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春富

童

年

的

老

冰

棍

炎热的夏天，一根凉甜解渴的老冰棍，常
能将我带回到童年。

那时的老冰棍前端总有三四公分长的绿
豆沙，一边咯咯喳喳地嚼着清香的豆沙，一边
有滋有味地吮着甘甜的冰棍， 清凉的气息直
往身上涌，顿觉暑意全消，精神倍增。在那些
清贫的岁月里， 老冰棍堪称乡下孩子们暑假
里的最爱，更是一道回味悠长的风景。

记忆中， 老冰棍通常由小贩们用自行车
驮着走村串巷叫卖，但不一定要掏现钱买，也
可以拿鸡蛋换，一个鸡蛋可以换一根到两根。

小贩们一吆喝， 我们这些毛孩子不是翻屋里
的鸡蛋罐子，就是往鸡窝里找“宝贝”，父母看
到我们那副可怜巴巴的馋相， 虽然免不了训
诫我们要节俭， 但终究还是不忍心拒绝我们
这点小小的要求。

后来，为了更深地体验生活，锻炼品性，

我也加入了卖冰棍的行列。当时我十四岁，那
年暑假和小伙伴大蒲在一块儿放牛， 他说想
去卖冰棍，碰碰运气，赚些零花钱，即便赚不
了钱，锻炼一下也是好事。我一听大喜。我们
说干就干，各自找来一个木箱，垫上棉褥和塑
料袋，往“老永久”自行车上一固定就出发了。

当时货币的购买力很强， 老冰棍的进价是五
分钱一根，卖时基本上是对半赚。之所以说是
“基本上”，是因为在当时的农村，这样的小本
生意并不好做。乡亲们都讲究个量大从优，比
如人家一次买上三五毛钱冰棍， 就非缠着让
你添上一两根，不然就说你这小孩太死板，下
次再来生意就不好做了。时间一长就成规矩了，乖乖添上就是了。

至于自己解渴倒在其次，因为我们都带着水壶。

现在想来，那滋味真是不好受。三伏大热天，我和大蒲约好会
和时间及地点，便各奔东西了。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汗珠大滴大滴
往下落，水是早已喝干了。我们推着车子在村中叫卖，运气好时能
在一个村子里卖上个两三块钱，运气不好时还会挨骂，因为打扰了
别人午休，有时还会遇到群狗龇着白森森的利牙狂吠乱吼，要是碰
上突然变天下雨就更糟糕了。记得有一次渴得实在扛不住了，就吃
了一根冰棍。到会合地点后，大蒲得意地说，他解渴不但没费钱，还
赚了一毛钱，我一听很是纳闷。他说：“刚才有一位大姐买冰棍时没
拿好掉了，就又买了一根。我看人家走远了，就把掉到地上的那根
冰棍拾起来擦擦吃了，呵呵……”

那个暑假，虽然我们每人都只赚了三十多块钱，但却成为一段
难忘的童年经历。因为它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生活的磨难，父母
的不易和自食其力的可贵， 更激励着我们在以后的人生路上顽强
拼搏，正道直行。

哦，童年的老冰棍，有点想你了！

六月六，晒伏忙

农历六月初六古称“天贶节”，相
传宋真宗赵恒非常迷信， 有一年六月
六他声称上天赐给他一部天书， 乃定
这天为天贶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贶
节的民俗活动如晒书、女儿回娘家、吃
糕屑已渐渐被人们遗忘， 但故乡还保
留着“六月六，家家晒红绿”的习俗，

“红绿”指五颜六色的各样衣服，农历
六月六前后把放在箱底的棉衣、棉裤、

毛衣、 被褥等东西拿出来在烈日下暴
晒， 一来可以去除梅雨季节带来的湿
气和霉味，有效防止衣物被虫蛀，二来
可以驱赶一年之中的霉运， 这就是家
乡人所说的“晒伏”。

我小时候住在鄂东的小县城里，

那时家家户户都住在平房合围的院子
里。每到六月六前后这几天，人们便翻
箱倒柜， 把家里一年四季的衣物、被
褥、床单等搬到院子里晾晒。人们在不

大的院落里架起了竹篙，铺上了床板，

拉上了绳索，各式各样的衣物悬挂着、

平铺着， 无拘无束地展示着它们的身
姿，欢欢喜喜地接受着阳光的洗礼。

我家晒伏总会引起街坊的“围
观”，倒不是因为母亲晒出的东西多么
贵重， 而是晒出的衣物数量大、 品种
多。我家那时四代同堂一共八口人，经
过多年的积累，全家人的衣物、被褥、

