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忆儿时荷花香
顾永磊

回到小城已有些许时日，却一直
未能走近久违的■河。盛夏的一场暴
雨过后，信步来到碧波荡漾的■河之
滨 ，沿着河堤漫步 ，出乎意料 ，没有
感觉到燥热，反而有种清新、舒适之
感。

放眼望去，河畔廊桥曲折 ，一眼
看不到头的荷叶绿得令人心醉 ，仿
佛片片碧玉。经过雨水洗礼的荷花亭
亭玉立，身姿如少女般，竞相开放。惬
意地闻着荷的清香， 心情更是舒畅，
思绪也回到了儿时。我脑海中回放着
那一幕幕在荷塘玩耍的画面， 三十
多年前的快乐依旧感染着我。

■河不大，仅 20 多米宽，穿城而
过，当年的县城更小，河上仅有两座
桥，大桥、二桥。 我的母校实验小学
位于两座桥之间， 教学楼紧挨着河
堤，旁边就是操场，河堤下面因为地
势较低，雨水较多的时候，水来不及
排到河里， 便形成了一片不小的池
塘， 附近的居民在池塘里种了荷花。
小学时的许多趣事， 都与这荷塘一
起，在阳光风雨中成长，在年复一年
的生长、开花、结果之中，渐渐丰盈，
让原本色彩单一的童年，变得多彩而
饱满。

我们当时上下学不需要家长接

送， 都是小伙伴们一起在路上自由
地跑来跑去。我家离学校不远，本来
步行几分钟的路途， 我们总要绕到
大桥南岸， 顺河堤走学校后面的操
场入校，就是为了途经那个荷塘，摘

下一片荷叶 ， 在荷塘边嬉闹一阵 ，
等玩得差不多了才进学校。

那时小学生不比如今的孩子，在
学前能背大量的古诗，像“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脍炙
人口的诗句根本就没有听过， 对于
《爱莲说》更是陌生，小顽童哪懂得欣
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的美，在那个天真烂漫的年纪，玩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片荷塘和旁
边的操场一样，不过是我们的游乐场
而已。

虽然荷塘在浅水边，距离■河还
有一段距离，但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
警告我们“严禁下水”，不准我们去荷
塘玩耍。 而我们为了躲避老师，除了
在上学的路上玩一会儿，更多的时间
是在星期天和放假时，相约到荷塘戏
水、采莲。

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既没
有五花八门的补习班， 又没有夏令
营一类的游学活动， 家长又忙着工
作顾不上我们， 那片荷塘便成了我
们的乐园。 荷塘里的荷花仿佛与我
们心有灵犀，暑假刚刚开始，便争先
恐后地盛开了，一朵接着一朵，绽放
出可爱的笑脸。 站在操场上向下望，
整个荷塘红绿相间、连绵起伏，美丽
极了。蝴蝶、蜻蜓赶来凑热闹，蜜蜂也
把荷塘当作表演的舞台，一朵朵开放
的荷花、 一片片铺在水面上的荷叶，
把荷塘装扮成了一个美丽的童话王

国。

我们一帮小伙伴相约来到荷塘，
尽情释放着童真与欢乐。 小伙伴的
年龄都是六七岁， 暑假又没有老师
的约束，索性都脱下衣服，光屁股跳
入荷塘。 我们摘下一片碧绿的宽大
荷叶，顶在头上当作太阳伞，或者从
荷叶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 相互
追逐嬉闹，捉蜻蜓，捕捞小鱼、小蟹。
浑身上下经常被荷叶秆上的小刺划

出一道道红红的印迹， 但谁也不叫
疼。 荷塘中尽是我们的嬉笑声。

这样不知疲倦地玩下去，直到哪
个自觉的小伙伴喊了一句 “天黑了，
快回家吧”， 我们才依依不舍但还是
急匆匆地各回各家。

暑假中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荷

塘里玩耍，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大
人们常常焦躁得很，总喜欢骂我们这
些孩子不懂事，有的小伙伴也因此挨
了不少板子，然而这些并不影响我们
在荷塘相聚。

暑假接近尾声 ， 荷花也渐渐凋
零，一个个长满小眼睛的莲蓬探出了
头， 我们也会偷偷地采摘莲蓬尝鲜。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剥开莲蓬软软

