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烈日炎炎的7月，身体、精神

与炎夏中即将召开的巴黎奥运会

一起沸腾。我们期待收到您有关

梦想与奋斗的火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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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绿肥红瘦”的初夏之时，阳光已带着略
微的灼热之气。正午时分，晒得河面薄雾袅袅。
蛙鸣鸟啼声里，田畈阡陌，一派葳蕤浓绿的蓬勃
之气。颗粒饱满的油菜籽缀满枝间，倭瓜似一个
个顽童在繁密的枝叶间若隐若现。豆角伸着长
长的触角，努力攀爬着向空中伸展。那阳光下灿
然绽放的一簇簇小野花，像夏夜浩瀚夜空的点点
繁星，点亮了我的双眸，也让内心一点点走向丰
盈与繁盛。

每次读到“立夏秤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
闺”的古诗，流年往事便像展翅的蝴蝶在心间翩
翩飞舞。在老家门前那棵老槐树下，初夏之时，
大人们把粗麻绳往树叉间一抛，找来一个大箩
筐，拿起那杆从祖辈传下来的古董秤，左邻右舍
便欢聚树下。大人们嘻哈说笑间一个个拎起自
家的孩子，往箩筐里一丢。有的孩子就卧在筐里
四仰八叉，有的扮着鬼脸逗趣，腼腆的女娃儿则
抿紧嘴唇抓着筺沿。邻居家的胖墩坐入筐中，挤
得不漏一丝缝隙，称好出筐，他笨拙得半天爬不
出来，逗得大家欢笑声一片。每当立夏之时，当
娘的总不忘给丝线镂空荷包里放入一个煮熟的
鸡蛋，挂于自家娃儿胸前。据老一辈人说，这是
古时传下的习俗，避疰夏之疫。一次与友人聊此
话题，他说家乡的习俗是碰蛋，一堆孩子以蛋撞
击，蛋壳不碎者为赢，那个“蛋冠军”总是让获胜
者不忍入口。

记得那年初夏，我们忙着应对中考，发条已
被拧到极限，每天有做不完的试卷、背不完的单
词，超负荷的脑力支出让我们身心俱疲。一天早
读课后，班主任林老师拎着两个大袋子，我们正好
奇间，只见老师从两个袋子里分别拿出鸡蛋和杏
子，挨个放在我们课桌上。随后，老师动情道：“大
家辛苦了，这将是老师和你们度过的最后一个立
夏。立夏讲究吃鸡蛋和杏子，这些都是我从乡下家
里给大家拿的，新鲜着呢，鸡蛋给你们补补脑。‘立
夏吃个杏，到老没有病’，老师祝你们都能考上理想
的高中，加油，同学们！”那天，教室里弥漫着杏子诱
人的果香，大家暂时卸下沉甸甸的重担，像幼稚孩
童般玩起了碰蛋游戏。而那黄澄澄、酸甜脆香的
杏子，至今想起，还让我唇齿留香。

当春姑娘在落红满地、花开荼靡间轻盈地转
身离去时，初夏则在灼灼蔷薇的馥郁芬芳中，携
着缕缕清风踏花归来。在这红残绿浓的浅夏，各
色花儿都已退去，在枝丫间静静地孕育它的果儿。
此时娇媚的蔷薇闪亮登场，它们团团簇簇，挨挨挤
挤，开得满城飘香。河堤边，庭院的栅栏间，小区的
院墙上，袅袅花骨缀满枝间，引得蜂喧蝶舞，不时
看到人们驻足花间，有的拍照，有的细嗅花香，难
怪杜牧赞它“朵朵精神叶叶柔，雨晴香拂醉人
头。”我竟也一次次沉迷花间，久久不愿离去。

在这“绿阴铺野换新光，薰风初昼长”的初夏
之际，我在兀自蓬勃，悄然绽放的蔷薇花间神思
缥缈。那些流年往事，在稠密的花蕊间灵动鲜活
着。采撷那些往昔的“岁月之花”，也如眼前这明
艳动人的蔷薇，一点馨香着心扉，也丰盈了我的
流年。

