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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诗风词韵

世相扫描

馨香一瓣

闲
情
偶
记

时值八月，满目翠绿尽收眼底，让人大饱

眼福。八月的盛景犹如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田

园图，甚是热闹。可爱的人们，开始忙活起来

了，那股劲儿正热乎着，高涨着。

“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牧

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院子里，八

岁的侄子正在背诵这首诗，我饶有兴趣地停下

手中工作，仔细聆听。顿觉“牧童”“黄牛”字眼

格外亲切，脑海中一下便构成了一幅有趣味生

动的画面。

老黄牛的形象在我脑海中顿时清晰起

来。幼时，每逢农忙时期，金黄的稻浪收割完，

剩下稀稀疏疏的禾杆，晒上几日后，便可当柴

火烧。但是，每逢长久烈日暴晒，人们很是期

盼下一场倾盆大雨，这样才好耕田呢。待过几

日，便是老黄牛的专场了。人们首先在老黄牛

的身后架一个钩子，驱赶老黄牛，就可以把泥

块翻过来，之后便换成一个耙子，把泥土耙碎，

方可插秧。沉默寡言的老黄牛就这样一圈圈

走着，不知遍布多少足迹，才完成今日的任务。

那时，村里普遍比较贫困，谁家里有一头老

黄牛算是富裕的家庭了。其他小孩子在玩耍

时，我和弟弟得经常挽起裤脚，在烈日下手握锄

头，把田里的泥土翻遍，之后再用脚踩下去，直至

稻田平整。埋头苦干两三日，几亩田地就“踩”好

了。手与锄头的柄摩擦几日，便会鲜血流出，留

下厚实的茧子。等过上一星期，伤口才能愈

合。那时的我们多渴望做别人家的孩子啊！

“轰隆隆，轰隆隆”素日里清脆的鸟鸣声，被

这机器声覆盖了。我努力睁开睡意朦胧的眼，

朝阳还未闯进我房间，外面白茫茫一片，雾水笼

罩着整个大地。蜘蛛在窗口结了一个大大的

网，偶有几滴小露珠擦肩而过。我凭栏而望，若

隐若现的人儿已经开着耕田机在水田中来回穿

梭了，起得可真早呐！有这机器的到来，效率提

高了许多。不一会儿，便耕出一块块平整又节

奏感十足的水田来。另一人则把田埂边的杂草

轻轻除掉，田地被整理得井井有条。

这时的太阳，已经开始营业啦，一望无际

的水田被它折射出刺眼的倒影。他们赶忙把

帽子戴上之后。又匆匆在水田一隅另围上一

圈小田埂，这是播种的地方。于是，人们在上

面铺好片片的塑料小格，再把泥土浆轻轻灌满

格子。泥土浆很有讲究，不可太稀，也不可太

干，要适中即可。这样对谷子的生长才有利。

再洒下种子，遍布均匀。最后，拿来一块大塑

料蓬衣，插几根竹片，把蓬衣轻轻盖在上面，避

免烈日直晒，或大雨淹没，给种子一个适宜的

生长环境。等长到一定高度，就可以插秧了。

邻家的鸭子也迈着轻快的脚步来赶热闹，

嘴不停地伸进泥巴间觅食，时而扑闪着翅膀，

时而潜入水中嬉戏。水稻收成后，它们便可以

自由自在地畅游在这田间。若再过一段时间，

就得收敛这贪玩的性格了。

六伯也在他的辣椒地忙活着，抓虫，施

肥。绿油油的辣椒树轻轻伸展开来。有两三

只红辣椒点缀其中，宛如化着精致妆容，披着

红装的女子，煞是好看。乡下的老人家，靠种

植维持生计，换取钱补贴家用。而我，也要开

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啦！

都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但我觉

得，这炙热的八月，每日都是繁忙的，人们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都在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辛勤