的外壳，露出拇指大小的莲子，轻轻
咬开雪白的甜甜的果肉，莲子独有的
清香充盈口腔。 我不小心咬到了莲
心，感觉太苦了，瞬间没有了吃莲子
的欲望， 至今看到莲子仍然心有余
悸。

美好的回忆依然历历在目，那些
快乐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

随着一年年时光流转 ， 年岁渐
长，书越读越多，“荷风送香气，竹露
滴清响”“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
自在香”……我的思绪时常穿越那碧
荷幽泉，自由飞扬在充满诗意的荷塘
间，感受荷花的美。 后来，我看到过
很多五颜六色的荷花，姿态万千，各
有各的美，但每次赏荷，总是找不回
童年时期不懂得欣赏荷花美时的那

种快乐无比的心境。 每次赏荷，我总
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学校旁边那片荷

塘。
高中毕业后，我离开了县城外出

上学、工作，后来回到家，却寻觅不到
那片充满儿时快乐的荷塘了。伴随着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被严重污染的■
河里几乎看不见鱼了， ■河两岸杂
草丛生，哪里还有美丽的荷塘？ 久违
的荷花香仅能珍藏在童年的记忆

里。
几年前，小城搞绿化建设 ，政府

对■河水系进行了综合整治和生态

修复，■河两岸被打造成一幅长长的
精美画卷，亭台水榭，绿树成荫，鸟语
花香。

如今漫步■河之畔，近距离地感
受荷花的风韵， 着实令人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但是，我心中在意的，并非
一缕缕淡淡的荷香，也不仅仅是它的
美，我怀念的依然是童年那片荷塘散
发出的清香。无忧无虑的童年早已远
去，那就让记忆中的荷香在心里深深
储藏，多年以后依然芬芳。

随笔

雨织幽林山色新
冯元

细雨如缕， 缠绵着山林的寂静。
春雨如期而至，在这幽深的山林间悄
无声息地织就生命的锦绣。 每一滴雨
水，都如同天籁之音，轻轻拂过林间
的每一寸土地， 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春意在湿润的空气中沉淀，万籁俱寂
中，隐约可闻雨丝与叶尖交缠的细碎
低语。 滴答声落于幽径，似是岁月轻
叩时光的门扉，回响在这一片沉睡的
森林之中。

远山朦胧，山岚轻纱似的被雨水
柔化，群峰若隐若现，像是远古画卷
中的背景，勾勒出一幅幅苍茫而深邃
的意境。 雨丝在山谷间游弋，时而聚
集成溪，时而又散开成雾，仿佛一位
潇洒的画师，在这片古老的画布上挥
毫泼墨。

古树在雨中显得更加苍老和智

慧， 它们的枝干扭曲而有力 ， 树皮
上布满岁月的痕迹。 雨水沿着树干
缓缓流淌， 仿佛在倾听这些古树的
低语，感受着它们的沧桑与坚韧。 它
们沉醉于细雨的抚慰之中， 挺立的
身姿显得更加沉稳而宁静。 枝头的
嫩绿探出羞涩的头， 宛若初生的婴
儿，渴望吮吸来自苍穹的恩泽。雨珠
在新叶上凝聚成透明的清澈 ， 如同
翠绿之上的点缀， 闪烁着静谧的光
芒。

大地的气息在雨后变得尤为浓

郁， 那是泥土与生机交织的香气，古
老而醇厚。 生命从泥土中探头，迎接
这春意盎然的季节。 昆虫们虽未现
身，却已悄然在土壤间唤醒沉睡的种

子，预示着新生的轮回。 花香被雨水
带至每个角落，芬芳怡人，使人如痴
如醉。 那些未曾绽放的花蕾，也在雨
的滋养下显得更加饱满，它们闭合的
花瓣里，蕴藏着春天的秘密和希望。

竹林在雨中更显灵动，竹叶间的雨
滴汇成涓涓细流， 沿着竹节缓缓滑
落，最终滴入泥土，滋润着这片绿色
的海洋。 竹子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
在诉说着属于它们的恒久旋律，传递
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

青苔覆盖的石头在雨中显得更

加湿润和生动。 它们沉默不语，却以
自己的方式感受着春雨的滋润。 雨水
沿着石缝缓缓流淌， 带来时间的印
记，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山林悠久的历
史和故事。

