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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酣睡之中，耳边仿佛传来山间微风
轻吻挂在飞檐下铜铃的声音。若有若无，缥缥
缈缈，如梦如幻。但这声音分明流淌进心里，
轻轻地，一声，一声，又一声，然后停顿。间隔
一会儿，再次重复，如同事先录好了的重播，
均匀平稳，富有节律。在这温馨的早晨，这声
音如同催眠曲，我睡得更香。

等到耳朵里浸进鲜明的清脆，节奏感也
愈加明显起来，我渐渐从梦中醒来。翻转身
子，伸腿举手，以最舒服的姿态，扭动着身体，
贪婪地呼吸着从窗户涌进来的新鲜空气。没
有睁开的眼睛，恍若看见黎明中对面的楼里，
开始次第亮起灯火；装饰一样遮挡屋子的窗
帘，已经徐徐拉开；入城的高架立交桥上，路
灯变得黯淡；陆续增多的车辆，匆匆驶向远
方，正在结束夜的暗寂。

好像水珠掉落瓷盘，又似清风拂过树林，
稀疏单纯的声音，慢慢变得细密起来。这间隔
分明在缩短，并不杂乱，该高的时候一起高，
该低的时候一起低。高低间隔附和混响，如同
一支由著名大师指挥的交响曲，悠扬婉转，沁
人心脾。

在这充满激情的早晨，我的精神立时饱
满起来。

记不清第一次听到飘进梦里的声音是什
么时候，只是想起后来常常拉开窗帘，打开窗
子，静静地坐在床边，或者默默地站在窗前，
望着窗外的世界，身体像被温水浸泡，无限舒
畅。在朦胧的晨曦中，醒来的梦，开始庄严地
接受看不见的洗礼。

那时候，除了路灯照着孤独的路，路上间
或有一辆飞驶而过的车，偶尔还有一个孤独
的影子踟蹰而行。清灰的或者瓦蓝的天幕之
下，一只蚂蚁的折腾、一朵浮云的飘荡，都不
足以惊动世界。天地几乎静止，世界悄无声
息。高高低低的楼房，无数生命躲在隐蔽角落
休憩。间隔在楼房之间的植物，在黑暗中积蓄

力量。高楼之上的我，看不到树叶是否在动，
但那天籁般的声音，确实是从地上的树丛里
传出。

这时，想拿出手机拍下这景致，忽然看见
时间是凌晨五点。以后，随着气候变化，这个
时间还会提前。反正，鸟鸣都是在天色微明，
晨曦初露，大地将醒之时。

为了寻找美妙乐曲的来源，我曾特意下
楼去寻找。不知什么时候染满绿色的树，葳
蕤的枝叶像巨大的伞，遮盖住丰润的草坪。
树丛中或者绿荫里没有藏着铜铃铛，更没有
什么小仙女在歌唱。倒是满眼绿色里，有不
少影子在晃动。仔细分辨，竟然有不同颜色
的鸟儿在枝叶间跳跃。有几只胆大的，还落
到草地上，像弹簧一样在草地上跳动。那小
巧的脑袋，轻灵的尾巴，一上一下，一下一
上，驱动着细而直的腿，载着五彩斑斓的羽
毛织成的船形身体，似乎在浩瀚大海里
游弋。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些黎明中的鸟，
如同为谋生计的人，早早起床，早早奔忙，希
望早点寻觅到自己的心安、家人的安心。鸟
和人都在寻找活路，鸟和人都在滋生希望。
我见惯了吃苦的人难得发出愉悦的歌唱，于
是就有些疑心眼前的鸟儿哪会发出那么奇
妙的声音。屏声静气仔细分辨，它们当面朝
我鸣叫，果然没有我在楼上听到的那般悠
扬。也许，承受生存的压力，再喜悦的心情，
也会瞬间伤悲；或者，只有走近真实的生活，
才能听到真实的声音。