地努力着。

“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

倾家事南亩。”四季轮回，颗颗金黄饱满的种子

落地里，种下了人们对满满的希望，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殷殷祈盼。

缀玉芳苏，霓虹掩映珠镮紫。一帘艳瀑醉随风，骨蔓

牵长穗。

恍若高山流水。古弦和、余音娓娓。丹丝流韵，伴君

流连，千铃万媚。

一日,朋友邀请我去她家

喝茶，不曾想以前空落落的阳

台被她布置得俨然一个小茶

室。各色绿植盈室，小假山上

的流水淙淙入耳,舒缓的音乐

绕梁而来,木雕茶桌古朴典雅，

小巧的茶杯温润如玉。朋友

净手、洗茶、泡茶、回壶一道道

娴熟优雅的工序下来，让一旁

的我也陶醉其中。茶香清扬，

袅袅升腾，初尝苦涩，回味甘

甜，我闭目遐思，细细感受茶

香带来的淡然悠远。

古今中外，许多名人雅士

都钟情于茶。一生命运多舛，

以疯癫狂痴著称的明代大文

学家徐渭，嗜茶如命。穷困潦

倒时，他会用自己的书画换茶

喝 。 茶 已 深 深 融 入 他 的 生

活。徐渭遇上茶，诗便是茶的

艺术：“方屏午梦转，小阁夜香

赊。独啜无人伴，寒梅一树

花。”我仿佛看到了清朗的午

后，于绿水青山之间，诗人悠

然自得地赏着花、喝着茶。从

诗中看不出生活给他带来的

伤痛，也找不到那个将“万事惟有酒一杯”挂在口中的癫

狂少年，只有一位温和平淡的名士在喝茶品茗，慢煮时

光。

周作人也爱茶,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苦茶庵”,并且

自号“苦茶庵主”。关于茶，他说：“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

的尘梦。”二三好友,围炉而坐,捧一杯清茶，论天文、说古

今，就可以以半日当十年，让他忘却了时间，这大概便是

茶中的禅悟吧。我想,在每一个闲暇时光，泡上一杯茶，拿

起一本书，看茶丝在杯中舞蹈，品书中的大千人生，悠游

自在，就是最简单的快乐。

央视名嘴白岩松说：“茶也解渴,甚至更解渴,可你要

给自己时间。”我仿佛看到他遇到困难时，泡一杯清茶，闻

香品茗，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情景。他不止一次地自我反

省，让自己慢下来，一步一个脚印，细细打磨每一个节目，

终于成就了他如今的光辉事业。对他而言，喝茶喝的不

是水，而是滋味，时间长了，甚至喝的都不是茶的滋味，而

是内心深处的人生滋味。

喝茶不只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习惯，西方人也如

此。现代著名作家萧乾在《茶在英国》中写道：“英国人在

生活上最大的享受，莫若在起床前倚枕喝上一杯热茶。”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窗子，睁开慵懒的双眼，端起一杯

