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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夏日 于景娣 摄

(一）听雨之境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
梦来”。雨是夏天的血脉，它流动起
来后，才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夏
季！因此，我总是怀着一颗素心去
聆听夏雨的呢喃，进而读懂夏天的
纹理。

喜欢在夏日的乡村一隅，听雨
吟唱。进入夏季，我就立时变成了
一株庄稼，在弥漫的暑期里翘首盼
望雨的到来。酷热使得乡间的一切
声响都枯萎了，包括蝉鸣和鸟鸣；唯
有雨，是这个季节最执著、最倔强的
歌者，踏着雷的节拍，倏然间，造访
乡村。

听雨跌落红尘，听雨划过空气，
听雨拍击路面。“日气喷豪雨，云阴
送惊雷。”啪啪啪，是两军阵前的征
鼓吧，击荡胸襟，催人奋进；哗哗哗，
是溪水的回声吧，合辙入韵，让人着
迷；叮叮叮，是叶子的梦呓吧，清新
悠然，如诗如幻……

睁开眼，天地间又是一番景象：
视野里雨柱如帘，密密斜织，近处鳞
次栉比的黄瓜架，远处如苍如黛的
倭瓜秧，高处摇曳的葡萄叶，低处攀
爬的露水豆，都迷蒙在一片云雾之
中。那连绵起伏的菜园，那叶蔓青
灵的瓜地，那柴草垛旁蜿蜒急流的
小溪，那大门口外翠绿的麻叶，那栅
栏里五彩缤纷的花朵，统统化做一
个个跃动的音符，在天地间自由地
舞蹈，彰显出生命最初的本色。人
与雨顿时忘情地同频共振起来，仿
佛天地间突然间有了灵犀，琴瑟和
鸣，遥相呼应——心灵与大自然只有
在如诗的雨天才能达到高度的和谐
呢！

喜欢在夏日的一间斗室，听雨呢
喃。窗外，雨声淅沥；屋内，书声琅
琅。倦了，便倚着床角，酣然入梦。
半梦半醒之间，听到窗外的雨不时
变换着频率，时而滂沱倾盆，时而疏
滴稀声。雨滴打在窗棂上，溅起一
个个跳动的音符，圆润轻滑，不绝于
缕。细听，那声响中似有娓娓的低
诉，一句三叹，如阳关三叠；似梁祝
鸡窗之下展卷夜读，情丝倾吐不尽，
缠绵绵延不绝；似饱学圣哲娓娓讲
述种种人生况味，博大而深沉。

夏天的雨秉性不一，有爽快型
的，如来去匆匆的雷阵雨；有拖拉型
的，如淅淅沥沥的小雨。但不管哪
种类型，均有一种“绳锯木断、水滴
石穿”的韧性。尤其是叮叮咚咚的
雨声不绝于耳时，任谁都会放下红
尘的疲惫和世事的喧嚣，静下心来，
去感受雨，感受夏，感受生命，感受
自然，体味“天人合一”的境界，享受

“物我两忘”的超然。
倾听夏季的雨，如同参禅悟道：

浮躁的心境渐趋平静，无波无澜、宠
辱不惊；前缘后尘，上誉下诟，坎坎
坷坷，纠纠葛葛，一切都远去了，剩
下的只是一个无牵无挂的自我，独
自品尝那份难得的清闲。

（二）听蛙之美

“轻轻的/一种母语分娩的乡音/
从绿草的纹路里渗出/与月光下的
花朵同沐清辉/纯净/有如泰戈尔的

《飞鸟集》……”
每每吟诵朋友的这首《蛙鼓铿

锵》诗，我的眼前便会浮现出一幅亲
切而熟悉的画面：春夏两季，傍晚时
分，漆黑的郊野蛙声四起，排山倒
海，汹涌而来！田间沟渠，水塘河
岸，数不清的歌手，摇其长舌，鼓其
白腹，在乡村偌大的舞台上淋漓尽
致地引吭高歌！

青蛙的一生都沉浸在歌唱的梦
幻中，它是乡村中最出色的草根歌
手。从蝌蚪开始，它就游弋于乡村
这片水域里，就像一尾尾逗号涉行
在诸子百家之中。待长成青蛙了，
具备歌手的潜质了，便开始放喉歌
唱了——这便是蛙鼓。蛙鼓是青蛙
的心声，它所表达的是青蛙对乡村
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欢欣。听吧，雨
前，艳阳高照，歌手们通宵达旦向天
而歌，抒发着内心对雨的渴望；雨来
了，空气清新凉爽如纱，歌手们鼓噪
而歌，畅快淋漓地传递着内心的欢
愉；雨过天晴，彩虹当空，歌手们群
聚而歌，彻夜不息，吟诵着生命的美
好。不管哪个时段，响亮的蛙鼓每
一槌都底气厚重、韵味十足，歌手们
把心灵深处最坚硬的声音、最深情
的呼唤，散作满天的星斗，谱写出满