等到第二天的黎明，我再次在梦里听到
仙乐一样的声音逶迤而来，也不会立即起身，
或者探出头去，在楼下的树冠里搜寻。不要惊
扰了鸟儿的幸福。

天色渐亮，那些在楼栋之间绿地上弹跳
的精灵，看见人影飘过来，惊叫一声，快速飞
起，藏在枝叶间。悄悄观察了半天，发现人并

无恶意，便又落下。如此反复，鸟和人逐渐彼
此习惯，那飞起落下，倒成了在玩捉迷藏游
戏。鸟和人慢慢融和，人和鸟成了朋友。

在很多早晨，我会在渐次密集起来的声
音里再无睡意。索性翻身起床，拉开窗帘，用
眼光搜寻早起的人们，以及那些不知从哪里
驶来、又将开向何处去的车辆。

站在窗前，与躺在床上听节奏明快的声
音感觉大不一样。躺在床上，眼睛虽然闭着，
但脑子里全是鸟儿的身影；站在窗前，眼睛
里装进天边的朝霞与近处的楼宇，却不见一
只鸟儿在飞翔。看见的和看不见的，想到的
和想不到的，几乎从来都和生与死一样扑朔
迷离。

我不懂鸟语，也辨识不出鸟的品种，但对
不同鸟鸣形成的音乐有一种天然的爱好。单
声的像淘气的孩子，叫一声就把身子隐藏起
来，捉迷藏似的等人去寻觅；双声的像情侣对
唱，回音一样附和对方；三声或者四声，则是
群众的喧嚣，唯恐嫌世界不够热闹。不过，这
气势恢宏的阵仗，不会持续很久。等到醒来的
人多起来，鸟儿们要么一哄而散，要么隐藏起
来。天地敞亮，路灯熄灭，人车增多，世界复
活，楼下反倒清静起来。

听多了清晨的鸟鸣，慢慢便悟出了一些
道理。人言再美妙，也有可能暗藏着别样目
的，但鸟鸣却让人心怀坦荡。不管是一只鸟儿
悄悄试探，还是几只鸟儿凑在一起疯闹，甚至
是一群鸟儿的喧哗，它们都是上天派来的精
灵，提醒人们单纯就是一种美。

习惯了鸟敲响的天然闹钟，我惊觉生活
在楼房里的我们，已经开始过上了一种全新
的生活。远处那抹越来越开朗的亮色，将天地
慢慢分开。人和鸟儿一样，只要心中有希望，
世界就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鸟闹钟响起的时候，新的一天开始，新的
希望已经降临。

听 雨
◎ 钱声广

淅淅沥沥的春雨在子夜降临。我习惯
性地推开窗户，小区里朦胧的灯光，映照
出雨丝在微风中飘然而下，洒落在树梢
间、草地上，整个院子都笼罩在温馨的气
息中。

在这寂静的春夜里，能心无旁骛地凝
视这飘逸的春雨，聆听这淅淅沥沥的雨声，
静思默悟，自觉是一种享受。

我不是很理解南宋词人蒋捷为什么
把“听雨”与“愁思”联系在一起。他的《虞
美人·听雨》，就是以“听雨”为媒介，把自
己少年的浪漫生涯，中年的流离景况，以
及晚年悲苦凄凉的境遇和心情，用“听雨”
刻画得逼真惟肖，入木三分。其词曰：“少
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
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
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
阶前、点滴到天明。”说实话，我很喜欢蒋
捷的词，尤其是这首《虞美人·听雨》。这首
词有一种感伤满怀的境况，恍若看到老先
生命运不济的一生，淤积了些许戚戚与几
分幽曲的感觉。

同是以“听雨”为题，不同的人、不同心
境，对听雨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

唐代诗人杜甫的《春夜喜雨》，就不带
有丝毫的“愁思”，而是表现出喜悦心情，
充满正能量。那是唐肃宗上元二年春，杜
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离转徙后，因陕西
旱灾而最终来到成都。在友人的关心帮助
下，他在蜀中开始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
活。一天深夜，他听到屋外下着绵绵密密
的春雨，感到无比喜悦，遂吟诵道：“好雨
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
处，花重锦官城。”称这春雨为“好雨”，只
为“润物”，不求人知，高度赞颂了“好雨”
的高尚品格，也表现了诗人及一切“好人”
的高尚品格，体现了诗人关心民众疾苦的
思想感情。在这春雨中，我们分明听到了
生命的律动之音，看到了青山绿水、姹紫
嫣红的秀美画卷。

由杜甫的《春夜喜雨》，我又突然想
到了郑板桥。这位清代的知县身上也发
生过“听雨”的故事。他在任潍县知县时，
正值山东大灾。他整日为灾民奔波，白天
劳顿，晚上思绪万千，夜不能寐。一天夜
里，当他听到冷雨敲窗、风吹疏竹发出的
萧萧之声时，便立即联想到百姓的疾苦，
于是起身展纸作画，成就了传扬于世的
《墨竹图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
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
总关情。”此诗虽未直接写听雨，但却因
冷雨敲窗之声而引发的。由雨声、竹声想
到了百姓的疾苦声，道出了郑板桥的爱
民思想，展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
国情怀。