热茶，用茶香唤醒沉睡的身体。那一瞬间，真的让人不由

感叹，有茶真是人生幸事。

人生如茶需慢品，浓淡皆宜；岁月如歌需静听, 急缓

无别。

此时你再也不能静若处子

一波一波的涟漪

让你的心荡漾成八月的鲜花

那些上下翻飞的绿叶

似蒲扇轻摇

凉爽了大地的胸膛

展翅的蜻蜓

尽情地击鼓传花

静美的风景流动成目不暇接的视频

在这夏天的深处

那些如灯的荷花

传递着故乡浓浓的乡情

夏天草木成帷，到处都充满了生机与活

力。蝉鸣声声，从早到晚，叫个不停；乡村的小

河水，悠悠流淌，汩汩作响；高大的树木，枝繁

叶茂，在阳光的照射下，留下一地斑斑驳驳的

光影。

此时，自然界中的花朵也迎来了高光时

刻：热情洋溢的石榴花，如火如荼；满枝丫的蔷

薇花，开得正灿烂；盛夏的荷花，粉白相映，香

远益清……然而，我最欣赏的还是夏天里的百

合花。

百合花，是一种优雅的花卉，其形状有着

一种雅致美：未开的百合花，打着花苞苞，呈现

出纺锤形状；盛开的百合花，花朵是一种清丽

的梨花白色，而且花瓣儿细长，呈现出一种清

新的气息。在夏日的阳光下，百合花绽放的姿

态更是令人陶醉。

在农村，百合花很常见。 在连绵不断的

山野，在幽邃的深谷，在满是荒草的田埂，几

乎都有它们的身影。有时，甚至就连普普通

通、土壤贫瘠的石头缝隙中，都会突然地冒出

一株百合花来。它们的生命力，实在顽强得

很，一滴雨水，一抔土壤，就能安心栖居、生根

发芽。

回忆起我们童年的时候，每到夏天，我们

总是会到田野里去寻找百合花。在田野中，我

们沿着小径慢慢走着，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

感受着夏日的气息。在采摘百合花的时候，我

们会带着欢笑和快乐，小心翼翼地采摘着，以

免破坏花朵的美丽。

采摘后的百合花，通常，我们会将其插在

装有清水的透明的玻璃瓶子中。打着花骨朵

儿的百合，充分吸收着水分的滋养，第二天就

会看到瓶子里的百合，绽放出花朵。有时候，

我们会用花瓣和一些蜂蜜混合在一起，制作成

一种美味的花蜜，享受花蜜的香气和口感。

在农村，百合花也是一种常用的中药。百

合花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的功效，常用于

治疗感冒、咳嗽、支气管炎等症状。农村人遇

到这些小痛小病时，也会用到农田边微小的百

合，将整株采下，放在砂锅中慢慢熬至半个小

时左右，饮其药汁，也就一两天工夫，身体便能

痊愈。

农村的人们也常常会趁着百合花的花期

去采摘花朵。采摘后，简单地过一遍清水，放

在家里通风的地方阴干。风干的百合可以来

泡茶喝。饮用百合花茶可以带来一种清爽和

舒适的感觉，有助于缓解身体的不适。泡出来

的茶水，滋味是一种淡淡的甘甜。尝之，颇觉

夏天的乐趣与清欢。

百合，不仅美在花，就连深埋于地下的百

合鳞茎也同样是不可错过的美味。夏秋之际，

将百合根茎挖出来，除去泥土，用清水洗净，剔

除多余的根须，用刀切除均匀的薄片，就可以

跟糯米、红枣、莲子一同搭配，熬上一锅香甜可

口的百合粥。既可以用来清洁暑热，也可以间

接起到了美容养颜的功效。

悠悠夏日长，不如与平易近人、优雅馨香

的百合花来一场美丽的遇见吧，闻着花香，欣

赏着花瓣，在一朵花的时间里，品味夏日光阴

之清欢。

阿木在小区建了个“食堂”，为60岁以上的

老人提供中、晚餐，两荤一素一汤只要5块钱，

本都回不来。大家一时间议论纷纷，都觉得阿

木是哗众取宠，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阿木，今年61岁，老家东北，原名叫啥没人

关心，大家都喊他阿木。关于阿木，坊间流传

着许多趣事。

1986年，24岁的阿木和未婚妻从东北老家

去逛北京城。那时阿木还是小伙，未婚妻也没

成后来的老婆。别看阿木年轻，因为他“上头”

有人，24岁就已是县物资局下属一个厂经销科

的副科长，至于上头有什么人，谁也不知道，都

是他自己说的。不管怎么样，阿木在当地也算

个人物，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带未婚妻逛

京城就权当旅游结婚了，他见人家大城市就是

这样，也不用拜天地，又时髦又省事，还花不了

多少钱。

初到北京，阿木学着北京年轻人的样子搂

着未婚妻的腰。未婚妻虽有点不好意思，可半

推半就也让阿木搂着。逛着逛着俩人口渴了，

阿木拉着未婚妻进了一家比较排场的商场。

看了半天，阿木花1块多钱要了一瓶矿泉水，因

为他俩比来比去，觉得还是这个最划算。

走出商场门，阿木就把矿泉水递给未婚

妻，让她先喝。未婚妻推给他，让他先喝。推

来让去，最后阿木拗不过未婚妻，就打开盖，轻

轻抿了一小口。这一抿不要紧，心一下凉了半

截：一点儿都不甜！可他哪敢和未婚妻说啊，1

块多可不是小数，买了瓶凉水那还了得？

未婚妻接过矿泉水也轻轻抿了一口：“坏

了，阿木，咱让人家

坑了！”未婚妻表情

极夸张，嗓门也抬

高了。

“嘘！！”阿木赶

紧拉未婚妻来到避

静处，“先研究研究

再说，别让人看咱笑

话。”阿木拿着瓶子上下左右地看了一遍，又把

那个配料表好好地看了看，一拍未婚妻的肩膀，

轻声说，“人家是对的，没坑咱，你看，不含糖。”

