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的散文(通用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夏天的散文篇一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这是古代关于捕蝉的有趣传说。

蝉，又称知了。知了知了的鸣叫，预示着夏天已经来到。

小时候，到了暑假，正值盛夏，跟着姐姐一起去捕蝉。在家
里先制作好捕蝉的工具，俗称蝉罩。取一根长长的竹竿，上
面绑一只结实的塑料袋，袋口用铁丝镶嵌成圆形。我们来到
树林里，将蝉罩罩着树干上的蝉，蝉就飞不走了，在袋子里
扑扇着翅膀想逃走，这时就束手就擒了。将其取下来放到布
包里封起来，一天下来一般能捕到一百多只，送到村里那老
婆婆那里，可以换到一元钱。

到了晚上，还可以到树林中捉些还没有脱壳的土蝉，听说土
蝉壳里那白色的丝可以做药材。送到老婆婆那，可以换好好
多新鲜的土葡萄。

记忆中堂哥捕蝉的方法则更给力。夏夜，在每棵梧桐树或白
杨树下用稻草生一堆火，蝉也许怕烫便纷纷坠落下来，我们
疯狂地捡着，每棵树下可以捡到几十只。

蝉噪林愈静，宁静的夏天，知了都安心地睡着了。等到夏天
过去，留一段粉红色的热烈的回忆。



知了，知了，夏天正悄悄过去了，变成了美丽的音符。

夏天的散文篇二

时不时地，我总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童年时那明朗清爽的夏天，
真的感觉那几年的夏天都特别的明郎，还特别的清爽!

还记得那盛夏的午后，全开的窗户，清爽的竹席，多么惬意
的午睡时光。屋后绿油油的稻田散发着悠悠的香气，轻风夹
着凉爽欢快地绕过稻叶、飘过田埂、越过窗棂，调皮地在我
身上舞蹈。微微的风，丝丝的凉!窗外茂密的梧桐树绿得格外
清新，阳光穿过叶缝挤进窗户，已没有炎炎温度，却让小屋
倍加明亮起来。不知不觉中，稻花的香气也飘满了整间屋子。
树上的知了，也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那不绝于耳的
叫声贯穿了整个夏日时光，却更加衬托出整个夏日的宁静。
真可谓，蝉噪林越静，鸟鸣山更幽!

上小学时，教室外有颗大大的柳树。春日里，我总喜欢趴在
窗户上，看着漫天的柳絮浮想联翩。夏日里，我总喜欢抬起
头透过那苍翠茂密的树叶，看那已被划分成星星点点的蓝天。
清新嫩绿的细叶，蓝得透明的天空，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宽
广、空旷、深远、阔达、憧憬，还有就是当前那份凉爽、快
乐的好心情!还记得学校对夏天的午睡管得特别严，有值日生
轮班检查监督，不许与人说话，也不许干别的事，只允许趴
在桌上睡觉。因此，学校里午眠时间是格外安静的，能听见
的可能也只有知了那从不疲惫的叫声了!

童年时，我家门前是一条十多米宽的柏油马路，路两旁沿路
都种着梧桐树。夏日里，那些树枝繁叶茂，树荫洒满路面，
为人们呈现出一条绿荫大道，走在路上，我们丝毫不惧烈日
的炙烤。还记得有一种昆虫，躯干大约有三厘米长，全身硬
甲漆黑，嘴长得有点像螃蟹的螯，还有一对翅膀，头上有一
对长长的触角，那触角黑白相间，感觉是一节一节的。我也
不知道这昆虫的学名是什么，我们好像叫它花牛(儿)什么的。



这花牛(儿)夏天最喜欢爬在梧桐树上，男孩子们也经常是一
路寻着花牛(儿)上学去。教室里，男同学们互相比赛看谁捉
的花牛(儿)大，女生们胆子小，总被吓得尖叫。

那时候，我们都喜欢背着小水壶上学。水壶形状千奇百怪，
壶里的内容也是各有千秋，有的是白开水，有的是蔗糖水，
有的是蜂蜜水，有的放些金银花，有的放些薄荷叶，有的放
些柠檬片，更有甚者丢些桑葚在水里，要么丢几颗樱桃进
去……还记得我的水壶是姐姐给我的，那是一个红色的塑料
小水壶，形状是个什么娃娃头，水壶带子的两端各从娃娃两
边的耳朵系着。小水壶装的水不多，可我却格外喜欢，每天
中午灌满了水，就高高兴兴地背着它上学去。

