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参加过高考，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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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确切地说，上高中以前，我从未探究过“寒

窗苦读”的深意，读了高中以后，我才对此有了

彻底的领悟。

那一年，我 17 岁，那天的雨特别大。我撑

着伞，独自走在通往考场的道路上，没有送考的

车子，没有送考的鲜花，唯有母亲送我出家门时

深情的凝望。我知道，这双眼睛里，有无尽的期

待。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校门口的道路上，

心里有几分忐忑，我不知道考场上有什么样的

考题在等着我，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学校在等

着我。这忐忑犹如细细的雨丝，轻轻缠绕在我

的心头。

为了这场高考，我等待了很久。在那些不

为人知的时刻，我一个人静静地在操场边站着

背书。困了，我就拿一张草稿纸垫在台阶上，然

后坐下歇一会儿；饿了，我就掏出裤兜里那个冷

了之后又被自己体温焐热的鸡蛋吃。那可是母

亲在街天塞给我的！要知道，那个鸡蛋在那些

困窘的岁月里可以买好几两盐巴，够我们一大

家子吃好多天了呢。

歇够了、吃饱了，我继续站起来背书，不为别

的，只为我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为了让他们

的汗水不白流。这样的日子，我那些衣食无忧的

同学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我的心里，还是有那么

一点点自卑，有那么一点点所谓的自尊吧。

那些时日，我常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自

比。年少的我，并不知晓命运其实一直都在我

们自己的手里，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把它抓

牢。这道理，自然是经过在社会上数十年的摸

爬滚打以后，我才慢慢悟出来的。

那些年月里，我最怀念的是夏夜里和蚊子

为伍的时光。这些时光，在我站上讲台后，曾无

数遍和我的学生们说起，只是说的时候，有一种

甜甜的、咸咸的东西从那些岁月里流出来，慢慢

地、慢慢地流回了心里。

夏天的夜晚，我常常一个人拿着书本，到教

师办公楼的路灯下面读书，一读就到半夜。当

我蹑手蹑脚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的时候，基本是

夜里两点左右了。

当时昌宁一中的教师办公楼是进学校大门

右转，从圆形门洞进去的一个独立的园子。由

于是偷偷溜去看书，每次，我都是在二楼楼梯走

道上席地而坐，虽说是席地，但讲究的我，还是

拿了一张废纸垫在屁股底下。

夏天的夜，炎热；夏天夜晚的路灯，招虫子；

夏天夜晚路灯下的人，招蚊子。还好，我偷偷从

家里母亲的宝贝箱子里拿了几圈香香的东西背

到学校，这香香的东西自然是蚊香。在路灯下

看书的日子，我自然也是偷偷藏了一小盒火

柴。坐定后，悄悄点燃蚊香，通常是一小圈蚊香

燃尽，我就收书回宿舍睡觉。我很庆幸，这些日

子我没有一次被值周老师抓到过，并非我的老

师们不认真，应是他们见我刻苦学习的模样，不

忍心抓现行吧。

高考以后，我如愿以偿，就读了自己喜欢的

师范类专业，并在数年后，顺利走上了讲台，成为

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如今，年近半百的我，

回首那些刻苦读书的艰难岁月，却甘之如饴，正

是那些岁月和岁月里那些默默奉献的我的恩师

们，让我得以在三尺讲台上，塑造孩子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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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恰好路过一片荷塘，便去那儿走走，

