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午时分，立夏过后的太阳热
辣辣的，蛋摊前后无遮无挡没有一丝
阴凉，朱子英、柳叶身上的汗水和衣
服贴到一起。

“子英，饿了吧？”柳叶小声问。
“不咋饿。”朱子英抿抿两片薄嘴

唇，“有点渴。”
柳叶早渴了，这会儿嗓子眼像

吞了干辣椒面。清晨挑着70多斤鸡
蛋来赶集，路虽不算远，但背部困乏、
隐隐作痛，出了一身汗。眼下太阳烤
着，身上总是汗涔涔的。她皱着眉，
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把头上脖子
里的汗，在手提包内拿出两元卖蛋
钱：“子英，吃饭去。”

“姐，这可是一斤半鸡蛋钱呐。”
在朱子英眼里，这位婆姐待她情同亲
姐妹，在柳叶面前，她张口就来，想说
什么就说什么。笑眯眯地问：“你真
舍得花两块钱让俺吃饭哪？”

柳叶又从包里拿出两块钱一并
递给朱子英：“给，吃饭去。”

朱子英抽出一块钱向那家饭店
走去。一会儿，她一手端着盘子，一
手端着碗来到柳叶面前。盘子里放
着两块油炸糍粑，碗里盛着白开水：

“俺俩一人吃四毛钱的糍粑，白开水
管够，咋样？”

“这么快你就吃了？”
“你先吃，俺现在去饭店，过会儿

俺来取碗和盘子。”
柳叶正吃着糍粑，一个瘦瘦高高

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视线里。柳林推
着自行车走过来，面带愧色地说：“瞧
你晒的，要不是柳眉中午吃饭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你们出摊了，好卖吗？”

“三分之一也没卖够。”柳叶叹
口气说：“光这样卖不行，得想点别
的办法。”

“我现在去找家旅社订间房，晚
上收摊你住这里，咱们商量新招。”

旅社的房间实在太小了，两张
床中间勉强能走一个人，门口靠墙放
着一个小矮桌，四箩筐鸡蛋搬进房
内，三筐放在地上，几乎占据了剩余
空间，另一筐只好放到矮桌上。

“这么大个灵泉河集市，咋就销
不完 100 多斤鸡蛋呢？”柳叶看看盘
腿坐在另一张床上的丈夫，感慨道：

“俺记得前几年去北京，鸡蛋还在凭
票供应，灵泉河供销社也是有多少收
多少，这才两三年工夫，咋就一下子
卖不掉了，也没见谁多养多少鸡呀。”

“要我看，就全国这个大市场而
言，鸡蛋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农村产出有些剩余，城市却等鸡蛋下

锅，关键是流通渠道不畅。”
“行了，行了！你少给俺讲大道

理。”柳叶打断丈夫的话。看来她真
是急了，结婚这么多年，她极少用这
种腔调和柳林说话。

柳林理解妻子的心情，轻声问：
“你说现在咋办吧？”

“俺要是有办法，会住到旅社里
听你闲扯，真是的。”

“去年你要养鸡，我也赞成。去
信征求爸爸的意见，他倒是坚决支
持。爸爸毕竟老了，退休这几年，下去
看得少了，听得少了，想法难免有和实
际脱节的地方，这几年变化大呀。”

柳叶也脱了鞋坐到床上。柳世
明老人在灵泉河的那些年，他们接触
得并不多，一旦听他说话，总觉得有
主见，长见识。老人回了北京，一家
三口虽去探望过几次，可老人整天忙
于工作，晚上下班回家，时常有人先
他一步堵在会客室里，一天难得说上
几句话。老人总爱看着柳叶微笑，那
笑容里有慈爱，有赞誉，也许还有愧
意吧！柳叶猜不出，说不清，有一点
是可以肯定的，和蔼亲切。见柳林说
起父亲，柳叶看着丈夫，静静地等他
说下去。

