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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夏炎炎，岂是一个热字了得
呢？窗外阳光呈泼洒之势，雪亮浩
荡，真是悠长。周作人译过一首夏日
小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
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张爱玲很
是喜欢，还劝她的姑姑去看。适逢她
又生了毫无风致的病，“但在夏天，闲
在家里，万事不能做，单只写篇文章
关于塞尚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
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张爱
玲于是把又苦又热又长又闷的夏，称
之为自己的“风雅之月”，索性兴致盎
然地“诗与胡说”起来。苦与雅转圜
之间足见她的趣味和风致，不失为一
件人生惬意事罢。

冯骥才在《我的故事》中谈苦夏
的时候说，他的写作一大半是在炎炎
夏季，创作力加倍的旺盛。这是那些
沉重的人生苦夏，锻造出他这个反常
的性格习惯。他把那种写作久了，汗
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玻璃上的感觉，形
容为美妙无比。“从而激情迸发，心境
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
下许多文字来。”如此，亦是苦热夏日
中无限快意之事。

我极喜欢他对“苦”字的分量诠
释：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
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的下
边。这让我想起老家田间的庄稼，也
是在炎热里可着劲儿生长的，然后给
我们丰厚的收获。麦收过后，在空旷
的田间种上花生玉米大豆，天气一天
一天热起来，真正暑热的夏日也来
了。而田里的庄稼苗却在热浪里茁
壮，一天一个样。庄稼不怕热吗？真
辛苦啊！这是小时候的问题。大人
们总是说，谁不怕啊，吃得苦中苦，方
为人上人。

翻看《小窗幽记》，有一段看得人
心旌摇动，心生羡慕：盛暑持蒲，榻铺
竹下，卧读《坛》经，树影筛风，浓阴蔽
日，丛竹蝉声，远远相续，蘧然入梦，
醒来命取榐栉发，汲石涧流泉，烹云
芽一啜，觉两腋生风。徐步草玄亭，
芰荷出水，风送清香，鱼戏冷泉，凌波
跳掷。反复地读来，直想生活在古
时，盛暑之际，全然一幅悠然自得的
闲情画面。夏日里那些令人烦恼的
热和苦呢？

那时候条件简朴，没有无所不能
的电，没有风扇空调，却看不到古时
候的人到处宣告着热兮兮苦哈哈
的。他们的心是素朴的植物，把那些
扰人的事融化在自然的生长中，去发
现和欣赏平常日子中的风景，而有情
致地生活。他们不说苦，只记录那些
值得记住的惬意生活。

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中写到：月
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
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拘
人，清梦甚惬。写下闲雅惬意文字的
这个明末才子其实很悲寂孤苦的，国
破家亡，四处流离。可他的旷世小品
文中，字字缭绕的都是闲情逸致。他
把现实和苦闷调剂成一份淡淡的情
怀，放逐于明月清风、十里荷香中。

苦夏长日，不如午后一枕清梦，
半卷诗书。

东门口，宁波地标，三江交
汇，店铺林立，高楼大厦鳞次栉
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宁波
的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市场充
盈，周边县市郊区的人如果说今
天去宁波了，那肯定是说他到过
了东门口。老一辈人印象中，没
去过东门口就不算到过宁波。
一副、二百、华联、梅龙镇、美乐
门等（当时还没有天一广场）依
次排开，是吸金力最强的商区，
在当时是市中心名副其实的最
繁华最热闹的地方。

从东门口右拐就进入和义
路（现在叫和义大道），在上世纪
末是赫赫有名的和义路，以地摊
经济享誉宁波。蜿蜒绵长一千
多米，东南起中山东路(东门口)，
西北至解放北路北口，与永丰路
相接，沥青、混凝土路面。《鄞县
通志》载：“和义路，旧名东北城
脚。”民国22年(1933)拆旧城筑
马路，为环城马路之东北段。因
旧城有盐仓门，一名和义门，故
以此名之。

白天的和义路普通平常，看
不出有什么稀奇特别之处。一
到傍晚，夜色渐浓、华灯初上的
时候，一条活色生香、烟火气浓、
灯光璀璨的和义路就展现在人
们眼前了。那里是宁波地摊经
济最繁荣的地方，在当时，没有
一个商圈的人流量可以跟它媲
美。特别是夏天的夜晚，沿路两
边摆满了地摊，各种小商品琳琅
满目，把原本不甚宽的和义路挤
得水泄不通。当时这里是4路
公交车的终点站，开往南站的
10路公交车也经过这里，傍晚
时分，公交车停运的时候，正是
和义路夜市接棒登场、大放璀璨
光彩的时刻。