床单等早已把家里的几个衣柜塞得满
满的了。母亲晒伏时要抬出竹床，竖起
竹竿， 甚至要卸掉家里两扇大门的门
板当晒台。母亲晒的棉衣、棉裤、毛衣、

棉鞋、毯子和棉被，花花绿绿，令人眼
花缭乱， 街坊们看了都会称赞母亲会
过日子， 把这么一大家人的生活打理
得顺顺当当。

其实六月六晒伏并不轻松， 母亲
要从早忙到晚。 晒伏的那些天烈日当
头， 母亲头戴草帽， 肩搭湿巾以防中
暑。 母亲常常是刚把衣物挂好就已是

汗湿衣衫了， 她只是在墙角歇歇凉就
继续干活。晒伏时要经常翻动衣物、被
褥等使其所有的层面都得到阳光的眷
顾，偷一偷懒其实是和自己过不去，达
不到晒伏的效果。母亲晒伏一丝不苟，

非常到位，晒后的衣物，母亲再一件件
叠好装进衣橱， 还不忘放进几颗樟脑
丸。 全家人到了冬季盖上热乎乎的被
子，穿上暖暖的棉衣，似乎还能感受到
当初晒伏时阳光的味道。

现在六月六城市里基本上已没人
晒伏了，城里人住上了高楼，家里潮气
小，衣物也不容易发霉，况且如今人们
穿戴讲究新潮， 衣服往往是还未穿旧
就被淘汰，也无需费时费力去晒伏。然
而六月六晒伏是家乡人盛夏的一道生
活画卷，晒的是一种生活情趣。那个六
月六挂着花花绿绿的棉衣、 棉被的院
子依然根植于我的记忆。我蓦然发觉，

时间已经过去太久， 久得我只能靠回
忆才能诠释那些夏天的快乐。

旧 蚊 帐

乡村的夏夜，家家户户都
是人蚊搏斗的战场。如果说蚊
香、杀虫剂之类是人们使出的
攻击性武器，那么蚊帐便是抵
御入侵的绝佳堡垒了。蚊子在
帐外垂涎三尺，却无计可施，只
能急得团团转，真教人欢喜。蚊
帐是种能给人安全感的床上用
品。

现在的蚊帐多是由化纤
制成，颜色不一，价廉物美。但
在过去，大家用的都是棉质的
白色蚊帐。 祖父家就曾有一
顶。那时每当入夏，祖父便会
在他的木床四角用铁丝绑起
长长的细竹竿，然后将那顶旧
蚊帐挂上去。 这顶蚊帐太旧
了， 父亲说比他小不了几岁。

每次见它被祖父从樟木箱底
翻出来，我都觉得它又旧了一
层。那白中泛灰的颜色以及若
干个大小不一的补丁足以说
明它的历史。

但它挂在那里， 却是一道
让人心安的风景。 祖父的屋子
老旧不堪，又靠在山边，夏季蚊
虫肆虐。 这顶蚊帐陪伴了祖父
母数十载，虽旧，但很实用。也
许它就像个再也熟悉不过的老
伙计，让人觉得温顺又可靠。那
时的夏夜，在入睡前，祖父会先
用蒲扇将帐内的蚊子赶走大
半，接着迅速合上蚊帐，这样一
来， 帐内剩下的几只蚊子便成
了我们的“囊中之物”。我和祖
父分开行动，你一只，我一只，

几分钟内便将它们灭了个精
光。现在想想那个场景，依然觉
得有趣。

但它终究是旧到不能用
了。那年夏天，祖父买了顶新蚊
帐， 这顶旧蚊帐被他制成了捕
虾的罾网。 我和祖父用这罾网
在村里的河沟中捕到了不少虾
米，那些个捕虾的夏天，给了我
许多开心的回忆。 这顶蚊帐在
垂老之时， 还为我们贡献着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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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青摄

