关注一
些理财类的书籍和节目，培养他的理
财兴趣。

最后，我将试着放手让孩子当家
理财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孩子需
要负责家庭日常的支出、储蓄等事项，
亲身感受理财的乐趣和挑战。为了更
好地指导孩子，我准备制定一份详细
的理财计划，包括预算、支出、储蓄等
部分。在实践过程中，孩子会遇到各
种问题，如怎么分配零花钱、如何节省
开支等。面对这些挑战，我会适时给
予孩子一些建议和指导，帮助他解决

问题，积累理财经验。
在理财的过程中，孩子不仅可以

学到实用的技能，还能培养自己的自
主性和责任感。当他看到自己的理财
成果时，会充满成就感和自豪感。此
外，理财课还能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让他明白努力赚钱、合理理财
的重要性。

总之，在这个暑假里，我希望通过
灵活多变的方式，让孩子学到实用的
理财知识，培养他的理财观念和能
力。通过这次理财之旅，孩子将收获
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回忆，为未来的
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作为家长，
我们也要时刻关注孩子的成长，给予
他足够的关爱和支持，让他在快乐中
成长，成为有担当、有智慧的新一代。

傅友福

有石磨的日子，是一段远去的旧时光，令人十分怀想。
在老家，每栋大厝的下厅旁边都摆放着一座石磨。

这是小时候家里最常见的物件。那时候，人们的生活离
不开石磨，这方石磨一天也没闲着，几乎天天有人磨这磨
那。磨米，做米糊；磨黄豆，做豆浆；磨花生，做花生浆；还
有磨玉米、磨麦子的等。

石磨的构成也很简单，是由精选的，上下两块经过千
锤百炼、钎削斧刻的圆石做成。两扇都是具有一定厚度
的大石块，经过纯手工雕凿成扁圆柱形，在两扇圆盘凿出
一道道斜纹，叫磨齿。石磨磨齿制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
的复杂工艺，必须由手工慢慢凿制。其磨齿的角度、尺
寸、它们之间的间隙，是一切现代化工具无法替代的。

上面的磨盘还凿上孔，与下盘咬合，固定在一个架座
上。而下扇中间有一短的立轴，用铁制成。上扇中间有
一个相应的空套，两扇相合，下扇固定，上扇才能绕轴逆
向转动。

可以这么说，石磨和粮食作物自然摩擦，纯正原味，
绿色天然，营养又健康。

那时候，邻里关系都很好。大清早出来磨东西，石磨
旋转发出“轰轰”的闷响，还没起床的人家也不会责怪。
有时见别人推磨吃力，还会出来搭把手。附近人家都知
道我们老宅里有方公用石磨，都跑来用，谁磨完了，都会
很自觉地把石磨洗得干干净净。有时石磨扶把的绳子断
了，使用的人就会去街上买来绳子换上；石磨用久了，齿
会磨平，有人请来石匠錾磨，工钱多少，则由老宅里几户
人家共同分摊，谁也没有异议。

一到年关，家家蒸年糕、炸炸枣，石磨从早到晚一刻
也没得停歇。大清早，地上就已经摆上了装着米的大大
小小的木桶，一个挨着一个，井然有序。住户们不用在那
等待，可以各自先忙家务事。这家快磨完了，会让孩子跑
过去叫你，没人会插队。若是谁家有急事，临时通知一
声，邻里会互相礼让，让你先磨着。

打我懂事起，石磨曾是我们老宅唯一可值得骄傲的东
西。那时候家里穷，许多方面比不过人家，唯有石磨却是
附近邻居没有的，平时谁家若要磨豆做豆腐，节日里要磨
粉做米馃等，都会拿到我们这借石磨用。这时候祖母和母
亲都很热情地答应：“拿来磨吧，很干净的。”一边说，一边
掀开盖在石磨上的塑料布，然后用干净的抹布再擦个遍。
确实，有了石磨，与邻居之间的关系格外融洽，有时到邻居
家临时借点粮食或油之类的，他们一般都不会拒绝。

凡是邻居们到我们这来磨粉或磨豆浆等，祖母经常
会帮着添料，磨豆浆时还要添水。她们一个推石磨，一个
添料，然后边干活边聊天拉家常，时间过得特别快，人也
不觉得累，不知不觉中便已磨好了。但她们的话题，好像
远远没有侃完。

