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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酷暑，烈日炎炎，让人热不可耐。
得益于科技的力量，即使在热浪滚滚的酷
暑，我们也有空调、电风扇陪伴左右，有冷
饮、冰棍随时待命，让我们能安然度夏。除
此之外，还有哪些寻觅清凉的方式呢？本
期，我们一起来看看。

花式凉一夏

母亲的别样消暑法
唐占海

伏天炎热，大部分人都是“以凉制热”，拼命
想清凉方法降暑。而我母亲不一样，她的消暑法
有些另类。

父母家没安装空调，只有电风扇，可入了
伏，电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中午到了饭
点，我对母亲说：“妈，今儿做点好吃的吧，我好
几天不想吃东西了，人都要瘦了。”母亲说：“好，
今天咱们吃饺子，我马上去包！”我惊得张大嘴
巴：“这么热的天吃饺子？”这大热天吃热气腾腾
的饺子，还不得热冒烟儿了。

过了一会儿，母亲的三鲜馅饺子煮出来，满
屋弥漫着香味，把我的食欲也勾起来。我顾不得
热了，美美地吃起来，一口气吃了两大碗。两大
碗热饺子下肚，感觉从头到脚都是热的，真可谓

“热透了”。不过，胃里倒是很舒服。入伏以后，我
贪凉，喜欢吃冷食，这几天肠胃已经提出抗议
了。如今吃了一顿热饺子，感觉把肠胃里的寒气
都驱走了。母亲见我吃得汗流浃背，笑着说：“夏
天虽然热，可也不能光吃凉的。吃点热饺子也消
暑，你吃完出一身汗，电风扇一吹，肯定凉飕飕
的。”我听了母亲的解释，哭笑不得。好吧，这算
是“消暑饺子”。

小姨来我家走亲戚，母亲沏了一壶热茶。她
把茶倒上，对小姨说：“趁热喝，热茶降暑！”我在
一旁听了，忍不住说：“妈，你这是什么逻辑？喝
热茶降暑？一杯热茶下肚，立马一身汗出来了！”
小姨却说：“你妈说得没错，热茶真能降暑呢！喝
几杯热茶，喝到汗出透了，就会觉得特别凉快。”
我摇摇头表示不认同。可小姨和母亲一杯接一
杯喝热茶，让我也很想尝试一下。没想到果然如
她们所说，几杯热茶喝下去，大汗淋漓，随后果
然凉意袭来，热茶真的降暑。

下午的时候，母亲让我帮她收拾菜地。她的
菜地里种了不少菜，收拾起来很费力。大热天，
我哪里愿意动弹，于是不情愿地说：“妈，伏天
呢。你知道伏天的‘伏’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趴着
不动，伏天好好待着才算是养生呢！”母亲拍了
一下我的背说：“你就是为懒找借口！快点，赶紧
跟我收拾菜地！”

暑气蒸腾中，我和母亲忙了半天。完工以
后，我一看自己的衣服，全湿透了，是能拧出水
来的那种。母亲见我卖了这么大力气，说：“去，
赶紧冲个凉，洗个澡，一下子就凉快了！”我洗了
个澡出来，顿觉神清气爽，舒服极了。原来，劳动
出汗也是一种不错的消暑方法。

母亲的别样消暑法，让我在炎炎夏日享受
到了别样的快乐。每年夏天大家都千方百计以
清凉之法消暑，其实消暑方法很多，不必局限某
一类。母亲的消暑方法看似简单，里面却蕴含着
不少生活智慧呢。

水借凉
郭华悦

天热之时，万物皆可借来凉气。向水借凉，
是其一。

水声潺潺，沟渠纵横。旧时热天，水面上时不
时哗啦一声，一个小小的，尖尖的脑袋，拨开水，
浮出水面。深深吸一口气，再一个纵身，又沉入水
中。伴随着这一浮一沉的，还有阵阵嬉笑声。

孩童戏水，是向水借凉。水上荡舟，也有异
曲同工之妙。

黄昏时分，一曲流水向东流。几叶小舟，在
昏黄的灯火中，一摇一曳，如水面上生出的叶
子，随着晚风浮荡。枕水而居，轻摇蒲扇，再炎热
的空气，都在这诗情画意中，荡然无存。

水边的乡村，可枕水而居，也可傍水而眠。
宋代的秦观说，“画桥南畔倚胡床”。柳荫下，绿
水旁，一席凉床傍水眠。潺潺流水，可做催眠曲；
遥遥明月，美轮美奂；荷花暗香，飘飘渺渺。那是
热天里，最美的梦境，连热气也得退居其次。