其实，雨，是一种自然降水现象。因而，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雨以不同的形态降落
人间。春雨如丝，夏雨暴烈，秋雨缠绵，冬雨
寒冷，给所有远离河流的陆生植物补给淡
水。雨水落下，滋养万千生命，它们那滔滔
汨汨、涓涓潺潺，汇聚成溪的执着精神，给
人类诸多启迪。我国几千年的诗性文化，正
是得益于遍地清流的灌溉，才氤氲出那样
悠远、空灵的意境。

雨对我的启示也是让我难忘的，那是
早年在大山深处生活的切身经历。大山虽
然巍峨俊逸，景致很美，但青年时期的我却
有一种被困山中、无法施展才华的情绪抑
郁在心。有一天正午时分，晴朗的天空中忽
然集聚起厚厚的云朵，团团浓浓的云朵快
速地冲撞着，犹如脱缰的野马……不多时，
只听到噼噼啪啪的雨滴砸下来，旋即铺展
开巨大的雨幕……

夏天的雨来得急也去得快。不一会儿，
风一吹，云就散了，一道彩虹架在云朵之
上，绚烂无比。正如那句老话所说，“不经风
雨，怎能见彩虹。”那一刻，我惊呆了，不以
为这是彩虹与我的一次偶然相遇，而是对
我人生的点化……

那一场山雨，算来距今都有差不多50
年了，今夜听雨又让我回想起当年的那道
彩虹。此时，我还想到，倘若没有这些“润物
细无声”的春雨，没有那噼噼啪啪的疾风暴
雨，没有缠缠绵绵的秋冬雨，万物哪来雨露
滋润，山涧的溪流哪来活力，生命的江河又
如何奔腾向前？

今夜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院里笼罩着淡蓝色的烟霭，这是一个细
雨蒙蒙的天气。杏花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开了，
而且绽放得那样浓烈，在蒙蒙的雨丝里更显
得莹润秀雅。这样的雨天，人们都不愿意撑
伞，大概是怕破坏了这烟雨朦胧的诗意吧。

我家的小孩背着沉沉的书包，站在停车
棚旁边的一棵杏花树下，静静地仰望着满树
明丽的杏花。我们坐在车里看着他，虽然我要
赶时间去上班，孩子要赶时间去上学，却没有
忍心打扰他。“让他看一会儿花吧。”孩子爸
爸说。

孩子心里肯定也知道早上时间的宝贵，
还是愿意停下来欣赏一会儿花开的美。刚才
在早饭时的餐桌旁，孩子一边吃饭一边兴致
盎然地和我们玩飞花令的游戏。一口气说出
很多春天的诗句，有些连我都接不上来。其中
提到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也许正是杏花的诗句，让他看到杏花时，心里
荡漾起诗意的情绪，感到欣喜和亲切吧。

这个春天，孩子很是忙碌，主动用功读
书。他被学校选中参加诗词比赛，一边是繁忙
的功课，一边要大量地背诗。他没有喊累，而
是神采奕奕地投入诗词比赛前的准备。晚上
作业完成后默默背诵，早上他卧室的灯又先
亮起，他又在背诗了。他告诉我，怕自己起不

来，定了两个闹钟。今天早上，他坐在餐桌旁
吃饭，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他越来越喜欢诗
词了。

想起孩子被选上参加诗词比赛的那天，
我们去接他，从来没见过他那么高兴，开心地
唱着“春风得意马蹄疾”。说起被选上的缘由，
在刚开学的才艺展示课上，他洋洋洒洒，抑扬
顿挫地背了一首《将进酒》。老师问他还会哪
些，他又背了《从军行》《蜀道难》。这给老师留
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学们都觉得他诗词积累
得多。

孩子对同学说，我能被选上，得好好谢谢
我的妈妈。那天，孩子对我说起这些时，我心
里自豪，但更多的是欣慰。像是自己犹犹豫豫
的想法，一直提着惦着，终于被事实证明是正
确的那种轻松透彻的喜悦。