还记得高中校园里的那些桂花树、万年青，叶子总绿得发亮，
就像阳光在树叶上跳舞……

儿时记忆的点点滴滴，总是倍感温馨美好，尤其是那些年的
夏天……

夏天的散文篇三

夏天的一个傍晚，夕阳还没下山，我和妹妹吃完晚饭。我们
迎着清爽的凉风，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田野的小路上，不
时地踩到一堆鸡屎鸭屎什么的，可我们并不怎么在意。前面
有一两只蝴蝶似乎在为我们带路，扇动着那双薄薄的的翅膀。
妹妹好奇地走上前去，蝴蝶被这突如其来的“庞然大物”给
吓了一跳，纷纷飞走了。

夏天的田野让我痴迷啊！田野分成一块一块的，色彩斑斓。
黄如金，绿如翠。瞧，田野边的水渠里，许许多多的小青蛙
在水中尽情地歌唱，歌声清脆悦耳，此起彼伏。田野上农民
伯伯更是辛勤地劳动着，他们有的锄草，有的插秧，有的在
绿油油的西瓜地里精心挑选着成熟的.西瓜。更好奇的是在田
野里玩耍的野小子们：有的在翻跟头、有的在竖蜻蜓，还有



的在摔跤呢！这真是一个天然的运动场，他们尽情地享受着
大自然恩赐的“福利”啊！一个个简直像小花猫似的，时不
时传来呐喊声、尖叫声、欢笑声……我好羡慕他们呀！不过，
女孩们可不像男孩子这么顽皮，所以我加入到女孩的队伍中，
和他们一起在田野边采摘野花。傍晚，太阳下山了。落日的
余辉洒在河面上，美丽的田野如同一位妙龄少女，披着一身
红纱，等待出嫁，安详，恬静。

这时，人们三三两两地出家门来到田间小路上散步，呼吸新
鲜空气，美丽的田野变得热闹起来。

夏天的散文篇四

《庄农杂字》里讲，“开春种地，先动犁杖”。进了谷雨，
气候就变得更暖了。在“九九”过后的艳阳天里，可以明显
地看到，整洁的田野上，有水蒸气在向空中抖动升腾。此时，
生产队的马犁杖、牛犁杖同时上阵，开犁起垄，即“九九加
一九，耕牛遍地走”。

春季的上学路上，常常可以见到牲口拉着犁杖在路旁地里趟
地，但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那犁杖正在把垄台破开，变成
了垄沟，而去年的垄沟却变成了今年的垄台。我边走边琢磨，
这肯定是将死板的土壤疏松一下，带有翻地的作用吧。后来
从农谚里得知，我的见解很幼稚，远不是那么简单，其实更
主要的作用是――“垄沟当垄台，犁走垄排排，土壤无乏力，
轮耕搅拌开。”

起垄之后，土壤倒是松散了，但还要保护好墒情，防止漏气，
这就得用压地磙子及时碾压一遍。压地磙子，是由一根一米
多长，直径三十公分的圆木制成。将它套在磙子框里，用牲
口拉着，宽大的磙子一次正好碾压两条垄。这便是“底土又
朝阳，挥发气味香，干干需磙压，播种不失墒”。

木制的压地磙子比较轻，一头毛驴即可拉着它。我们火烧泡



子只有一头平时用它拉磨的毛驴子。生产队的地那么多，仅
靠它拉磙子压地忙不过来。用老牛，走得又慢，只能选用一
匹老马，再拉一个压地磙子。马拉一个木制的压地磙子，可
以说是大材小用，轻快如飞，负责牵马的人要快走或小跑才
能跟上。远远看去，那不是人牵着马，而是马带着人。

早上，布谷鸟在村头的大树上一声声不停地啼叫，到了晚上，
荒甸子和壕沟边一片蛙鸣。俗话说“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
晚”，但俗话又说“过了芒种，不可强种”。因此，人们常
把春末夏初，称之为春耕大忙季节。

那个年代，农业生产与机械化还不搭边，播种玉米和大豆一
类的大粒种子，都是用手播，俗称“啦啦稀”。而高粱、谷
子、糜子这样的小粒农作物，手播就困难了，种子用手抓，
容易顺着手丫子流失，又不见得能播撒均匀。这时候，点葫
芦便派上用场，它是最合适播种小籽种子的农具。

