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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 ■周文静

雨之歌
■杨志锋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烟雨绵绵，
心绪飘飘。古往今来以雨为题材、借
雨抒情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虽然
我读懂的古诗词寥寥无几，但听过与
雨关联的通俗歌曲却很多也很美。

雨天，听雨，许多寄情于雨的通
俗流行歌曲似乎在耳畔萦绕，挥之不
去，也不愿意挥去……

二十一世纪 00 年代周杰伦《青
花瓷》里面的“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
等你”是国风意境的绝佳描绘，这句
如梦似幻的歌词成为众多网红打卡
点的标配。水东湾畔晏镜岭下疍家
墟一别致小店外墙就印着这句歌词，
到此一游的年轻人喜欢在这拍下倩
影。

上世纪 80 年代刘家昌的《在雨
中》首句“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
我吻过你”即扣人心弦，娓娓唱出人
生如雨缠绵，将近 40 载依然是 KTV
热门合唱歌曲，曾唱醉多少痴男怨
女。

上世纪 90 年代彭家丽的《昨天
今天下雨天》已然是粤语经典歌曲。
当年对这首歌情有独钟的羞涩女孩，
而今尽管嗓音略显沧桑，却始终如一
倾情演绎，正所谓时光不老，岁月如
歌。忘不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
中有朵雨做的云》经由孟庭苇清澈、
空灵、梦幻的声音，穿透校园那破音
的广播，伴随着曾经的少年度过一个
个多愁善感的下雨天，“云的心里全
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记忆着
一代人的风花雪月。

同样是上世纪 90年代许美静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与 2020 年袁树
雄的《早安隆回》整合改编的《早安阳
光》，由各行业草根歌手唱响了今年
春晚舞台。“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
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
在你的左右……”激情励志，承载着
20 多年的温暖与坚强，穿越时空唱
出了新时代百姓的生活交响。

……
阳春白雪固然高雅，下里巴人亦

可打动人心，通俗也会经典，经典总
会永恒。喜爱的歌，单曲循环。我相
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这么一首歌，
不是因为多么优美动听，而是因为唱
出了自己。

雨夜，窗外的雨声，是我心里的
歌，随风潜入夜，飘荡于风轻云淡之
中。

把根伸向无声的泥土
让爱托付风霜雨露
鲜艳将永远驻守
如果相信海誓山盟的剪刀
给你饰纸里的温柔
那瞬间的美丽
时刻会被春风吹皱

黄风铃花

将缕缕金色阳光
积攒于胸怀
把温暖和爱提炼

沉积成灿烂的梦想

一身尘俗随秋风褪去
剩下赤裸的真诚
在坚定地等待
任凭寒风抽打

当春天表白的时候
阳光在体内浓缩成的色彩
便编织成
一袭艳黄的嫁衣

“妈妈，你煮的蛋怎么和外婆煮的
一样了？”儿子把一个剥不开壳的鸡蛋
放到餐桌上，先是不屑，继而一脸疑
惑。因为我一边煮早餐，一边用手机截
图、发信息，没注意火候和时间，领导一
催，我手忙脚乱的，赶紧把鸡蛋捞起来，
忙工作去了，所以鸡蛋没煮熟。唉，不
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像我母亲一样
匆匆忙忙、慌慌张张、一心几用、三头六
臂、同时忙活，不能专注做好一样事情。

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
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每天凌晨四

点多就起床，打着手电筒去摘菜、浇菜，
然后回到厨房煮早餐，生好火之后，匆
匆地赶回老屋喂鸡喂鸭，再回到院里喂
狗喂猫，如果老牛生病了，还要侍弄老
牛。老牛安然无恙的话，母亲就先晾好
粥，再三步并作两步把老牛拉到有草的
地方安置好，然后再小跑回家，三两下

把粥倒进肚子里，收拾停当，六点准时
骑上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去开工。

从打零工到打散工，年过六旬的母
亲日晒雨淋、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说，还
要风风火火地踩着跟她一样老的自行
车，风里来雨里去四处找工做，比如帮
菜场捋一天毛豆才得六七十块钱，还常
常弄得满手满脚都是伤。

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拖着散了架
的身躯放工归来，来不及整理一下被汗
水浸湿或被雨水淋湿的衣裤，就一边往
嘴里塞些东西填填肚子，一边赶到田里
地里，种豆种芝麻、挖番薯挖木薯，还在
山脚下、河坑边开荒栽首乌和百香果。
具体工序，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单是拔
草都够母亲周而复始地忙活。拔掉的
草，好一点的用簸箕装回来喂牛，不太
好的捧到鱼塘喂鱼。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才肯停

下手里的活计。遇到父亲身体不适，还
要下厨做晚饭。简单的晚饭过后，家里
家外又是一番收拾，能半躺在竹床上看
看电视、跟儿孙视频聊聊天，是她一天
里唯一的娱乐节目、唯一的休闲方式。
遇到农忙季节、龙眼收获的季节或其他
特殊的日子，母亲连着唯一的享受、唯
一的放松、唯一的小憩都不会有。当母
亲，是没有假期的。

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晚上在竹
床小睡了一会之后，夜里就辗转反侧
再也睡不着，要么忧心着自己年迈的
父母没人养，要么忧心着自己年轻的
儿女没工作，要么忧心着自己年幼的
孙辈不学好……母亲的忧愁就像她的
唠叨一样没完没了。

