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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处觅清凉
李永海

夏日的风裹挟着热浪扑面而
来，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燥
热。友人邀我前往乡下避暑，这倒
是个与自然亲近的好机会。车子驶
过蜿蜒的乡间小路，远远便望见那
片荷塘，如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
田野间。

“清风送爽，荷香迎夏。”古人诚
不我欺。站在塘边，但见荷叶如伞，
层层叠叠铺展开来，将整个池塘都
笼罩在清凉的绿荫之下。荷花或含
苞待放，或怒放盛开，在骄阳下愈发
显得娇艳欲滴。微风拂过，荷叶轻
摇，送来阵阵清香，瞬间驱散了周身
的燥热。

友人告诉我，这近百亩的荷塘是
他承包的，既养荷花也养鱼虾。谈笑
间，我们沿着塘边漫步。塘水清澈见
底，几尾红鲤在荷影间穿梭荷影间穿梭，，激起圈圈激起圈圈
涟漪涟漪。。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在在
阳光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阳光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最妙的最妙的
是那些盛开的荷花是那些盛开的荷花，，粉白相间粉白相间，，亭亭玉亭亭玉
立立，，宛如仙子凌波微步宛如仙子凌波微步。。

我忽然想起曾想采摘几朵荷花我忽然想起曾想采摘几朵荷花
带回家带回家，，但转念一想又作罢但转念一想又作罢。。荷花荷花
本就该生长在这片水域本就该生长在这片水域，，若将它囚若将它囚

禁在小小庭院，岂不是辜负了它“出
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让它在
这片天地间自由生长，才能真正展
现它的生命之美。

自古文人墨客多爱荷。周敦颐
的《爱莲说》将荷的高洁品格写得淋
漓尽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则描
绘了荷塘月下的静谧之美;李白曾
咏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道
出了荷花最本真的美。这些诗句穿
越千年时光，依然能带给我们心灵
的慰藉。

站在荷塘边，我忽然明白为何
世人皆爱荷花。它扎根淤泥却一尘
不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荷
花恰似一股清流，洗涤着人们的心
灵。它不仅是一种植物，更是一种
精神象征，教会我们在纷繁世事中
保持内心的纯净。

夕阳西下，晚霞将荷塘染成金
色。我坐在塘边，将双脚浸入清凉
的塘水，感受着荷香随风飘散。这
一刻，所有的烦恼都随着荷花的摇
曳而消散。在这片荷香深处，我找
到了心灵的栖息地。

小学时，堂兄妹几个围着
那棵杏树，像一群小馋猫。青
杏才挂上枝头，我们便按捺不
住，非要打下一颗尝尝。酸涩
的汁水在口腔里炸开，奶奶站
在一旁，只是笑。那几年，我们
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幼稚的游
戏，至今想起，齿颊间仿佛仍泛
着酸意。

杏子成熟得极快。仿佛只
是一转眼的工夫，青杏就全然褪
去，换作满树金黄。若不及时采
摘，便要坠落泥污，或是被虫豸
蛀蚀。于是我们又从“不够吃”
变为“吃不过来”。奶奶扛着竹
竿，将杏子打落，先分给我们，余
下的便送给左邻右舍。那金黄
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
光泽，承载着多少分享的喜悦。

后来我们陆续离家求学，小
院渐渐冷清下来。电话里常听
见奶奶抱怨：“杏子都熟透了，你
们也不回来吃，全便宜那些鸟儿
了。”我们总以为还有时间，等一
等，再等一等。却不知那棵杏树
也在等待中慢慢枯萎，最终倒
下，化作厨房里的一捆柴火。

工作后曾短暂返乡，与爷爷
奶奶共度的时光格外珍贵。晚
饭后，三人坐在晒场上，摇着蒲
扇，谈天说地。那些平凡的日

子，在记忆里却比繁星还要明
亮。我总爱用相机记录他们的
日常：田埂上的劳作，菜地里的
耕耘，秋收时的忙碌，炉火旁的
闲谈。那时的生活平淡安稳，却
也静谧悠长。

成家后定居县城，与爷爷奶
奶的距离越来越远。周末回家，
总忍不住望向那个空荡荡的方
向——那里曾有一棵杏树，承载
了我们整个童年的欢笑。如今
嘴里酸涩的味道还在，杏树却已
不在。更令人唏嘘的是，奶奶因
病瘫痪已有四年，爷爷的身体也
每况愈下。他们再也无法独自
生活，只能靠子女轮流照顾。

田埂荒芜，菜地废弃，库房
空荡。唯有炉火旁的柴堆越积
越多——老人们更怕冷了。面
对生命如此无常，我们才真正明
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况味。
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唯有直
面生命的有限性，才能领悟珍惜
当下的真谛。

那棵杏树早已化作尘土，但
它教会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
往往就是那些看似平凡的日
常。与其在失去后追悔，不如把
握当下，让每一次相聚都成为永
恒的记忆。或许，这就是生命给
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奶奶家的杏子熟了
汪 娟

母亲托老乡捎来一袋新鲜蚕
豆。电话里，她语气雀跃，“自家种
的，健康得很！”我望着地铁里被挤
得变形的塑料袋苦笑——豆荚沾满
泥污，有好些长了黑斑，表皮黏腻地
蜷缩着，像是被揉皱的旧报纸。

我忍不住和母亲抱怨道：“豆荚
烂了大半，何苦折腾？”

电话那头，母亲有些讪讪地说：
“剥开看看，里头的豆米嫩着呢！”父
亲在旁边补充道：“蚕豆荚在咱们乡
下，也是个宝贝哩……”

