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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接触到茶， 缘自爱茶如命的父亲。
他是当地的文化人，可以无酒无烟，但不可一
日无茶，喝茶，俨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每天起
床后，第一件事便是烧水泡茶。 由于生活条件
艰苦，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所喝之茶，都是等级
较次的绿茶，叶片大，颜色深，味道略带苦涩，
但父亲依然喝得津津有味。

见父母亲如此爱茶，年幼的我便认为茶是
世上最好的东西。 于是，就经常偷喝他杯子里
的茶水，却发现杯中除了苦涩，并没有什么甜
蜜和美好。 记得有一次在外面玩耍回来，口渴
难耐，端起父亲的半杯茶便狂饮起来，直到杯
底朝天方才罢休。 渴是解了，却挨了父亲一记
“脑瓜崩”。 没想到喝一口茶也会挨打，我委屈
地扑到母亲的怀里。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茶
不能那样喝，你把茶底子都喝光了，下一道水
冲进去就没有茶味了，你爸是在心疼他的二道
茶呢。 原来，喝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可能少年时期都有逆反心理吧，父亲越是
不让我碰他的茶，我就越要偷着喝。说来也怪，
那略带苦涩的茶水，少顷会慢慢回甘，使口中
清爽，齿颊留香，精神倍爽，这真是一种奇妙的
转化。于是，我对茶渐渐产生了好感。参加工作
后，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 ，如何慰藉乡
情？我自然选择了家乡的绿茶。我觉得，那茶里
有家乡的味道，有父母亲的影子。久之，茶与我
越来越近，越来越亲。

我之爱茶，除了父母的影响，还有环境的
影响。这里所说的环境，不是自身的环境，而是
茶的环境。陕南为山区，茶山海拔高，昼夜温差
大，为陕南绿茶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你无
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如诗如画的茶山。 茶
树要么浸润在云雾缭绕的云海中，要么沐浴在

清澈明净的阳光下，要么沉睡在宁静空灵的夜
色里，得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可谓是天
造地设的佳品。

春天，新茶出来了，抓一撮绿茶放进玻璃
杯，让它与开水激情碰撞。在透明的空间里，它
翻腾着，舞动着，旋转着 ，苗条的身姿徐徐展
开。 最后，一根根稳稳地立在了杯底，叶柄向
下，叶尖朝天，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杯，片片茶
叶显得更加娇嫩、鲜美，仿佛刚从茶树上冒出，
还带着夜露的清凉。 少顷，透明的白开水变成
了诱人的嫩绿，茶香从杯口溢出，袅袅升腾，满
室生香。 这颜色，是茶山的表情，是春天的使
者，是人见人爱的尤物。长期生活
在这样的仙境中， 天天有茶山入
目，日日有茶香熏陶，一个热爱生
活的人，不爱上茶才叫怪呢。

茶， 让我爱得更加深沉的原
因，还有文学。 我自幼喜爱文学，
特别喜欢那些有情调的古诗词。
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 关于
茶的诗文， 多如牛毛， 且自成体
系，读来回味悠长，悦人身心。 如
文徵明在《煮茶》中写道：“至味心
难忘，闲情手自煎。 地炉残雪后，
禅榻晚风前。 ”读来淡雅悠然，余
味袅袅，其爱茶之情溢于言表。白
居易的 《两碗茶》：“食罢一觉睡，
起来两碗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
南斜。”则生动地表现了他无忧无
虑，安然自在地晚年生活。苏轼的
《望江南·超然台作》：“休对故人
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
年华。 ”表达了苏轼以茶寄情，聊

慰乡愁之意。我们本地同样也有一些广为流传
的茶诗，传唱多年，经久不衰。如清朝陕西安康
府知府叶世倬的 《春日兴安舟中杂咏》：“桃花
未尽开菜花，夹岸黄金照落霞，自昔关南春独
早，清明已煮紫阳茶”。 细细品读，一幅美丽的
春景图跃然纸上，让人仿佛走进了春天，有撩
人的春色扑面而来， 有醉人的茶香飘然而至。
品读着这些关于茶的诗文，如同品味着一杯香
茗，不知不觉便醉了。