古老的`点葫芦，确实是用葫芦制作的，可惜我没有见过。听
老辈人讲，在大个儿葫芦的上下两端，各抠出鸡蛋大小的窟
窿，内中掏空。在底部再安个牢固的木把，前端装一节掏空
内心的嗑籽秆子，就是结实向日葵的秆棵，封住断头。在断
头的上部开个方孔儿，贴着孔儿的下边插入并固定一小缕高
粱挠儿，也就是高粱穗上的分支，这样一个点葫芦就做成了。
播种时，在葫芦上部的口儿往里装谷物，用根小棍有节奏地
敲打葫芦头，谷物便从嗑籽秆子断头上部的小孔中流出，落
在高粱挠儿上得到分流后，均匀地撒到j耙破开的垄上。

大帮哄年代，广大的东北农村在春耕时，使用的都是这样的
点葫芦。后来有个别地区改用布袋子装种子，替代了葫芦，
嗑籽秆子也改成封闭的木制槽子，但它仍叫点葫芦。播撒种
子时，用小木棍敲打封闭的木槽，那“嘣嘣嘣”有着节奏的
敲打声，极像现在qq好友上线的提示音。

种地时，最主要的农具，除了点葫芦，还有j耙。j耙是由爬犁



改装而成，种地时用它来破垄。将刚好骑住一条垄宽的爬犁，
中间加一道前后走向的木梁，在木梁中间的隆起处，镶嵌一
个可以调试角度的短立柱，立柱下方装一个尖角小犁铧，立
柱锁定的角度，可决定犁地的深浅。j耙左前边还有一个近一
米高、如锹把粗细的直立扶手，由赶牲口的人扶着把握方向。
牲口拉着j耙行走，那个小犁铧便把垄台豁出一道恰好播撒种
子的小沟儿。

用j耙播种农作物的时候，每一付j耙要按分工配一组人马。他
们的顺序是：

最前方靠左侧是牵牲口的，也叫赶牵的，其主要职责是到地
头往回调头时，牵引好牲口到指定的垄沟里行走。一旦人手
紧缺，可以由一个踩格子的兼职赶牵。

接着是并排的两匹牲口，一般情况下是两匹马，拉着拴在套
杆子上的犁套，套杆子与j耙之间有挂钩，牵动j耙前行。

在j耙的左侧，是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扶着j耙扶手的车把式，
他嘴里在吆喝着牲口。

紧跟在j耙后边的，是两个“踩底格子”的人。踩格子最好穿
着棉水}b，在准备落种子的沟儿里，走着一字猫步，前一个人
两脚之间留下的空隙，由后一个人及时填补踩实。

紧随其后就是拿小棍敲打点葫芦播种的人，这是个技术活儿，
一般由有经验老农来操作。

滤粪的，需要两个人轮流用土篮子将农家肥均匀撒在种子的
上边。在地里每隔几十米远有一个提前存放好的小型粪堆，
两个滤粪的常常要带着小跑，尽可能地不让肥料间断。

之后是双手扶着拉子杆的人，这个活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一般由刚学农活儿的半拉子来做。拉子的形状像个牛样子，



两侧向前抱着。拉子的扶杆和耙子杆的安装结构相似，拉子
两端的长绳，拴在最前边的j耙后头的两个立柱上，在牲口拉j
耙前行的工夫，拉子也同时把破了垄、播好种、上完肥的垄
台抹盖上了。

最后是两个“踩上格子”的人，与踩底格子的人一样，也要
穿着与气候不相适宜的棉水}b，迈着小步将盖好浮土的垄台踩
实。

必要时，也可以用木磙子把种完的地，再碾压一遍。这样既
可以减少地气蒸发，保持土壤的湿润，同时可以促进小苗拱
出地面的力量。就如我们在自家生豆芽时，需要用重物压着，
豆芽才生长得更快更壮实。《庄农杂字》里说“j耙先走，随后
扬上，葫芦点种，磙子轧光。”

那时每逢到了农忙季节，学校就会放一周的假，春耕假、夏
锄假和秋收假，统称为农忙假。他们不见得会做地里的活儿，
但此时大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他们至少可以看家护院，帮
助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青蛙呱呱叫，正好种早稻。柳絮乱攘攘，家家下稻秧。”
耕种完旱田，就该培育稻苗了。先用畜力拉着犁具，将稻田
的土壤翻松软弄平，再播撒发好了芽的稻籽。