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没去过旅
游、没去过远方，没去过美容美发店、没
买过漂亮的衣服，没享受过美食、没住

过高楼大厦，没有优越的工作、没过过
一天闲适的生活，只有病得下不了床才
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不想像我母亲一
样日夜操劳、省吃俭用，只为自己的父
母、儿孙、家人过上好日子。我不想像
我母亲一样，心里眼里都是别人，唯独
没有她自己。

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我母亲她太
苦了，她把生命中的色彩都献给了亲
人。如果可以，我想像画家一样，为母
亲的晚年添上几笔绚丽的颜色。

山知道，水知道，一丛杜鹃独自绽
放，而没有人知道；

那地方，那时节，我奔赴一朵杓兰
的花期，不曾迟到。

……
每次读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

华杰先生的这段话，我总会想起旅途中
邂逅的那些美丽花儿，她们遵循着四季
的流转，盛开在祖国的广袤大地，装点
着祖国的锦绣河山，给偶遇的人们留下
一幅幅难忘的相逢画卷。

那年六月下旬，家乡粤西已是一派
柳荫蝉鸣的盛夏时光，我与好友小月儿
结伴进入西藏林芝地区时，宛如穿越了
季节，虽然雪山下的桃花盛事已经谢
幕，色季拉山的杜鹃花海也到了尾声，
但是这地处青藏高原的小江南，依然是
满目葱茏，鲜花怒放，春天在这里按下
了循环播放键。

游览林芝鲁朗林海的那天下午，我
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野生钟报春花，她们
洋洋洒洒盛开在林荫下、草丛里、溪流
边，一串串粉黄色的花儿，给大地织了
一张美丽的花毯。

钟报春花是报春花科报春花属草
本植物，她拥有高挑的花葶和伞形的花
序。花开时，一串串黄色的喇叭状花
儿，从一丛丛椭圆形的狭长叶片中伸
出，仿佛正在吹响着小喇叭：“春天来
了！”“春天来了！”

七月初，我们踏上了海拔五千多米
的珠峰大本营。

高大的珠峰就在眼前，如此的近在
咫尺，令人仿佛触手可及。环顾四围山
峰棱角分明，阳光照在山坡上，把积雪
反射得分外耀眼。除了一拨拨游客的
喧哗声响，这里让人感觉不到有生命的
迹象。

我强忍着高原反应带来的胸闷气
短，拿着相机小心翼翼迈开脚步，在这
布满碎石堆的山坡四处寻觅，希望捕捉
到一些高原野生植物的芳踪。

在一堆石块的缝隙边缘，一丛开着
洁白小花的植物闯进了我的镜头。一
团团带着黄色花蕊的小白花开成伞房
状，基座长满了肉质状的绿色小叶片，
像是景天科的植物。这丛小白花点燃
了我继续寻找的热情，不一会儿，在附
近的石堆里、地表上，我发现了开着紫
色小花的垫状豆科植物、顶着黄色小花
的蔓生蔷薇科植物……

多年后，我在刘华杰教授的文章
里，再次见到那丛在珠峰大本营让自己
心心念念的小白花，原来是十字花科的
葶苈属植物。美国著名科学家奥尔多·
利奥波德描写葶苈时，曾经说过：“渴望
春天，但眼睛又是朝上的人，是从来看
不见葶苈这样小的东西的；而对春天感
到沮丧、低垂着眼睛的人，已经踩到它
上面，也仍然一无所知。把膝盖趴到泥
里寻求春天的人发现了它——真是多
极了。”

那一刻，我除了庆幸当年没有错过
珠峰大本营的春天，满怀与葶苈久别重

逢的欢喜。
又是一年八月，呼伦贝尔大草原秋

意渐浓，虽然草色还没有枯黄，但已见
不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景象。宽阔的草原上堆起一个个
三四米高的圆形草垛，像一个个巨大的
虎皮蛋糕。

在当地资深的专车司机冯师傅的
引领下，我和植姑娘、芳姐、红儿一起开
启深入草原腹地之行，来到了莫尔格勒
河畔。被老舍先生称为“全国第一曲
水”的莫尔格勒河犹如一条巨龙盘卧在
草原上，水路辗转翻折，河水蜿蜿蜒蜒，
在阳光的照射下，泛起粼粼波光。

那天正午阳光灿烂，我们在河畔的
草地上奔跑嬉戏，尽情享受融入祖国美
丽河山的大好时光。

一朵盛开在砾石堆里的冰岛虞美
人，突然吸住了我的目光。一根细长的
绿色花梗高高挺立，顶着一朵如拳头般
大小的鹅黄色花儿，花冠似片片轻盈的
彩绸，花瓣中间藏着丝丝细碎的黄色花
蕊。

在阳光的照耀和微风吹拂下，这株
冰岛虞美人在我的眼前翩然起舞，摇曳
生姿……

那一幅美丽的画卷，永远定格在我
的旅途记忆里。

暮春又至，深山里的野生毛棉杜鹃
传来了花讯。

我想去奔赴那树粉花杜鹃的花期。

天涯芳草

我不想像我母亲一样

鲜花（外一首）
■侯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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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小婵

■黄海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