淡淡的茶香，似春风，如暖流，静静地陪伴
着我一路前行。 我平凡的人生，从此便有了滋
味，有了情趣，有了永远流淌在心底的温暖。

一股风、 一股可恶的风吹走了我的小草
帽。 我追呀追，追到草丛里，正要抓住小草帽，
又一股旋风吹来，草帽又飘起来，在风中旋转，
旋成一枚小小的月亮 ，一会左 、一会右 、一会
上、一会下地飘忽着，草帽下的红绸带，是两朵
飘浮的红云，缠着月亮走。

小草帽向着山崖飞去了，翻着滚儿，落下
崖底，再也看不见我心爱的小草帽了。

我伫立在山崖边小声哭泣。 洁白的小草
帽，是母亲用爱编制的，戴上它，可以把火热的
阳光阻断，给我编织一片荫翳。可是，我的小草
帽不见了，我对着山崖喊：“小草帽，你回来！ ”
山崖回应着； 我对着白云喊：“小草帽， 请回
来！ ”白云无语，轻轻飘过山谷；我对着森林喊：
“小草帽，你在哪里？ ”小溪回应了，只把听不懂
的淙淙水流声给我。

我把母亲的挚爱丢失了。我背着一背篓的
柴火朝回走。

母亲帮我卸下柴火，然后惊奇地发现我的
小草帽不见了，便问。我“哇”一声哭起来了，眼
泪珠子似地滚落，母亲拿袖子给我拭泪水。 我
说出了经过，母亲一把搂住我，紧紧地搂住我：
“儿啊，草帽丢就丢了，我可以再给你编啊，追
草帽多危险啊！ ”

我这才破涕而笑。
小孩子们都爱夏天，我也如是。 小河的浪

花里，我是一条黑泥鳅，在潮头上翻滚；家乡的

柳树林里，我是一只快乐的百灵鸟，在柳树间
跳来跳去；炎阳下的稻田田埂上，我是一只飞
翔的蜻蜓，飞过张家又飞到李家。我的一身，除
开眼睛仁是白的，其他都是黑的，黑得像土地
的颜色，若是脱掉四条筋褂子和短裤头，比其
他地方略白的四条筋和短裤头，就永远地印在
了身上。 晒下的火毒，周身都是，身上长疤疤，
嘴上起火泡，头上长火包。 母亲心疼，用鱼腥
草、薄荷叶、莲叶等一起捣碎敷上，熬的草药水
加上白糖让我喝，真是神奇了，不几天火毒就
退去了。母亲说，给你编制一顶小草帽戴上，就
把火毒隔断了。

母亲细心挑拣麦秸儿，粗的、直的、白的都
是她挑选的对象。 选好的麦秸 ， 用温碱水浸
泡 ，然后在太阳底下晾晒 ，再浸泡 ，然后阴
干 ， 这时候母亲就开始编制麦秸条了 。 一
根一根的麦秸 ，在母亲的手下 ，变成了一条
长长的银带子，卷成筒状，这就是一寸宽的麦
秸条。

编制好的麦秸条，就可以缝制草帽了。 母
亲拿一根红头绳，围了围我的头，这是为编制
草帽窝子找尺寸，母亲给我围了围，又将红头
绳拉直看了看，这就记下了最后一轮草帽窝子
的精准尺寸了。母爱，就是一根红头绳，可圆可
直的红头绳，就这根短短的红头绳，深深的母
爱是无法丈量的。

一圈一圈地编，一圈一圈地缝，到了草帽

窝子最后的一圈，母亲拿出红头绳，在麦秸条
上反复丈量，用粉笔画上记号，这样编制下来
的草帽窝，戴在头上不会摇晃的。

小草帽编制好了，母亲又在草帽上系上两
根红绸带，若遇上有风的时候可以系上，草帽
就不会飘飞走。

编制好的小草帽，父亲拿出红漆，在小草
帽边缘写上“劳动光荣”四个字。这顶母爱和父
爱编制的小草帽，就是一轮满月，白噗噗的满
月，照在我头顶的满月，跟随我的童年。

戴着小草帽的日子真好，太阳从东方升起
来，我的影子在西方，是一个大大的叹号，叹号
那圆圆的一点，阴凉着我的脑袋；太阳在头顶，
我的影子成了一个圆， 我的全身都在凉风习
习的圆中 。 脸上起汗了 ，拿起小草帽擦 ，把
麦香也搽在了脸上 。 困了 ，倒在柳荫下 ，拿
着小草帽当枕头 ， 短短的午休也能做一个
饱满的甜梦 。 无风吹来 ，拿起小草帽扇风 ，
满草帽窝的风，和着果香、稻香、汗香一起吹
过来，清凉了我急躁的灵魂。 有几只胡蜂追过
来，在我的头顶嗡嗡乱窜，我拿起小草帽，轻轻
摇晃，把它们赶走了。

