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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至 韵
程晋仓

一入夏 ， 淮水之畔的淮南就在悄
然中变了容颜。 夏意，俨然就是从树梢
上飘来的清风， 是自山间石碓上流过
的小溪，是房檐瓦楞上弹起的雨声 ，也
是小院矮墙栅栏边和小径旁漫开的蔷
薇和栀子花香。 如带的长淮盘绕着八
公山峦 ，挽着轻纱 ，携一袭风雅长卷 ，
施施然接来了夏至。

这位身披华服的贵客 ， 悄无声息
地踏入淮南，刹那间，淮河两岸便被晕
染得风姿绰约、诗意横生。 立于淮河之
畔，极目远眺，连绵的八公山像是古韵
悠长的青绿屏风， 静静守护着这片土
地。 山间绿树浓荫蔽日，枝叶间筛下的
斑驳光影，宛如跳跃的金丝，为幽深山
林添了几分灵动。 山风悠悠，裹挟着山
野的青草香与野花香 ， 从林间款款而
出，掠过树梢，带来阵阵清凉。 那风，似
妙手丹青，所到之处，万物尽显清新，每
一片树叶都成了灵动的画笔，蘸着阳光
的颜料， 在空气中绘出曼妙的舞姿，似
在诉说着古老而神秘的山林故事，又仿
佛是在轻声吟哦着大地的诗章，让人心
底泛起无尽柔波，沉醉不已。

此时 ，无论是淮水还是洗云泉畔 ，
都别有一番韵致。 淮水依旧悠悠闲闲
地淌，一路左顾右盼，似恋恋不舍这片
富含楚风汉韵味道的苍茫大地 ， 漫步
轻踱里便将如龙的长长船队和大大小
小的舟楫舸轮送向远方 。 清泉自石缝
间潺潺而出，一路穿越林壑兀石 ，汇入
石门潭里，水质澄澈如镜，倒映着湛蓝

天空与悠悠白云， 仿佛将整个世界都
一揽入怀。 周边，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五彩斑斓的野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
或含苞待放，娇羞地低垂着头；或肆意
绽放，将最美的笑容献给这盛夏时光 。
山野花香弥漫空气 ， 与泉水的清新气
息相互交融， 形成了一曲自然怡恬的
交响乐， 沁人心脾 。 几个孩童光着脚
丫 ，在潭边嬉戏打闹 ，笑声清脆悦耳 ，
回荡在空旷的天地间 ， 无忧无虑的欢
娱场景，宛如一幅天然的童趣图，让人
忘却了尘世喧嚣与烦恼 ， 回归到最纯
粹的本真状态， 心灵在这方天地里得
以放飞，尽享自由与惬意之趣。

这时节 ， 沉寂在树荫遮蔽下的寿
州古城里的老街和田家庵老北头逼仄
的小巷， 宛如一部承载着岁月沧桑的
楚简汉册， 朴实纯憨地展示着本真的
容貌，静静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烟火 。
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滑可鉴 ，岁
月的痕迹在古老的街道上肆意书写 ，
每一道划痕都藏着一个故事 ， 每一处
凹凸都承载着一段深沉的回忆。

清晨 ，薄雾朦胧 ，老街如笼罩在轻
纱之中的睡美人，静谧而神秘。 街边的
早点铺次第营业，热气腾腾的豆浆 、勾
人魂魄的油茶，焦脆的油条、香喷喷的
包子，红油辣香诱人的淮南牛肉汤 ，浓
郁的市井烟火气息瞬间在空气中弥漫
开来，唤醒了这座沉睡一夜的城市。 人
们三三两两地聚在街边 ， 或端着碗杂
粮稀饭 ，边走边吃 ，边聊着家常 ；或坐