“咱家的这个养鸡场，可能是农

业产业化的样板田，也可能是牺牲
品。时下在‘三农’问题上，旧体制没
打破，新体制没建立，必然制约生产
力的发展。没忘吧，家里要筹几万元
钱办场，为此事我专门回了趟北京，
跟爸爸说了这个看法，他大加赞同，
说是别的地区能办成的事，桐城、狮
江也一定能办成，了不起走段弯路，
要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话虽说

得不错，他把积蓄全拿出来，又让哥
姐为我们筹钱，我看他是用这种方式
还债，还儿女债，还亲家债。”

柳林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听得
柳叶心里沉甸甸的。虽然上到高中
毕业，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对柳叶来说
是头一回碰到的方程式，她闹不懂这
词语的含义，觉得像进了考场一样，
既然已经进来了，只能大着胆子试着
去解题。她鼓起勇气说：“俺不管鸡
场能不能成为样板田，决不让它成为
牺牲品。明天让子英守摊，俺到集市
大小饭店、商铺去推销。”

“这件事得分几步走。”柳林沉思
着说，“联系一批重点户，送货上门。
扶持一批零售商，咱让利出售，让他
们有钱赚，互惠互利。开辟县城和周
边乡村市场，再扶持一批零售商，你
看怎样？”

“好啊。”柳叶锁着的眉头舒展开
来。她心想，别看柳林说话咬文嚼字
的，要是碰到事头上，真能拿得出主
意。她宽慰地笑了。

这笑容使柳林的心里暖暖的。
他故作惊讶地说：“你头发上趴了个
虫子，别动，我看看。”

柳叶慌忙拨弄头发，柳林趁势
抱住她的身子。

灵泉渔家自然成为刘柳叶重
点户中的重点。当她试着说明来
意，张老板嘴里嘀咕着，看看大厅
旁卖小吃的卤鸡蛋盆，脑子里旋即
算过一笔账。胸有成竹地说：“一
天送 13 斤，每斤比市场价便宜五
毛钱。”

“两毛吧。”刘柳叶不容置疑地
说：“张老板，俺不说养鸡户有多难，
就这点赚头，给你了。”

张老板坚持压价：“三毛，再多俺
就不买了。”

“好，依你。”买卖成交了，柳叶心
底增添了一分自信。这可是灵泉河
最大的饭店，攻克了这个堡垒，柳叶
心里有了数。柳林说啥来着？互惠
互利，对，“惠”“利”简简单单的两个
字，联结成利益共同体。

生意，生意，一个“意”字，“立日
在心里”，每天压着心头的，就是这个

“日”字。
刘柳叶这么想着，两条腿增添了

力气。看来，互惠互利才能让太阳在
心中升起。想明白了这个事理，她脚
步轻盈地走进一家家大门。一天时
间，24家饭店、商铺同意进货 100多
斤，柳叶大喜过望。傍晚时分，她来到
镇政府找到柳林，喜笑颜开地问：“猜

猜，重点户一天要多少鸡蛋？”
“还用猜吗？”柳林看着妻子喜形

于色的模样，“脸上明明写着嘛！”
“100 多斤啦。”柳叶掩饰不住

心里的喜悦，“怪不得生意人常说货
到地头死，早该上门推销了。”

“第一步走得不错。”柳林提醒
说，“下一步要扶持零售点，到县城和
周边乡村疏通销售渠道，只有形成多
层次销售网络，咱鸡场才能稳操胜
券，连年扩大养鸡规模。”

“咱这里离县城五六十里，咋去
呀？”柳叶为交通工具作难了。

柳林说：“先租机动三轮车，等咱
有钱了，买它辆新的。”

“说得好听，有钱了买三轮谁开，
总不能让哥把田撂荒了替咱开三轮
吧。”

“我看你就行。”柳林趁机鼓励
说：“三轮好学，半天工夫你就成驾驶
员了，我现在就可以教你。”