这次上山打柴， 不晓得山风说来就来，我
没顾上系绸带，小草帽被山风吹走了，这枚月
亮不知道落在谷底的哪一方，可否给一片草地
遮阴？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母亲又要熬上好几
个夜晚，给我编制下一顶小草帽。

在那片连绵起伏的山峦深处，隐藏着一个
小小的村庄。 那里的天空总是湛蓝如洗，云朵
像棉花糖般飘浮， 远处的山峰被晨雾笼罩，宛
如一幅水墨画卷。 村庄里，有一间用泥土和木
头搭建的小学， 教室里摆放着几张破旧的课
桌，墙上贴着几张褪色的拼音字母表。在这里，
一群山里的孩子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在艰辛
中追寻着读书的梦想。

清晨， 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云层，村
庄里的孩子们早已起床。他们轻轻推开吱呀作
响的木门，踩着沾满露水的石板路，朝着学校
的方向走去。 有的孩子背着用粗布缝制的书
包，里面装着几本书和一支短得快拿不住的铅
笔；有的孩子则干脆将书揣在怀里，生怕弄皱
了那来之不易的课本。 一路上，他们会经过大
片的梯田，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在
为他们加油鼓劲；也会穿过茂密的树林，听着
鸟儿清脆的歌声，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学校里， 老师是一位从山外归来的年轻
人。 他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耐心地教孩子们
识字、算数。在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孩子们的眼
睛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 他们珍惜每一堂课，
认真地记着笔记， 哪怕本子上的纸张已经泛
黄，哪怕铅笔芯断了又断，也舍不得浪费一点。
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会围在一起，分享从书中
读到的新奇故事，讨论着山外的世界究竟是什
么模样。他们的笑声，在山谷间回荡，充满了对
未来的憧憬。

然而，读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山里的
生活本就艰苦， 许多孩子还要帮着家里干农
活。 放学后，他们匆匆放下书包，便拿起锄头、

背起竹篓，去田间劳作。插秧、除草、收割，每一
项农活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 夜幕降临，当
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还要在昏暗的
煤油灯下完成作业。灯光摇曳，蚊虫飞舞，可他
们却毫不在意，专注地写着每一个字，解着每
一道题。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
变自己的命运，才能走出这座大山，去看看外
面的广阔天地。

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叫小辉的男孩。 他
的家庭十分贫困，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一个人
承担着家里的重担。 尽管生活艰难，母亲却始
终支持小辉读书， 她常常对小辉说：“孩子，只
要你愿意读，再苦再累我都供你。 ”小辉也深知
母亲的不易，他比其他孩子更加努力。 每天天
不亮就起床读书， 晚上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
室。 他的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成了同
学们学习的榜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辉和同学们迎来了人
生中的重要时刻———中考。为了能考上理想的
学校，他们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几乎将所有的
时间都投入到了学习中 。 白天 ， 在教室里
认真听讲 、 做题 ； 晚上 ， 回到宿舍挑灯夜
战 。 他们相互鼓励 ，相互帮助 ，共同为了梦
想而奋斗。 考试那天，他们怀着紧张而又激动
的心情走进考场，用自己多年的努力书写着人
生的答卷。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当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
那一刻，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知道，这不仅
仅是一张通知书，更是自己和家人多年来的期
盼，是阿里巴巴通往藏宝洞大门的钥匙。 离开

村庄的那天，乡亲们都来为他送行，母亲紧紧
地握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在外面要照顾
好自己，好好读书。 ”小辉含泪点头，踏上了新
的征程。

在高中的学习生活中，小辉面临着新的挑
战。城里的同学们无论是学习基础还是见识都
比他好，但他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勤奋刻苦。他
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图书馆、自习室里总能看
到他的身影。 他不断地弥补自己的不足。 渐渐
地，他的成绩开始稳步提升，渐渐融入了新的
集体。