在矮凳木椅上， 慢条斯理地品尝着早
餐，脸上洋溢着满足与惬意。

午后的阳光透过斑驳的墙壁 ，洒
下一片片光斑， 给这些古巷老街披上
了一层温暖的外衣。 淮上古渡口处，依
旧人流熙攘，船工们身着粗布衣衫 ，有
的光着臂膀张罗着往来的人流 ， 在轰
鸣的马达声中将一艘艘轮渡稳稳地驶
向彼岸。 船只穿梭于碧波之上，泛起层
层涟漪，打破了水面的平静，也搅动了
岁月的沉寂。 往来的商贾小贩与本地
的居民在渡口摩肩接踵 ， 嘈杂的交谈
声、叫卖声交织混杂，汇成了一首热闹
非凡的市井曲。 这古渡口，不仅是交通
的枢纽，更是淮南人生活的舞台 ，它见
证了无数悲欢离合 ， 目睹了时代的变
迁，却始终坚守着那份质朴与喧嚣 ，成
为了淮南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

相比之下 ， 淮南的工厂煤矿区则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曾经，这里弥
漫着机械的轰鸣与煤灰的阴霾 ， 高耸
的烟囱日夜不停地排放着浓烟 ， 将天
空染得灰暗无光。 工人们身上的尘土
与汗水交织，脸上写满了疲惫与艰辛 。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淮南人逐渐意
识到生态与发展的重要性 ， 一场深刻
的变革在这里悄然发生。 如今，煤矿区
逐渐沉寂， 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绿地
与公园。 废弃的厂房或被拆迁建成高
耸的现代化住宅小区 ， 或被改造成文
化公园、商贸市场，里面充满了艺术气
息，斑驳的墙壁上挥洒着色彩，废弃钢

铁打造出独特的艺术品 ， 旧仓库里奏
响激昂的旋律， 让这片土地重新焕发
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市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曾经拥挤的平房变成了宽
敞明亮的高楼大厦 ， 狭窄的街道拓宽
成了四通八达的马路 。 但即便生活条
件改善了， 人们骨子里那股对自然与
质朴的向往却从未改变。 闲暇时，他们
依然会去八公山中漫步 ， 寻找那清凉
惬意之感；也会在淮水与山泉畔驻足 ，
聆听泉水的低语，感受心灵的放飞。 夏
至时节， 他们会在自家的阳台上摆上
一盆盆绿植，让生机在家中蔓延 ；会在
傍晚时分，与家人一起在河堤上散步 ，
欣赏夕阳下的波光粼粼 ， 享受这简单
而美好的幸福时光。

夏至的淮南 ， 宛如一幅徐徐展开
的丹青长卷，既有山川的壮美 、自然的
灵动 ，又有人文的深沉 、生活的烟火 。
它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流淌 ， 承载着
淮南人的记忆与梦想 ， 见证着这座城
市从古至今的变迁与发展 。 在这片土
地上，人们追逐着夏意，感受着生活的
美好与幸福， 也在历史与现代的交织
中，不断探寻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夏
至，不仅仅是一个节气的标识 ，更是淮
南人对生活热爱的象征 ， 是对未来无
限憧憬的寄托， 它将继续在这片热土
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 让生
命华章永远绚烂多彩 ， 让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照亮前行道路，直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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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疃 凉 粉
苏登芬

二十四节气悄然轮转， 暑气渐起，
气候也在不知不觉间步入盛夏。 此时，
万紫千红，百花争艳 ，拥有万亩生态农
业田园景观的贺疃，风光正好。 漫步其
间， 目之所及皆是悠然惬意的田园景
致，令人沉醉。 一车车 、一袋袋新收获
的豌豆， 被运进一排排新建的贺疃农
家小院 。 一盆盆新熬制的无公害产
品———贺疃凉粉 ，色泽黄白透碧 、清香
可口，被江淮人民誉为春夏秋冬的 “家
常菜”。

来到贺疃，最让我感受深刻的是安
徽的舌尖文化 ，而江淮小吃———凉粉 ，
其筋道、滑爽的口感最令人难忘。

凉粉是寻常百姓生活中经久不衰
的传统食品。 它由天然豌豆 、绿豆 、扁
豆 、洋芋或荞麦加工而成 ，清爽可口 ，
酸辣香味俱全，具有清热解毒 、消暑止
渴的功效，尤其适合盛夏时节食用。

