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夏日炽热如焰的阳光，
岭南一带高大且繁茂的苹婆树上，
悄然结出了一串串椭圆形的碧绿
果子。它们宛如一弯弯月牙串成
的风铃，或隐在巴掌大的翠绿叶片
间，或悬于遒劲枝丫随风轻摇，向
树下纳凉的路人点头致意。

苹婆，属锦葵科苹婆属（亦有
分类归于梧桐科），主产于粤桂南
部湿热之地。相传唐贞观年间，唐
三藏西天取经时携苹婆果归国，与
诃梨勒菩提同植于虞翻苑中。那
穿越风沙的种子，在岭南温润的水
土里扎下深根，历经千年风雨，渐
渐在珠江两岸蔓延成荫。苹婆树
冠如巨伞撑天，四季常绿，羽状复
叶层层叠叠，每年清明刚过，枝头
便窜出一簇簇粉色小花，形似倒挂
的小灯笼，引得蜂蝶绕树飞舞。初
夏的几场甘霖，花谢处便挂起了一
串串青绿半圆形果实。到了七八
月，厚革质的果壳由翡翠色渐染丹
红，沿背缝线轻轻裂开，露出里面
三两颗黑褐色的椭圆果实，远看恰
似鸟儿圆睁的眼，故民间亲昵唤作

“凤眼果”。
据《中药大辞典》中记载，凤眼

果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济世
的良药——种仁可和胃杀虫，果壳
能治中耳炎、血痢与疝气。每到七
月流火时节，果农们便挎着竹篮穿
梭林间，采收这大自然的馈赠。用
小刀剥开果壳，露出嫩黄如蛋黄的
种仁（果肉），摸上去软乎乎的，带
着微凉的潮气。煮熟后的种仁色
如琥珀，口感似板栗却更添几分糯
性，细嚼之下，粉甜从舌尖慢慢漾
开，带着草木特有的清香。

在广东人的灶台上，凤眼果是
上好的食材。凤眼果焖鸡、凤眼果
烧肉、凤眼果蒸肉饼……这些菜肴
早已融入岭南饮食中，成为“食在
广东”的鲜活注脚。其中最负盛名
的，当属凤眼果焖鸡。主妇们选用
本地土鸡，剁块后用清水漂洗，沥
干，倒入热油锅中，快速翻炒，待鸡
皮焦黄发脆、油脂滋滋渗出，便投
入姜片、蒜瓣与八角茴香，刹那间
满屋飘香。生抽提鲜、蚝油增稠、
料酒去膻、冰糖回甘，调料依次入
锅，与鸡肉缠绵交融。待肉块裹上
琥珀色的酱汁，凤眼果肉便该登场
了，它们扑通“跳”进锅中，与鸡肉
相拥相抱。添入清水漫过食材，锅

盖一合，便听得锅内咕嘟作响，汤
水在压力下翻滚沸腾，将滋味往骨
肉深处赶。此时转成文火，让凤眼
果的清甜与鸡肉的醇香在汤水中
慢慢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半个时辰后揭开锅盖，浓郁的香气
轰然涌出，转大火收汁，汤汁渐渐
浓稠如蜜，每块鸡肉、每粒凤眼果
肉上都裹着亮闪闪的酱汁，引得人
直咽口水。夹起一粒凤眼果送入
口中，牙齿轻咬，粉糯的果肉在舌
尖化开，清甜中带着淡淡的坚果
香；再尝一块鸡肉，咸鲜中透着微
甜，两种滋味在口腔里交织共舞，
让人恨不得连舌头都吞下去。

若说凤眼果焖鸡是宴席上的
主角，那苹婆叶做的粿子便是巷陌
里的温情。记忆中的苹婆粿，总与
童年的夏日紧密相连。那时家里
清贫，零食是稀罕物，隔壁陈婆婆
的苹婆粿便成了我最馋的念想。
为了能吃上一个，我总爱往她家
跑，帮忙提井水收稻谷。陈婆婆每
次做好苹婆粿也总会留几个给我。

做苹婆粿的工序可不少。首
先要爬上高高的苹婆树，挑选叶片
厚实、边缘完整的大叶，避开虫蛀

与斑点。回家后，洗净晾干。接着
备好糯米粉，再把花生、芝麻放入
干锅中，小火慢炒，直至香气四溢，
随后将其碾碎，与白糖细细混合，
制成香甜的馅料。之后，用温水将
糯米粉揉成光滑的粉团，取适量粉
团按压成圆饼状，放入馅料，再搓
成长椭形，置于苹婆叶中间，将叶
子对折裹好后用牙签“封口”，便可
送入锅中蒸煮。不多时，带着苹婆
叶独特清香的苹婆粿便大功告成
了。轻轻除去牙签，打开叶子，一
个白嫩嫩的粉团躺在墨绿的叶间，
轻咬一口，软糯清甜的滋味在舌尖
上肆意绽放，令人欲罢不能。