诗 意 南 湾 湖

五云山上茶，南湾湖中水；一叶乾坤大，

一湖众生醉。

春夏秋冬里， 朝晖夕阳中， 无论凝神静
观，还是俯仰之间———南湾湖就像是一首诗，

一首空灵而韵味悠长的山水诗。

一
正是绿肥红瘦时，登高放眼，有连绵起伏

的青山环绕，浓荫匝地的林木拥抱，接天连山
的绿茶熏染， 点缀其间的山花藏俏……此时
的南湾湖，宛若一位美人鱼，于良辰美景中娴
适地休憩。 而那因了柔光照射泛起的粼粼波
光，应该是她最钟爱的金缕玉衣吧。

讶异的视野里，不禁让人想起，在亚热带
向暖温带过渡的湿润气候滋养下， 半个多世
纪以来，你邻家小女初长成的南湾湖，带着一
份羞涩，两份散淡，更有几分恬静的妩媚，千
呼万唤始出来，在养眼之余，还心存着想入非
非的甜蜜。

二
甜蜜，缘于你无处不在的美丽。

漫步大坝上，有一缕缕湿润的微风吹来，

好像一双双丰腴小手的抚摸。怡然自得时，一
幅水墨画由写意而工笔， 循序铺展开来。远
处， 荡漾而去的湖光由绿而蓝， 渐次泛出银
白、铅灰，如飘渺的薄雾，消失于天际；近处，

一湖碧水恰如一湖凌波仙子， 在清风中微微
颤动着柔软的妩媚， 那点点波光便是她柔情
似水的眼神；豁然开来，丝绸般的湖水却在圆
润而饱满的小岛旁戛然而止，尔后，温顺地沿
着浓密的绿色向东西悄然远去， 留下两条曲

线极美的长长玉带， 把人的视野和遐想带向
远处碧波般的群山中……回过神来， 清澈而
莹洁的湖水就在脚下， 静静地舔润着岸边的
护坡石，还有那自然形成的一畦金色的沙滩。

一阵山风低吟着从大坝上漫过， 轻轻地抚摸
着温润的湖水，泛起一波波细微的涟漪，恍若
仙子穿着皱褶着的羽衣， 在碧波中旖旎的霓
裳舞……

晚霞如写意的笔触， 在淡淡的云天上肆
意挥洒出形态各异的线条与色块； 暖洋洋的
太阳犹抱琵琶，不时从云彩里袅娜出来，把她
那温暖而柔媚的霞光泼洒在风动的湖面上，

泼洒出一湖晃眼的金色光芒。 一只白色的鹭
鸟沐浴着迷人的霞辉， 在湖边优雅地踱着方
步……一位正在拍婚纱照的新娘经不起诱
惑，近乎跑步拾级而下，手挽婚纱戏水于沙滩
边……湛蓝的天，碧绿的水，金色的沙，映衬
着洁白的新娘———除却水的低语和新娘偶尔
发出醉人的笑，整个湖边只余下安然、悠远而
神圣的静谧。静谧，于撩人心魂处，留下的是
隽永的诗意。

三
诗意，来自你温柔的山水相依。

如果说南湾湖的水清澈而莹润， 盈溢着
安谧的优雅之美；那么，依偎在她身边的山，

则玲珑而清秀，蕴藉着雍容的虚怀之风。

在南湾湖
75

平方公里的宽阔水域周围，

除却细浪逶迤的群山环绕， 单是湖中似珠洒
玉盘的

61

座岛屿，就让人流连忘返。倘若驻足
欣赏，则妙音盈耳，美景在目———百声和鸣的
鸟岛，嬉戏相融的猴岛，豫风楚韵的茶岛，还
有花鲢岛、 茶字溪……一座小岛就是一个自

然与人文的架构、生态与社会的缩影。漫步其
间，顾盼其中，恍若人间仙境，一如世外高人。

假如兴致涌来，泛舟清波，潋滟的湖面上
会闪现疾速开合的银色水线， 一座座轻巧而
饱满的小岛， 在视网膜上留下一抹抹绿色的
印象，旋即消失在清凉的水风中。当你回神后
望时，那浸润在水中的一蓬蓬绿色岛屿，犹如
镶嵌在硕大钻石上的一颗颗玲珑的翡翠。这
莹洁背景下的点点绿意， 会让你的视觉和心
身一起飞翔。

晚霞余晖外， 山水相连处， 是如黛的远
山， 远山之中， 呈现由绿而灰而白的苍茫之
色。湖畔，依水而起的是一座座绿意逼人的山
林。温柔的光线是一只神奇的画笔，在高高低
低的林梢间随意地涂抹，风生水起时，受光和
背光的树叶在鹅黄与墨绿间交替， 像湖水一
样次第的翻转着……于是， 湖光山色便在你
轻柔的一瞥里浑然一体。