当秧苗长高约十公分时，就可以起秧苗了。我们火烧泡子在
分地之后，勤劳的乡亲们又组织起来，把荒甸子开垦成水田，
开始种植水稻。水稻产量很高，从此家家吃大米都自给有余。
我赶上过几次育苗插秧。知道了起稻秧注意少伤根，运稻秧
时避免折叶，插秧时稻田里最好是花达水，秧要插浅才便于
分蘖。

传统插秧要拉着秧绳，间格有序。插秧后合理灌水，水深达
到苗高的三分之二为宜。



稻田里的杂草要及时拔除，发现害虫就用农药来除掉，分蘖
期按时施肥，抽穗期也要做好灌溉。

此时，田野里一组一组种地的人马，从地的这头走到地的那
头，又从那头回到这头。农民们播种着土地，播种着岁月，
播种着一年又一年的希望。我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夏天的散文篇五

夜幕降临，橘红色的月亮徐徐升起。我们一家三口吃过晚饭，
走出村庄，来到田野欣赏田野夜景。迎面吹来阵阵微风清香
扑鼻，让人感到神清气爽。

又大又圆的月亮高高挂在远处的山头上，发出一束束橘红色
的光芒，这光芒照亮了田野，给整片田野增添了新的色彩。
田野中生机勃勃，非常热闹，青蛙唱着“呱、呱……”的歌
曲，蛐蛐和着“蛐、蛐……”的音乐，蝈蝈也不甘示弱奏
起“蝈、蝈……”的乐曲，形成了一场欢快的田野交响乐。

抬头看，漫天的繁星镶嵌在夜幕之中。如果让你比喻，你会
把星星比喻成什么？宝石？钻石？还是小朋友的眼睛？正当
我们沉浸在这美丽的夜景中，我面前忽然出现一闪一闪的飞
行物，仿佛像一颗颗星星，爸爸说：“今天真是碰上好运气
了，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萤火虫呀！现在已经很难见到
它们的身影了。”

夏天的田野夜景是多么的迷人，是多么的安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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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散文篇六

一个人，行走在寂寞的黑暗里，听不见任何声音，看不见任
何光线，记忆是唯一不变的行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自
己变得那么怕冷，那么怕热。就像一只躲在阴暗角落的幼兽，
那么容易受伤，经不起一点点的风吹和雨打。

独自行走在陌生的街道，仰望天空，蓝天依旧。这片看似蔚
蓝的天空却滞留了我三年的青春时光。

其实人生最可怕的并不是时光的不再，而是时光突然倒流的
瞬间，我会不知所措，会泪留满面，会因为一片树叶的飘落
黯然伤神，会在一切地点和时间嗟叹年华的匆匆流逝，嗟叹
那段没有结果的初恋。

我站在天空下面，以为自己会彻底忘却那个女孩，那段曾经
自以为是的单相思。我那么努力的告诉自己，自始自终都是
一厢情愿。可是内心深处却不承认，难道，男性的坚强下面
是更多的脆弱和伤怀?我总要在睡前轻轻念一念她的名字，以
免将她遗忘在黑暗的世界里。我总要去那个市场路口，期望
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企图给自己一个合理而牵强的理由，
比如，我会告诉自己：金庸说，在感情方面，男人永远是业
余的，女人永远是专业的。所以那不是我的错或者无能。这
种可笑的想法终于在那几个字噎在喉咙，在我还没有来得及
说出来的时候，就被她一个轻微的转身。粉碎的一塌糊涂。
于是我笑。笑得很傻的逼，像只迷失方向的流浪狗。但是我
似乎并不甘心，我站在她的宿舍楼下面，大声呼喊她的名字，
招来的是围观猴子一般的眼光。我晚上不停的打电话，她不



