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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侃侃而谈

每一款红酒的初吻和回味

只是绝口不再提起

去年春天

那些被互相吞噬的金鱼

你甘之如饴

一如对文字永久的沉溺

偶尔鄙薄三两句

那些拿诗歌当广告的著名非著名诗人

你似笑非笑

还是以那种比我至少慢一倍的

语调轻声反问

我们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更美好的明天

条条大路通罗马

还是自古华山一条路

酒和酒杯，你们就一起告诉我吧

谁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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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一杯香茗，独自坐在树荫下，听蝉

声四起的同时， 翻一本自己心仪已久的

书，然后端起不太烫的茶啜饮，滋润一下

烦躁、 干渴的心田……这是多少年前住

在棚户区时， 我这个大男人在盛夏里的

一种休闲与享受。 这个久违的情景如今

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了。

如今，盛夏即是高温的代名词。 一年

比一年热的夏天，让人们经受“炙烤”的

考验。 但是，除了上班者，学生放暑假、老

年人退休在家， 基本都会在空调里“孵

着”。 如果你要出游“看墙头”“看坟头”，

最终很可能变成“看人头”。

盛夏酷暑里，如果不想去“看人头”，

可以在家休闲，同样做到“吃、喝、玩、乐”。

盛夏因天气炎热，原本吃不好、喝不好、玩

不好也乐不好，但我们可想法改变这一状

况，问题是能否舍得花钱，能否制造情绪。

最近网上一则调侃段子，百元人民币下一

行字：“高温天气， 宁可把它交给供电局，

不要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可以

用好几天，医院一天要用好几张。 虽是揶

揄，却也是事实。 其实，在家“孵”空调，不

必喝人工的什么“汁”“液”“冰”“露”以及

五花八门的“水”。 这液那汁不如煮点绿

豆汤；这水那水不如凉白开；这露那露不

如百合羹……这各式天然的、 如琼浆玉

液的食物，既有营养又味美怡人。 另外，

还有各式瓜果，本埠的、外地的、进口的、

杂交的、平常的、高科技的，琳琅满目、应

有尽有，给难熬的高温送来清凉。 不过，

尽管这么多好喝的饮料、 好吃的瓜果诱

人馋涎，在下还是对茶情有独钟。 一杯香

茗在手，二两佳酿作陪，猪尾巴、糟毛豆、

去骨凤爪、酸辣菜送上，再约牌友打上几

局，不也同样悠然自得？

现在的夏天较以往漫长，高温天数也

较往年增多，自然在这方面的花费也增多

了，但只要食之满口生津，那脆、醇、香、爽

的感觉确实撩人味口， 也不考虑那么多

了。当然，吾辈有时为了却膘去肥，不开空

调，抛却出门时的工整穿戴，一条短裤、赤

身裸背，躲进书房敲键盘，一边对作品孤

芳自赏；一边那让略显发福的身体排汗排

毒，晚饭后澡一洗再钻进空调房间。

总之，要尽情地、肆意地享受这夏日的

情趣。 即使再热，你心静自然凉，也会有一

种从未有过的舒适与惬意迎面袭来， 更能

懂得夏天这特有的魅力与隽永的意境……

人生如夏天，无法十全十美。 如果我

们换个角度、换种心境去品味它，不也是

一种享受吗？

安吉农家乐去过多次， 印象里大都居住在山脚或山

腰，但前几年兜兜转转觅到在海拔近千米“龙登台”旁的山

水农庄，感觉清凉一下子升了几个级。放眼满山翠竹，聆听

山涧溪流一路欢唱，从城市红尘携带而来酷暑溽热，霎时

被一缕缕清凉凉的山风吹得无踪无影。呼吸一口山区特有

甜津津空气唱曰：咱辈盛夏避暑好去处，爽极！

古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自然说尽了

山高望远的妙处。 从居室的阳台俯瞰望去，翠竹环抱着连

绵起伏的群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翡翠形成的湖面，随着

山风微微抖动；坐落在高低不一的山坡上、形状和色彩各

异的民居掩映在浓绿间，煞是养眼；而身后山岭不知名的

野花竞相绽放，耳边鸟语欢唱，心静自然凉，何况满目美

景，心情不爽也难！

炎夏暑气蒸腾，崇尚自然的古人早就领先一步，或栖

于树荫下，或倚靠在水畔亭旁，于是，情之所至，许多流