南湾湖的山，严格说来是信阳的山，既不
像太行山的刀砍斧凿、壁立千仞，也不像伏牛
山的奇石若雕、浑圆朴拙。南湾湖的山是一种
小巧玲珑、圆润清秀的美。在绿色的装点下，

山石从不轻易示人；即使是再小的山，也不会
裸呈和独处，山与山在轻盈的起伏中，勾画出
一道道色差不甚明晰的曲线，相拥相携、若断
若续地渐行渐远， 而又难以逝去。 且山在水
畔，水藏林里，山水相依，生生不息。此乃小山
大故事，绿意去还留；意象沛然来，静观了却
无。置身其中，会有人变小、山很大的释怀；山
很小、人情大的了然。

四
了然，还在于一叶一世界的信阳毛尖。

淮南茶，信阳第一。信阳茶的上品，在南
湾湖畔。五云山上、黑白龙潭，一叶一芽，妙
不可言。 其妙处在于茶与水的珠联璧合。山
气滋养绿茶，山泉汇于湖中，一脉相承，互得
益彰。

这些美妙的精灵， 便生长于环湖百里的
万亩茶园长廊里。 长廊如画轴， 随意展开一
处，即是胜景。或在观湖阁上，临窗而坐，人在
风中，天在湖中，茶在杯中。明净的玻璃杯里，

细巧、圆润而盈绿的叶芽，随着晶莹的清水浸
润，如睡意阑珊的少女，慢慢舒展开来，跳起
了水中芭蕾。慢慢地，洇染得清水由嫩绿而亮
绿，丝丝清纯的大自然的幽香渐渐溢出，不知
不觉便盈于鼻而荡于胸。于是乎，毛尖之小，

乾坤之大，全在这津润的余香绕梁里了。或是
驱车于百里长廊，兴之所至，驻足小憩，便在
山坡之上、林荫之中。席地而坐，湖水就在身
边，清茶就在嘴边。一绺一绺微风带着湿润的
水汽拂面而来， 从五官和每一个毛孔沁入你
的肺腑———此时，空灵的心容纳着万境，幻觉
着你就是一叶茶、 一滴水、 一树风、 一片云
……自然就是你，你就是自然。

五
倘若人与自然和谐是万物之灵的圣境，

那么，南湾湖堪称人的家园。或看湖光山色，

听鸟语蝉鸣；或品绿茶幽香，赏美味佳肴；或
轻歌泛舟，呼伴偕游……有妙处如斯，谁人乐
而思返？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南湾湖
就是信阳的明眸了。南湾湖不仅明眸，而且皓
齿。有明眸皓齿的佳人在水一方，看一眼，你
的心魂从此不再流浪。

五 月 初 的 郝 堂

郝堂，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距信阳
市区三十华里，两年前还鲜为人知。年初一篇
“图文并茂”的《郝堂：画家画出的小村》，郝堂
一夜之间闻名遐迩了。

刚过四月，郝堂就迫不及待地掀开了少女
的面纱。蓝天白云下，山峦起伏，远山含黛，绿
荫滴翠，清新的田野间，秧苗青青，荷叶田田，

满口吸入呼出的都是栀子花香。蜿蜒曲折的小
柏油路两边，芦苇塘、波斯菊、金银花，更多的
是些不知名的闲花野草，争宠着路人的余光。

五月初的郝堂，开始了清新自然，旷心怡
人的最美时光，处子之静、村姑之美，年复一年
的就这么来了，去了。而今年的五月初，郝堂成
了沸腾的山庄。

在端午节被国家法定为国家节日的第五
个年头， 今年的端午节实际上是从午三开始
的，郝堂的民俗文化周也从这天开始。

这是郝堂村第一次办村节。

这天一大早，一阵大风，一场急雨过后，郝
堂的天空被洗得更蓝，空气更清凉。不到九点，

穿着休闲随意的时尚男女，打着花花绿绿的雨
伞， 从四面八方像鱼儿一样游到郝堂村新
小学的大操场上。这里有场郝堂村自办的“民
俗文化周”活动要开幕。

快到
10

时的时候，一位衣着朴素大方留着

齐耳短发体态健壮形似郎平的中年妇女，走到
场中央，拿着话筒，当起了主持人，她是郝堂村
的“村长”胡静。最先上台致欢迎辞的是头发灰
白身材中等人挺健旺的胖老头，他是村党支部
书记曹纪良，人人都叫他老曹，老曹操着一口
地道的家乡话笑迎四面八方来客。随后马街书
会状元邢玉秋女士代表客串演员，边说边唱致
答谢词，最后一个精瘦矍铄的老头———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坠子）传承人肖店乡村民
吴和平宣布活动开幕。 仪式简短只有十来分
钟。

