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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善于记住生活中的美好瞬
间，比如儿时的夏天。即便现在室内
有空调，有各种冰镇饮品和瓜果，但我
还会经常忆起儿时夏日的凉爽。

那时的夏天，纳凉全靠蒲扇，但酷
热的印象却很淡，小孩子玩起来，火焰
山也敢闯，玩心可以对抗酷暑。那时
的夏天，对小孩子可真是友好。

每年盛夏，我就幻想穿越回记忆
里的夏天，去看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
衰草小池塘。观翻空白鸟，照水红
蕖。到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
阳。享受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
一日凉。

在旧时夏天，我想偶遇一个人，就
是我们队里的斗笠爷爷。我有记忆
时，斗笠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了，清瘦，
头发胡子都白了。他是个爱劳动的老
者，每次见到他，他都在地里干活。脸
上的汗珠密密麻麻，洗得经纬都可见
的白布褂，被汗水浸透。

斗笠爷爷说，出一身汗，风一吹，
凉快着呢。

我们小孩子都羡慕斗笠爷爷的一
身汗，学他的样子，站在太阳下晒，一
会儿拿起镜子照照，希望脸上的汗也
像斗笠爷爷脸上的汗珠一样大，滴滴
答答往下淌。

甚至连斗笠爷爷后背湿透了的白
布褂也羡慕，因着急见成果，还拿水瓢
往身上制造“人工汗水”，一脸的汗，湿
透的后背，能让我们兴奋半天。

我们喜欢斗笠爷爷，还因为他会
做荷叶水，采一个荷叶，用锥子刺透叶
柄，将荷叶卷成圆锥形，灌满泉水，泉
水从荷叶柄里吸入嘴里，甘甜的泉水
里掺杂了荷叶的清香，格外爽口。

小时候的夏天，还必须去拜访哑
奶奶。哑奶奶爱说话，但呜啦呜啦的，

不知道她说的啥。她家门口有座石头
房，夏天坐里面特别凉快。

哑奶奶爱招呼我们去她家石头房
里坐。哑奶奶是真心喜欢我们，天热
得树叶都晒卷了的时候，哑奶奶会给
我们二分钱，让我们买支冰糕。一群
孩子买一支，一人舔一口，互相监视
着，别说咬一口了，舔时间久了，大家
都有意见。

小孩子都馋，物质匮乏的年代，二
分钱对我们来讲，也是大数目，所以，
我们老盼着天热，天热了，盼着哑奶奶
招呼我们，去她家石头房。

年龄稍大点了，乡下已经拴不住
我们了。夏天，我们三五成群，去城里
玩。兜里揣着几分钱，或一分钱也没
有，进城，顶着大太阳也去。

进了城，我们最喜欢逛小画书的
书摊，一分钱或二分钱看一本。若没
带钱，便站在书架前假装选书，借机看
书皮；或站在别人身后偷看。若兜里
有钱了，开心地递给摊主，选一本，坐
在马扎上，慢慢地看，同去的小伙伴可
以光明正大站身后看。天再热，也感
觉不到，眼睛清凉，书能避暑。

看完书，去公园门口溜达，一位老
奶奶在公园门口的树荫下卖水，凉白
开一分钱一杯，茶水有二分钱一杯的，
还有三分钱一杯的，看着一杯杯盖着
玻璃片的茶水，馋得哈喇子直流。纠
结半天，选来选去不知道喝啥好。老
奶奶便会笑着给我们一杯茶水，里面
还放了糖精。接过甜茶水的那一刻，
咕咚咕咚喝下去，脸上笑开了花。

小时候的夏天，有蒲扇、荷叶
水、冰糕、茶水摊，还有一个个和蔼
可亲的老人家，他们都是住在夏天里
的人，像雨后的风，让粘稠的夏日变
得清爽怡人。

住
在
夏
天
的
人

马
海
霞

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大多受家庭影
响，我喜欢吃辣椒便是深得奶奶的真
传。

小时候，我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饭桌上，经常有一道专属奶奶的辣椒
蒸酱。奶奶经常说，“我不爱大鱼大
肉，只要有一盘辣椒蒸酱就足够了。”
辣椒蒸酱的做法很简单。新鲜的辣椒
去籽切成方块状拌酱，撒上盐，滴上几
滴菜籽油，饭熟时辣椒蒸酱也就熟
了。冬天，没有青椒，奶奶就用晒干的
红辣椒做配料，切入豆干丁，拌上她亲
手晒制的黄豆酱，在饭锅里蒸，木质锅
盖缝隙散发出的热气里，夹杂着豆干
和辣椒交融的香味。奶奶盛上一大碗
饭，用勺子挖上满满一勺辣椒酱堆在
米饭上，一边吃一边吸溜嘴，“真香
啊！真香啊！”看奶奶吃得津津有味，
我忍不住用筷头蘸上一点，辣得直吐
舌头，真不明白哪里好吃。

盛夏，我热得吃不下饭的时候，奶
奶就煮上一锅白米粥。洗上几个青椒
放入两三颗蒜瓣，用捣钵捣碎，加上
盐、生抽、醋，拌上芝麻油。喝着清淡
的白米粥，就着脆辣可口的小菜，胃口
大开，很是畅快。渐渐地，我也喜欢上
了吃辣椒。