自然之水，可生凉意；茶水，也是如此。
浓荫之下，一盏茶，两三知己，娓娓闲话。茶

入口，汗上额头，暑气也随之而去。心头自在，凉
意则生。茶水里的热天，热气不生，身心自凉。

如今的热天，凉则凉矣，却少了水的相伴。
天一热，空调就派上了用场。不必再为热天

所苦，但心间却更为烦躁。在空调房里，身体凉快
的同时，却让人更加怀念起，有水相伴的热天。

从前更热，但向水借凉，把身心放在大自然
中，心静则凉意生。如今不热，但一颗心在空调
之下，乏善可陈，夏日也变得枯燥起来。

向水借凉，是度热的方式，也是生活的态
度。空调房中的热天，少了诗情画意，欲凉则不
达。而有水之凉，时光悠悠，任酷热喧嚣，心头一
片清净。

躲进书里过夏天
欧阳金晏

夏日无疑是灿烂的，然而夏日又是炎热的，
若是不喜夏日出门后热浪的侵扰，又不想错过
夏日之美，那么不妨躲进书里过夏天，从作家们
的笔下感受一番夏日的独特韵味。

夏日在作家们的笔下，既有文艺的浪漫，又
有生活的灿烂。

老舍笔下的夏天是最具有人间烟火气的，
在他的《四世同堂》里，描绘了北平人各式各样
的避暑方式。在北平炎热的夏日里，会享受的
人，会在屋里放上冰箱，院里搭起凉棚，自己造
一方乘凉避暑的小天地。而不愿意待在家里的
人，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
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品一口清茶，享
一缕清风，好不自在。洒脱点的人，喜欢在河边
的古柳下钓鱼；而爱热闹的人，则去戏楼里吹着
凉风看戏，带着几分生活气息，日子犹如一幅画
卷般徐徐展开。

夏日之美，美在大自然的生机勃勃。在萧红
的《呼兰河传》中，夏日里自家的后花园则是这
样一番夏日的蓬勃之美，六月，后院里那些红
的、绿的挂在枝桠上，爬满了架子的果实，还有
那些飞舞的蝴蝶，蹦跳的蚂蚱，以及晚间天空那
变幻多端的火烧云和走街串巷的吆喝声，都带
着一种乡野间蓬勃与热闹的生命力，很多年后，
萧红去到东京，异国的夏日，有着和家乡夏日相
同的树木与天空，却又如此的静谧与孤寂，离开
家乡后夏日不再是繁花似锦，而是被放逐的静
谧与孤独，而家乡那片后花园的夏日，无疑成了
她心底最柔软的眷恋。

夏日的声音有许多种，雨声、雷声、蛙声，而最
具代表性的无疑是盛夏蝉鸣声，三毛笔下的夏日
之声，便是由蝉这样一队大自然的合唱团所奏响
的。它们风餐露宿，高居树荫处，用明朗的节律抒
发对夏季的感触，写成了一首大自然的抒情诗。

说到夏日，还不得不提到夏日的解暑美食。
在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中，到北平信远斋喝一
碗冰糖多、梅汁稠的酸梅汤，又或是在林清玄的
散文《小红西瓜》中，品一品清凉胜雪、滋味如蜜
的小红西瓜，夏日的酸甜滋味仿佛从书页中蔓
延出来。

尽管夏日里暑气炎炎，但只需一杯清茶，独
坐一方天地，翻阅一本好书，便是去到了一处心
灵的避暑胜地。

苦夏生甜
周桂芳

炎炎夏日，酷热难熬，偏又遇上农村农忙
“双抢”，抢收抢种，汗如雨下，农村人把这夏天
叫“苦夏”。

夏天万物繁盛，瓜果飘香。虽是“苦夏”，大
自然却生出了很多甜品，让苦夏生出点点甜。

最甜的，要数西瓜的甜。夏天农忙“双抢”
时，父亲下班回家，总会在自行车后座的蛇皮袋
里装两个沙瓤的大西瓜，好好犒赏我们在家“双
抢”辛苦劳作之功。父亲一回家，就把西瓜装在
水桶里浸到几米深的水井里镇着。晚饭后，我们
一家人搬出竹床，在小院葡萄架下乘凉时，父亲
就把那镇好的大西瓜打上来。父亲拿着刀，轻轻
地一挨瓜皮，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西瓜就裂开
来，红红的瓜瓤透出阵阵清凉来，甜蜜的气息弥
漫了整个院子。真正是“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
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我们一家人围坐在
葡萄架下，吃着清甜冰爽的西瓜，早把“双抢”的
劳累、夏天的暑热忘得干干净净。红红的西瓜清
甜可口，瓤沙沙的，清甜甜的、凉滋滋的，入口即
化，如蜜糖入口入胃入心，真的是香甜爽口又解
暑解乏。

