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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夏天，是西瓜疯长的季节，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瓜农卖瓜的身影，西瓜舒展着绿的情怀，丰盈了夏天

的味道。

民间有谚语：夏日吃西瓜，药物不用抓。这给吃瓜

群众增添了理直气壮的理由。我喜欢晚上街边的西瓜

摊和朴实无华的守摊人，很多下班回家的行人都会在

街边买个西瓜，放在电动车的前筐里，这成为盛夏里一

幅经典的生活图景。

西瓜又称夏季瓜之王，她营养丰富，清凉甘甜，爽

口清心，深得国人的喜爱。吃瓜人有不同的吃法，有

人喜欢大口啃，有人喜欢小口品，有人喜欢榨汁喝。

在文人笔下，吃瓜也带着几分诗意，西瓜中蕴含着“香

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有风”的丝丝凉意；又有

“坐南朝北吃西瓜，皮向东甩”的诙谐幽默。

西瓜那绿皮红瓤黑籽的完美搭配，丰沛的汁水甘

甜凉爽，每一口都有醍醐灌顶的清凉与痛快，这种酣

畅淋漓的满足感从心底升腾，刻在脑海深处，也常常

会勾起了我长长的眷恋。

记得四十多年前，第一次吃西瓜还是我上小学一

年级的时候，一天傍晚，父亲从城里的亲戚家回来，刚

进家门，就看见父亲骑的二八车子的后座上绑着一个

个圆溜溜的东西，我们姐弟三人都欢呼着跑过去抚摸

着，父亲说是西瓜。这可是稀罕物，我们只是听说名

字，见过图片，吃过黄瓜、西红柿、甜瓜，这是第一次见

到大西瓜，大家争抢着要尝尝味。父亲说：“西瓜已经

被太阳晒热了，需要用水冰几个小时才好吃”。这时，

母亲已经打来了一桶井水，小心地把西瓜放进桶里。

大人刚离开，我们就围了上去，在水桶旁

目不转睛地看着西瓜，生怕一不小心西

瓜就不见了。还不时地抬头看看西方的

天空，恨不得天马上就黑下来，这样就能

吃到西瓜了。

那时候的西瓜可真甜啊，薄薄的瓜

皮，红红的沙瓤，用刀在中间轻轻一划，

红色的瓜汁就流到手上，感觉凉凉的黏

黏的，用舌头舔一下，整个手掌也变成了

甜的了。几分钟时间，一个大西瓜几乎

全进了我们兄妹的肚子里，忘记了给父

母留几块，至今想起来都感到很自责。

吃完西瓜，桌子上留下一堆瓜皮，母

亲舍不得扔，她把所有的瓜皮收集起来，用菜刀削去

外面的皮及内层啃食过的瓜瓤，然后用菜刀小心地

切成细条，撒上白糖，搅拌均匀，再放置两天就变得

爽脆可口，每天早上就可当菜吃了。

以后的每天，我和弟弟都期待着父亲还会从城

里买回来大西瓜。这是童年岁月里最美好也最单纯

的期待。后来，生活慢慢好了，父亲便在屋后的菜园

里也种了几十颗西瓜苗，到了瓜熟季节，瓜多的吃不

完，母亲就开始制作西瓜酱，红的瓜瓤、绿的瓜皮，黄

色大豆、红色辣椒搅拌在一起，五彩缤纷煞是好看。

我帮大人取来家里所有能用到的容器，把拌好的西

瓜酱装进里面密封好，经过二十来天的焐酱、晒酱就

可以吃了。在我们农村，秋冬之际，西瓜酱是每户人

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下饭菜。

关于西瓜的来历，史料有很多记载，最早见于五

代时期晋人胡峤的《陷北记》：“入平川，多草木，始食

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

中国冬瓜而味甘。”

古代人也喜欢吃西瓜，有文人墨客写了不少咏瓜

的名联佳对，“堂中摆满翡翠玉；弯刀辟成月牙天。”这

是卖西瓜的商家门口的对联，如同今天的广告。

明代大学士张居正小时候聪慧过人。有一年

夏天，上面来了一位巡抚办案，在路过一座寺庙歇

息时，庙里的和尚赶紧从菜地摘来几个西瓜给他解

渴，吃着甘甜的西瓜很是惬意，不由吟诵道：“东司

和尚送西瓜，些小礼物。”然后让庙里的众和尚对下

联，可是，所有人绞尽脑汁也没有对出来，少年张居

正正好路过此庙，随口便对出了下

联：“南极仙翁拜北斗，天大人情。”全

联东西南北，便成完璧。对仗工整，

自然天成，在场所有人人听罢都赞叹

不已。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

高，西瓜一年四季都有上市，不单单只

有夏天才能吃到，只要有需求，去超市

里西瓜随时可以买到。

岁月寂静，时光清浅，我生命中种

瓜的人和吃瓜的事随着流逝的岁月渐

渐老去，只剩下那些难以忘却的味道

弥漫着整个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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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超