蝉鸣

刚开始的时候
我只在清晨或傍晚
听见浅浅的
知——知——

许是一场雨或一阵风
不再蛰伏
它们拼了命地叫唤
知了知了知了……
仿佛不使劲
就对不住这一生

六月(外一首)

□李振怡

柳条晃得随意
金钟花黄澄澄连成一片
初夏的清凉与热烈
缠绕，儿童节父亲节
高考和毕业
割了麦子，插了秧田
一程又一程
草木看得最真切
这个时节的灵动与小确幸
团圆和别离都是宏大叙事
运河船只缓缓前行，突突突的
嗓音低沉，水流清脆
梦中人正酣甜
一年又过去一半

一汪清水破译了蓝天的密码
一朵莲似从周敦颐的文字里
探出头来
清风，明月
像是追逐理想和前程的样子

一只水鸟立在芦苇杆上
它直抒胸臆
倾情表白，执着追求
鱼是它躁动的内心
尽管表面平静，风却不止

青草铺展而热烈
花朵绚烂却冷静
初夏，少了春天的轻浮
一个转身，青红的果子
已为你殷勤高举

记得去年初夏
我们在河边相约
去年的莲花
也如现在一般盛大丰盈

初夏
□刘春华

古人云：“小暑过，每日热三分”。诚然，炎夏
不适宜长途跋涉、外出旅行。老底子江南人，这
时节，白天闭门谢客，夜里乘风纳凉。在没有空
调的年代，如何消遣这漫漫长夏？“一碗分来百越
春，玉溪小暑却宜人。”在古人看来，小暑最宜饮
茶。

江南人饮茶，不似北方人大碗海饮那般鲸吸
长虹、牛饮三江，而是执泥壶小盅，浅斟低饮，“于
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
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我祖父在世时，家境优渥，虽说江南溽热，入
暑后容易食欲不振，但本着“ 无荤不下饭”的原
则，他的饭桌上少不得两样物什：一盘松酥弹牙、
饱满多汁的时令五香小排，一海碗用软壳幼蟹拌
上鸡蛋、面粉炒制的“鲜掉眉毛”的“六月
黄”。吃完两道菜，用“六月黄”的汤汁拌米
饭，甚是入味。酒足饭饱，祖母端来一大锅冰
镇好的绿豆汤，按规矩，一大家子每人舀一
碗，此刻，祖父却提前离桌，独自回书房泡茶
喝。茶具是出自宜兴的紫砂壶，茶叶乃当季洞
庭碧螺。他捏一小撮茶叶撒入扁肚子的宜兴紫
砂壶里，用70～80度的水冲开，再取一个细瓷
小杯倒出来。他喝得很慢，喝一口，回味一
下。饭罢一瓯春露，不仅“解荤腥，涤齿颊”，
亦有一番“无事小神仙”之雅趣。

到了我父亲那一代，家道中落，吃穿用度
终不及祖父那般讲究，盛茶用具由紫砂壶换成
搪瓷杯，口粮茶也由碧螺春降格为炒青。夏天
一大清早，只见父亲从茶叶罐里抓一大把炒青
叶子，泡上酽酽一大杯，忙到汗流浃背，才举
杯仰脖，如旱苗吮甘露般“咕嘟咕嘟”一饮而
尽。我怀揣十二分好奇，趁他不注意，偷偷呷