“说得跟真的一样。”柳叶努努
嘴,“三轮呢？”

“走，立马去租一辆，我教你在广
场上开，天黑前保证让你学会。”柳林
说着站起身，“你学不学？”

“学就学。”柳叶随同丈
夫走出房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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溽暑薄荷漫清凉
溽暑苦夏，骄阳似火，人似处在上蒸下煮的笼

中，热得喘不过气。身心焦躁、火烧火燎之时，格外
向往世间清凉之物，头下是凉枕，床上是凉席，吃
的是凉面，喝的是凉茶，洗脸用凉水，避暑吹凉风。

夏日的芳香草本植物中，自带清凉气息的
有不少，譬如石香、藿香、紫苏、荆芥、薄荷，这些
青绿素朴可药可食的济世良草，散发着清香，浸
染着凉意，清新淡雅，味道独特，或清香开胃，或
麻凉爽口，或解腻下饭，调剂着夏日农家的一日
三餐，让人在不思饮食的三伏难耐中，觅得舌尖
上的清爽惬意。

或许是饮食习惯使然，抑或是薄荷的特殊
气味让人受不了，豫中乡间，庄稼人极少把新鲜
薄荷生调着吃，也不喜欢将其与别的食材搭配，
譬如拌凉菜、摊饼子、下面条。偶尔，乡人会把
晒干的薄荷当香料用，和八角、花椒、茴香的用
途差不多。逢年过节，家里来客，烹鱼煮肉的时
候，放一把除膻去腥的薄荷，调节肉鱼之味，使
其更加鲜嫩。民间烹饪之道，讲究一物降一物，
薄荷看似纤弱无力，却是外柔内刚之草，凭借一
身芳香正气，与肉食同锅而煮，同膻腥顽强搏
斗，最终邪不压正，赢得香草美名。

除了当煮肉大料，豫中乡间更多的是把薄
荷作为夏日凉茶的配料。三伏天下地劳作，出
汗多，体力消耗大，若是茶水喝得少，很容易中

暑。庄稼人喝茶不讲究，也喝不起昂贵的茶叶，
泡茶的花花草草，都是从野地里弄的，一年四季
各不相同，夏天尤喜饮用清热解暑的薄荷茶。
生火烧水之时，掐把鲜嫩的薄荷叶子，清水一
淘，直接丢到茶壶里，咕嘟咕嘟煮开，等到放凉
后，捧着大碗喝，麻凉清爽，解暑止渴。讲究些
的人，除了薄荷，还会在烧水壶里放些野菊花、
干桑叶、金银花，老四样一搭配，便成了很有名
的乡野药茶——桑菊薄荷茶，经常饮此茶，可疏
散风热，清利头目，整个夏天都不会感冒。

民以食为天。庄稼人凡事都喜欢从实用主
义出发，哪怕是在院里种个花花草草，也是如
此。豫中乡间，薄荷入馔的机会不多，其地位远
没有石香、荆芥高，很难在篱园菜圃里占有一席
之地，难逃野生野长的命运。不管过去还是现
在，庄户人家都喜欢在院里门外开辟一块菜地，
随着四季时令，种些家常菜蔬，减少花销开支是
一方面，关键是省去了赶集买菜的麻烦，随吃随
摘，甚是方便。每到夏天，乡人多种些石香、藿
香、紫苏、荆芥，而所种的每一种菜蔬，都能成为
粗食淡饭的绝佳食材。石香是蒜面条的调味
品，藿香是汤面条的随锅菜，紫苏是除腥膻的必
备物，荆芥是拌黄瓜的好搭档。种薄荷的不多，
即便在角落旮旯里偶尔见到一些，也是陪衬和
点缀，可有可无，没人在乎。