散散心。一场夏雨刚过，那满池荷叶，经雨染

洗，焕然一新，苍翠欲滴。

荷叶仿佛肩并肩密密地挨着，有的出水高，

有的出水低，叶片如青色的玉盘，里头盛着一窝

晶亮的水珠。远远望去，整片荷塘灿若星辰，那

闪烁的水光，像是直照进了我心底！有时，清爽

的微风拂过水面，荷叶轻轻颤动，水珠在叶面上

欢快地滚动；若风稍大些，水珠则如淘气的灵

猫，蹦跳着从这片荷叶跃到那片荷叶，伴随着

“嗒”的一声脆响，煞是可爱。

靠近岸边的水面上，游弋着三五只水黾，状

似蜘蛛。掷一粒石子下去，它们便受惊逃窜，以

尤为迅猛之势在水上滑翔，眨眼间就消失在荷

叶深处；一只乌龟正悠然地在石块间小憩，偶尔

舒展四肢，很是惬意，几只蜻蜓在它上方盘旋飞

舞；“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一群肥锦鲤和

黑鱼，漫无目的地在水中嬉闹着，颇为快活。

忽然，天空又飘起了雨。雨势不急不缓，仿

佛拉长了午后的时光。雨水打在荷叶上，水珠

四溅、跳跃，此时我的心情也随着这雨的节奏

轻快起来。最妙的是听雨打荷叶的声音，层层

叠叠的荷叶好似一顶顶绿伞，与雨点碰撞，发

出连绵不断的声响，宛如万斛珍珠落入玉盘，

清脆悦耳。

妻子提议，不妨去避雨喝茶。于是，我们穿

过小桥，向西行去。荷塘四周，有桃树、楝树、枫

树、广玉兰、栀子花等，蓊蓊郁郁，留给行人的只

有一条小道，虽万分狭窄，走来却颇有趣味。很

快，我们来到廊亭，泡上一壶绿茶。茶叶卷曲如

螺，清香扑鼻，茶水碧绿，恰似荷塘之色。

亭外亦是一片池塘，只是不见荷叶。我们

边品茶边闲谈。雨后的空气闷热潮湿，没一会

儿，身上就黏糊糊的了。不经意间，在不远处的

曲桥上，瞧见一片行走的荷叶——原来是一个

小女孩头顶荷叶，当作雨伞，蹦跳地走着，甚是

有趣！

茶水很快见底，我们起身离开。再次经过

荷塘时，竟意外瞅见塘中有零星几株荷花，被荷

叶簇拥着、守护着。有的还是花苞，白里透粉，

如羞涩的少女；而有的已然盛开，姿态婀娜，娇

艳动人。有一两朵接近凋零，里头嫩绿的莲蓬

若隐若现。

说起莲蓬，便忆起儿时采莲之乐。那时，乡

间有一大片荷塘，在盛夏的荷花凋谢后，莲蓬果

便跃入眼帘。奶奶坐在红木盆中，穿梭在荷塘

间采莲。木盆在水上晃晃悠悠，她每伸手去摘，

木盆一头便像沉落似的，总叫人忍不住捏一把

汗。荷花茂盛，很快她便进入深处不见身影

了。可没多久，她又带着好些果实归来。我剥

开壳，将莲子丢进嘴里，滋味之清甜，令我一颗

接一颗地吃，忙个不停。

暮色渐浓，归途中，我依旧沉浸在荷塘美景

以及那些回忆中，意犹未尽。岁月匆匆流逝，夏

荷却年年如约而至。在繁忙心乱时，不妨抽出

半日之闲，约上好友，漫步荷塘边，细赏夏日里

这一抹质朴的色彩，感受它蓬勃的生机，聆听它

的低语，与其倾诉衷肠。在这静谧之中，内心逐

渐放空，仿佛与荷叶一同融入这夏日永恒的绿

意里，寻得宁静与悠远。

春天的时候，我从老家带

回来几粒黄瓜种子，随手撒在院

墙下的土埂上，本是无意插柳，

却不想，没几日，那些小颗粒竟

拱破了土层，怯生生地探出头，

迎着阳光，快乐地生长起来。

可能是土壤肥沃的缘故，

这些小小的黄瓜苗生长得格外

卖力。不经意间，它便已经铺藤

了。老话说得好：“黄瓜要往高

处挂，结瓜板车装不下。”我找来

几根长竹竿，在院墙边搭了个简

易的瓜架。没想到，这瓜藤像是

得到了赞赏，很快爬上架来，随

后，藤衍藤，蔓长蔓，没过几天整

个瓜架被爬得满满当当。

一阵风吹过，满架瓜叶哗

啦啦地响，像是在演奏一曲欢快

的旋律。藤架上不时有蜂蝶穿

梭，时聚时散，它们的翅膀在阳

光的映照下，闪烁着五彩的光

芒，生动极了。夏日里的某一

天，我给藤叶浇水时，惊喜地发

现黄瓜开花了，那一朵朵小黄

花，藏在浓密的绿叶间，像一个

个害羞的小姑娘。没过多久，黄

花处长瓜纽了，小瓜纽纤巧细

嫩，越长越大。我站在瓜架旁，

静静地端详着这些稚嫩的小家

伙，只觉得它们是小院里最具诗

意的存在，为这方平常的小院增

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这几天天气炎热，每天午

后，我都会搬张竹椅，坐在瓜架

旁纳凉。泡一壶茶，拿一份报

纸，享受这难得的清静时光。

阳光透过叶片的缝隙，洒落在

黄瓜架上，把叶子照得绿油油

的；瓜架下，瓜纽上的黄花蔫

了、淡了，可它后边的瓜却长

了、粗了，通身青碧，刺儿坚挺，

散发出一股原始的清香。正当

我看得入神时，黄瓜架里居然

发出“咯噔”一声闷响，原来是

里面的那根早生的黄瓜发出生

长的涨音，就像孩童专门为吓

我发出的声响，我拨开叶子，细

细观瞧，发现那根黄瓜比昨天

明显长了一截，大了一圈。

终于，几根色泽翠绿的黄

瓜到了采摘的时候了。采摘黄

瓜也有讲究，得拨开藤叶，左手

握住黄瓜，右手顺着藤掐断瓜

头上的藤蔓，一根鲜嫩的黄瓜

就到手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

在老家，几乎家家都种黄瓜，放

学路上，口干舌燥时，路过谁家

的黄瓜地，就跑进去，顺手摘下

一根，在衣服上蹭几下，张嘴咬

上一口，那份清脆与甘甜，难以

名状。半根黄瓜下肚，口渴立

马消失，人也精神了许多。

我把摘下的黄瓜洗净，变

着花样做成各种美食。黄瓜蘸

酱最是地道，新鲜的黄瓜洗净蘸

上一点自家酿的大豆酱，瓜香与

酱香弥漫，让人停不下嘴巴。把

黄瓜用力拍碎后放进大瓷碗里，

浇上醋汁，淋上小磨麻油，放点

蒜末、盐和味精，筷子一拌，一盘

清爽可口的凉拌拍黄瓜就成了。

假日里有朋友来访，那架

黄瓜是我炫耀的资本。我一边

带他们欣赏，一边摘下几根，洗

净切片，再切一两个西红柿，将

西红柿的汁液倒在瓜片上，再

加点盐，用筷子一拌，放在白瓷

盘子里，香甜鲜嫩，色、香、味俱

全，朋友们边吃边夸，都说这黄

瓜不施农药，现摘现做，爽口开

胃，好吃得不得了。

一架凭空而生的黄瓜，让

满院飘香。它不仅为我的夏日

生活带来了清凉与美味，更让我

的小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成为

我生活中一份别样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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