印象中，蚕豆花开时，紫蝴蝶似
的缀满田埂，我们总会偷摘几朵别
在鬓角，当作自己装扮的道具。但
是花被摘掉之后，就不能再结果，因
此，没少挨大人们的训斥。新鲜的
蚕豆采摘后，不管是清炒还是烧汤，
味道都很鲜美。但蚕豆荚能是什么
宝贝？我对父亲的话不以为然。

回到家后，我拿起一枚带着黑
斑的蚕豆，剥开发现里面的蚕豆确
实都还好好的，颜色碧绿，像又胖又
嫩的娃娃，整齐地躺在豆荚里。我
不禁感叹造物的神奇，不管是风吹
日晒，还是长途跋涉，蚕豆荚经历着
种种波折，却一直保护着的蚕豆。
它仿佛是一个襁褓，把豆米紧紧地
拥在怀中，即使自己鲜嫩不再，磨损
腐烂，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蚕豆
们提供了安全而温暖的庇护，却从
不求回报。

我又想起父亲刚才说的话，蚕
豆荚也是个宝贝。我放下蚕豆，拿
起手机搜索，发现蚕豆荚可入药，可
肥田，煅灰能愈疮；即便是长斑发黑
的蚕豆荚，在经过发酵之后，也能变
成植物不可多得的优质肥料。

又老又丑的豆荚，曾在烈日下
替蚕豆挡过风刀霜剑，在暴雨里弓
成遮棚。直至豆粒饱满，它们便褪
尽鲜绿，枯皱灰败，直至最后腐烂坠
入泥中，变成滋养植物的肥料。怪
不得母亲总是把剥下来的豆荚用罐
子装起，原来这最不起眼的壳，竟藏
着土地的慈悲。

我捏着豆荚怔忡，不再觉得它
丑，反而觉得它多像母亲与父亲的
手啊！黧黑龟裂，指甲缝里嵌着洗
不净的泥，却托着我从田垄到城
市。我曾不止一次地嫌弃过他们不
善言辞、穿着土气，觉得他们不了解
自己，因此常常与他们发生争执。
却忘记了，他们也曾像豌豆花一样，
有过自己绽放的青春。只是，自从
这世上有了一个我以后，他们把自
己的青春与美丽，化成了对我的关
爱与照顾。

此刻我终于明白，父母的爱，从
来不是光鲜的礼物，而是将自己默
默碾作春泥的壳，在我的生命中铺
就一层层丰沃的土壤，只为让我这
颗豆，得到最大的庇佑，去茁壮成
长，看到更远的风景。

豆荚无言
赵慧慧

端午节假期，连续两日降雨让六月
的天气骤然转凉。前几日还高达 37℃
的酷暑，在冷雨中跌至不足 20℃，这种
断崖式降温让人措手不及。正适合宅
家酣睡的我，却按捺不住出游冲动，提
议前往湖北广水三潭看瀑布，丈夫欣然
应允。

驱车出发时冷风扑面，我急忙折返
添衣取伞。雨刷在挡风玻璃上疯狂摆
动，十三里桥、谭家河的街景渐次后
退。当“进入湖北地界”的路牌映入眼
帘时，我们一脚油门驶入广水境内。

景区大门前售票处空无一人，我们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人员，却被告知可从
出口进入——原来暴雨导致景区临时
调整路线。这个意外插曲反而增添探
险趣味，正如工作人员善意提醒：“这么
凉的天，不如等天晴再来？”我笑着回
应：“正因为下雨，才能看到最壮观的瀑
布啊！”

乘观光车需漫长等待，我们决定徒
步上山。黑色沥青路两侧古木参天，某
棵老树皲裂的树皮宛如巨蟒鳞片，两人
合抱的粗壮树干诉说着岁月沧桑。行
至“三潭毓秀”门廊时，雨声渐成山谷主
旋律，这座被雨水笼罩的山峦仿佛只属
于我们二人。“空山”二字突然跃入脑
海，王维诗中的意境在此刻具象化。

简短休整后，青石板路在雨中延
伸。树冠在空中交织成翠绿穹顶，千年
银杏与檀木、梧桐构成天然画廊。雨水

顺着枝叶滴落，在石板路上敲出清脆韵
律。转角处的拱形石桥将两岸山崖相
连，在苍翠掩映中构成“三潭叠韵”奇
观。偶遇穿着雨衣的年轻女孩欢笑着
经过，更添生趣。

行至石桥中央，隐约水声渐强。“一
线天”到了！两座近乎垂直的山崖相距
不足 3米，形成天然石门。暴雨中的瀑
布如同擎天玉柱倾泻而下，水雾在崖壁
间氤氲升腾。我们冒雨拍摄时，两位红
衣女孩已举着手机深入瀑下，任凭雨水
打湿脸庞仍欢呼雀跃。她们的朝气与
瀑布的磅礴相映成趣，让人想起苏轼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晴”的豁达。

返 程 途 中 巧 遇 三 代 同 游 的 家
庭，忽然领悟张岱《湖心亭看雪》的
真意——痴迷山水之人，从来都不止
我一个。这场暴雨中的三潭之行，不
仅收获了壮丽景观，更遇见了同道中
人的温暖共鸣。

雨幕中的三潭，褪去了平日的喧
嚣，展现出最本真的自然之美。飞瀑流
泉在崖壁上谱写壮丽乐章，千年古树在
风雨中静默伫立，偶遇的游人们用欢笑
为山水注入生机。当我们顶着寒风踏
上归途时，衣衫虽湿，心头却盈满暖
意。或许旅行的意义，正在于这种不期
而遇的美好——在料峭春寒里寻找温
暖，在暴雨倾盆时遇见彩虹，在人迹罕
至处邂逅知音。

三潭看瀑布
赵思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