熟悉贺疃凉粉的人都知道，从明清
时期起，它就闻名淮河两岸 。 制作时 ，
先将豌豆粒磨瓣去皮 ，再用水泡发 ，然

后掺水磨成浆 ，经过滤 、熬煮成糊 ，冷
却后凝固即成。 之后，把做好的凉粉放
在案板上 ，切成条状 ，再放上香油 、葱
花、香菜、辣油、自制的酸汤等佐料 ，一
碗色香味俱全的凉粉就呈现在眼前 。
用筷子将佐料拌匀，香气扑鼻 ，让人忍
不住垂涎欲滴。

有诗为证 ：“用豌豆碾成的清香 ，
从清代向当今流淌 ， 水缸里浸泡的神
奇，铁锅里文火慢熬的经典 ，瞬息间化
为玛瑙的碧翠 ， 长成筋道爽滑可口的

凉粉。 ”这首简单的《凉粉》诗，既描绘
了凉粉的形态，又说明了其制作过程 ，
通俗易懂，充满韵味。

古老的贺疃凉粉飘香至今，贺疃也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凉粉之乡 ”。 每天
清晨， 一辆辆农用车从贺疃的各个村
庄出发，满载着凉粉，成群结队地驶向
周边城市，形成一道流动的风景。 淳朴
的贺疃人，还将目光投向外地市场 ，致
力于把凉粉产业做大做强 ， 让这一传
统美食不断发扬光大。

夏 至 盛 景 美
刘文勇

斩获金色的丰收，踩着夏日的清风，
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夏至来了。

夏至， 淮河大地风景怡人， 满目青
绿。 八公山中那向阳而开的紫薇、玉簪、
凌霄、栀子、百合，还有绽放的棉花，都进
入盛花期。 淮河大地花红叶绿， 盛景空
前。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 时至仲夏，绿
树挂果， 浓荫满目， 青绿的枝叶深深浅
浅，婆娑间颗颗粉红的果实，把枝头点缀
成喜人的画卷。 那葡萄，晶莹剔透，紫里
透红， 红中带绿， 像颗颗晶莹剔透的宝
石，人人见了，无不垂涎三尺。 黄澄澄的
酥梨， 金灿灿的极为养眼。 红彤彤的苹
果，缀满枝头。 夏至时节的枝头，挂满了
五颜六色的妩媚，舒心的风儿，弥漫着甜
瓜香果的馥郁。 淮河大地， 八公山下甜
瓜美果，缀玉联珠，争奇斗艳。 淮河儿女
亲手种植的西瓜甜瓜，让人爱之如蜜，咬
一口蜜汁爽口的西瓜，那留香的甜，那止
渴的爽， 顿时舒适得若喝到甘甜的泉水

一般。 青绿透红的香瓜，在人们的口中，
软软的甜津津的。 本乡本土的这果这瓜
补精益髓，解渴宁神，美颜色 ，润肌肤 。
夏至时节，大自然的奉献，是天赐淮河大
地之美，令淮河儿女饱享如天之福。

夏至时节，荷花清香。 清晨，旭日君
临淮河大地，碧绿的荷叶间，枝枝荷花蓓
蕾，伸头探脑于水面。 修长的茎，挺拔的
干，娇嫩的叶，顽强的生命，坚韧而绝美。
风儿轻轻拂过水面，荷叶片儿随其舞动，
碧波涟漪间，像颗颗纯净的心，满面含笑
着温馨地细语数说着。 荷花艳而香，立
于凌波上，这花这景美成人间仙境，淮河
儿女欣赏荷花世界的圣洁与高雅， 仿佛
满世界的馨香化作生命的光芒， 飘逸于
淮河的土地上。 荷花宛若天宫仙子、高
塘神女， 其美妙的韵味， 拉成长长的神
韵， 衬托着天籁绝唱。 如果世间管乐芦
箫万般乐器齐奏， 也难以奏尽对荷花的
倾慕；如果大自然的热风骤雨一齐演说，
也难以说完对荷花的敬仰。 荷花外美内