在我的记忆中，旧时乡间所见到的薄荷，几
乎全都是野生的，草丛里、田埂旁、河岸边，这儿
一捧，那儿一丛，到处乱长，随地可见。诸多野
草中，薄荷很好识别，浑身青碧，叶片对生，边缘
呈锯齿状，开的花淡红、青紫或白色，即便有时
候野薄荷夹杂在众多野草之中，搭眼一看，目光
一扫，立马就能辨认出来。早些年，放牛割草是
乡野孩童暑假里的必修课，一些牧场离村庄远，
需要头顶着火辣辣的日头，走很长一段时间。
每个放牛娃都备了一个啤酒瓶，临走前，灌上一
瓶凉水，再掐几片薄荷叶，塞进瓶里，泡上些时，
便成为绿莹莹凉津津的薄荷水。若是哪个孩子
手里有零用钱，花上三分五分，从代销点买几粒
糖精，取一粒放瓶中，泡出来的薄荷水，比蜜糖
茶还甜，众伙伴争着抢着品尝，总也喝不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一所乡村中学
念书，一到五黄六月，天热屋里闷，上课时不少
人打瞌睡，提不起精神。后来，一些学生想了个
治瞌睡的法儿，趁下课时候，去操场周边的草地
上，掐些野薄荷叶，回来后蘸些水，贴在额头和
两侧太阳穴上。我也多次试过，此法确实奏效，
贴上不大一会儿，便有清香、清凉和清新的气息
弥漫开来，神清气爽，倦意全无。

薄荷叶中含有挥发油，驱蚊效果也是不错
的。旧时乡间，草木茂盛，院里屋外，草木疯长，容

易招惹蚊虫，赶都赶不走。有时候我在屋里不出
来，坐在院里的祖母就会嗔怪道：“刚啊，你不嫌热，
在屋里喂蚊子哩？”为了不让蚊子咬我，每次跑出
去玩，祖母总会掐一大把薄荷叶，搁到手心里，两
掌对着搓，揉挤出来汁水，涂抹在我身上，就像现
在的人往身上喷洒驱蚊花露水一样。

从薄荷里提取出来的薄荷油和薄荷脑，是
风油精、清凉油的主要原料。清凉油辛凉解表，
可以提神醒脑、驱蚊止痒，在缺医少药的昔日乡
村用处大，颇受欢迎，乡人谓之“万金油”。清凉
油和风油精是小孩子的违禁品，看得很紧，不让
乱摸，怕不慎弄到眼里，酸疼难忍，伤及身体。
孩童们皮肤娇嫩，一旦被蚊子叮咬，身上很快就
会鼓包起疙瘩，痒得难受。这时候，大人就会找
来清凉油，两手并用，揭开盒盖，用指头肚轻轻
在黄色脂膏上一抹，均匀涂在起疙瘩的地方，既
可消肿，又可止痒，实乃炎炎夏日必备之物。

按说，风油精的用处，比清凉油更多，可外
用，也可内服。但在旧日乡村，用风油精的人，
远没有用清凉油的多。仔细想想，最主要原因
还是风油精不耐用，没有清凉油经济实惠。那
时候，风油精的玻璃瓶很小，里面只有一丁点绿
水，倒不了几回，就见了底，而清凉油是膏状，一
次只需用指头肚抹少许，就能涂很大地方，节省
着用，一盒能使好多天。

乡间有清风

阳光炙烤着大地。干了半天的活儿，
我实在是太累了。走到村头，腿像灌了铅
似的。就在田边的泡桐树下，找一大片绿
荫躺下来。身上搭一件布衫，头下枕一捆
青草，不一会儿，我就酣然入梦了。阳光
被茂密的树叶切碎，洒下圆圆的光斑。凉
风携着草香，轻轻掠过我的肌肤，我感觉
痒痒的，舒服极了。

醒来，已是正午。回到家，母亲正在做
蒜汁捞面。柔韧的手擀面条在锅里翻滚，
芸鲜菜的绿影时隐时现。把面捞出来，用
井水一拔，浇上捣好的蒜汁儿。我凑近一
闻，一股纯正的清香直冲鼻底。哧溜哧溜
地吃上一大碗，背上立马沁出一层透汗
来。吃完，再喝一小碗温热的面汤，只觉
得周身通泰，暑气顿消。