西红柿的甜，最是惬意。夏天，母亲的菜园，
繁盛葱郁，蔬菜瓜果满园。母亲种的西红柿，圆
滚滚的，水多汁甜，一口咬下去，有沙沙甜甜的
口感，特别适合糖拌。母亲把西红柿切成几瓣，
盛在白色搪瓷缸里，撒上一把白砂糖，再翻抖几
下，就可以上桌开饭了。那时白糖还很金贵，是
夏天难得的消暑品，平时是不能随便吃的，母亲
用完就盖紧藏起来，生怕我们偷嘴儿。平时餐桌
上，清一色的菜豆、茄子、黄瓜，这白瓷缸盛放的
凉拌西红柿，不但赏心悦目还色香味俱全，我们
连缸底那剩下的西红柿甜汁儿都要喝得干干
净净。

桃李杏的甜，是夏天甜蜜的小彩蛋。夏天，
母亲打电话来说，院子里的李子全红了，人老了
牙怕酸了不敢吃，你早点回家来摘去吃啊。母亲
的话，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儿时的夏天。一到夏
天，桃子李子杏子都接二连三地成熟了，青的，
黄的，红的，都藏匿在繁盛的枝叶间。那些低矮
枝丫上显眼的桃子、李子、杏子早已经被我盯上
了，还来不及等它们蓄红熟透，就被我吃到了肚
子里。只有那些高枝上树杈间绿叶缝里没有被
我发现的，才能像宝藏一样，藏到最后，红到熟
透。那些果子被骄阳长期炙烤，晒熟了，长熟了，
都红透了，味道特别甜，入口即化。我在水田里
插完最后的秧，累得腰酸背痛，不自觉地又来到
塘边桃李树下躲荫纳凉，习惯性地用眼睛四处
打量，左看看，右瞧瞧，终于在密叶间意外发现
了几枚红果子。我马上跑回家，拿来锄头一一勾
挂下来，迫不及待地捡起，随手就在衣服上来回
擦拭两下，丢进嘴里，一口咬下去，立即被甜蜜
的味道融化了。

葡萄的甜，幸福甜蜜溢满心扉。儿时，小院
里的葡萄在架子上搭起了绿色的帐篷。我从一
片片绿油油的叶片间一粒粒绿豆大小的青色的
籽儿，一直望到葡萄慢慢变大，长到像本地李子
一般大小，颜色也从青绿色变成紫红色、紫色、
紫黑色，那真是夏天里最漫长的等待啊！院前就
是绿油油的稻田，青蛙在田野里呱呱地歌唱，萤
火虫提着灯笼四处飞舞，满天的繁星在深邃的
天幕上一闪一闪。我们一家人晚饭后，就在院子
里的葡萄架下边乘凉边吃葡萄。母亲还给我们
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牛郎织女今晚要会面了，
你们竖起耳朵在葡萄架下听听，没准还能听到
他们说的悄悄话。”边乘凉边听故事，边吃葡萄，
那真是惬意美事。那一颗颗葡萄圆润如玉，甜蜜
如糖，汁多肉厚，酸酸甜甜的，一口一个，直往喉
咙里溜，那是夏天最甜蜜幸福的味道。

苦夏，苦中生甜。大自然在苦中生甜，就这
是大自然蕴含的生命的哲理，苦中生甜，苦甜平
衡，这是我们对美好甜蜜生活的期盼。

小堤上的纳凉时光
马明建

在我家的房屋后面，有一段长长的坡地，我
们村上的人们称它为“小堤”，据说是民国年间
为了防止土匪抢劫修建的土墙，也有说是为了
防洪水的。时过境迁，到了新社会新时代，村上
的人们一不用担心被土匪骚扰，二不用担心洪
水来袭，但是小堤却依然发挥着它的余热——
它成了夏天乡亲们的避暑胜地。

我小的时候，家用电器还没有普及到农村。
一到夏天，闷热得要命，人们要么洗澡，要么扇
扇子降温。但是这些降温措施只是暂时的，初夏
还可以勉强应付，入了伏作用就不大了。此时小
堤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到了。

小堤地势较高，四面空阔，不论刮什么风向的
风在上面都可以感受到。于是，中午的时候，我家
屋后的两棵大槐树下便蹲满了人，大家端着饭碗，
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吃完饭把碗往旁边一扔，也
不洗，继续蹲在那里乘凉，有时候蹲累了，就会四
下找砖头坐一下。这时候如果刚好被我们家人看
到，就会拿出父亲编的草墩让他们坐。