美，天生完美。 宋人周敦颐写荷花气节，
唯美空灵，称荷花为花中君子，言其可远
观可欣赏， 但不可亵渎狎玩。 宋人杨万
里是描绘荷花的圣手，那“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被世世代
代传颂。如其说这是荷花的唯美与风貌，
不如说这是淮河儿女的高品与精神。

夏至时节， 夏雨清爽。 夏至时节的
雨，不仅豪爽，而且包容，如同淮河地域
的猛男大汉，携带着虎啸龙吟的大风，天
雷炸响霹雳般的伴奏， 将骤雨如锤般扔
向大地。 那芭蕉叶上，那树林枝间，那淮
河水面， 响起了壮美的英雄交响乐。 空
气中弥漫着黄土与青草的香， 每一滴豆
粒般雨点，都是天神的使者，携带着对淮
河儿女温馨的问候， 安抚着闷热烦躁的
心灵。 雨点落在淮河儿女的发梢间，沁
凉的触感顺着肌肤蔓延，仿佛清洗体内
浮躁，洗去内心尘埃。 夏雨善解人意，当
树叶干枯，稻秧耷拉着头，人们呼吸急促
时， 夏雨及时赶来， 令淮河大地焕发生

机，让自然万物充满希冀。 而夏雨，也有
脾气， 有时致使田野水深， 误让河湖满
溢；有时又好像舍弃大地，使土地龟裂禾
苗干枯。当然夏雨是有灵性的，对苍生充
满天使般的爱。淮河儿女懂得夏雨，能及
时把握夏雨的变幻，为民谋利，为子孙造
福。

夏至时节，半夏药香。 《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记载，半夏因“居夏之半而生”得
名，是夏至过后生长的喜阴之草，与夏至
关系密切。珍贵的中草药半夏，淮河儿女
极为珍惜。淮河老中医介绍，不管是湿痰
还是寒痰，中草药半夏都能发挥作用。在
治疗咳嗽痰多、痰白而稀的情况时，常使
用半夏。同时半夏还能降逆止呕，对于呕
吐反胃等情况可以有效缓解， 尤其是因
痰饮或胃寒导致的呕吐。

夏至色彩斑斓，充满无限活力，万物
进入旺盛的生长期。 “夏至已至，美好始
长”，淮河儿女重视夏季节令夏至，同时
对夏至时光极为珍惜。

蝶恋花·山水咏怀
水绕山行山连水，
山水依依，
林深含芳翠。
水恋海疆去不归。
山想人情山环回。

帝子山下稼麦穗，
八公草木，
敌酋悲相溃。
过往滔滔不可追，
一亭飞览霜林醉。

六州歌头·淮南游（外一首）
朱季历

夏 天 的 云
徐满元

天上有云就像书中有字，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了。 可常言说得好：“不比不知
道，一比吓一跳。 ”夏天的云，个性鲜明，
总叫人印象深刻，甚至过目难忘。

夏天的云不像冬天的云那样，常阴
沉着脸， 好像天和地都欠着她什么似
的。 身子重得都不想怎么挪动。 即使在
迫于情面，不得不捐出少量雨点或为数
不多的雪花的“零花钱”的情况下，也还
是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

夏天的云也不像秋天的云那样，总
是一副看破红尘、不想“食人间烟火”的
样子， 似乎是在有意迎合人们给予的
“天高云淡”“云淡风轻”之类的赞美。 可
好景不长，随着冷空气得寸进尺式的步
步紧逼， 那云便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
子，眼泪滴落个不停，于是人们就又有
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说法。 甚至让人
不得不怀疑，那一地浓霜其实就是秋天
的云那颗被撕碎的心散落而成。

