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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过后，正是夏蝉初响、
夏荷生香的时节。家旁边的日
湖，近期举办“荷风细语，侬好
宁波”第二届荷花节，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赏花拍照打卡，成为
甬城夏季浪漫而有诗意的又一
处网红地。

日湖的夏天，满目葱茏而
又热情洋溢。看红蜻蜓飞过，
便会想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有蜻蜓立上头”的诗句来。无
论是那接天的莲叶、荷花，水岸
边蓬蓬勃勃的铜钱草以及一些
不知名的灿烂夏花，还是绿茵
草坪上自然生长美丽精致的绶
草，都让人感觉心旷神怡、流连
忘返。

不过，最美妙的，还是在下
雨的清晨，撑伞漫步湖边，漫听
蛙鸣声，近看荷花出污泥而不
染，雨珠儿在荷叶上大珠小珠
落玉盘，便觉得世界是如此的
静谧而美妙。雨中少游人，微
风细雨中还可以任性地享受独
处时光，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
可以不想……

我对荷的喜爱，最早缘自
年少时读朱自清的《荷塘月
色》。“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
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
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
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
像笼着轻纱的梦……”读着这
文字，眼前仿佛展现一幅绝美
的工笔画，让我无限憧憬，什么
时候在现实中也能体验如此美
好的景致呢？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翩然
到来了。当年暑假，很偶然
的 ，四 位 同 学 相 约 去 郊 区
玩。在同学家吃过晚饭后，
天色已暗，一位同学兴致勃
勃地邀请我们去她家所在的
村子看荷花。

夏夜月光如洗，走过几条
蜿蜒的田间小道，荷香扑面而
来。那荷塘不算很大，可满塘
荷叶长得比我们都高，层层叠
叠的荷花，在月光下像一个个

圣洁的仙子。如此唯美的画面
是我从未见过的。“叶子出水很
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微风
过处，送来缕缕清香”，月色融
着荷香，在仲夏的乡村，我们脑
海中回味着那文中的佳句，现
在身临其境，有种既真实又虚
幻的感觉。如今看到荷花，仍
会想起那位同学以及那个民风
纯朴的村庄。

尔后的几十年光阴，我每
到一座城市，都会有意无意地
去当地的荷池走走看看。喜欢
杭州西湖荷花的婉约灵秀、南
京玄武湖荷花的端庄大气，更
喜欢腾冲和顺荷花的古朴隽
永。和顺虽是个边陲小镇，却
是一个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
白墙黑瓦掩映着十里荷香，别
有一番世外桃源的意境。

荷花自古被称为花中君
子，受国人喜爱。我国许多城
市都奉荷花为市花，如澳门、江
西九江、湖北孝感等。“出淤泥
而不染，灈清涟而不妖，中通外
直，不蔓不枝……”那一花一
茎、一枝一叶，清新脱俗，毫不
依附，在夏日恣意向世人绽放
其美丽而圣洁的姿态。即便到
了秋冬季节，荷池之中，仍有众
多干枯的茎叶立于水面，任凭
风吹雨打。

我曾在秋冬时节，去宁波
的天下玉苑、走马塘等地看荷，
那时的荷花，虽然凋零、残缺，
但仍以一种坦然的姿态面对四
季的轮回与变迁，让人对生命
有了更深度的思考与领悟。“秋
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
声。”它启示我们，无论在生命
的哪个阶段，都应保持内心的
坦然、从容与淡定。

如今，我国各地城市公园、
历史景区，只要有水，便多有荷
的倩影，“映日荷花别样红”的
景致在乡村更是常见。正值荷
花盛开季，爱荷的人们，多去有
水的地方走走，随时准备来一
场与荷花的美丽邂逅吧。

西瓜作为自然馈赠的解
暑神器，以其甘甜多汁、清爽
宜人的特质，一直是夏季水
果界的“顶流”。自古以来，
文人墨客对它不吝赞美之
词，如清代赵翼曾留下“不是
甜冰是甜雪，满瓤到口即时
消”的诗句，将西瓜的甜蜜与
清凉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份
对西瓜的喜爱，不分老幼，我
家亦是如此，年年都在自家
田地里种下一片清甜。

西瓜种植可是一门大学
问，种植场地选择特别重要，
常常是深挖沟、广施肥。由
于西瓜对钾元素需求量大，
且其根系分泌物会抑制自身
生长，轮作便成了保证西瓜
健康生长的必要措施。记得
刚开始种植西瓜时，我们缺
乏经验，连续两年在同一块
土地上栽种，结果瓜藤莫名
其妙地枯萎死亡。后来多
方请教有经验的老农，才明
白轮作的重要性。如今，我
们家的西瓜田每年都更换
位置，今年种在田块东头，
明年就挪到西头，就这小小
的改变，却让西瓜的长势越
来越好。

儿时的夏天，街头巷尾
时常回荡着“西瓜换稻谷”的
吆喝声。每当这熟悉的声音
响起，我们这群孩子便兴奋
不已，像小尾巴似的缠着大
人去换瓜。那时候，自来水
还未普及，家家户户都靠着
一口水井生活。井深大概在
15米到30米，井水冬暖夏
凉，堪称天然“冰箱”。我们
将西瓜装进篮子，用绳子系
住篮柄，缓缓沉入井底。劳
作一天的大人们归来，从井
中捞出浸透凉意的西瓜，咬
上一口，清甜的汁水在口中
四溢，暑热瞬间消散无踪。

近日，又到了我家西瓜
成熟的季节。前些日子连日
阴雨，让西瓜的口感大打折
扣。查看天气预报得知，明
日起又将迎来四五天的降
雨。为防止西瓜在田里腐
烂，我们决定将熟透的西瓜
全部采摘回家妥善保存。备
好蛇皮袋，带着代代相传的
摘瓜诀窍，我和儿子一同前
往瓜地。在瓜地里，我们仔
细观察，先查看西瓜前后三
档藤蔓内的叶子是否变黄枯
萎，再用手轻弹西瓜，听那清
脆的“咚咚”声。确认西瓜熟
透后，我郑重地对儿子说：

“记住，这就是判断西瓜成熟
的窍门，以后你可得好好掌
握。”就这样，不一会儿，袋子
就被沉甸甸的西瓜装满了。

回到家，儿子就迫不及
待地将西瓜放进冰箱冷藏，
还说要等爷爷收工回来，一
家人一起享用。傍晚时分，
最紧张的时刻来临——检验
我摘瓜成果的时候到了。我
将西瓜洗净，拿起水果刀，本
以为会像往常一样，轻轻一
划西瓜就会自动裂开，可第
一刀下去毫无反应，第二刀
依旧如此。我的心瞬间悬了
起来，要是这次看走眼，在儿
子面前可就糗大了。直到第
三刀落下，西瓜终于“砰”地
裂开，露出鲜红饱满的瓜瓤，
原来是个厚皮西瓜，真是虚
惊一场。

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
院子里，微风轻拂面庞，大家
品尝着自家种植的西瓜，你
一言我一语，谈天说地，欢声
笑语在夜空中回荡。这一
刻，岁月静好，温馨与幸福在
这小小的院子里悄然流淌，
这大概就是平凡生活中最珍
贵、最美好的瞬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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