还有那么几个不怕困的，找两块砖放在中
间，乐呵呵地打起扑克来。

到了晚上，小堤最热闹的时候到了。村庄被
太阳晒了一整天，暑气未散，把整个村庄笼罩起
来，人们吃晚饭时往往是汗流浃背，到池塘里洗
个澡也管不了多大一会儿，无奈之下就只有再
次来到小堤上。

端着一大盆面条的堂哥，拿着一只小凳子
的二婶，扛着椅子的三嫂，一手拿着扇子，肩上
搭着毛巾的干妈，纷纷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了。大
家边聊着漫无边际的闲话，边享受着小堤上微
风带来的凉爽。不知不觉间，天已经很晚了，有
人干脆回到家里拿一条草席，一张被单，一个枕
头，直接睡在小堤上。小堤上渐渐安静下来，能
发出声响的是微风拂过树梢的声音和熟睡人的
鼾声以及草丛里小虫的鸣叫。天上的星星眨着
眼睛，似乎已进入熟睡者的梦里……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家用电器渐渐普及，
很少有人再来到小堤上乘凉了，小堤比之前冷
清了许多。但是，我每年回老家时，还会走上小
堤站一站，感受小堤带给我的清爽，回味乡亲们
在小堤上一起乘凉的那些快乐时光……

“火炉天”的浮生清凉
李秀芹

现在天气越来越不讲“武德”，最近好些地
方都出现“火炉天气”，出现了40摄氏度以上的
高温，真是“日光煮水复成汤”，除了空调房真是
不知，何处能清凉。“坐想微风过荷叶，梦成疏雨
滴梧桐”，可惜，天气依然“万瓦鳞鳞若火龙，日
车不动汗珠融”。

作家刘墉曾在微博发布过一张《天竹青鸟》
的画，画面是两只青鸟在落雪的天竹上嬉戏，青
鸟的“青”跟天竹果实的“朱”是补色；叶子的

“绿”跟“红”也是补色，加上白雪对比，显得特别
亮丽。酷热的天气里看到这么一幅冬景，眼睛也
是清凉的，反季节观画，也是一种“补色”吧。

老同事苏老师也有这种雅好，他喜欢画画，
但他画画纯属爱好，画工一般。退休前我在乡村
小学教书，暑假教师们都要在学校培训学习，休
息时，别人摇着蒲扇寻个阴凉地凉快，苏老师一
人待在办公室画画，画雪景，画窗含西岭千秋
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画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
雪；画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画完一幅，苏老
师便把“冬景”贴墙上，培训结束，整个办公室都
被他的“严寒”作品覆盖，年轻的小孙老师，一进
办公室就欢快地唱起“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
飘”，还故意做出瑟瑟发抖的动作，让人忍俊
不禁。

在那个纳凉全靠扇子的年代，这种情景纳
凉和行为艺术纳凉，给那些年的伏天增添了不
少乐趣，也从心理上降温不少。

苏老师是个慢性子，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对付“暑气”，他常说，夏天天热，人的脾气也需
降温，遇事一定要冷静三分钟，正反考虑，自己
和自己辩论，等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再作决定
不晚。因为天热，人容易暴躁，易冲动，冲动是魔
鬼，唯有冷静可以降服得了这个鬼。

有一年期末监考，大家在办公室里等了半
小时了，试卷还没到。天那么热，办公室窗户又
小，大家都坐不住了，开始抱怨。唯有苏老师安
静地端坐桌前，拿起笔开始画画，一边画一边劝
大家，试卷晚了肯定有原因，我们安静等着就
行。雪花从他的笔尖一朵一朵降落，纷纷扬扬的
大雪“下”了好几张纸。一个小时后，校长拿着试
卷来了，说是路上他骑着自行车栽沟里了，膝盖
都磕破了，幸亏试卷没丢。我们看到这一幕，懊
悔自己刚才发牢骚实属不应该。

上周，家里修缮老宅，建筑工人顶着烈日，
站在架子上垒砖砌墙，我只在太阳地里站了两
分钟，汗便顺着脸颊往下淌，我招呼工人们下来
吃块西瓜，进屋凉快凉快，工人师傅说：“不用，
蹲在架子上抽根烟休息一下，再接着干。”我问
他们：“不热吗？”一位师傅回答：“热，可想起干
完活回到家，冲个澡的工夫，媳妇已经将啤酒备
好，饭菜上桌，便不觉得热了。”

夏天，除了空调，我们还有很多方法自制清
凉，而家的温馨是人们心底最重要的一抹清凉，
为了家人，多少人不畏高温酷暑努力讨生活，如
果说夏天是一块画布，爱和责任绝对是最能消
暑降温的那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