夏天的云虽说与春天的云有着不
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但二者的生存状态
仍迥异。 春天的云在寒冷与温暖的夹缝
中求生存，自然天生小心翼翼，哪怕一
声鸟鸣也能引起她的警醒。 这就不难理
解，即使有电闪雷鸣督阵，春天的云下
起雨来还是显得很节制。 “春雨贵如油”
的说法，也就成为一种共识。 只是随着
不断升高的气温的循循善诱，春天的云
性格上逐渐有了夏天的云的雏形。

夏天的云，由于彻底摆脱了寒凉的
纠缠，砸碎了冷冻的枷锁，野马群般驰
骋在广阔无垠的天空的大草原上。 其活
泼自由、无拘无束、大开大合的天性，得
以尽情释放。 夏天的云知道自己的职责
所在，一方面，总是不停变幻着身姿，与
炎炎夏日周旋，竭力给万物苍生送去一

片荫凉，好让其躲过高温的煎熬；另一
方面，对渴意四起的大地，夏天的云感
同身受，并为此四处奔走，不停忙碌，最
终众志成城，喜降甘霖，叫相濡以沫的
庄稼们，鱼群一样张嘴吮吸，丰收便又
更近一大步。 还有那些同样被炙烤得耷
拉着脑袋的草木，也感恩戴德似地抬起
头颅，向给予它们及时雨的夏天的云挥
手致以深深谢意。

夏天的云在天空的舞台上，尽情变
幻着形态和色彩， 其技艺之精湛甚至
远超川剧变脸术。 时白时黑， 时乌时
红，时淡时浓，时疏时密，时高时低，时
徐时疾……时而像奔马， 时而像大象，
时而像玉兔， 时而像众仙 ， 时而像集
市 ，时而像高山 ，时而像雄鹰 ，时而像
长城……夏天的云就像一个十足的顽
童，玩得尽兴、玩得任性、玩得开心！

看，那云刚才还在山麓，羊群一样
啃食着青草，眨眼功夫就顺着山腰爬到
山顶，给山戴上了一顶俏皮的礼帽。 让
人忍俊不禁。 倏地，一阵风吹来，伸手便
将礼帽“顺手牵羊”而去，弄得山不无尴
尬地兀自呆立半天，回过神来后，莞尔
一笑，算是自我解嘲。

更为奇特的是，夏天的云还争先恐
后飘进了一首首古诗里，成为后人回味
无穷的另类“舌尖上的美味”。 “夏云多
奇峰，翠屏高列耸”“陇首降时雨，雷声
出夏云”“白水浮香墨，清池满夏云”“日
西遥望自归处，尽挂九疑千万峰”“春去
余旬日，夏云已嵯峨”……可以说，有关
夏云的古诗句， 就像天上的夏云一样
多。 难怪夏天的云浪漫无比，其天生诗
意使然。 这让读诗写诗的我，对夏天的
云又多了一份别样的情感。

我爱夏天，更爱夏天的云。

违 章
刘 希

陈林拎着两个纸袋从步行街急匆匆
走出来时， 才发现停在过道口的摩托车
不见了。

糟糕，准是被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瞬间袭击了他。 他暗恨自己没有开小车
来， 为了省十几块的停车费搭上一辆摩
托车，这真是太不值了。他正准备掏手机
报警时，突然瞥见自己停的是黄线区域，
画着格子线，旁边有一块禁停的牌子，而
且原先停在旁边的几辆电动自行车也一
同不见了，过道口空荡荡的，显然是不允
许停车。 不仅是不能停小车，连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也不行。 他猜测也许没有那
么糟糕，极有可能被人挪到附近了。

他在周围停得满满当当的摩托车
中，没有发现自己的车。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呢？ 他心急如焚，左思右想，不知道该
从何查起。就在这时候，一阵香气扑入鼻
孔，他循着香气才注意到附近有个亭子，
里面卖一些零食杂物， 一个老人模样的
人正在烤烤肠， 陈林想他在这里肯定不
是一天两天， 自己的车就停在他的视线
范围内，绝对有可能知道内幕。不打听不
知道，一打听吓一跳，老人说：“小伙子，
你的车被拖走了。 ”