垄的稻花、一季的丰盈！
聆听蛙鼓，宜在夜晚的田垄之

上。或席地而坐，或仰面躺倒，摒弃
杂念，放松身心，微闭两眼，撑开双
耳，静静地聆听，细细地感受。最
初，是一两声，零零落落，若有若无，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
情”；继而便唧唧阁阁，此起彼和，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
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
玉盘”；再而便是咚咚呛呛，鼓声响
彻，“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
枪鸣”；最后，鼓声四起，震天撼地，
不分上下，不辨东西，“来如雷霆收
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人心为之
躁动，热血为之沸腾，全身筋脉为之
迸突！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听吧，此时的蛙鼓，像孩子们
一只只调皮的小手，轻轻地搔着耳
朵，极远的又是极近的，如深山古寺
老僧击磬，如钱塘泛潮汹涌澎湃；极
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如战场鼙鼓
铿锵……

（三）听鸟之禅

忙碌的现代人，都渴望自己能够
拥有一颗“云水禅心”，以求在万般
诱惑中得以自养。我倒没有那么高
的奢望，只是每次回农村老家的时
候，都会到村南的树林中听一听鸟
鸣，算作是一次养心的过程。

老家村南有片方圆十余亩地大
小的林子，榆柳杨槐，高低错落，各
显生机，蓊郁的树木给村子筑起了
一道坚不可摧的防风障。林子很
美，茵茵的草，紫红的花，婆娑的树，
清爽的风，洁白的云，瓦蓝的天，都
像一首首唐诗宋词元曲令人陶醉，
且能够咀嚼出不同凡响的滋味来。
当然，林子最美的还不是这些目睹
的，而是耳闻的——鸟鸣。

乡村的春夏两季盛产晴天。晴
朗的日子，走进茂密的林子，在软绵
绵的草地上和香酥酥的花丛中席地
而坐、仰面而倒，微眯二目，屏气凝
神，谛听从密密的绿海中飘出的悦
耳音符。

林间的鸟很多，也很杂。“叽叽
叽”，这是麻雀在预报好天气；“喳喳
喳”，这是喜鹊在呼唤伙伴；“吱吱
吱”，这是“青头”在发表“征婚启
事”；“啾啾啾”，这是“嘎巴枝”在向
新来的邻居“自我介绍”；“滋滋滋”，
这是柳莺在高歌“单身狗”的另类快
乐……每一种鸟鸣都那么清晰，那么
纯净，仿佛空谷幽兰弥散着的脉脉
馨香，又如千年古洞流出的一泓清
冽山泉，醉着心，洗着耳，含着情，撩
拨得树下的人沉入一种超然坦然、
物我两忘的至纯至真境界。我不是
鸟类专家，所以鸟鸣带给我的都是
直观的感觉。那些鸟鸣，清澈而婉
转的旋律如《韶》似《武》，飘飘洒洒，
幽幽入耳，将我胸中所有与红尘有
关的琐事闲愁瞬间便被滤除干净，
那一刻我心如止水，无波无浪，澄澈
碧透，只有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在心
灵的原野上如敦煌飞天舒袖曼舞。

雨雾初晴是鸟们竞相登场的黄
金档期。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泻
下一地的斑驳，草地上滚动着晶莹
剔透的水珠。就像是周立波先生笔
下的一场暴风骤雨，嘈杂的鸟鸣突然
间纷纷扬扬，铺天盖地地泼泻下来，
刹那间便淹没了林间的角角落落！
心灵在这一刻跳跃在明丽的欢快里，
生命在这一刻陶醉于豪迈的激情里，
想象在这一刻翱翔于九天的深邃
里！来不及掩耳，辨不清个数，就在
猝不及防中，听凭那些清晰、清脆、
清澈、清亮的鸟鸣无遮无拦地倾泻
下来……近的，响亮；远的，悦耳；高
的，粗犷；低的，沉郁；细的，婉约；粗
的，豪放！这一曲合唱堪与贝多芬
的《第九交响曲》一决伯仲，又可与
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不分轩
轾！就这样缥缥缈缈，脆脆亮亮，袅
袅亭亭，把人引入一片天高云淡、万
里澄澈的遐想之中，融化在古老的
传说里和如洗的碧空中……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在林间听鸟鸣，感受的不仅仅是大
自然的律动，休养身心，还可悟得
人世间的沧桑轮回。当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共展天人合一的美丽生
态画卷时，鸟鸣就成了一种天籁，
一杯香醪，一声来自于大自然最温
纯的问候！