走过的每一处，都似乎被这雨后
的空气净化过， 清新而又略带凉意。
这是大自然最原始的味道，没有一丝
杂质，纯净得令人心旷神怡。 不带热
烈，不携寒冷，只是淡淡地，却坚定地
告诉世人：季节更替，岁月流转，但也
总有些什么数年如一日，不曾变换。

我静静地坐在一块岩石上，任思
绪飞扬，任心灵沉淀。 在这里，没有尘
世的喧嚣，没有生活的繁杂，只有自
己与这片山水的对话。 这样的时刻是
短暂的，就像那些美丽的瞬间，转瞬
即逝。 但我仍旧感激，因为生命中有
了这些短暂而美好的体验，才让我更
加珍惜每一个当下，坚信生活中总有
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追寻和守候

的。 只要心中有景，人生何处不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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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公山，吐露凉爽的话语（组诗）

许予

������鸟鸣，合奏波尔登的绿意

顺着一根藤的足迹，目光
攀上云朵坐落的树顶

每一层，都有鸟鸣洒落
每一声，都透着欲滴的葱郁

分不清，都是些什么鸟
也看不清，鸟都隐没在哪里
苔藓、青草、藤类、灌木、乔木
全都竖起了耳朵，聆听
波尔登的绿意

风从峡谷间吹来

石头上的花纹动了

采摘鸟鸣的人，身体
装满了溪水和森林

落羽杉，在茗湖观望

根在水里 ， 仿佛抓紧的就是
自己

根在水里 ， 仿佛就有了柔软
之心

挺拔的身体，触摸头顶的白云
别低头，低头就会看见过往的

自己

光照在杉树上，又落在湖面

流动的时间，编织谦逊的美

鸟鸣、虫鸣、溪水声，声声入耳
喊醒了石头，喊醒了幸福

石阶上，几双脚丫敲起了水花
一幅油画在盈笑声中，生动了

起来

鸡公山，吐露凉爽的话语

在山中，词语是有颜色的
开口都是青绿

在山中，最好别开口
呼吸都是温润

在山中，凉爽是一个动词
瀑布、溪水、云海、雨雾
流淌着。 一滴露珠站在叶尖
慢慢拉伸，酝酿滴落的情绪

细数苍翠绿意中的万国建筑

避暑胜地便有了缘由

不远千里奔赴一座山

极目远眺，豫芳楚韵举着时代
的美

报晓峰的钟声响了，近了又飘远
回音穿过林海

有人站在千年古树下

伸手去接湿漉漉的阳光

月色如水照乡间
常燕

晚饭后， 和家人在院子里闲聊。
妈妈感叹：“你小时候缺吃少穿的，多
苦啊。”“并没有觉得苦，”我笑答，“反
而还时常感觉很甜呢。”这确是实话。

我小时候，每年都有整两个月不
打折扣的暑假， 不像现在的小孩子，
放假要上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着实
可怜。 暑假是我最开心的时光，时间
长， 夏天更有很多好玩的事情能做，
黑河岸边抓蝌蚪、垒砂礓城堡、烤玉
米毛豆、捉豆虫用狗尾巴草穿起来吓
我妈，完全不必担心功课，以至于九
月份开学发新书写名字时，我的手抖
得写不成。

暑假还可以去姥姥家。那时总被
舅舅派去买烟。我的心思全在找回来
的那五角钱上，有时回到家才发现烟
忘拿了，又赶快折回去。 小时候给舅
舅“打工”没少挣钱。 他有午睡的习
惯，天热，就派我坐他床边给他扇扇
子，扇一个小时五角。我想玩，更想挣
钱，就冲着他使劲儿扇几下，然后迅
速跑出去和小伙伴玩一局掷石子，再
赶紧跑回来继续扇。 给舅舅踩背、挖
耳洞、擦鞋都能挣到钱。 一个暑假下
来，我能攒将近二十块钱，在那时候，
这些钱简直是一笔巨款。我一天数好
几遍，放到哪儿都不放心，唯恐被我
妈发现给哄骗走。

小卖部里真正吸引我的，是窗口
那一溜玻璃罐， 里面装满了各种零
食 ，有五颜六色的怪味豆 ，有 “唐僧
肉”，有小葫芦里装的“仙丹”，有香甜
的饼干和雪枣，我时常从我的钱盒里
抽出五角、一块钱，站在那窗口选半
天。 身后跟着几个小伙伴，咬着脏兮
兮的手指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手里
的好吃的。