三年的高中时光转瞬即逝。 小辉沉着冷
静，发挥出了自己的最佳水平。 当他得知自己
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时，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
豪。如今，小辉已经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找到了
一份挺不错的工作。 他常常会想起自己在山
里读书的日子 ， 那些艰辛与汗水 ， 那些梦
想 与 坚 持 ， 都 成 了 他 人 生 中 买 不 来 的 财
富 。 他深知 ， 还有许多和他一样的山里孩
子 ，正在为了读书而努力奋斗。 于是，他决定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更多的山里孩子实现
读书逆袭的梦想。 他回到家乡，为学校捐赠图
书和学习用品，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告诉他
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就能走出大山，拥抱更
美好的未来。 ”

山还是那座山，村庄早已大变样，但山里
的孩子们因为喜好读书，拥有了改变命运的力
量。 他们就像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在艰苦的环
境中生根发芽，冲破重重阻碍，向着阳光生长。
而那束照亮他们前行道路的光，正是知识的光
芒，是梦想的力量。

夏天的雨，宛如天地间的琴弦，不经意间便弹
奏出千变万化的乐章。雨滴弹跳于万物之间，妙不
可言，时而如战鼓般铿锵，时而如琴弦般柔和。 每
一滴雨都似乎承载了一段往昔的记忆， 让我不禁
沉醉于其中。

一个宁静的周六午后， 我斜倚在阳台的躺椅
上，闭目聆听夏雨。 随着雨声的起伏，我仿佛穿越
了时空的隧道，回到了那些与暴雨搏斗的日子，那
些与风雨共度的时光， 以及那段为梦想而奋斗的
青春岁月。

犹记 2000 年夏，暴雨如注，仿佛要将整个世
界吞噬。 我与镇村干部并肩作战，与时间赛跑，转
移群众。 雨点砸在河堤上，“啪啪”作响，与我们的
脚步声、呼喊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抗
洪画卷。我将它们转化为文字，凝固于报刊的墨香
之中。 那场夏雨，那些文字，成为我新闻生涯中不
可磨灭的印记。

岁月如梭，转眼已是 2010 年。 7 月 18 日，暴
雨、大暴雨，狂泻不止；洪水 、大洪水 ，汹涌而至 。
那一刻 ，我又见证了人性的光辉 。 平利全县上
下 ，从领导到百姓 ，都在为 “生命至上 、安全第
一 ”抗洪救灾贡献力量 。 连续 40 天 ，我白天采
访 ，晚上写稿 ，用血和泪记录下了那些感人肺
腑的人和事 。 那场灾难 ，那段经历 ，让我更加
深刻地理解了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

夏天的雨， 见证了家乡小城的灾后重建。 如
今， 我新闻中那座曾经的小城已经蜕变为我们幸
福的家园。 每当太阳升起，灞河、月湖、五峰楼、五

峰山都被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那是大自然对
这座小城的慷慨馈赠， 也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和向往。

夏天的雨，为家乡小城增添了无尽的韵味。万
物被雨幕笼罩，显得既模糊又深邃。远山在雨幕中
若隐若现，近檐的雨滴如断线珍珠般滑落，构成了
一幅生动而富有层次的水墨画卷。这雨，似一位沧
桑智者，用其独特语言，向我诉说着人生的波折起
伏和世间的悲欢离合。

夏天雨声，总能触动我内心深处。我回忆起恩
师的谆谆教诲、同学的青春梦想、同事的并肩奋斗
……那些陪伴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 如今各奔东
西，有的已离我远去，有的消失在茫茫人海。 但夏
天的雨， 依然如期而至， 陪伴着我度过每一个夏
季。

夏雨初霁，我抬头仰望，彩虹横跨天际，七彩
斑斓映照着新建西大桥。 桥头山上的“平安顺利、
幸福安康”八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彩虹与这八个
字交相辉映，仿佛诉说着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夏天雨
声，如同知己，伴我人生每一程。 在这忙碌的生活
里， 让我们暂且停下脚步， 静心聆听大自然的馈
赠。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人生如
夏雨，时而平静，时而狂烈。只要我们勇敢面对，用
心感受，每一场雨都会带来生命的洗礼与成长。人
生亦如雨后彩虹，唯有经历风雨的洗礼，方能绽放
最美的七彩光芒。