走出灶屋，我看见母亲正和几个邻居
大婶在门洞下闲坐。她们坐得很随意，面
前的小方桌上有几只茶碗，一盆淡黄色的
绿豆茶正冒着热气。她们每人拿一把蒲
扇，时而摇动，引来阵阵清风；时而轻拍几

下，吓跑叮人的蚊子。母亲手里的那把蒲
扇，可能用久了，边缘已经出现了裂口，但
她似乎不在意。

我牵了牛出来，向村子中间的陂池走
去。这是一处用石头围筑而成的小池塘，收
存着从山腰流下来的泉水。池水有两米深，
清风徐徐，四季清澈。我到达池边时，看见
几个村姑正在洗衣裳，一群半大小子在池水
中变着花样浸伏。我赶紧喝停他们，让我的
牛安安静静地饮了水。池边生长着一小片
薄荷，我掐了两片叶子，贴在自己的眼皮上，
顿觉有了一种麻酥酥的凉爽感。

回来时，经过三爷的门前，他热情地喊
住我，说别急着走，咱们一块吃西瓜。他从
水桶里把浸凉的西瓜捞出来，擦干，用手在
瓜皮上“嘭嘭”拍了两下，就提刀来宰瓜。
我一看，此瓜形圆、蒂绿、纹显，知道是好
瓜，味蕾便活泛起来。三爷的刀刚沾上瓜
皮，只听噗的一声，西瓜已裂为两半。我拿
起一牙儿西瓜，一口咬下去，顿觉嘴里凉气
四溢，一种透骨的甘甜直抵心脾。我心中

暗自惊叹，一边吞汁吐籽，一边想着两句诗
“下咽顿除烟火气”“凉入衣襟骨有风”。都
说西瓜是夏天的标配，看来真是这样啊！

傍晚，疏星朗月，圆天如盖。我掂一条
苇席，到村南的打麦场上纳凉。我到的时
候，已经有乡亲坐在那里了。只是他们的坐
具各异，有的坐在小板凳上，有的坐在石磙
上，也有的坐在自己的鞋上。他们谈论的话
题很杂，或者讲讲俚语笑话，说说庄稼的长
势，或者侃侃天南海北的新鲜事。说高兴了
就嘎嘎笑几声，说生气了就嗔骂几句。孩子
们在疯跑，跑累了，就找到自己的母亲，依偎
着睡去。夜深了，习习凉风吹过乡亲们困倦
的脸，大家都打着哈欠回家去……

非常喜欢白居易的一首诗：“何以销烦
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
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今年，天
气燠热，我常常在屋里辗转难眠，就想起
了早年在乡间消暑的旧时光。想着想着，
窗前就似乎飘过几缕清风，给我送来了遥
远的清凉。

听到顺其自然这个词，总是感觉些许无奈。人们脱口而
出，表情十分自然。可什么都顺其自然了，又会让人感到不安。

农民给庄稼浇水，顺其自然行吗？水往低处流，长在
低处的秧苗喝饱了，那长在高处的秧苗怎么办呢？需要人
为先将水引过去才能保证有个好年成。

顺其自然是顺努力奋斗之然，还是顺听天由命之然？
同样顺其自然，对于理解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情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反映了一个人做人的心态。

笔者浅见，顺其自然应该是在能掌控的范围内，尽最大
努力去争取，做最好的自己，其他的顺其自然。先有努力、
全力以赴、积极争取，尽人事，才能顺天命之自然。

什么都不争取，听天由命不可取。更不能用顺其自然
掩饰不努力不想办法不吃苦耐劳。半途而废、行百里者半
九十，都不能美其名曰顺其自然，都是逃避现实、懒惰懈怠。

面对问题，积极作为努力解决之后，顺其自然接受成
败，必定不会后悔，因为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做到问心无
愧。消极对待，不究事理，不知其然，或者不深入弄清事物
症结，解决问题没针对性，甚至眉毛胡子一把抓、草率盲目
顺其自然，之后一定后悔。