大部分时间留给了民间艺术家。 你看，舞
龙玩狮的，闪腾自如；高跷旱船的，惊险滑稽；

魔术变脸的，迷人叹奇；花挑舞扇的，撩人痴迷
……小小的山村，十八路神仙下凡，十八般武
艺竞技， 小小的舞台成了村民狂欢的新天地，

小小村落传统的节日成了山村的狂欢节。狂欢
的队伍又沿着乡村小道“踩街”了，“街”两旁是
当地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现场展
示的都是本地的泥塑、剪纸、石雕、烙画、戏曲
服装、皮影戏行头、大鼓书道具等民俗艺术作
品，有的还结合本地的亡羊补牢、闻鸡起舞、千
年古井、跑马岭等民间传说，演绎出一个个栩
栩如生的故事。豫南民间美食盘鳝煲、憋胡子、

热干面、勺子馍、豆腐折……人人可以大快朵
颐。田野间，人工车水、木盆采莲，院落里手工
炒茶、蒙眼推磨、打糍粑、制泥陶……

这些活动连办一周，一周里附近慕名前来
的人大都能一饱眼福、耳福和口福，闲逛中还
可以领略一番小乡村民居改造的样本。比如三
号院的土墙茅屋，拙朴灵动，古旧时尚，这些矛
盾在“画坛怪人”孙君老师画笔下成了和谐一
家。建在污水处理池上的茶室岸芷轩和小学校
的尿粪分离式环保公厕，把脏的、臭的环境变
成了休憩、观赏的新宠物，这是来自台湾的“设
计大师”谢英俊先生现代建筑的点缀。含苞欲
放的荷塘、苍老遒劲的河柳、随风摇曳的山竹，

河边水凼里一蔸蔸再力花、一丛丛芦苇、一坡
坡野草，家家房前屋后散漫错落的黄檀香椿石
榴木瓜柿树藤萝野草，这是“园林痴人”鲍国志
老师的点金之作。还有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的
残砖旧瓦、朽木奇石，这些原本建筑垃圾的废
物被“建筑匠人”李开良收购并分类，废物利用
倍增了价值，再生了活力，厚重了沧桑。

郝堂的民俗文化周也不全是俗的和土的。

郝堂书画美术展就是文化活动周的一场重头
戏， 新学校操场边红星大堰边是一座色调灰
白， 徽派与豫南民居混搭风格的两层小楼，这
是正在筹建的“叶楠白桦文学馆”，现在临时布
置了五花八门的书画作品，其中有八十多岁农
家老汉的书法， 也有懵懂孩子的信手涂鸦，有
像模像样的山水画，也有村妇们精心描绘的工
笔，除了来过郝堂如顾骧、侯宗宾等大家的作
品外，大都是自娱自乐的写意画。郝堂村入口

那块村牌和郝堂宏伟小学那块匾牌都是老曹
书写的，行家看后，都追问着老曹是谁呢？

端午节这天，“美丽乡村全国捷安特赛车
嘉年华” 自行车比赛就在山村绿道上举行。来
自河南、广东、江苏、安徽、河北、湖北六省及国
外友人

500

余自行车爱好者和“驴友”分男子山
地大众组、男子山地精英组、女子山地组进行
了一天的角逐。 这场比赛没有什么现场直播，

但对于山村的震撼是巨大的。是谁把这么多的
自行车高手云集在郝堂村的山间小道一决雌
雄呢？那天路边的观众过万人，路边的丛林里
到处是人头攒动。

五月初的郝堂真是火了。这几天，家家户
户从早到晚都是炊烟袅袅，客人不断，更不要
说龙潭茶人家、郝氏家园、好日子、乡里湘味等
农家饭庄都是一桌难求了。村路街道上游人不
断、歌声不断、笑语不断，一下让原著村民忧虑
起来，郝堂老是这样热闹怎么办？还能有静如
处子的时候吗？