如今饮食日益丰裕，苹婆粿已
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去
年，一位挚友突然寄来包裹，看到
那油亮的叶子裹着粉白的团子，心
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轻轻咬下一
口，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如潮水般将
我淹没，恍惚间又回到了童年，回
到了那个蹲在陈婆婆灶台前的午
后，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蒸笼上，水
汽氤氲了整个童年。此时，我尝到
的不仅是食物的滋味，更是自然的
馈赠与时光的温情。

走出小鸟天堂时，远航满脸笑
意，向我展示他和妻子在船头拍摄的
美景：雨后初霁的天空一派湛蓝，清
澈悠远的湖水碧波荡漾，绵延繁茂的
榕树郁郁葱葱，鹭鸟或漫步水汀，或
伫立枝头，或翩然低飞，唯美幽静又
生机盎然。看他们啧啧称奇，竖着大
拇指说着“不虚此行”，我心中颇感欣
慰。

坐火车，出豫，经鄂，过湘，入粤，
到广州辗转后，再乘轻轨抵达江门。
这样经典的线路，经过多年多次的往
返，于我而言已不再是一路辛劳的旅
程，而是一条惬意的别径，途中所经
历的时间与空间，都累积演化成一种
心境。所以，对于第一次莅临侨都大
地的北方来客，我已如地道的江门人
一样，懂得如何款待以历史文化、风
土人情、美味佳肴、自然风光，无愧于
扎根于此多年的“新江人”的名号。

在诸多可选择的景点中，小鸟天

堂是必选项，不单是它别具一格的景
致，更重要的是一种情结：让影响几
代人的语文书中描绘的熟悉场景在
眼前敞开，得到实地的确认和印证。
这一次正是仲夏时节，由于气候适
宜，阳光充足，雨水丰沛，小鸟天堂前
的荔枝树、芒果树、黄皮树硕果累累，
一片丰收景象。

我们一边往景区入口走，一边阅
读着巴金先生的句子：“翠绿的颜色
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
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
这美丽的南国的树！”多年以来，这

“南国的树”经过岁月洗礼依然保持
着繁茂与生机，而且经过近期连日雨
水的洗礼，显得更加青翠欲滴。

我已经进过景区多次，所以照例
是送他们去坐船，我在外面等候。一
边等，一边心里默念着，希望鸟儿多
一些，再多一些，不辜负远道而来的
亲友。

事实上，为了尽可能呈现群鹭峥
嵘的景象，我已在游览的时间和次序
上做了足够的设计——先是备以广
式早茶，品虾饺、肠粉、叉烧包、凤爪、
蛋挞、萝卜糕，饮一杯小青柑，在小火
慢炖与人声鼎沸中感受着岭南的人
间烟火；茶饱饭足后，再沿江门大道
往南走，一路上介绍蓬江与新会的城
市面貌；下午时分，抵达茶坑村，循着
浓郁的陈皮气息往梁启超故居走，路
两侧陈皮风味的花生、糖果、雪糕与
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来到
梁启超故居时，在凌云塔下的雕像前
合影留念，在斑驳古旧的厅堂里驻足
细看，在陈列近代中国历史风云的展
室里瞻仰沉思，在“一门三院士，九子
皆才俊”的梁氏家风里浸润回味……
循着这样的进程，走进小鸟天堂的时
候，正值下午五点多，群鸟归栖。

果然，这一次的白鹭是给力的，
从远航播放的视频里，分明看得出它

们是如何的盛情款待。一叶舟轻，鹭
点烟汀。白鹭向来富有灵性，有“一
行白鹭上青天”的韵律之美，有“西塞
山前白鹭飞”的云逸之美，有“玉立一
间身”的高洁之美，有“亭亭常独立，
川上时延颈”的沉静之美，千姿百态，
自由洒脱。栖息在大榕树上的白鹭，
每一只都像是被诗人书写过的精美
缩影，在游人瞩目它的那一刻，集中
地呈现出来，让人由衷地赞叹一句：

“古人诚不欺我！”
这样的场景下，白鹭与人似乎心

有灵犀，各自奉出最好的事物款待来
客，以五邑人与鸟的热情让来者流连
忘返。这算不算是辛弃疾所言的“同
盟鸥鹭”？

过往的安排里，也有那么一些时
刻，陪着兴致勃勃的亲友乘船转了一
圈，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鹭鸟纷纷
不见踪影，仅有几只藏在榕树的缝隙
里，无论如何拍手呼叫，都一动不动，