不作为不是顺其自然，找借口也是下下策，以此为常
的人生，无异于虚度光阴。努力拼搏尽心尽力，才是自强
不息之自然，这样的人生才能有光泽。

面对问题和困难，不能简单对待，不能草率放弃，更不
能顺其自然。要分析研究，努力奋斗，克难攻坚，解决问
题，战胜困难，才是智者之为。

自然或许是美好的，可我们更要敢为人先，决不言败，勇
往直前，愈挫愈勇。勇立时代潮头，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
来，因为只有努力奋斗，才能心安理得顺其自然。

盛夏，太阳醒来得早，金水河畔的那架凌
霄花醒来得也早。

一大早，除了踢腿弯腰慢走外，就是来到
凌霄花架前，观赏花期能横跨整个夏天，甚至
可延伸到秋天的凌霄花了。凌霄花的枝干虬
曲多姿，根根藤蔓相互交叠着攀爬。正面为红
色，外侧为橙色的朵朵串串凌霄花争奇斗艳，
芬芳迷人。单朵的、并蒂的、簇簇七八朵的，甚
至二十来朵的，都形成了一个个艳丽、欢快的
小喇叭，嘹亮地吹奏着夏日蓬勃的心曲。花儿
自觉自愿错落在枯褐色的藤蔓间，靓丽于浓密
的绿叶之上，你追我赶吸吮太阳挥洒自如的光
辉。成群结队的蜜蜂，嗡嗡嗡低语着在凌霄花
间来往穿梭，生机盎然，渲染了眼前的情景。

这里的垂柳、楝树、杨树、梧桐树、银杏树、
麦冬苗、地皮草，都一个劲儿狂长，满眼皆绿，
就连身边哗啦啦作响的金水河里的流水，也被
映衬得富有绿意了。这架凌霄花的确成了万
绿丛中的一点红，分外妖娆，引人注目。迎着
她，散步的人走过来了，打拳、舞扇、挥剑的人
也走过来了。走过来的，还有为她留下秀美容
颜的摄影爱好者，选角度、对焦距、逆光、顺光，

“咔嚓”将一张张靓影收进了镜头。
凌霄花入眼目、入画作，更入诗。“苕之

华，芸其黄矣”“笤之华，其叶青青”，这就是出
自《诗经∙小雅∙笤之花》中描绘凌霄花朗朗上
口的诗句。“笤”即凌霄花也，又名凌笤、紫葳、
五爪龙、红花倒水莲、倒挂金钟。古往今来，
不少文人骚客对凌霄花都作过描绘和歌吟。
宋代董嗣杲的《凌霄花》可为代表之一：“根苗
着土干柔纤，依附青松度岁年。彤蕊有时承
雨露，苍藤无赖拂云烟。艳欹偷醉斜阳里，体
弱愁缠立石颠。翠飐红英高百尺，藏春坞上
忆坡仙。”凌霄不仅仅是可供观赏植物，还有
其良好的药用价值。凌霄花为通经利尿之
药，凌霄根可治疗跌打损伤等症。在我看来，
凌霄花的秉性脾气是万不可忽视的。酷暑天
气，凌霄花竟敢与刺眼的太阳比鲜艳，想必定
有血腥刚烈的君子风范。攀附在人们专门用
钢筋水泥为其搭建的架子上，足以说明人类
对她的挚爱非同寻常了。她宁愿停止生长，
也不愿匍匐在地，这正是凌霄花执拗不屈的
性格与血染的妩媚风采。太阳刚出来时，我
去目睹她的芳容；中午头，我去感受她的坚毅
执着；傍晚时分，我去端详她笑吟吟的美态。
每次相见相识，均有一种相看两不厌、唯有凌
霄花的情趣，内心生发出道不明的震撼和多
情来。