夏天到了，水面上各种水生植物
开始了铺陈，绿的叶、红白的花，清风
拂过，荷芰蒲芡轮番登场，水面成了
舞台。

荷：包河莲 花香藕

荷叶罗裙一色裁。
夏天，是荷的盛宴。 粉红、瓷白

……各种荷花高高地挺出水面，椭圆
的荷叶将一池碧水打扮得接天映日。
公园、小区池塘……到处都是早起的
拍荷人，于是，朋友圈里盛开着满屏
满屏的荷叶和姿态万方的荷花。

尤其是荷花。
九曲回廊从水中蜿蜒穿过，两边

是婆娑的荷。
中学时，读过《爱莲说》。 这篇文

字的核心就是留下这样的千古名句：
出淤泥而不染。莲，不管身处何地，总
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廉。

荷的作用当然不仅仅是扮靓夏
天的水面，藕，才是它最厚重的馈赠。
或煨、或炖、或炒，这种水生蔬菜是家
常菜的主角。

花香藕究竟如何得名，找不到权
威的解释，不过确切地知道这是在荷
花盛开的季节挖掘的藕。 想一想吧，
满眼的碧绿的荷叶铺满荷塘，一枝枝
或红或白或粉的荷花摇曳其间，空气
中也散发着芬芳， 这时节采的藕，不
是也应该带点清雅的香气吗？

花香藕的做法很简单，其实这也
是最原始最适合的做法。选取新鲜的
藕，洗净，取中间最肥壮的一段切成
薄片 ，装盘 。 这种几乎可以忽略做
法的美味 ，全凭过硬的味道 ，征服
了食客的味蕾 。 夹一片花香藕入
口即化，无渣，更没有藕断丝连的黏
糊劲儿 ，匆匆咽下 ，留下满口的爽脆清香 。 性
急的食客 ，一筷子就能下去七八块。 脆，爽口，
香。 对于吃这样的俗事，吃花香藕算得上是俗中
的雅。

花香藕的几大优点：脆嫩、爽口、清香，全在
一个鲜字。 如果离开水久了———下午挖出的藕，
最迟第二天就要吃———花香藕会变得渣、干、涩，
全然没有了脆爽的口感。 伴着花香藕的滋味，在
满口满鼻的香气中入梦，记忆弥新。

芰：采红菱 两角四角

芰就是菱角。 如果再细究起来，芰是四角，菱
是两角。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芰）其叶支散，
故字从。 支其角棱峭，故谓之菱。 而俗呼为菱角
也。 以三角四角者为芰，两角者为菱。

没想到小小的菱角居然有那么多学问！
关于菱角一个有名的故事《北人食菱》。 出自

明代江盈科所著的《缘箩山人集》。
北人生而不识菱者，仕于南方，席上啖菱，并

壳入口。 或曰：“食菱须去壳。 ”其人自护所短，曰：
“我非不知，并壳者，欲以去热也。 ”问者曰：“北土
亦有此物否？ ”答曰：“前山后山，何地不有？ ”

夫菱生于水而曰土产， 此坐强不知以为知
也。

这当然是一则寓言，讽刺那些强不知以为知
的人，结果自然是露怯出丑。 文中有个细节：不认
识菱角的北人想当然地认为菱角在山前山后都
种。 这，估计是从颜色判断的。 煮熟的菱角颜色一
律黑黢黢的。

四角菱是我们童年的玩具，现在见到的大多
是两角菱。

将煮熟的菱角排成一列列威武的骑兵，然后
每人从中各选一枚， 用下面的一只角相互角力，
断了，算输。

菱角的叶子是菱形的！ 这就是我一直以为的
菱角名称的来历。 采菱角也很简单，随手从水面
捞起，叶子底下是长长的海绵样的茎———我们叫
菱角泡子———顺手摘下，再一松手，菱角又重新
回到水面，继续生长了。

菱角泡子是可以当菜蔬的。 几枚红辣椒切
丝，炸几瓣蒜，多放油，味道清爽着呢。 如果油少，
就会发干，难吃。

上种红菱下种藕。
菱角和藕就这样相伴着。

蒲：香蒲棒 蒲包干

蒲， 低调地长在南方北方的沼泽地
或岸边。

它的历史相当久远。 《诗经》中，蒲的
身影曾多次出现。 最有名的就是那首《泽
陂》。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伤
如之何？ 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彼泽之陂，
有蒲与蕳。 有美一人，硕大且卷。 寤寐无
为，中心悁悁。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 有美
一人，硕大且俨。 寤寐无为，辗转伏枕。
———《诗经·陈风》