传至今的纳凉诗带着清凉而来。 闲读唐诗宋词名家的避

暑之作，心中怎能不泛起丝丝凉意的涟漪。 虽然如今人

们溽暑有空调加持，但这人造的“清凉世界”里，都会不

同程度地感到疲倦、皮肤干燥、头痛、咽喉痛、四肢肌肉

关节酸困不适等症状,医生告诉说，这就是空调病，也称

冷气病。 而我们居住的龙登台因为是“自然凉”，当然一

点“痛苦”也没有。

龙登台是山中的最高点， 据说这里曾是太平天国的

瞭望台，从上面俯视，可将整个山林一览无余，被当地人

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难攻易守之地。 早晨我站在

山间的竹棚，一团团云雾漂浮在上空，白茫茫的一片，无

边无际。 伫立久了，似有一种翩翩欲飞的感觉，身旁的云

好像把我慢慢托起，脚还在地上，而心早已上天，让人飘

飘然如入仙境之感。 而当阳光映射其间，又变换成一朵朵

彩云缭绕，怪不得几个老友戏言，如果把这一朵朵彩云摘

下来，到大城市肯定可卖个好价钱！ 但我更推崇的是山林

特有的声音。 山高气温低，山顶自然风劲，当清风时不时

掠过竹林，竹叶摆动发出“萧萧”声，枝头小鸟在鸣叫，身

下溪水在歌唱，龙登台观景点俨然成为一座绝妙的“交响

乐大厅”。 这声音令我着迷、令我遐想，因为它们是远离尘

世、超凡脱俗的天籁之音，这才是清凉世界的本源啊。

尤为可心的是，在这个清凉世界里，你晚餐后尽可在

居处的露台上谈天说地， 在旁歇息的老板娘也会轧进来

聊聊家长里短。 聊得久了，倚靠在石凳上的你偶尔抬头，

哇，那山区黝黑的天幕上，东头有一片星星在闪烁，西边

也有一片星群在调皮地向着露台上的人们眨着眼睛。 久

违了！ 每当这会儿，我总会想起年轻时读过的杜牧的《秋

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

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夜色渐浓，寒意一阵阵袭来，几个

披着羊毛衫的女士已连呼“坐不住”而逃。 想想也是感慨：

此刻在沪上，歇凉者可是溽暑难忍，哪有这份闲情逸致，

早就拔脚打道回府“孵”空调了。

每年盛夏，外孙放暑假期间，我每

周两次赴静安区康定路女儿家， 帮助

辅导他作文。刚开始时，读小学五年级

的外孙对拿到的作文题目不知如何下

手。后经我慢慢开导，讲解了写作的一

些基本知识，他便渐渐入了门。

观察熟悉生活， 注意发掘生活中

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是写好作文的

重要前提。 有一次我给外孙出了一道

《弟弟》的作文题，让他梳理一下平时

与弟弟之间发生的一些事， 他经回顾

举出了十件， 如看电视把好的节目让

给弟弟看；在公交车上，与弟弟争抢着

为七旬老人让座； 妈妈买来好吃的食

品，让弟弟先挑多吃等。 我说：你举的

例子很好， 选择几件有意义的事写入

文中。 后来外孙写的《有个弟弟》的作

文，被《浦东时报》作文版所采纳刊登。

又有一次我出了一道《过生日》的作文

题， 让外孙回忆与过生日有关的一些

事情，他举了一些例子，如全家人吃长

寿面，妈妈帮他买纪念品，带他逛公园。

生日那天他用雨伞为无伞的残疾人遮

风挡雨，送他回家等。 后来《过生日》作

文被《新民晚报》快乐作文版所采纳。

要写好作文， 平时的语言积累也

很重要。我要求外孙身边备个小本本，

随时把报上、书上读到、看到的优秀词

汇、好的句式记下来，做到熟练掌握。

外孙很听话， 三个月中在小本本上积

累了 50 多条优秀的词汇。过去外孙写

作文，由于词汇量掌握得少，内容干巴

巴很枯燥，而今大量优秀词汇被采纳，

增加了文章生动性，可读性也加强了。

平时我还常给外孙讲一些古人刻

苦学习的故事，如头悬梁、针刺股、凿

壁借光、程门立雪等。我还给他讲述了

兰州部队军人刘琦在一场大火中为抢

救儿童致使自己全身 40%严重烧伤、

双目失明， 但他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伤

痛，克服重重困难，写出长篇小说，被

兰州部队授予“钢铁战士”荣誉称号的

故事。 外孙听了故事后深受感动，他

说：“刘琦叔叔太不容易了， 他是我学

习的榜样。我一定要刻苦学习，以锲而

不舍的精神写好作文， 掌握语言文字

这门技巧， 为将来更好地为祖国和人

民服务打下扎实的基础。 ”

我教外孙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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