一口，又苦又涩，比中药还难喝。用汪曾祺的
话来说，这种蹩脚的茶叶“只配煮茶叶蛋”。

一代文豪郭沫若在十一岁时写下“闲钓茶
溪水，临风诵我诗”的饮茶妙诗，而我也正当
那个年纪开始饮茶。因为暑期吃了大量冷饮，
入秋落下病根，老中医开完方子，千叮万嘱

“少吹空调，少吃冷饮”。于是，我用开水泡绿
茶代替冷饮，从而养成小暑饮茶的习惯。

我对吃穿不甚讲究，唯独对茶叶，半点马
虎不得。起初只喝条索纤细、蜷曲如螺的家乡
洞庭碧螺，嫌别处的茶叶粗枝肥叶、味儿涩
苦，还有一股浓重的烟火气。家乡碧螺，非但
不涩不苦，还自带一股幽幽果香，闻之令人心
神皆醉。汪曾祺在《寻常茶话》里谈到：“我对
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
一天换三次叶子。”而我喝碧螺春，一天换三次
叶子还不止，因碧螺春不耐泡，三遍过后，便
索然无味。后来，我穿越恩施大峡谷，在山间
歇脚时，山里人热情，泡了一杯当地特产的恩
施玉露给我尝鲜。接过杯子，碗底叶绿汤青，
一啜之下，满口鲜爽甘醇。更难得的是，此茶
连泡数遍，仍能保持澄清碧绿之汤色。这种用
蒸汽杀青而制的成品绿茶，亦无烟火之气，口
感更“胜似玉露琼浆”。于是，果断弃了千儿八
百一斤的碧螺春，改喝价廉物美的玉露茶。

转眼又将至小暑，我特地买了一个景德镇
骨瓷杯，用来泡绿茶，茶如翡翠汁，杯如羊脂
玉。老舍说:“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
得。”彼时，室外炎热似喷火，杯底绿意生凉，小啜
一口，顿感世间烦恼、苦乐哀荣、柴米油盐，统统
抛到爪哇国去了，唯有滞留在齿颊间的幽幽茗
香。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又到一年一度立夏时。立
夏标志着时令进入夏季。整个夏季分为孟夏、仲夏和
季夏，孟夏也称初夏。

此时，闲适而又惬意。虽然春天的慵懒渐渐消
逝，但夏的酷热尚未正式来临；虽然没有了鸟语花
香，但聒噪的蝉鸣还没有开始。就我而言，这是阅
读、思考、码字效率较高的时段。

这段时光中的绿色最是惹眼：绿叶挤上了枝
头，田野上越来越多的绿色扑入视野。这初夏之

“绿”不同于春回大地时好似能掐出水来的嫩绿，也
不同于盛夏时浓郁的、老成持重的墨绿，更不像秋
天那种绿中开始泛出枯色的黄绿，而是一种光鲜
鲜、明艳艳的，让人赏心悦目的绿。

此时，我家老屋边的树叶挨挨挤挤地织成一把
巨大的绿伞，挡住日渐升温的阳光，而阳光则拼命
地透过树叶，将金色洒向大地，于是斑斑点点的阳
光犹如在绿叶上跳集体舞，而舞动的阳光又如水面
的粼粼波纹，只见绿叶随风在波纹中颤动，光点则
游游荡荡，来来回回。我不由想起巴金先生说过的
一句话：“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
动。”用以形容此情此景，是多么形象。

在赏心悦目的绿中，最让人垂涎的无疑是“清
明见荚，立夏好吃”的蚕豆。蚕豆在太仓有着悠久
的历史。王祖畲主撰的 《太仓州志》 上说：“蚕
豆，俗称寒豆，出双凤法轮寺前者佳。近九都陆宣
公庙前后出者尤胜，因号宣公豆。”民国时，太仓
毛家市出产的“毛板青”蚕豆远近闻名，当时上海
杂粮店出售蚕豆时，往往以“毛板青”挂牌，招徕
生意。据说上海老城隍庙的五香豆就是以“毛板
青”为原料制成的，远销南洋各地，声誉极佳。
2018年的《太仓年鉴》介绍“毛板青”蚕豆的特点
是：“色青粒大，板子宽阔，尾有凹痕，肉色白净，

味鲜而糯，易酥不腻，并含有多种营养成份，为蔬菜佳
品。”