这么温馨的画面，像一部老旧的电影，如今再也看不到
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研磨机器。但是，石磨不知疲倦、任
劳任怨、不计报酬的高尚品格，则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李金范

在我五十岁生日来临之际，我拥有了一间独立书
房。说来还得感谢先生的明智，送给我一个阅读和写作
的空间。

前年拿到一套四房两厅复式楼的钥匙，我和先生就
商议着四个房间的功能安排。毫无疑问，二楼三间房都
做卧室，一楼还有一间房，原本打算用来做多功能活动
室兼卧室，后来先生说，我家人少，用不着太多卧室，与
其空置，不如装修成独立的书房供我使用。

去年6月我的书房落成了，我把那些随我周游了两个
省、大半个泉州的书移上了书柜，看着它们精神抖擞地站
在我的书柜上，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我甚感欣慰。

我的书房不大，约 9平方米，藏书 500册，但我已经
非常满足了。这些被我保存下来的书，如同我的朋友，
每一本都有着特殊意义。其中有一本珍贵且久远的书，
名叫《梦系的浏阳河》，它是现任湖南省文联主席、湖南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谭仲池先生的大作。说起这本书的
来历，那是 1989年我上高中时班主任老师送我的，这也
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本赠书。尽管这本书现在看来
很寒碜，但那时的我如获至宝，不知被我翻阅了多少次，
上面密布我的批注，也就是这本书点燃了我的文学梦，
1991年，我在《浏阳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

我的书柜上还陈列着一个叫江堤的诗人、学者的书。
他一共送了我《智慧在此》《山间庭院》《瓦片》等十来本书，
这些书追随我出湘入闽，随身携带快30年了，只可惜在搬
家途中遗失了几本。20世纪90年代，我在名副其实的千
年学府岳麓书院读书。江堤当时在岳麓书院从事文物研
究工作，因而有缘认识他。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江堤给我印象是：中等身材，一头齐肩的长发，一双
忧郁而深邃的眼睛，说话思维清晰而深刻。他身型消
瘦，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人。他的歌唱极好，诗写得更
好。我曾去过他家好几次，印象最深的是他家书房。那
是整整一面书墙，在那个年代，他珍藏着大量的好书，至
少有5000册以上。我第一次被他的书房震撼了，在他的
书柜面前，我感到自己浅薄和渺小。正因为我认识了江
堤，才有幸认识他的书房，才让我对书更加痴迷。

1996年，我从湖南大学毕业，只带着少量书来到晋
江。工作期间，添置了一些书。2007年，这些书又随我一
起调动来到泉州。在泉州的15年里，我先后从清源山下、
九一街和天后宫一路迁徙最后落户城东。原先我的书随
我一起挤在先生单位分的两居室里，它们有的和我儿子的
书一起瓜分一个共同的书架，有的悠闲散落在我的床头柜
和书桌上。我一路搬家一路处理一些过期的书籍，一直给
书架“瘦身”到无法再“瘦”，有次搬家嫌书重，索性狠心把
从前给儿子买的100多本心爱的儿童读物割舍了。

我的藏书虽不多，但也有几本我非常喜欢的书。比
如：书柜上的两本《唐诗》和《宋词词典》我就爱不释手。
《红楼梦》是一本我一读、二读、三读、四读的书籍。我还
特别喜欢《诗经》《平凡的世界》和《文化苦旅》。因为一
直对书藏在骨子里的热爱，这几年我又开始了写作，我
加大了阅读量，我不但爱看自己买的书，也常看电子书
和去图书馆借书。

每天晚上忙完其他工作，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走进
书房，静静地坐下来，在时光中沉静自己、打磨自己，闻
着书香或读书或在键盘上敲几个文字。书房能驱散我
的疲惫，赶走我的烦恼，我在书房编织着我的文学梦，书
房是我写作的源泉，更是我心灵的港湾。

古诗词里的小暑

母亲的“终生伴侣”
易先云

“小人书”的夏天
刘琪瑞

暑假不妨让孩子学点新技能
苏应纯

任劳任怨的石磨

我的书房我的梦

荷趣（国画） 杨新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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