□钱国宏

听夏组章

三伏天用一个“浓”字可以概括，浓
烈，浓郁，浓情。伏天是一幅浓墨重彩
的水彩画，色彩浓烈，铺陈绚烂。这幅
颜色饱满的画，把任何一种色彩都用到
了极致。大自然这位画师，到了伏天便
灵感迸发，开启了疯狂创作模式。不繁
茂到极致不罢休，不灿烂到极致不罢
休，不辉煌到极致不罢休，酣畅淋漓，恣
意汪洋，一切都抵达了鼎盛时期。

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如此，总有
出现一个空前盛大的阶段，来昭示自
然伟大而神奇的创造力。伏天的创
造力是无以匹敌的，比春天更丰富，
比初夏更繁荣，比秋天更有活力，伏
天简直就是一个人的华彩盛年，突然
之间就强大旺盛起来，一夜之间就站
到了生命巅峰。

浓情三伏天，所有的色彩都前所
未有地饱满起来。先说伏天的底色

——绿。走入伏天的绿世界，你会感
到一种汹涌的气势，觉得自己随时可
能被绿浪击倒，被绿海淹没。那种绿，
博大，深沉，厚重，像水一样流淌得满
世界都是，而且永远不会担心绿色干
涸。伏天是源头，永远都会源源不断
注入绿色的希望。伏天的绿，让人怀
疑是大自然打翻了绿色颜料盒，有的
地方几乎是倾泻而下，有的地方绿得
没有章法，只是绿的浓度饱和再饱和，
直到“顶级绿”出现，让人恍然惊觉原
来绿还可以达到如此级别。人被绿淹
没，被绿醉倒，被绿震撼。浓情的绿，
尽情挥洒着伏天的豪情。伏天仿佛一
位实力派歌手，终于把自己的珍藏曲
目奉献了出来，一开腔便震撼全场，人
们纵情惊呼，高喊助威。人与伏天一
起，进入热情沸腾阶段。

伏天的其他颜色用得不算太多，

但只要用到了，就是极为浓烈明艳的
颜色。伏天用各种抢眼的颜色来吸引
人们的视线，宣告着伏天的繁荣与昌
盛。比如明黄色的向日葵，金黄色的
野菊花，红艳艳的荷花，鲜亮亮的红蔷
薇，五颜六色的小野花……那些色彩，
一般不会大范围使用；但却又用得饱
满，每一种颜色都浓得化不开，不用则
已，一用惊人。绚烂的夏花演绎着缤
纷浪漫的乐章，演奏出夏日的浓情与
厚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是对季节
的礼赞。不辜负华彩年华，为伏天增
添一抹动人的色彩。

浓情三伏天，花草树木都铆足了
劲，焕发出高光时刻的魅力。还有很
多生灵，感慨于季节的盛大与豪情，
开始不停地为伏天歌唱。蝉鸣伏天，
树上仿佛有千万只蝉在一起歌唱。你
见过这么浩大的“演唱团队”吗？一

切都是盛况空前的。你听蝉们的声
音，多么嘹亮，仿佛是吹响了号角一
般，要充当烘托气氛的角色，把季节
的盛况推向最高潮。蝉鸣一季，它们
为季节高歌，也是在为自己短暂的生
命高歌。

除了蝉鸣，还有雨后的蛙声。一
场酣畅淋漓的大雨后，蛙声也是盛夏
的标配。“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
万蛙鸣。”万蛙齐鸣，场面宏大，气势
磅礴。蛙声此起彼伏，一片连一片，
让伏天都沸腾了起来。伏天的一切都
是如此热烈，仿佛有挥洒不尽的热
情，有永远不竭的动力。

