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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轻装俏出游艳阳天，轻装俏出游

城市篇
拥有着丰富人文历史积淀的城市也是休假时不错的去处。在

城市中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寻访名人故居，坐着公交车徜徉在大
街小巷，在装修独特的咖啡厅中品上一杯用巴西咖啡豆慢慢磨成
的清咖，听着轻柔的爵士，放松整个身心。

与上班时候不同，休假旅游就是要强调放松身心，因此上班时
候穿的那些又板又挺的连衣裙、衬衫和高跟鞋便显得束缚感过重，
而宽松和棉麻布料的衣物却能带给人以强烈的度假感。在城市里
以趴趴走为主，因此一双轻便而时尚的鞋子就十分重要了，虽然人
字拖凉快，但却并不适合长时间行走，一双浅色的乐福鞋，配上简
单的一件式洋装，或是背心搭配亚麻的宽松裤子，扎上腰带，带上
墨镜，立刻就有了都市休闲风的感觉。（图六）让自己身心处于舒服
的状态，才能拍出令人舒服的照片，让度假拥有真正的意义。

攀山篇
骄阳似火的夏季，没有什么能比投身到郁郁葱葱的大山森林里

更凉爽惬意的事情了。满目的青绿色带来的凉意让温度都降低了
好多。在森林大氧吧里漫步，让山风按摩疲惫的身躯，让疲劳的眼
睛享受绿色的清凉，听着鸟儿鸣唱和山溪淙淙，感受蝉噪林逾静的
意境，还可以在山中人家吃点自种的农家菜，怎一个“适意”了得。

在山中游玩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山中多蚊虫，路崎岖，树木
多，早晚温差大，因此除了备好蚊不叮等常用药外，在穿着上最好不
要太过清凉，而一件薄款外套既能白天遮阳，又能夜间御寒，是必备
的装备。

今年夏天有两个元素非常流行：短裤和蕾丝。无论是宽松的百
慕大短裤，还是性感热裤，还是长度在膝盖上五公分的时装短裤，都
很受设计师的青睐。爬山可以选择一条长度到大腿中部的短裤，略
微宽松的款式，一来清凉透气，二来遇到可以蹚水的山溪，还可以毫
无顾忌地下水玩耍，很是方便。（图一）

短袖和背心是人们夏季常穿的款式，出于防晒的考虑，一些姑
娘会再外套一件薄薄的防晒服。不过市面上的防晒服多数设计简
单、款式单调，以荧光色为主，选择很少。其实可以选择一件有透视
感的长袖或七分袖罩衫，或是薄款麻质的开衫，就能达到防晒、透
气、提升时尚度的目的了。（图二）

在颜色选择上，以鲜亮的颜色为佳。黑色、藏青、褐色等颜色过
于沉闷，不如鲜亮的色彩更能搭配那一片翠绿的背景，试想漫山遍
野开遍的鲜花，有哪一朵是这么沉闷的色调呢？白色、玫红、水蓝、
淡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去看猴子，就千万
不要穿大红这么显眼的颜色了，小心猴儿们追着你不放。

海滩篇
碧海银滩上，女孩儿身着长裙，散着长发，在海风中飘逸如仙，

是很多人一提到海滩就会想到的场景。于是，在海滩上，无论高矮
胖瘦，都能看到女孩子穿着各色长裙拍照，有的很仙，有的就令人不
忍直视了。长裙挑人，你若是不小心矮上几分、胖上几分、腰粗上几
分、腿短上几分，甚至脸大上几分，它就能给你点颜色看看。

姑娘们，不要做长裙的奴隶，还有很多方式可以打造适合你自
己的海滩风。

关键词一：条纹。条纹可是海洋的专属色，永不过时的时尚，从
奥黛丽·赫本到范冰冰，条纹都是明星们的宠儿。裙子的长度可以
在膝盖上，让双腿尽情地踏浪，在“阳光、沙滩、海浪”中让自己的笑
容点燃生活；（图三）

关键词二：要么白色，要么艳丽。在海边，无论你是什么肤色，
白色永远不会让你犯错，甚至可以让偏深的肤色在阳光下反射出健
康的小麦光泽。休闲感十足的白色连衣裙，或者一大串夸张的白色
项链，都能为你的装扮增加海边特有的度假感。（图四）身材好的姑
娘，在深V 或吊带的白色连衣裙内穿上彩色的比基尼，清纯中透露
出活泼的性感，更是人们瞩目的焦点；而今年大型花卉图案也大行
其道，不同于小清新的小碎花，恣意怒放的鲜艳花朵势要绽放足可
与高温匹配的热情。