这当然是一首情歌， 是那只雎鸠从
春天唱到夏天的情歌。 韩愈曾以蒲起兴，
写给妻子卢氏三首情诗，也称为“水中蒲
三部曲”，是最能代表韩愈对妻子的真挚
感情了。

《水中蒲·其一》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双鱼。 君今上陇

去，我在与谁居？
《水中蒲·其二》
青青水中蒲，长在水中居。 寄语浮萍

草，相随我不如。
《水中蒲·其三》
青青水中蒲，叶短不出水。 妇人不下

堂，行子在万里。
关于蒲字，《说文解字》 释曰：“水草

也，可以作席。 ”蒲，也称香蒲、蒲草。 到了
夏天， 蒲草的上端会结出一根黄褐色的
长棒花穗， 无论样子和颜色都像极了褪
去肠衣的火腿肠。 当地人也叫它“水烛”，
点燃后的烟可以驱蚊。 蒲棒成熟后会爆
裂，那是蒲的种子随风飘散。

蒲的茎叶柔韧， 可以作为编织的材
料。 《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山
盟海誓：“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 蒲苇
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也正是看中了蒲
草的柔韧不变的特性。

就是将豆腐干装进蒲草编成的大包
里，入大锅，加佐料煮过，成品的豆干上有着蒲草
编织的纹路和香气。

芡：鸡头米 勾芡

芡，就是芡实，因其形状，也叫鸡头米。芡的名
称是李时珍起的。 《本草纲目》中有言：“芡可济俭
歉，故谓之芡。 ”

芡实和睡莲长得差不多，不过叶片要大得多，
直径可达 1.3 米。 与荷不同的是， 它的叶面上有
刺。 芡开红花或紫花，果实叫芡实，因其形状像极
了鸡头，所以就叫“鸡头”，果实就叫鸡头米，我们
称为“鸡粒果子”。

苏轼词《南歌子·湖景》中曾写到“芡”。
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 会看光满万家楼。
记取他年扶路、入西州。
佳节连梅雨，馀生寄叶舟。 只将菱角与鸡头。
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
词的重点是下阕。 因为菱角与鸡头都是水生

植物， 东坡将自己的余生比作在江河中漂流的一
叶小舟， 而浮在水面的菱角与鸡头阻碍了小舟继
续漂流。 至于“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则是用流
连忘返赞美月色。

新鲜的鸡头米是淡棕色壳，珍珠般圆润。 鸡头
米不像菱角，可以生吃，必须煮熟。 煮熟后，外表也
是黑黢黢的。嗑开，是白生生的仁，软糯，Q 弹。小时
候，学校门口有个老奶奶，用 2 两的酒杯量，5 分钱
一杯，遇到老人高兴，往往可以额外再添上小半杯。

芡实是很好的滋补品， 祛湿补肾抗衰老。 如
今，芡实的价格也不菲，不再是《本草纲目》上说的
可以当做歉收时的救荒食物了。 芡实的成熟是八
九月份，天气正热，人要下到水里，辛苦自是不必
说， 而且芡实的采摘是个技术活， 需要丰富的经
验。用手中的毛竹片将巨大的叶子划开，才能发现
藏在水中的芡实苞子。

芡对中国美食的一大贡献就是———勾芡。 这
是以芡命名的烹饪技法。在菜肴接近成熟时，将调
制好的粉汁淋入锅内，使汤汁稠浓，增加汤汁对原
料附着力的一种技术。一开始，勾芡的粉是用芡实
粉，后来延伸到淀粉。加热后，淀粉发生糊化，并吸
收汤中的水分，形成具有黏性并光洁滑润的芡汁。

荷叶褪去绿色开始收拢、荷花早就成了莲蓬，
菱角采完了，蒲棒轻轻地炸开，腾起一小团棕色的
雾，鸡头米下来了，夏天就要过去了，水面开始了
新一轮的平静。

人在 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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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听雨
□ 熊荣军

山那边的光
□ 程根子

飞逝的小草帽
□ 宁静

茶香流韵岁月长
□ 黄平安

世相 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