“拖走？被谁拖走？ ”陈林疑惑。他也
是好几年的老司机， 虽然违章的单子收
到很多次， 但从没有遇到车被人拖走的
情况。 “被城管拖走了，你去那个雪糕筒
上看一下，那里应该贴着一张纸条。 ”老
人指了指前面，那是陈林停车的地方，那
里立着一个雪糕筒。陈林快步走过去，这
才发现雪糕筒上粘着一张单子， 像汽车
违章的单子大小，白色。 他取下来，看到
上面写着乱停的字样。 他照着上面的电
话打了过去， 一个女人脆生生地回答了
他的问话。他听着声音有些耳熟，像极了
分手一年的女友。但他又认为，不可能这
么巧，一定是自己出现了幻觉。况且她是
个极爱干净、喜欢新鲜事物的人，与城管
工作人员根本挂不上钩。

陈林在手机上搜了城管中队地址，
并不远，走过去不过十分钟。办公室里挤
得水泄不通， 看来和他一样乱停的车真
不少。他穿过人群走过去，看见了一个熟
悉的人， 那个接电话的办事人员果然是
前女友。 前女友胖了些，气色挺好，看起
来比原来更漂亮了。 这种场合见面他觉
得有些尴尬， 前女友倒是轻松地说：“好
久不见。 ”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想起他们最后
一次吵架。那个晚上，他开车和她去看一
个朋友，眼见着黄灯要熄灭了，她叫他停
下来，他却加足马力冲过去，虽然没有违
章，但差点撞到旁边的一辆摩托车，她由
此心有余悸，和他吵起来。他说她小题大
做，吼她：“我就这样，爱咋咋的。 ”她摔门
而去。他以为她不久以后就会服软，没想
到等了很久她也没有主动联系。 发信息
不回，打电话不接，他厚着脸皮去她家楼
下等，终于堵到她一次，她说：“放手吧，
我不可能把我的人生交到一个经常违章
人的手里。 ”

“违章人怎么了？不就是扣点分交点
钱吗？”他气势汹汹，疑惑极了。她掷地有
声：“不是钱和分的问题， 是安全和责任
的问题。 ”

经过一番复杂的程序，交了一百块钱
罚款，他终于把车取了出来。 整个流程都
是前女友经办的， 她的态度热情而大方，
他觉得自己应该还有戏。他推车出来的时
候，甚至觉得她的眼睛里满含着笑意。

陈林一回到家， 便给前女友发了信
息：“晚上老地方一起吃饭。 ”没多久，手
机上蹦出来一条信息：“谢谢你，不用了。
我家先生等我回家吃饭。 ”

“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忍不住想知
道。等了半天，一条信息才从手机里跳出
来：“他是一个极少违章的人， 是一个尊
重生命的人，遵守规则的人。 ”

他怔住,好半天才回过神，沮丧得像
丢失了最贵重的宝贝。

本版责编/苏爱华

（注：帝子，指舜帝。 传舜帝在舜耕山
下教民耕稼。 ）

地极天阔，一水西东横。 育两
岸，襟南北，卫古城。 人秀灵。 帝子
来山下，教耕种，播文明。 春申歇，
伟君子，敢戏秦。《淮南鸿烈》，一卷
论百家，精妙绝伦。风吹草木晃，惊
断敌胆魂。 百万雄兵，那堪情！

斗转星移， 时空换， 江山丽，
貌更新。 电三峡，助浙沪，建功勋。
煤成金。 豆腐誉天下，谁酿成？ 淮
南人。《六姊妹》，火中国，淮飞腾。
牛肉汤京都名， 伴美酒， 千醉难
禁。 漫游寿州堤，遥想八公升，谈
笑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