伏天的浓情与活力，让人们不敢
懒散和懈怠。浓浓伏天浓浓情，让我
们趁着这鼎盛年华，好好努力吧。投
入到奋斗的节奏中，才能迎来秋天更
美的收获。

□马亚伟

浓情三伏天

前几天，妻子从菜市场买来水生
菱角菜，洗净、切碎，放入蒜子、生姜、
红辣椒，用香油爆炒，一盘色香味俱全
的菱角菜，让我满口生津，勾起我味蕾
深处的记忆。

我的老家在铜陵县马中公社（现在
的义安区东联镇境内），那里河湖密布，
一到初夏，河沟水面上长出一蓬蓬菱角
菜，开始菱角菜很小，渐渐长大，开出粉
白色的花朵，而后结出一个个小菱角。
卖菱角菜是圩区人家一项家庭收入，我
家也不例外。那时暑假，爷爷每天用腰
子盆从家门口十里长河捞上许多菱角
菜，全家大小都忙着将一个个菜爪子摘
下来，并把菱角菜纲上的菱角放在篮子
里。摘下的菱角菜择干净后，放在腰子
盆里用水泡，这样泡出来的菱角菜又白
又干净，看相好，到集市就好卖。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跟着
爷爷步行到近8公里的钟鸣公社集市
上卖菱角菜。爷爷挑上了100多斤菱
角菜，我那时只有十四岁，爷爷心疼我，

只让我挑50斤菱角菜。圩埂上的露水
沾湿了我的裤脚，夜鸟还在嘶鸣，借着
朦胧的月光，爷爷和我在凹凸的土路上
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走，等到了钟鸣公社
红光大队后，我们又要面对更难走的5
公里鲢鱼山石子路。山路坑洼崎岖不
平，十分难走，浓密的鲢鱼山树林浓密
像一个怪兽的影子隐去了斑驳月光，山
中偶尔有不知名的夜鸟从头顶上飞过，
发出一声声深夜凄厉嘶鸣，吓得我汗毛
倒竖。这时爷爷只好放下肩上的担子，
安慰我一番。经过二个多小时间奔波，
我们终于赶到钟鸣街道集市露水街。
这时，天才刚蒙蒙亮，街道上人迹稀少，
我和爷爷放下菜担子。不一会儿，天亮
了，街道上市民多了起来，由于我们家
菱角菜粗壮、白嫩，看相好，一个小时不
到就卖完了。

等卖完菱角菜后，我肚子早就饿得
咕咕叫，爷爷舍不得买早点吃，只给我
买了两根三分钱的油条。而后，我们又
马不停蹄地往家赶，等到家已是中午十

二时了，饿得我头昏眼花，饥肠辘辘
了。当时五分钱一斤的菱角菜，一个暑
假，我和爷爷要在圩埂路、石子路上不
知要往返多少次，卖菱角菜的钱，有一
部分给我交了学费。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老家
圩区的路已今非昔比，宽阔、平坦、笔
直、快捷、安全。公交车行走在通往大
电厂的坝白公路上，走了一段村村通
道路，就到了圩区侄子家，助力车、客
运公交车、私家车和的士在路上来回
穿梭，老家圩区的变化更是令人刮目
相看，昔日住的草屋、平房的穷乡僻
壤，现在变成了一幢幢气派的小洋
楼。侄子大老远迎接我，等到侄子家
门口看到不少村民在家门口摘菱角
菜。侄子说，现在圩区菱角菜、藕带、
鸡头菜、篙瓜等水生无污染蔬菜，成为
市民餐桌上的最爱，菜贩子开车上门
收购，每斤菱角菜卖到五元左右，远销
南京、上海等地，村民们再也不要肩扛
背挑上街卖菱角菜了。