多年后， 舅舅提起那时的场景，
还笑我：像个小大姐一样，命令这个
给你搬凳子、那个给你扇扇子，然后
分人家一点吃的。

百无聊赖，我们便捉迷藏。门后、
床底、猪圈、草垛、衣柜、面缸，使劲往
里挤，不管憋得多难受。躲在暗处，大
喊一声：“我藏好啦！ ”再侧耳静听伙
伴东翻西找的声音， 既兴奋又紧张。
对方突然一声大叫：“找到你了！ ”此
时一声尖叫，我们雀跃欢呼。 躲过的
地方， 下次再躲就很容易被发现，因
此需要开发新的藏身地。几乎每个小
伙伴的家里屋外都被藏了很多遍。很
奇怪，那时大人们从来不烦小孩子把
家里弄得乱糟糟的，不像现在，若要
去朋友家玩， 需要提前电话预约，确
保人家方便才能去。

早上还没有睡醒，就听到隔壁王
小燕在我家院子里和正在扫地的我

妈说话。 紧接着，就听见我妈喊了一
嗓子：“快起来了！ ”往往是还没有睁
开眼睛，王小燕已经趴我床边了。 起
床和她坐在屋檐下玩会儿，扒拉几口

饭，就去下一家喊小伙伴了。
我一直很奇怪，那时候去别人家

喊门时，有时对方问：“是谁？”我们习
惯于回答：“我！ ”这个“我”困扰了我
很久，“我” 可以是任何人， 但无论
“我”是谁，门都会被迅速打开，那么
问“是谁”的意义是什么呢？

通常情况下，除非是早上太早或
者晚上太晚， 家家户户是不锁大门
的。夏夜，大门和堂屋门大开着，我们
这些小孩子有时睡在自己家院子里，
有时随爷爷睡在村口大杨树底下，一
夜鼾声，极少做梦。

舅舅有一片苹果园。我总是趁看
护苹果园的姥爷鼾声如雷时，召集小
伙伴偷摘苹果。 青苹果如枣一样大，
酸涩难咽，我们就穿成项链、手链，戴
在脖子上、手腕上，甚至脚腕处。苹果
树矮小，极易攀爬，站在苹果树上，披
着衣服， 想象自己如影视片里的女
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爬断了几根
苹果树枝后， 终于被姥爷发现了，我
们被连吼带追跑了二里地。 隔了几
天，盘算着姥爷该放松警惕了，我们
又折回去继续玩。

夏夜，最好玩的是捉青蛙。 姥姥
家周边有两个池塘， 夏天雨水多，暴
雨过后，青蛙呱呱一片，清风吹拂，芦
苇沙沙作响。 我们蹑手蹑脚走过去。
青蛙甚是聪明，我们还没来得及伸手
去抓，它们就瞬间逃遁，搅得水中浮
萍如碎花般四散。我从来没有捉到过
青蛙，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享受这份
乐趣。 自由自在的池塘，是我和青蛙
共同的天堂。

其实即便不是周末或假期 ，每
天放学也没有多少作业， 有时为了
放学就玩， 我们在学校就把作业写
完了。 回家路上，和小伙伴钻玉米地
和棉花地， 打闹到天擦黑了才背着
书包回家。

和朋友聊天，讲到如今吃的用的
应有尽有，可我却总会想念那个缺吃
少穿的年代， 朋友就会说：“是啊，妈
妈做的饭，堪比一切美味。 只有回到
老家，内心才真正安宁。 ”

是的，怎么能不眷念呢？ 那里有
年轻的爸妈，有健康的爷爷、奶奶，有
宠爱我的姥姥、姥爷，有百宝箱一样
的坑塘， 有传言中群蛇缠绕的机井，
有能听到各种故事的十字街头。现在
想来，简直富可敌国，而当时身在其
中，却不知其珍贵。

年岁渐长，对家乡的眷恋如同对
爸妈一般， 隔几天就想打个电话，有
时没有任何事可讲，就只是想看看他
们的面容、听听他们的声音，便觉自
己不是一个人在这世间游荡。

月色如水，家乡的道路、树木、房
屋都安静地睡了，就像二十多年前一
样，那么年轻、真诚、纯粹和包容。 它
从未老去，我也不曾长大。

诗歌

荷荷韵韵 葛家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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