关键词三：帽子。今年夏天帽子卷土重来，各种绅士帽、宽檐
帽，既能遮阳，又能拗造型，值得拥有。只是要注意脸型和帽檐宽度
的比例。（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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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也是一种幸福

诗抒胸臆

■王连荣

盛夏时分，在神仙六
月，菡萏初开。群芳比
艳，且看粉面红腮。问
今朝、谁可登台？应荐
举、葩中精品，睡莲无愧
金牌。

不必过于谦逊，你朝
舒夜卷，稍作修裁。轻盈
沁凉逸致，娴雅身材。浮
萍贴水，更留心、袅袅香
来。尖角处、高低错落，
倾情一路成排。

睡莲

辰山美景如画 ■唐嘉鸥

楠溪江漂流

馄饨

生活故事

摇着芭蕉扇的夏天
■陌桑 文

这个夏天，我们一家人相继生
病，虽然每个人的症状不一，但是幕
后的真凶最后都指向了空调和电扇。

自己生病，还是其次，孩子生病，
却让我揪心。每当女儿半夜从睡梦
中咳醒过来，咳得满头大汗的时候，
我就守在她身边，替她擦汗。在这样
的情况下，空调和电扇都不敢用了，
我就拿一本杂志替她扇。女儿恢复
平静，渐渐入睡的时候，我看着手上
的杂志，忽然觉得怪怪的，那种陌生
感油然而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家
里就没有手摇的扇子了？

我怀念自己以前使用过的那些
芭蕉叶扇子：圆圆的，镶着篾丝边儿，
柄端有芭蕉叶离开芭蕉树时刀切的
痕迹，光光滑滑，能看见叶茎的纹
路。新扇子扇风，能闻到芭蕉叶释放
出来的阳光与热带植物混合的气
息。一把芭蕉扇能用很多年。竹篾
边儿外滚着花布条，自然朴素。扇叶
从灰白变得金黄，继而有些烟火的褐
色，上面满粘着尘封的日子。

乡村的夏夜即使没有月光，星光
也是无比灿烂的。白天晒过稻谷的
场地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在晚
饭后端着小板凳，或者摆一张竹床，
在晒场上摇着芭蕉扇。这是一天当
中最悠闲的光景。我躺在爷爷奶奶
的身边，数数星星，望望月亮，当芭蕉
扇啪啪啪的驱蚊声渐渐平息之后，我
就在习习凉风中进入梦乡，享受着长
辈的宠爱和欢乐。芭蕉扇在长辈的
手中，疾徐轻重，知寒知热。我们在
长辈的芭蕉扇下，不怕溽暑，不怕惊

风，每一阵清凉都带着源自他们内心
深不见底的慈爱。

在白天的时候，长辈们从外面回
家，刚一坐定，我们也会手持芭蕉扇，
站在大人的身后呼呼地扇风。长辈
们连呼好凉，我们就扇得更加带劲。
虽然那时候我们立在地上，也就跟扇
子一般高，但是我们的扇子摇出来的
清凉，却远远高过我们的头顶，凉爽
的风把天伦之乐挥洒到长辈的脸庞
上。对长辈来说，这样的清凉，能一
直沁到心的深处。

在芭蕉扇下度过的那些夏天，我
们似乎没有生过病，也许是因为年
少，不晓得“苦夏”的滋味。一把芭蕉
扇，就能让我们平安度夏。在扇叶的
起起落落之间，日子被吹拂得绵软悠
长。纳凉不仅仅是一个季节的征候，
更是一种亲情的滋养。而今，我们在
电扇和空调的娇宠下，纳凉就是纳
凉，是一个物理过程，所有精神情感
的东西都随风飘散。

我非常想买一把芭蕉扇。深夜
在灯下看着咳到虚脱的女儿时，我就
感觉到一把芭蕉扇的重要，我就想起
那些清凉过我的芭蕉扇的分量。于
是，我带着女儿，在街头巷尾到处找
寻，但是没有见到那些伴我成长的芭
蕉扇的影子。市面上的扇子，要么简
陋得只有一张塑料纸，要么精致得像
件艺术品。过于简陋，就漏掉了生活
的内涵，过于精致，就忽视了日子的
实在。对儿女的爱，我们情不可谓不
深，心不可谓不细，然而，我还是感觉
到缺了点什么。在满街找芭蕉扇的
时候，我突然明白，我们对孩子的爱
里，缺少的是那份朴素和绵密。

■嵇振颉 文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
折枝。”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被教育不
要等待，立下鸿鹄之志后立刻就要付
诸实施。不过，匆忙的行动有时并不
能带来梦寐以求的成功，少许的等待
或许能带来更好的结果。其实，无论
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都能在等待中
收获幸福。