五月初的郝堂是有点不正常。像炸了窝的
蜂群哄哄一片，让人措手不及、应接不暇。村民
和客人都清楚的是郝堂还是郝堂，郝堂永远是
农村，她是否在佐证王继军书记一句话“农村
是有价值的、农民是有尊严的、农业是有前途
的”呢？

没谁去刻意证明什么，村民们总会说六七
八九月的郝堂才是最美的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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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

□

卢素玉

□

周继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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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学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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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韵

（三首）

方华
小荷

一首小令
亭亭玉立在满池的唐诗宋词中
一只蓝蜻蜓
成为它的点睛
清秀而含蓄
在热烈的氛围中营造夏日主题
像一支饱蘸浓彩的笔

书写乡情

睡莲
喧嚣在身外
尘世在身外
闭目端坐在一池清水之上
让一束阳光照进内心
合拢或者打开

都是天地自然
以沉敛的气质
给夏日营造一方清静

莲蓬
以圣洁的绽放
结青涩之籽
心房里罗列的
是岁月幽幽的心情
在烈日下
举给你看一种人生的滋味
炫目的美丽后面
都有苦味的莲心

夏

日

薄

荷

香

母亲特意回了一趟乡下老家， 没想到
她冒着酷暑只是为了采摘些薄荷叶回来。

望着那一堆嫩绿的叶片， 打小就在城市长
大的妻子自是满脸困惑， 而我知道那些薄
荷经过母亲的一番料理后可以做出不少消
暑的美食呢。

薄荷，味辛，性凉，喜湿，多生长在靠近
水域的阴凉处。每到盛夏时分，故乡的河道
沟渠边便会疯长出许多野生的薄荷， 零星
地散落在杂草之间。 儿时的我就经常和小
伙伴们一起去摘薄荷，薄荷是很好识别的，

你一旦走近就能闻到一股浓郁的清香。听
说薄荷经日晒后它体内的精油就会挥发，

所以得清晨起早采摘， 三五成群的孩童在
挂满露珠的草丛中嬉戏穿行， 未等竹篮采
满，一个个都成了“泥猴儿”。

回家后， 母亲将薄荷叶洗净晾干就可
以备用了。 用薄荷泡茶算得上是一种最为
简朴的吃法了， 取几片薄荷叶放入透明的
杯中，再加入适量的蜂蜜或是白砂糖，然后
用滚开的沸水徐徐浇入， 叶片打着转儿随
水漂浮，最后缓缓沉入杯底，仿佛是一池春
水中醒着几片绿绿的生命。 待到茶水慢慢
冷却下来， 我不自觉地呷着杯里的茶，忽
而，一丝淡淡的清凉立即萦绕着整个身心，

再呷一口，直觉得口齿留香，宛若轻风拂面
而来，让人顿感心清神怡。

另外， 在炎炎夏日里煮上一锅可口的
薄荷粥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母亲煮

薄荷粥时总爱先把薄荷放入水中用文火慢熬， 直到薄荷汁液煎
尽后方用勺子捞出残渣， 然后放入淘洗干净的绿豆和粳米继续
烧煮，等到粥即将煮好时再加入适量的冰糖，最后用猛火再次烧
沸即可。每当我揭开锅盖时，豆香、米香夹杂着薄荷的清香一起
扑面而来，薄荷粥甜而不腻，而粥汤不知何时也染上了那沁人心
脾的绿，看后总会叫人食欲大增的。

而用薄荷做上一道美味的靓汤那算得上是母亲的一手绝活
了。母亲先往汤锅里注入清水，待水烧沸后，她会麻利地将鸡蛋
在灶台上打开，任其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后直入锅中，这
一切母亲总能一气呵成。鸡蛋稍微断生后便可放入薄荷，用勺子
搅开，然后放入食盐和鸡精即可起锅了，最后母亲还会在汤碗里
再淋上几滴麻油。薄荷经沸水一烫，颜色碧绿如玉，再加上鸡蛋
黄白相间的点缀，光那模样儿就让人垂涎欲滴了。

夏日里那股浅浅的薄荷清香曾经一度陪伴着我的成长，如今
事过多年了，没想到母亲至今尚还恋恋不忘。不管这个夏天如何
酷热，但我相信，在我的心底早已有了一丝无法挥去的淡淡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