小暑，宛如盛夏的浅唱，带着炽热与生机，奏响了季节的

旋律。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大地上，小暑的气息便

悄然弥漫开来。此时的阳光，已褪去了初夏的温柔，变得热烈而

直接。空气仿佛被点燃，弥漫着滚滚热浪，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

夏日的激情。

街头巷尾，人们的衣着变得轻薄而多彩。姑娘们的裙摆随

风飘动，似一朵朵盛开的鲜花；小伙子们则穿着短袖短裤，展现

出青春的活力。然而，炎热的天气并未阻挡人们的脚步，街头的

小贩们依旧热情地吆喝着，卖着冰镇的水果和清凉的饮品。

走进公园，绿树成荫，却也难抵暑气

的侵袭。树叶在阳光的炙烤下微微卷

曲，仿佛在诉说着对清凉的渴望。蝉儿

在枝头不知疲倦地鸣叫着，那声音此起

彼伏，似乎在举行一场夏日的音乐会。

而树下的草地上，野花依然顽强地绽放

着，它们色彩斑斓，为这炎热的夏日增添

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小暑时节，民间有“食新”的风俗。在

我国南方，人们会将新割的稻谷碾成米，

做成饭食，祭祀祖先，然后品尝新米，以祈

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新米的香气，

弥漫在农舍，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期许。

小暑还有晒伏的传统。此时阳光充足，家家户户都会把衣

物、被褥拿出来晾晒，去除湿气和霉味。那五颜六色的衣物在阳

光下舞动，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池塘里，荷叶田田，荷花绽放。小暑的到来，让荷花更加娇

艳动人。粉色的、白色的花瓣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美丽。

有的荷花含苞待放，有的已经盛开，露出嫩黄色的花蕊。微风拂

过，荷花轻轻摇曳，散发出阵阵清香，引得蜻蜓在其间飞舞。

此时的田野，一片郁郁葱葱。水稻在阳光和雨水的滋润下

茁壮成长，绿油油的一片，充满了生机。农民们在田间辛勤劳

作，他们戴着草帽，汗水湿透了衣衫，却依然面带微笑，因为他们

知道，这是收获的希望。

夜晚，暑气渐渐消退，人们纷纷

走出家门，来到河边散步。河水在月

光的照耀下泛着银色的光芒，微风拂

过河面，泛起层层涟漪。人们三五成

群，或聊天，或嬉戏，享受着这难得的

清凉时光。

小暑，是炎热的开始，也是生命蓬

勃发展的季节。在这盛夏的浅唱里，

我们感受着阳光的热情、雨水的清凉、

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怀揣着

对生活的热爱，迎接这个充满活力的

季节，在炽热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小暑是盛夏的浅唱 ◎杨丽丽

回首浮生弹指间，一簑风雨入云烟。
若无烦事心头放，便是蓬瀛自在仙。

快 乐
★阿卫国

溽暑热风生，高温似炕蒸。
南国洪水减，北域涝灾增。
硕果枝头挂，嘉禾籽粒盈。
秋霜枫木染，七彩画廊呈。

小暑吟
★李剑友

雨霁斜西阳，明月渐亭上。
熏风拂面过，荷花送清香。
夏日碧绿荫，草池蛙声响。
若有伊人舞，不仙也寿长。

夏日南亭抒怀
★何玉浩

文峰诗苑

远处的乌云正在翻滚，燥热的空

气仿佛凝固，一场大雨即将到来。街

头的拐角处不远，一个瓜农映入我的

眼帘。

他蹲在瓜车旁，双手不停擦拭着

额头的汗水。车上的西瓜一个个圆

滚滚地泛着翠绿的光。瓜农的眼神

充满期待，不停地扫视着过往行人。

“卖瓜了，马街的西瓜老甜啊！”偶

尔他也喊上一嗓子，声音中带着沙哑。

看到我走来，他脸上立刻露出憨

厚的笑容，热情地向我介绍他的瓜如

何新鲜如何甜美。

“给我挑一个。”我说。

他麻利地从车上拿起一个，轻轻

拍打，“听听这声音，保准甜！”

称重、算账、付钱，当一双粗糙的

大手在我眼前晃荡时，我的心不由地

颤动了一下。

“一个不够，再来一个吧……”我说。

回去的路上，天空逐渐阴暗，乌

云压得更低。匆匆的人流之中，瓜农

的身影显得那么渺小又坚韧。这一

车瓜，是他多少个日夜的辛勤劳作。

可即便迎来丰收，卖瓜的过程却并不

容易。

门开了，妻子看到我掂的瓜愣了

一下，然后接过去，放在了厨房一角。

那里，已经放了五六个西瓜。正

犹豫间，窗外已经噼噼啪啪下起了大

雨。我的心咯噔一下，不知那位瓜农

的瓜卖完没有、回家没有……

买瓜记
◎张亚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