因我对诗词的喜爱，假期时便让孩子背
诗词。相比于听故事，做手工，背诗词是很费
力的事。假期时间充裕，我给他选了一些比较
长的诗词，有些字他还不认识，字句也不理
解，我又没时间一点点教他，就让他查字典，
看注释。这对孩子来说确实有点难度，况且那
时的他对诗词并没有兴趣，也考验着他的耐
心。在我的要求下，他又不得不做。我又总是
抽查，他只好不情不愿地背着。

有时候，看孩子背得吃力，我就想撒手，
让他自由自在地玩吧，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尤其是看到很多人说，父母不要把自己喜欢
的强加给孩子，又想到自己成长过程中，不是
也烦恼父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希望吗？可是，
当回首从前的时候，又懊悔自己浪费了大好
光阴，没有好好听父母的话，甚至希望父母对
自己更严厉些，这样就能多学点知识。人总是
这样，错过了，才知道珍贵，特别是光阴，该读
书的少年时光，就要好好读书，然而这些往往
只有长大了，经过一番历练，尝些苦头后，才
会明白。

我就是在这样的矛盾里徘徊着，纠结着，
但也在坚持着自己的想法。

一个假期过去了，倒是有了一些小小的
收获。孩子会背不少长诗词，他慢慢对诗词有
了一些好感，尤其喜欢李白那豪迈潇洒有气
势的诗歌。时常，他会不由自主地像唱歌一样
唱出一些诗句。听着他得意地诵诗，我知道他
已经找到了快乐。

我想，只要耕耘，多多少少会有收获的。只
要坚持，就会花开。现在院子里，不仅是杏花开
了，海棠花也开了，很多花如期绽放。“风有信，
花不误，岁岁如此，永不相负。”这个信字，就是
我们的诚挚，我们执着的努力和耕耘。

蝶恋花·“五一”
劳动者歌

◎ 黄力

一
“五一”来临春景妙。
唯美传承，劳动人生绕。

红雨致心灵手巧。
绿风信创新声浩。

不忘初心勤勉好。
百业千行，积土成山笑。

竹碧从来知节抱。
花红自古无荒闹。

二
春色多情年月老。

工匠精神，上下同心靠。
纸上得来终觉少。
绝知此事须躬了。

步步务民勤洁效。
笔颂添香，历史人民造。

劳动赞歌情鼓号，
天涯何处无芳草。

三
片片飞花催夏到。

万马千军，每个平凡耀。
劳动光荣珍视宝。
微光亦照红尘貌。

日积月累奇迹傲。
尊重科研，敬畏之心晓。

博古通今荣国道。
承前启后迎新考。

创建文明城市拾语
（组诗）
◎ 徐泰屏

市场整治

摊贩归位，商户归店
菜品摆放整齐，场地干净整洁
还有畅通的道路和安全的食品

以及有序停靠的车辆
太阳簇新了一个个过往的日子

照亮了市民群众一天又一天的庸常生活

小区义务保洁员

早上出门时看见她在扫地
傍晚回家时看见她在扫地

在夏天，在冬天
在风里，在雨里

保洁员弯腰扫地的身影
以及蹲在垃圾桶边清理垃圾的情景

印刻在了我的心里

交通劝导员

从白昼到夜晚
从春天到冬天

一个个站在交通路口的劝导人员
身穿红马甲，手持小红旗
是党员，是干部，是志愿者

比红绿灯更加明亮更有温度
让奔驰的车辆和匆匆的脚步

文明出行，出行文明

美
丽
倒
影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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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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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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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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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闹钟
◎ 冯俊龙

风有信，花不误
◎ 耿艳菊

乘着书香的列车

奔远方
◎ 林金石

乘着书香的列车奔远方，
穿越知识的海洋，心怀希望。
每一页翻动，是心灵的翱翔，

在文字的田野，播种思想的粮。

窗外风景，历史的长廊，
古今中外，智慧的光芒。

书籍是舟，载我向未知徜徉，
在知识的河流，勇敢地航行。

车厢内，智者的谈笑风生，
每一句话，都是灵魂的碰撞。
书香如茶，品味其中的甘醇，
在心田里，滋养梦想的种子。

乘着书香的列车奔远方，
不畏风雨，不惧岁月漫长。
书是翅膀，让梦想飞翔，

在知识的天空，自由地翱翔。

目的地，是智慧的殿堂，
在那里，每个梦都能发光。
乘着书香，我们不孤单，

因为有书，心灵永远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