接，发短信，还是不回。我发誓要她给我一个机会，于是，
像只野猫潜藏在她路过的巷口。堵住她，费尽言语。她说，
就从朋友开始，试试看。

简单的一句话，使我如同在急流奔涌的河水里抓到了一个救
生圈。不断的写信给她，有时间就约她，在每一个被认为是
恋人相逢的日子里祝福她，送她礼物。

每夜的失眠。每天的思念。都以为即将蜕变成浪漫的情节。

可是结局依旧打不开，所有的努力都被风轻轻的吹散。

于是，我看见她和他站在夕阳铺满余辉的校园里，紧紧相拥，
旁若无人。我看见斜阳透过斑驳的树干洒在我的身上，原来
我不曾离开，不曾起跑，一直站在原点。原来“朋友”不过
是个幌子，给我一个台阶下。笑了笑，又想起《飞狐外传》
里面身世可怜的程灵素为自己的单相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却也换不来胡斐的一句感谢。在这场所谓的“爱情”里，我
不是主角，只是一个过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青春年华
里的第一次“遭遇”，以潦倒可笑而收尾。

这个发生在公元2007年夏天的故事，这个曾经被风吹过的夏
季，我的爱情折损了翅膀，我奋力飞翔，挣扎了好久，滑翔
了好久，最终降落平地。

回首一片风雨飘摇。

也许，在爱的世界里，没有公平的一方，一方注定要为一方
付出，哪怕付出所有。信手翻书，却看到张爱玲的至理名言：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
涯的荒野里……唯有轻轻的问一声：原来你也在这里。于是
我想，若干年之后，当我们再次相遇，我还会像年少时这般
冲动吗?我想我会的。既然这样，是不是两个真心相爱的人，
即使今天错过了，明天也会相遇，无论相距多远，相隔多久。



那么这对所有处在爱情里，或向往爱情的人来说，该是多么
伟大的一个鼓舞。我停止思考，抬头望天，天空瓦蓝如洗，
白云像羊一样飘荡，没有风。而夏宇的《腹语术》回荡在我
的耳旁：

我走错房间

错过了自己的婚礼

在墙壁唯一的缝隙中，

我看见

一切进行之完好

她穿白色的婚纱，捧着花

她穿黑色的礼服，微笑着

仪式，许诺，亲吻

背着它：

命运，我苦苦练就的腹语术

可爱的鼹鼠探出脑袋在张望

我问它：他们真的相爱吗

小精灵说，是的

夏天的散文篇七

抒情就是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题材，若能引起共鸣则会
更加成功。快来欣赏以下的散文吧了，也许对你有帮助哦。



《夏天》

说起夏天，忽然间想起了奶油棒冰。是一根根乳白色，冒着
丝丝凉气的冰块。童年的暑假虽不如现在热，却也难熬。那
时候街上的小卖部不多，别说饮料，就连冰棍都见不到几种。
这种两毛钱一根的奶油棒冰便成了最为时尚的冷饮。每当我
们这一群同巷的孩子打完半天水仗后便会一个个吐着舌头，
像条小狗儿般慢慢爬回家中。此时，若有一根奶油棒冰放在
眼前，即便让我们再去外头跑上几圈也不会觉得累。父母都
是常日班，约莫到傍晚才下班，我便哀怨似的爬到了外婆楼
下。外婆住在一间老房的二楼，这点上她总喜欢搬张椅子坐
在门口的小阳台乘凉。小阳台下是一条长长的阶梯，邻家小
孩们总喜欢在那里跑上跑下，而有老花眼的她却总能第一个
认出我来，并拉上我的小手往巷口的小卖部走去。“要吃什
么棒冰?”她总是这样一边问，一边从口袋里摸出精致的小钱
包。“奶油棒冰!”我总是这样一边回答，一边从小卖部老板
手里接过冒着丝丝凉气的冰棍，然后迫不及待地大大的吮上
一口，一股冰甜的汁登时透过干燥的喉咙直润肺腑。火辣辣
的太阳照在大地上，树上的知了和路边的小朋友们羡慕地望
着我，那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又是夏天，记得高考刚结束，跟z君和d君一起骑单车逛西湖。
那时的我已减肥成功，身材与z君那么苗条，d君不知是否因为
在厨校待久了，身材日益胖大，即便骑着一辆山地车，也直
呼哧呼哧地喘气。我们便一边笑一边停下来等他。从家里出
发时约莫七点，沿着西湖一路闲骑，等来到虎跑路上已过十
点。那时候的太阳是最为毒辣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枝叶倾洒
在林荫道上，一股清凉沁脾的风从林中吹来，吹散了心中的
烦躁，再度踏上单车，大呼小叫地朝前方行进着。我们没有
特定的目的地，一切都是闲游，骑到哪里便是哪里。不怕笑
话，我们虽然从小在杭州长大，可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学校就
是在家，有很多地方都还没去过。我们依稀想着城市的边界
究竟在哪里?边界之外又是何方?所以骑单车绕城闲游对于我
们来说犹如探险那么刺激。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前几年