似不想与游人应和。巴金先生也经
历过这样的尴尬，他说：“我仿佛听见
几只鸟扑翅的声音，但是等到我的眼
睛注意地看那里时，我却看不见一只
鸟的影子。”如此说来，小鸟天堂的鹭
鸟是有自己脾气的。

所以，见白鹭需要缘分。有一年
春天的黄昏，我在南阳的白河边散
步，倏忽间，从树丛里升起两只白鹭，
沿着河道翩然而飞，不紧不慢，悠然
自得，它们的身影看起来是那样的熟
悉，不禁让我猜想它们是不是小鸟天
堂的白鹭，飞过万水千山，领略南北
山川，在此地与我会面。那一刻，远
隔千里的两地河山被白鹭连接起来，
算是对返乡游子最盛情的款待，让人
心生暖意。

人款待白鹭以栖息地，白鹭款待
人以品格美，这样彼此的款待实在是
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三伏天
说“伏”

汪志

炎炎夏日，人们常说“热在三
伏”，这不，进入七月中旬后，天真
是一天比一天热，从早到晚跟蒸
笼似的。在我国民间有“夏有三
伏，冬有三九”之说，所谓三伏天
是指中国农历小暑与处暑之间的
一段时间，通常在阳历的7月中下
旬至8月中下旬。三伏天，又称

“伏天”，即初伏、中伏、末伏，是一
年中最热的时期。三伏天的概念
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秦国，
《史记·秦纪六》中云:“秦德公二
年（公元前676年）初伏。”为了躲
避盛夏酷热设立“伏日”，后历经
演变，结合五行理论逐渐形成了
现在的三伏天体系。《汉书·郊祀
志注》中说：“伏者，谓阴气将起，
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
名伏日。”

我国古代流行“干支纪日法”，
用10个天干与12个地支相配而
成的60组不同的名称来记日子，
循环使用。每逢有庚字的日子叫
庚日。庚日的“庚”字是“甲、乙、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
个天干中的第7个字，庚日每10
天重复一次。从夏至开始，依照
干支纪日的排列，第三个庚日为
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
第一个庚日为末伏。“伏天”一般
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算起，初伏
为 10 天，象征着炎热夏季的开
始，中伏为10天或20天，末伏为
10天，整个三伏天短则30天，长
则40天。今年三伏天共30天，7
月 20日入伏，8月 18日出伏，打
破近十年“40天长三伏”的惯例，
成为近年来“最短”的三伏天。

“伏”，源自《礼记·月令》中的
“庚午”，表达了炎热的季节对人体
和大地的考验。三伏天中的“伏”，
唐朝史学家张守节曰：“六月三伏
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伏
者，隐伏避盛暑也。”在张守节的解
释中，意为“宜伏不宜动，隐伏避盛
暑”，伏有躲藏之意，就是尽量躲藏
起来以逃避酷热。

“伏”字是上下结构的象形文
字，上面的“卜”代表火焰，下面的

“人”则是人体形象，形似火焰将人
熔化的样子，形象地描述了酷暑天
气对人类的影响。此外，节气中的

“今日入伏”的“伏”字从犬从人，最
早老祖宗是说人带着犬去打猎，人
和犬藏起来等待猎物叫作“伏”，所
有的“伏”都有着隐藏埋伏的含义，
因此，有“埋下伏笔”和“埋伏”的说
法。而入伏，就是在阳气的压迫
下，阴气藏起来了，但是也相机而
动，所以，三伏天才上蒸下煮的闷
热。还有，伏也是提醒人们要藏起
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可见，古
人对于夏季酷热的应对之策，就是
寻找方法避暑降温。

古时的文人墨客也对“三伏
天”情有独钟，纷纷赋诗作词。魏
晋·无名氏《子夜四时歌 其十九》：

“轻衣不重彩，飙风故不凉。三伏
何时过，许侬红粉妆。”唐·包佶《同
李吏部伏日口号呈元庶子路中
丞》：“火炎逢六月，金伏过三庚。
几度衣裳汗，谁家枕簟清。颁冰无
下位，裁扇有高名。吏部还开瓮，
殷勤二客情。”唐·权德舆《病中苦
热》：“三伏鼓洪炉，支离一病夫。
倦眠身似火，渴歠汗如珠。悸乏心
难定，沈烦气欲无。何时洒微雨，
因与好风俱。”宋·王仲修《宫词
其三十二》：“三伏金藏暑正隆，火
云万里日轮红。禁中自有清凉地，
不借麻姑避暑宫。”宋·欧阳修《初
伏日招王几道小饮》：“古云伏日当
早归，况今著令许休假。能来解带
相就饮，为子扫月开风榭。”等等。