蚕豆的食用方法很多，最家常的是葱爆蚕豆。烧
蚕豆放葱与颜色有关，虽然蚕豆本就一身绿，但加葱
之后，由于葱绿与豆绿的区别，绿就有了层次感、立体
感。此外，葱和豆分开时，葱是葱，豆是豆，但两绿一
旦结合，发生了“美美与共”的化学反应，蚕豆于是脱
胎换骨，味似荤腥。我看到过太多的吃货，一人甚至
可以吃掉大半海碗葱爆蚕豆，还不忘用漂着葱花的汤
汁泡饭！

当然，烧葱爆蚕豆也有讲究：我是先将少量葱花
入油锅爆香，而且要爆到葱花略微干的程度，再放
入蚕豆炒。此时，厨房里的葱爆蚕豆香气，隔几层
楼都能闻到。起锅时再撒上葱花，既有油爆葱之浓
香，又有鲜葱之清香，与豆香交融，而成就一款碧绿
青翠的佳肴。

初夏的这款绿色美食，对食客而言有无可抗拒的
魅力，更是实实在在的味蕾享受。

而且，此时赏心悦目的“绿”，对于不同年龄的人
们来说，还会产生不同的感受。

初夏在孩子们眼中尽是美好风光。他们无忧无
虑，不用担心即将到来的酷暑，因为自有大人如绿荫
般挡在前面，妥帖地帮助和安排他们渡过难熬的炎
夏。

此时为逃避称体重等习俗，孩子们虽然追追逃
逃，但嘻嘻哈哈，笑声一片。

此时还有清爽的风味美食和时令佳果吸引着他
们的目光……初夏之“绿”，对于孩子们而言，是快乐
之“乐”。

对于青年人而言，因为初夏温度宜人，也是最佳
的约会之时。青年男女们相约相伴，理所当然地成为
节假日外出旅游的主力。此时在太仓生态植物园、电

站村等景点，花枝招展的靓女和穿着休闲服的俊男，
携手在那一抹惹眼的绿中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青春的活力，也为初夏之“绿”平添
了旺盛的生机，显示出春春无畏、奋发向上的气息。
青年时享有的初夏之“绿”，也是乐在当下之“乐”，乐
于奋进之“乐”。

中年人的初夏，仍如平时一样忙碌。中年人犹如
桥梁，上有老，下有小，是家中的顶梁柱；在单位里又
往往是骨干和中坚，重任在肩，当仁不让。此时，繁重
工作之余，柴米油盐醋，家里事无巨细均须关注，特
别是家庭主妇更加辛劳。而初夏时亦有一些病菌蠢
蠢欲动，因而老人和孩子的健康与平安时刻牵挂在
他们的心头。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他们更是忙得一
塌糊涂。

但是在责任和担当中，他们也会有欣慰和乐趣，
看到老少平安健康，不免会觉苦中有乐，忙中含甘。
此时是责任一半、乐趣一半；快乐一半、苦恼一半；欢
喜一半，劳累一半；有梦想期许，也有失望惆怅。我
想，在他们眼中，初夏之“绿”，应该既是忙忙碌碌的

“碌”，也是苦中有乐之“乐”和乐于奉献之“乐”吧。
老年人的初夏，由于宜人的温度和湿度，应该是

最闲适的。此时，工作的任务已经卸下，生活的重担
也已交出了接力棒。经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已然学
会了顺应大自然，随遇而安，珍惜当下。就以此时的
阅读来说吧，我已然没有了急躁，也没有了炫耀，更不
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悦读。特别是
那些回忆录，读着读着，似乎也读懂了自己经历过的
那些岁月。初夏的夜读之余，当我合上书本，抬头仰
望时，繁星点点，心中一片明澈，犹如碧绿的静水深
流。

呵，初夏带给我们的不仅有舒适、美景和美食，还
有感悟与体会，真是好时光！

绿阴铺野时
□金心

初夏好时光初夏好时光
□陆钟其

小暑宜茶
□申功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