参加了d君的婚礼，而后便少了通讯，z君已无联络。

今年的夏天是在父母家过的，因为我身体不适，需要有人照
顾。父母所住的房子在一处僻静的小区内。楼房不高，总共
只有五层，而我们住在二楼。虽说对面的楼房隔断了阳台的
光照，可对于素喜阴凉的我来说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
身体的缘故，医生告诫我要少喝饮料，尤其是冰食。母亲便
隔三差五地去水果店里拎只大西瓜回来。有时候，一只西瓜
接近二十斤重，三个人吃不完便放在冰箱里隔天再吃。后来
听说西瓜不能隔夜，否则对身体不好，便改买半只。他俩年
纪大了吃不多，总共吃个四分之一，剩下的则由我来消灭。
我无法下楼，整日呆在屋内，望着天边云卷云舒。父亲有时
出门调会儿鱼，母亲便去公园和朋友们打打牌，散散步，更
多的时候则留在家里陪我寂寞。外面虽然酷热，可家中却十
分清凉舒适。这里的小区远离马路，十分宁静，前后只有三
幢楼，楼与楼之间是一大片花坛。因为各种原因，楼内的住
户不多。空闲时，我们便搬张椅子坐在阳台上，望着蓝蓝的
天空，望着绿绿的草地，听着楼前那一排排树上的知了鸣叫。
小区仿佛空荡荡的，只剩我们三个;天地空荡荡，也只有我们
三个。

不管外面多热，一想及此，心中便觉宁静安逸。

夏天的散文篇八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第一瞬间，我的情绪变
成了思念。你是我生命里的一首歌，谢谢你出现在我们最纯
真的年代，那个最美的夏天。

第一次见蓝珞伏在窗台上唱歌，我有些恍惚或许还有些痴迷。
夏日的阳光从远处的云峰上倾泻而下，透过一株株绿荫，在
她的发梢镀上了一层迷人的金虹。树上的叶片绿意傲然极力
的展示着它那不畏烈日的朝气，清风从叶片上拂过，若有若
无地吹动她的长发和粉裙。



蓝珞很喜欢在清闲时往嘴中含入一颗薄荷，凉润的.薄荷香伴
着蓝珞的歌声缓缓飘过进入我的耳朵，那是王蓝茵的《遇
到》。我坐在座位上沉醉其中，乃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
间难得几回闻。”

上课时，蓝珞总会从后面轻轻地拍我的肩膀说：“嘿嘿！哥
们儿，往后靠一点儿，我想睡觉啦。”

每次她开口后，我都会自然地立刻挺直腰板，尽可能地挡住
老师那不时扫视全场的视线。她轻哼着那首歌曲，嘴里吐出
的温热气息吹动我的后背，如同烈日下的冰珠，一点，一点
清凉我的心。让我冰冻了夏日的闷热情怀，能静而治学，不
以为有“鸿鹄”将至。

时光总在你的十指缝中不着痕迹的流淌，春夏秋冬轮回转动。
不知不觉中岁月荏苒，我们还在路上不断向前、向前。

我们已上高三。蓝珞和从前一样，坐在茂盛的梧桐树下，把
很多男孩写给她的情书用阴阳怪气的语调念给我听，而后在
我的视线里大笑着将他们的“心血”“藏”入垃圾桶中。而
我是一如既往的认真聆听，微笑着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蓝珞手里还剩一张信纸，我暗暗纳闷会是谁的呢？刚刚那些
念的都差不了多少，明明记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啊。蓝珞把纸
条打开在我眼前，一脸深情地望着我问：“这上面写的什
么？”我一字一句的回答，你有男朋友吗。“那你有女朋友
吗？”蓝珞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不愿放过我任
何一个表情。我又一次无言，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好像
分明看到蓝珞脸部由愁到笑的表情。最后我开了口，没有。

蓝珞这次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手中的纸条却被她细嫩的双手
所蹂躏，随后随手丢向垃圾箱。抓起我的手道：“你没女朋
友可我有男朋友，我饿了吃东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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