从古至今，三伏天不仅是农
事活动的重要时期，民间还有诸
多与养生、防暑相关的习俗，如贴
三伏贴、喝凉茶等，其中“冬病夏
治”的三伏贴在市民中仍很流
行。另外，民间还有“头伏萝卜二
伏芥三伏中间种白菜”的说法；一
些地方还流传着“头伏萝卜、二伏
菜，三伏有雨种荞麦”的农事谚语
和“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
鸡蛋”的习俗。每一个说法和流
传，都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对健康饮食的追求，同时，
这也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顺应
自然规律的智慧。

“梁老师，尝一尝我们家自己
做的荷叶鸡。”

我满是疑惑地望着眼前的饭
盒，盒子里整齐地码着十几块金黄
的鸡肉，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
来，夹着荷叶的清香。

“荷叶煮鸡能煮出这金黄的色
彩？”我一脸惊愕地问。

“不是的，这金黄的颜色是用
栀子水上色的。”小黄老师看了看
我，微笑着说，“荷叶鸡不是煮出来
的，而是用荷叶包起来，放在锅里
蒸熟的。”

原来如此，夹起一块放进嘴
里，咸香里透着桂皮、八角那浓郁
的香味，还夹带着胡椒淡淡的麻辣
味，美味可口。

“怎么样？”小黄怕我吃不惯，
小心翼翼地问道。

“好吃。”嘴里塞满淡淡的咸香

味，我咕唔着说，“咸香，还带着一
点点辣味，太好吃了。”

这美味的荷叶鸡，让我想起自
己第一次吃用荷叶做成的美食。
那是2007年的夏天，我孤身一人
来到广东珠海谋生，某一个周末和
几个同事公园野餐时，吃到同事带
来的糯米鸡。

后来，我在中山古镇喝到了当
地人自晒自制的荷叶茶。揉成指头
大的荷叶放入杯中，倒上滚烫的开
水，不一会儿，切成丝的荷叶渐渐
舒展开来，释放出浓郁的茶色，轻
轻抿上一口，甘中带苦，苦里微涩，
沁人心脾，舒适而清凉。听说荷叶
茶被奉为“瘦身良茶”，受众多减肥
人士追捧。其实，像我这种不怎么
喜欢饮茶的人，也无所谓甘苦，更
不在乎其中有多少妙用。因此，此
后我并没有特意地饮荷叶茶。

在这晴空万里的夏日里，荷
塘边上赏荷的人，应该有不少和
我一样，喜欢“食”荷文化：看着眼
前美景，会情不自禁吟诵杨万里
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驻足望花，睹物思人，想起
来的大多是“此花此叶常相映，翠
减红衰愁杀人”；轻抚圆盘似的荷
叶，看蜻蜓在荷丛中飞舞，会想起
儿时常吟诵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荷塘散步，静
听塘里蛙鸣，悦赏“竹色溪下绿，
荷花镜里香”……当然，也可能有
愁苦之人，望着眼前的热闹，思着
孤独之情，难免会涌起“断无蜂蝶
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的情绪
……荷，是诗人们抒写整个夏天
的情怀，是夏日文化里一道必不
可少的“美味”。

除了“食”荷文化，这荷塘里

还有一道道独特的美食：如莲蓬
里那一颗颗饱满的莲子，口感清
香，营养丰富，莲子炖鸡汤，汤清
味鲜，鸡肉鲜嫩，带着莲子丝丝清
甜，让人食欲大增，心满意足；如
深埋泥水里不声不响、不争名夺
利的藕，洁白如玉，口感清爽，用
来炒菜、炖汤或做成凉拌菜，都是
绝美的佳肴；就连平平无奇的荷
叶，现也成为餐桌上不少美食的
辅助品，如糯米鸡，软糯里夹着荷
香，荷叶蒸排骨、荷叶蒸田鸡等
等，肉香里渗透着荷叶的味道，别
有一番风味。这些美食中，荷叶
虽是辅助，却将自己的特色发挥
极致，让美食因它增加几分味道。

夏天里，让我们携带着美好的
心情，前往荷塘赏盛夏之荷塘悦
色，品荷之美食，享受这属于夏天
的独特美食吧！

童年的夏天
王婉若

蝉鸣撕开七月的封印时，老巷就
掉进了童年夏天的蜜罐里。竹床在葡
萄架下支起来，井水湃过的西瓜裂出
鲜红的纹路，碎冰在玻璃杯中叮当作
响，这些细碎的光影，拼凑出记忆里永
不褪色的夏日图景。