一天快到中午了，难抑心中平静，再次前
去探视凌霄花。凌霄花架子下，端坐着一位70
多岁、身穿方格子短袖衫、皮肤白皙的夫人。
我要为凌霄花拍照，她笑着朝我走来，热情指
导我如何拍摄效果才更出彩。原来她是一位
福建籍的大学教授，她声情并茂地给我讲述了
一个流传在她的家乡和凌霄花密切相关的凄
美而悲壮的故事：相传有个财主的女儿叫凌
霄，出落得貌若天仙，家人视她如掌上明珠，想
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做她的另一半。但凌
霄姑娘早爱上了家中的长工，两人私自定了终
身。财主知晓后，不但极力反对，坚决不许他
俩相恋，还对长工施压并暴打一顿。长工当晚
含恨而终，被村人葬在了一条小河边。第二
天，坟上竟然长出了一棵粗大的柳树。凌霄姑
娘得知后，疯一般跑到那棵柳树旁，一头撞死
在了柳树上，顿时化作木质藤蔓，还开出了俊
俏的花朵……听完这一神话色彩浓重的故事，
我不禁为之怅然。在为凌霄姑娘惋惜的同时，
也为爱情的力量而惊羡。原来这俏丽的凌霄
花背后，竟然潜藏着如此动人的人间情感。眼
前这架凌霄花的出众颜色，岂不是那个传说故
事里凌霄姑娘容颜的再现？

凌霄花虽以气根攀附他物之上，但生命力
极强，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也不管在什么环境
中，都能倔强地生存生长。在似火烧的炎炎夏
日里，她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明媚；在滚滚的热
浪中，她盛开着一腔不可阻挡的热情。明末清
初文学家、美学家李渔如是评价凌霄花：“藤花
之可敬者，莫凌霄。”人们将凌霄花寓意为慈母
对孩子的无私奉献，领略了凌霄花的独特风
韵，我对此深信不疑。

短笛轻吹

♣ 杨 流

顺其自然

人与自然

♣ 刘传俊

凌霄花

李福根 著

最近电影《长安三万里》热映，
唤起很多人内心尘封的对唐诗的
热爱。说到唐诗，不能不提李白。
李白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流传
下来的一首首锦绣诗篇，更因为他
独特的生命气息，辉耀万古长空。
以李白为代表的诗人们开辟了诗
歌的黄金时代。

《康震诗词课（青少版）》是古
典诗词专家康震写给青少年朋友
的古诗词鉴赏读本，书中汇聚了从
先秦《诗经》、汉魏南北朝到唐宋元
明清的 36首古诗词，全部来自统
编版中小学语文教材及新课标推
荐背诵的篇目。在大唐兼容并蓄
的文化氛围下，以李白、杜甫、苏轼
为代表的诗人们继往开来地开辟
了诗歌的另一个黄金时代，构建起

中华文明的光辉璀璨的一座座丰
碑，构成了传承千年的历史余响和
不朽的民族精神。

和之前出版的畅销书《康震古
诗词 81课》相比，新书更薄，选篇
也更有针对性。它从先秦的《诗
经》开始，到两汉魏晋南北朝，再到
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阶段都兼顾
到了。更重要的是，《康震诗词课
（青少版）》里所有的诗词，全部来
自统编教材和课标，相当于课堂外
的1+1版，能在课本之外为中小学
生的古诗词学习多开一扇窗。康
震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能爱上古
典诗词，通过阅读古典诗词唤醒他
们心中的豪迈与柔情，激发他们的
勇气与想象力，不断拓展诗词的边
界，从而自主自觉地传承经典。

荐书架

♣ 陈彦瑾

《康震诗词课》：生动解读李白的万里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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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百姓记事

♣ 王 剑

竹里馆（书法） 赵龙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