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和动物的最
大区别就是有对人生、自我的思索和
认识。在这些理性的思索中，最重要
的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其实，人
生并没有终极意义——因为人生的
终点是虚无。但是，我们又不得不
在这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找寻属于
自己的生命意义。找寻意义的过程
中，我们并不是都处于行动的状态，
很多时候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需
要停留在等待的状态中。很多人认
为，等待是对生命、时间的消磨，甚
至是一种慢性自杀。因此，人们通过
各种手段将每天的日程安排填满，由
此在灯红酒绿、繁华喧嚣中迷失了真
实的自我。

现代人是幸福的，亦是不幸的。
现代人的幸福之处就在于拥有古代
人所不敢想象的物质、技术条件；不
幸之处就在于现代人反而成为自己
发明创造的物质的“奴仆”，再也没有
古代人那份闲庭信步的悠闲。生活
在快节奏的都市中，每个人都不敢稍
有停顿、稍有懈怠。人们就像一只只
不停转动的陀螺，在不停转动中流逝

似水年华。我无意贬斥现代人的生
活方式，毕竟时代进步、科技发展，我
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到古代田园牧
歌式的生活图景。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如何扬弃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弊
端，并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由此，我觉得现代人应
该适时放慢自己前进的脚步，在等待
中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好。

当手头有一大堆工作要处理、由
此导致心烦意乱、思绪如麻时，我们
不妨暂时停止忙碌，倒上一杯清茶或
咖啡，眺望一下远处的风景。等待心
中的乱麻理顺后，我们再重新回归工
作的常态。此时，你的工作效率绝对
比休息前要高，工作的顺利完成也是
随手拈来。当你面临多种选择而前
途不明时，也请你选择等待的状态
吧。短暂的观望后，上天会给你指明
一条前进的道路，然后，你再加快赶
路的步伐吧。

生活中的等待，蕴藏着亲情、友
情、爱情的甜蜜。学校的大门口，常
常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默默地等
候着，因为校门内有他们疼爱的孙
辈。游子即将回家时，父母也会等候
在家门口，因为血浓于水的亲情牵动
着父母的内心。宁静或喧闹的约会
地点，小伙子等候着心爱的姑娘，因
为这里即将开启一段甜蜜的旅程。
等待的时光是漫长，等待的心情是焦
躁的，长时间的等待还会带来生理上
的疲倦。但是，人们还是愿意继续等
待，因为等待意味着一份责任、一份
人间真情。

等待带来的幸福只是整个过程
的副产品，因为很多愿意选择等待的
人，都是不求在等待过后的回报。台
湾老兵返回大陆时，见到了与自己分
别几十年的结发妻子。虽然妻子已
经两鬓斑白，但是她却没有另行改
嫁，依然坚守着分别时的承诺——等
候海峡那边夫君的归来。某些性格
倔强的子女与父母发生矛盾后离家
出走，等到他们认识到谋生的艰辛
后，希望重新回到家——这个温暖的
港湾。当他们叩响家门时，父母的眼
神告诉他——他们一直在等待他回
家，先前的怨恨早已烟消云散。这样
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在这个过程
中，等待者与被等待者都感受到幸
福，诠释着“爱与奉献”的真谛。

等待并不是消极无为、听任命运
的摆布——那只是懦夫的行为方
式。“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如果说日常工作、生活是运动的状
态，那么等待就是静止状态。正因为
如此，等待不应该成为人生的目的和
终点，而只能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
站。等我们在这个驿站“酒足饭饱”
之后，就应该重新上路。等待不是人
生的主旋律，等待之中会有幸福的体
悟，但是人生的大幸福不会在消极等
候中产生。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的
人生需要多个等待的时刻，这是对
人生漫长的马拉松赛跑的休整。休
整中，我们摘取意料中和意料外的
幸福果实，更是对未来冲刺时力量
的积蓄。

著名作家大仲马曾说过：“人类
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
的：‘等待’和‘希望’。”我愿意在希望
的行程中稍作停留于等待，在等待中
守护着无尽的希望。

■严巍 文

怀着一份好奇，带着一种欣喜，
我坐上了开往楠溪江的汽车，开始了
一段心的旅程。

正午时分，我来到岩头镇的丽水
古街。一层薄如蝉翼的雾气覆在藏
青色的屋顶。灯火微茫，走在这朴素
的古街，宛如走进了历史的画卷。灰
褐的墙壁，苍白的木门，镂空的雕花
窗，烟雨中依稀可见时间的褶痕。
踏着灰褐的石路，一旁是古朴的店