这个季节，也是菜园里最繁盛的
时候。巧妇们一大早挎着小竹篮走进
了自家的“菜市场”，一趟“逛”下来，总
能满载而归。韭菜、西红柿、茄子、豆
角、辣椒、青葱……应有尽有。在众多
的蔬菜里，我最喜欢吃的是青椒炒鸡
蛋。奶奶把青椒洗干净，切成丝，再切
上一根红辣椒配色。打上两个鸡蛋搅

拌均匀，油热鸡蛋下锅炒成块盛出，再
把辣椒炒到半分熟，倒入鸡蛋翻炒出
几下，一盘色彩鲜亮的辣椒炒鸡蛋就
出锅了。鸡蛋松软，青椒爽口。辣椒
炒鸡蛋，也是我人生中学会烧的第一
道菜。

入秋后，菜园里的青椒变得红艳
艳的，相当诱人。奶奶又忙碌了起
来。她把红辣椒摘下来，清洗晾干，倒
进盆里。奶奶把砧板平放在盆里，飞
舞着两把菜刀剁辣椒，动作轻盈、娴
熟，看得我眼花缭乱，我竟不知道奶奶
还有这样的绝活。不一会儿，奶奶就
把一盆红辣椒剁得细细碎碎，放入姜、
蒜泥，再把红辣椒、姜末、蒜泥、盐搅拌
均匀，放进玻璃罐子，加稍许白酒封存
一个星期，即可开罐食用。

自从有了大棚蔬菜，菜摊上的蔬
菜一年四季样样齐全。青椒种类更是
繁多，螺丝椒、薄皮椒、杭椒、土辣
椒……口感也不尽相同。螺丝椒像螺
丝，像旋钮，皮较厚，微辣，可用作配
料；薄皮椒皮薄、甜丝丝的，可用以炒
鸡蛋、炒土豆丝、醋辣椒等，适合不能
吃辣的人群；杭椒光滑细长，颜值高，
饭店里用的较多；土辣椒是近两年冬
天才有的新品种，小巧玲珑辣味十
足。每次逛菜市，辣椒成了我的必备
菜。

成家后，我不仅学会了料理家务，
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烧菜、制作小
菜。追根溯源，我想是在奶奶的耳濡
目染下掌握了这些生活的基本技能。
品尝着辣椒菜，便会不经意间回味和
奶奶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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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的陶瓷缸是打算用来
水养铜钱草的，拆包后发现铜钱
草根部裹了湿泥，于是干脆把铜
钱草土培了。这样陶瓷缸就虚位
以待了，我决定顺应季节，养些荷
花。

在菜场买藕时，我向师傅打
听：藕可否种？师傅说可以，要挑
两节头，而且得有芽。于是，我挑
了两支两节头的藕，藕芽长长的，
一路憧憬着长出荷叶，开出荷花，
有蜻蜓立上头的情景。

谁知估计失误，缸小，藕节太
长，斜斜地搁着。我又问自己：种
藕养荷怎么可以没有泥，根须往
哪安家？我种藕养荷的经历一波
三折，但做一件喜欢的事，无论怎
样我都会坚持。

我急切去网上找答案，问商
家，告诉他我的缸的大小，商家推
荐了合适的藕给我，并保证成活，
养得好能开十来朵荷花。于是，
我下单。货到时，我见藕芽老长，
尖端有卷着的叶子。我把它和泥
种下，蓄水，露出荷叶。我精心养
护，脉脉对视，一天好几回探寻，
终于种成功了。

我爱荷花源于小时候的经
历。以前每次暑期回老家，都会
路过一池一池的荷，荷不光是花
有香，叶子也香，我固执地认为荷
叶的香更好闻。

荷叶用处很多。少时，夏天
我用稻谷换糖，拎回来时必定有
半张荷叶垫着。糖洋本来就透着
凉凉的甜香，相当于六、七月的雪
糕，加上新摘的荷叶，那香就更绝
了。现在我们留恋家乡，说起糖
洋必定说一句荷叶垫着，神情放
异光。此外，还有一道美食是用
荷叶包裹着鸡，味道独特；荷叶茶
味醇，有消暑安神的作用。

今年是我种花最积极，也是
有生以来最投入的一年。一次次
挖土，移盆，看说明，把花草端来
端去避风寒，晒太阳。现在，玉
树、君子兰，尤其多肉清奇得要拔
头筹了，从中我也学会了遵循生
长习性的重要。这点经验，也被
我拿来养荷花。

现在，缸里有十六七枝荷
了。大的，还在猛长，像一顶顶漂
亮的太阳帽；小的，似个“双人
旁”，荷叶由两边往里卷。大大小
小的荷叶，挨挨挤挤，或斜或挺，
姿态各异，自然可爱。到了夜晚，
荷叶轻微闭合，清晨又精神抖擞、
亭亭玉立。再过些日子，荷花将
完全绽放，又让我憧憬着花蕊、莲
蓬与莲子。美丽是持续的，一个
阶段接一个阶段的花样年华，过
程本身就很美好。

种藕养荷虽然耗费了我的精
力和时间，但过程既养心，又有小
满足、小成长，让寻常的日子时时
可见小欢喜。

种藕养荷小欢喜
李美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