“糖都不含还卖一块多？你看你看，一瓶

凉水就卖一块多，不让人坑了还怎么着？”未婚

妻心里那个悔啊。可再怎么着也是花钱买来

的，总不能扔了啊。于是两个人还是像喝“果

子露”一样把水喝了。末了不舍得扔瓶子，剩

下的几天，出去玩都把军用水壶丢一边，就用

那矿泉水瓶盛水。人越多的时候越打开喝上

两口，心中还有丝自豪感。阿木说，那个瓶子

回东北时还带回去了，那年过年给老丈人打酒

就用那个瓶装的。

阿木还很能折腾，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

率先砸掉铁饭碗，从那家国有单位辞职，南下

闯荡杭州。初来乍到，几个东北老乡带他杭州

一日游。天气热，逛着逛着，汗就出来了，于

是，大家每人买了个甜筒冰淇淋。阿木吃得

快，把上面的冰淇淋吃了，把“筒”偷偷扔到了

路边草丛里。后来看到人家吃完上面的冰淇

淋，又吃下面的甜筒，他往回跑了快 500 米把

“筒”拾了回来。埋怨了大家一路子，嫌没早告

诉他“筒”能吃。

还有一次，阿木请客户，要的“青岛”易拉

罐装的啤酒，大家谁都不会打开。还是阿木勇

敢，用牙往盖子上一啃，喷了一身。至于阿木

吃席时喝洗手水，那都是后话了。

后来，阿木在杭州做地板生意，放着如许

多的地板不卖，成天花心思给每款地板取名，

编故事，美其名曰做企业文化。而且他脑子还

一根筋，一直记着老辈儿传下来的话“买房子

置地”，一有点钱，他就忙活着买房子，还学会

了付首付、按揭……他东折腾西折腾，几年下

来，地板生意没做大，却在杭州有了好多处房

产。

疫情来后，阿木地板生意不做了，开始琢

磨干点别的。前段时间，大家几次看到阿木出

入社区，甚至有一天还看到阿木拿了个大信封

出来，红光满面的。便有人猜测，无商不奸，阿

木肯定从社区得了好处。只是大家怎么也没

想到，阿木竟贴钱为老年人开了个食堂。

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阿木晒出了一句

话：为人民服务。另外还配了两张图片：一张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的信封，另

一张是红色的退役军人优待证。原来阿木还

是个老兵。

八 月 稻 田 忙
□沁雅

风 吹 荷 塘
（外一首）

□木易

夏日悠悠百合香
□管淑平

阿 木
□葛鑫

观 蝶
□刘波

悄然翔落己身旁，许误当花试品香。

曾见孩童追网捕，谢其信我善儿郎。

桂花
□李成山

金瓣丹心情意柔，芬芳十里醉中秋。

文英笔下钏成串，清照词言第一流。

平湖秋月
□张顺兴

秋月一轮灯炷亮，波涛万顷撒金光。

泛舟湖上消长夜，鼓乐喧豗逐浪航。

烛影摇红·紫藤花咏
□刘玉库

人
生
如
茶
需
慢
品

□
王
丛
菲

我想到乡下去
见不到精壮小伙

也见不到俊俏的媳妇

春联在夏天的风里

也显得那么落寞

一声狗吠，几缕炊烟

红墙碧瓦，绿竹摇曳

流过门前的小溪

潺湲着绕过磨坊

不知名的野花开的烂漫

樱桃那么红那么红

等着你来采摘

我想到乡下去

贴近泥土的温润和五谷的芳香

我要和留守儿童做游戏

给他们说安徒生童话

给他们打开一个窗口

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是渺小的

可我带一颗纯洁的心

在乡下

连梦境里也是蜂蜜的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