夜色中的和义路，是人们饭
后散步逛街溜达的好去处，既可
以顺手买到自己称心合意的小
商品，也能在此感受夜宁波的美
丽繁华。道路两边的地摊上摆
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特别是夏
天的夜晚，摊位更是满满当当，
人群摩肩接踵。这里有香气扑
鼻的烤鱿鱼、炸里脊肉、臭豆腐、
煎烧饼等美食小吃，有诱人舌蕾
的西瓜汁、菠萝蜜、冰镇杨梅、凉
粉木莲冻、和路雪圆筒等当季水
果冷饮，更有衣服、书摊、文具、
小饰品、磁带、套圈玩具等小商
品，吃喝玩乐赏，一应俱全，既饱
眼福，又饱口福。每个摊位前都
拉着那种大小不一的照明灯，闪
闪烁烁，与道路两旁商店楼房的
灯光交相辉映。霓虹闪烁，人流
如织，好一幅热闹繁华的夜市
图。

一般情况下，每个摊位摆放
的商品都有自己的特色，不与周
围摊位的商品雷同，这样可以吸
引有不同需求的顾客，摊主之间
也不会有很强的竞争排斥意
识。那时候我住在西门口，对和
义路的夜市情有独钟，那里陈列
的东西不仅种类齐全，而且价廉
物美，几乎可以买到你生活中需
要的所有物品，对于像我这样刚
参加工作不久囊中羞涩的工薪
阶层来说，和义路夜市绝对是个
性价比超高的购物场所。周末
晚饭后，我常常优哉游哉地一路
闲逛，从西门口沿中山路向东，
经过鼓楼，上久久天桥，下来后
从国医街穿小巷就到了和义路，
在那里淘过最多的物品是夏天
的衣服和书籍、挂饰等小物件。

大学时候特别喜欢看《飘》，
学校图书馆借来后通宵看完，沉

迷于女主人公斯嘉丽的倔强个
性和对情感的执着。没想到在
一次逛和义路夜市时，在一家书
籍地摊看到了它的续本《斯嘉
丽》，毫不犹豫收归囊中。真是
意外之喜。

除此之外，有件事至今难
忘，那是在一个卖瓷器的摊位上
买的一对插花白陶瓶。白色细
长的瓶身上，寥寥几笔印着兰草
的图案，颇有写意的味道，当时
看了就爱不释手，和摊主一番讨
价下来，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愉快成交。那时候还没有电子
支付（不像现在，揣一部手机就
可以走天下），习惯了外出背个
包，包里放着钱包、钥匙等东
西。记得我那时付完钱后乐滋
滋地走了，路上还逛了很多摊
位，快到解放桥头的时候，才想
起来付完钱后忘了拿瓶子。此
时已临近夜晚十点，很多摊位打
烊了，夜市也快结束了，心想，那
个摊主还在吗？会不会不认账
啊？试试看吧，大不了就当作又
逛一遍夜市吧，于是我折返回
去。隔着老远就看到了那个瓷
器摊位，周围的地摊都已经撤掉
了，摆摊的中年大叔还在。看到
我时，他说：“姑娘，你忘拿瓶子
了，我开始也没注意到，后来才
发现放在旁边的瓶子，寻思着
你可能会回来，就在这里等
你。你要是再不来的话，我可
就收摊了。”大叔呵呵笑着，把
包装好的瓶子递给我。后来我
说了些什么话已经不记得了，
只是觉得那个地摊的灯火特别
明亮。现在这对瓶子依然还
在，清水里养着文竹或绿萝，绿
意盈盈。

如今，人声鼎沸、满是烟火
气的和义路地摊早已不在，代替
它的是灯光璀璨、夜色阑珊且更
加时尚的和义大道。站在江边，
凭栏远望，三江六岸星光灿烂尽
在眼前，夜色美景让人陶醉其
中，留连忘返。美景依稀，夜色
中氤氲开来，眼前似乎又浮现出
往日和义路两旁那活色生香的
众多地摊来。

夜色中的和义路地摊
□王亚萍

夏日惬意事
□耿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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