□陈之昌

卖菱角菜的记忆

乌江边行走

江水平静，缓缓向南流去
鸥鸟翔飞，伴随点点白帆
在时光的祥和与安宁里
一种亘古的美，依然展开
最浪漫唯美的风骨

多少次，我在乌江边行走
内心深处，已把它
看成历史的一道坎
微风轻拂，送来江水的喧哗
跳跃的浪花，闪耀金属的光泽
回环往复，都是生命
铮铮向上的隐忍之歌

我知道，每个人的心中
都暗藏着一条汹涌的乌江
风起云涌的梦中
那奔腾的铁蹄和闪亮的剑影
让人小心翼翼地穿过
人间无处不在的惊涛和骇浪

访陋室偶记

光阴倏忽，岁月的
风花雪月，掩盖不住
一个人灵魂深藏的纯真之美

松竹还在，雅石还在
当德馨的清风从历史的深处
悄悄吹来，我分明听到
素琴仍铮铮，金经犹悦耳

一篇短短的铭文
弹响时光的和弦
我用目光一次次翻阅
内心的土地，遍布青草的香味

烈日和风雨里，一颗心
静如止水。安居陋室
看花开花落，永远
摇曳生命的自在和恬然

拜谒霸王祠

祠堂前的石狮，守住骚动的

晨曦。缥缈的钟声里
霸王祠在游客的喧嚣声中
依然保持着清冷的孤傲

霞光姗姗升起，宛如
一柄倒悬的利剑
刺穿我内心涌动的阴影

“力拔山兮气盖世……”
当我轻吟这首《垓下歌》时
仿佛看见乌骓马睁大的眼眶里
涌出一颗颗硕大的泪珠
映射出一个人内心深处的
无奈，不甘和不屈

一颗被历史尘封的灵魂
似乎从未走远，一阵风
呼啸而来，吹散巨鼎上的灰尘
尘埃落定，我又一次听到
那一声举重若轻的怒吼
一直没有沉寂下来

□周八一

旅途笔记（组诗）

七夕遥望幽蓝的夜空，明月皎
皎兮，清风逶迤，在如水的夜色里，
仰眸细寻那位于银河“两岸”，璀璨
了无数人心空，让人遐思无垠的爱
之星，那相隔一年“盈盈一水间，脉
脉不得语”的情比金坚的神仙眷侣，
终于在七夕夜相聚鹊桥缱绻相依。
悠悠夜空里，隐约传来一个女子的
曼声吟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
人间无数”，这唯美爱情蕴含中国元
素的情人节，一幕幕现实版的“爱情
神话”，也如浩瀚夜空那两颗最耀眼
的星辰，在我的心空如画卷般徐徐
展开……

曾被一帧在香港影展中获得金
奖的《亲爱的，亲亲我……》的照片，
感动得双眸凝泪——已被医院下了
病危通知，躺在重症监护室、身上插
满了管子气息奄奄的老人，他在生
命垂危之际颤声对老伴说：“亲亲，
亲亲……”。一直陪伴在侧无微不至
照顾他的年迈妻子，泪落如雨俯身深
情亲吻，这令无数观者为之泪目的照
片，一上传就刷爆了各大网络。

两位耄耋老人把烟火平淡的岁
月，过出了爱情最美的模样。他们
青梅竹马从小被养父母收养，在情
窦初开的年龄互相倾慕喜结连理，
一牵手便是一生，相濡以沫到从没
红过脸。当老先生脑溢血倒下的那
一刻，老太太更是寸步不离日夜守
护，“你是我的眼，我愿成为你的双
腿”，她喂他吃饭喝药，轮椅推着他
去买菜逛商场，晴好的日子坐在阳
光里陪他下棋。他们的“吻照”何以
如此打动人心，有句高赞留言说，只
因两位耄耋老人诠释了中国人细水
长流、长相厮守的爱情，这份情温暖
岁月，也惊艳时光。

在日暮黄昏的河岸甬道或公园
里，我常会遇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
夫妻，老先生推着轮椅上一脸慈祥
的老太太，一场中风差点让他们天
人永隔，在老先生的细心照料下，已
失语又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太太，已
能搀扶着缓慢起身蹒跚挪步了，每
次与他们迎面而过，老阿姨总会给
我一个阳光般的微笑。一次途径他
们的住处，老先生在花架旁为老太
太洗头，擦拭好头发上的水滴落座
后，老先生端着一盆正开得素雅芬
芳的茉莉花，凑上前去让老太太慢
赏细嗅，随即他又采得一枚含苞待
放的白玉兰，轻搁老太太掌心，柔声
细语道：“你闻闻，香得来！”那深情
相伴的脉脉情愫，如清风明月，朴实
无华却沁人心脾。

“伤友”老韩与我一样，都是“活
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
腿”，所幸的是，上天虽为他关上了
行走这扇门，却为他打开了爱情这
扇窗。遇到愿为他“推椅可好”的
妻，他终于明白“斯人若彩虹，遇上
方知有”。他们牵手二十余载，共同
养育了一个“学霸”女儿，如今在省
城985高校读医学专业。老韩也在
贤妻辅助相伴下，生意越做越好，成
为我们这群“伤友”中的“土豪”。
几年前，他身体突遭重创，查出患了
肠道重疾，妻子在极度煎熬中精心
护理，与他患难与共，终于陪他走出
了那段人生的至暗期。

有人说，爱情就是两心相撞的
炙热，是一眼万年的长情。可纵使
再旖旎唯美的爱情，终敌不过烟火
凡尘的熏染，在漫漫无涯的人生之
路上，在柴米油盐的浸泡中，依然
能搀扶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朝看日升暮观夕霞，那或许才是爱
之真谛！因为最深的情，最暖的
意，往往就藏匿于生活的琐碎与细
微处。

□李仙云

浪漫七夕话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