铺，一旁是清澈的流水，行走其间，感
受到淳朴的民风，嗅到了千年前的古
典气息。

转身之间，我看见一座年代久远
的石桥还静静站在溪水之上，那残破
的身躯尽显沧桑。一如垂暮的老人，
平静，祥和。

离开古镇，走进了楠溪江的腹
地。硕大的岩石上，“永嘉书院”四个
遒劲的字给了我心灵的震撼。站在
它的面前，我突然间感觉自己渺小了
许多。

沿着清澈碧绿的江水，我一路走
走停停，不时驻足赏景。山峰，云雾
缭绕，氤氲薄雾随着空气缓缓流动，
与深绿的树木交融相映。江水安静
得看不出它的流淌，唯有江面上枯叶
的远去，才让我看到水的流动。

走过河堤，石桥，我看到了一道
瀑布。没有想象中瀑布的雄伟壮观，
却依旧让我心醉。纤细晶莹，恰似悬
挂在削壁上的绸缎，哗哗的响声萦绕
整个山谷。千百年的冲击，在崖脚留
下了一个深深的清潭。

我抬头仰视垂直的峭壁，一阵晕
眩。裸露的岩壁只有零星的几株小
草，还有风雨的足迹。我沿着峭壁之
间的石阶拾级而上，站在最高点，向
前远眺，空间瞬时被压缩成一条白

线，却依旧遮掩不住这满山的秀丽。
突然，我发现绿色中矗立着几座古
亭，唐突却不失魅力。高翘的飞檐，
红褐的亭柱，一砖一瓦皆露古朴。

坐上竹筏，船夫用竹篙轻轻一点
江岸，竹筏载着我，缓缓驶出浅滩，愈
行愈远；岸，向后退去，渐渐模糊。

竹筏安静地前进着，狮子岩渐渐
清晰。稀疏的草木，裸露的岩壁，形
状各异的石块，远远看去，却巧妙地
组成了一头雄狮，我不得不感叹于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当竹筏靠近时，一
道道或深或浅的沟壑般的岩纹深深
震撼了我。突然间，目光停留在了一
棵小草上，久久不愿离去。在几近光
滑的岩石上，它顽强地生存着，那碧
绿得渗水的叶子诠释着生命。

■张力平 文

我喜欢吃馄饨，百吃不厌。可是
小时候，家里很少包馄饨。每每看到
别人吃馄饨，总有一种馋得要命的感
觉！为此，外婆经常开导我，说吃饭
吃菜的种种好处，贬馄饨的种种不
是，可我一直不以为然：“小菜再好，
我也不愿吃米饭，就是爱馄饨！”这个

“馄饨情结”，至今还在。
那时候，邻里关系很好，经常

有“互惠活动”。有的时候，邻居包
馄饨，会送出一碗来给我们品尝。
可是，我们家里人多，小孩就有五
个。所以，每个人只能吃到一个、
两个。我是最小的孩子，经常受到
额外照顾。与哥哥、姐姐相比，我
胃口不算大，可是因为我喜欢吃馄
饨，所以总是吃得最多。那时候，
外婆走亲访友，总喜欢带着我。这
样，我就有机会在客人家里或在外
面的饮食店里，吃到各种好吃的东
西。不过，说来说去，我最喜欢吃
的，还是馄饨。

工作后，如果在外面饮食店吃

东西，大多以馄饨为首选。自己的
食事，自己做主，那真是爽。更让我
难以忘怀的是，在与太太交往、恋爱
的那段时间里，岳母投我所好，老是
以馄饨对我热情款待，每次都让我
吃得兴致勃勃。结婚后，太太当家，
也经常以馄饨为爱情生活增添“滋
味”。现在，我们一家都是“馄饨
控”，连儿子都成了“小馄饨”！当
然，太太更重视营养均衡，所以，馄
饨是限量供应的。

据说馄饨是“天下通食”。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不论富庶，皆好此
食。各地馄饨名号繁多，制作各异，
鲜香味美，别具一格。每当我去外地
旅行，总千方百计地想品尝当地的馄
饨，“验证”一下它们的特色。

前些年居家工作，有时因忙于紧
急翻译等事情，时间太紧，就选择到
周边的路边摊去吃馄饨。我自嘲为

“文化民工”，喜欢一边吃馄饨，一边
与那些民工、出租车司机聊家常，感
受、体验他们的生活。就此，馄饨的
滋味与生活的滋味一并品尝……

令我吃惊的是，我的一位哥哥至
今也有很重的“馄饨情结”。据嫂子
说，午餐时间，饮食店伙计一看到他
来了，就会喊：“一碗大馄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