后院的葡萄架是天然的避暑胜
地。深紫色的葡萄串垂在斑驳的竹帘
上，像缀满了晶莹的紫水晶。我们几
个孩子总爱蹲在架下，看阳光透过叶
片的缝隙，在地上洒下铜钱大小的光
斑。有时光斑会随着风摇晃，我们就
伸出小手去抓，咯咯的笑声惊得麻雀
扑棱棱飞走。大人们摇着蒲扇坐在竹
椅上，讲着古老的故事，葡萄架下的阴
凉里，飘荡着井水湃过的黄瓜清香，还
有此起彼伏的“知了知了”的蝉鸣，那
声音悠长又热烈，仿佛要把整个夏天
的活力都释放出来。

村口的小河是我们的欢乐天堂。
正午的阳光把河水晒得发烫，我们却
像一群小泥鳅，一头扎进水里。河水
漫过肚皮时，能摸到河底滑溜溜的鹅
卵石，偶尔还有小鱼小虾擦着小腿游
过，痒得人直缩脚。男孩子比赛扎猛
子，看谁能在水底憋得更久；女孩子则
在浅滩处，用泥巴捏出歪歪扭扭的小
碗小盆。等到夕阳把云朵染成橘红
色，我们才湿漉漉地爬上岸，身上沾满
水草和泥巴，却丝毫不影响满心的畅
快。回家路上，总能看见炊烟袅袅升
起，那是母亲在呼唤我们回家吃饭的
信号。

竹床是夏夜最温柔的摇篮。傍晚
时分，家家户户把竹床搬到院子里，点
上蚊香，铺上干净的凉席。躺在竹床
上，能看见深蓝色的天幕上，星星像洒
落的碎钻般闪烁。奶奶摇着蒲扇，一
边驱赶蚊虫，一边讲“牛郎织女”的故
事。我数着星星，听着听着就迷糊起
来，耳边的蝉鸣和蒲扇的“沙沙”声，渐
渐织成一张柔软的网，将我裹进甜美
的梦乡。偶尔有流星划过夜空，我会
猛地睁开眼睛，兴奋地指着天空大喊，
可还没来得及许愿，流星就已经消失
不见，只留下满心的遗憾与期待。

老冰棍的叫卖声是夏天最动听的
音符。挑着木箱子的小贩，走街串巷，

“冰棍——冰棍——”的吆喝声，带着
长长的尾音，在燥热的空气里回荡。
我们攥着皱巴巴的零钱，呼啦啦围上
去。木箱掀开的瞬间，白色的雾气扑
面而来，仿佛把整个夏天的清凉都藏
在了里面。5毛钱一根的冰棍，甜丝
丝、凉津津的，咬上一口，暑气顿时消
散大半。有时吃得太急，脑袋会被冰
得发疼，可还是忍不住接着咬下一口。

暑假的午后，阳光把大地烤得发
烫，整个世界都仿佛陷入了沉睡。我
们几个孩子却闲不住，顶着烈日去捉
知了。拿着自制的竹竿，顶端绑上蜘
蛛网，蹑手蹑脚地靠近树干。屏住呼
吸，瞄准正在高歌的知了，猛地把竹竿
伸过去，迅速粘住它。看着到手的知
了在网中挣扎，我们欢呼雀跃，仿佛征
服了全世界。玩累了，就躲进树荫下，
听老人们讲过去的故事，那些关于战
争、英雄的传说，在夏日的微风中，显
得格外神秘而动人。

童年的夏天，没有空调、电脑和手
机，却有着最纯粹的快乐。那些在葡
萄架下嬉戏的时光，在小河里畅游的
日子，在竹床上数星星的夜晚，还有老
冰棍带来的甜蜜，都成为记忆中最珍
贵的宝藏。如今，夏天依旧会按时到
来，可童年的夏天却永远留在了过去，
只能在回忆里，细细品味那份独属于
儿时的天真与烂漫，感受那份再也回
不去的美好与温暖。每当夏日的蝉鸣
响起，那些沉睡的记忆便会苏醒，带着
淡淡的忧伤与无尽的眷恋，在心底轻
轻流淌。

白鹭的款待 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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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风至，轻抚大地

唤醒万物蛰伏的热情

墙角的藤蔓

努力地，攀爬出绿色的高度

涟漪里的红蜻蜓

试了试流水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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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不直一片思念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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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季话语季话语

岁岁月无声月无声

听听风小筑风小筑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