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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串串断了线的珠子

从碧瓦朱檐下 跌落水面

一窝窝深深浅浅的涟漪

荡漾着不肯消散的执拗

前赴后继地发出呢喃

在湖心岛 在湖心亭

湖面也发出邀请

把大珠小珠洒落玉盘

织成一张幽幽浅浅的网

让野鸭和翠鸟任意穿梭

悉悉索索地划水

和着宛转悠扬的鸟鸣

荷花纵情地绽放

珠子在叶面恣意徜徉

然后 轻轻滑下

散逸出琐碎的声响

一切都是葳蕤的绿意

沉浸成一幅水墨丹青

其实 是一种心情在聆听

不是在为谁倾诉

只是随意倾泻的天籁

偶尔低语 偶尔高唱 生动空灵

以一种层次感的大写意

让荷色宜人 让烟雨动听

道骨仙风 幽人雨亭

那种湿漉漉的意念

摇曳着两行清丽的诗句

溅起一个个跃动的音符

打开了天地人之间的玄机

打在垂柳 打在心境

有清润的湿气扑面而来

让雨丝凉凉地扎在脸颊

让眼中沾染上一湖翠色

御雨而行着一种思绪

诗与远方的意境

为这幽静 涂抹上一缕缕的隽永

夏雨，不同于春雨的温柔细腻，也迥异于秋

雨的凄凉幽寂，它是狂热而又活泼的。经历了数

日的酷暑，干裂的大地忽然迎来一场雨的洗礼，

热烈又富有生机。家旁的白龟湖，久未踏足。雨天

的屋内燥热难耐。于是，我趁着夏日白昼长，携伞

去游白龟湖。享受雨天湖畔的视觉盛宴之余，洗

去内心的焦躁。

夏雨，活泼得像个小孩子。感觉到雨水的到

来，我慌慌地撑开了伞，庆幸地躲在伞下等待着

倾盆的雨。长久的寂静告示着雨的不知去向，无

奈地合上伞，却又被突如其来的雨浇得不知所

措。那便不要伞，索性将伞放于一边，任由着夏雨

冲洗身躯。或许是夏雨的洗礼，眼睛也更为清亮，

于是便欣赏起了雨中的湖。

“滴答滴答”，滴落的雨水敲击湖面，激起无

数的水花，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雨滴与湖接

触，瞬间又消失不见。余下的是层层的涟漪，缓慢

地向四周扩散着，似舞女摇曳的衣角。

至于雨打荷花，更有一番风味。雨滴落在荷

叶上，化作一颗颗晶莹的水珠。风轻吹，荷叶于风

中摇曳，滚动的水珠终是落入湖面，发出清脆的

响声。在这清脆的交响乐中，荷花盛装出场。许是

受到了下雨的滋润，荷花显得尤为惊艳动人。绽

放的花瓣，携带着淡淡的清香，在湖面起舞。便是

最为燥热的人，也按捺下浮躁静静地观看着这场

表演。

本以为雨行湖畔，路上应无多少人。然不知

不觉中，已与不少行人擦肩而过。“莫说相公痴，

更有痴似相公人”。即使在今日浮躁的社会，仍有

无数同性中人，不约而同在雨中漫步湖畔，去享

受久违的宁静，抑或是寻觅内心的宁静。擦肩而

过，虽只是相视一笑，而后默契的各行己路。但无

言之间，却又过千言万语。不言的错过，余下的是

喜悦的舒适。

伴随着雨中湖畔的声乐，尘世的喧嚣早已烟

消云散。走累了，便坐在湖畔的树下，在树枝的遮

掩下，静静地看着这盛夏雨中的湖畔。

翠绿欲滴的是雨中的树木，枝条上挂着晶莹

的水珠，闪烁着不知何处来的光亮。它们在雨中

呼吸着，舒展着自己的身躯，尽情地向人们展示

着生命的活泼。

矗立不动的是雨中的垂钓者，沉静地守护在

湖畔。此刻，他们比树木更像树木。人与自然的融

合，在这雨中彰显得淋漓尽致。雨水的侵袭，对他

们不足一谈。也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品味收获鱼

的欣喜。

湖中心的小岛，在烟雨中若隐若现。轻纱蒙

面的少女更为动人。云与雨相融，缭绕在岛周围。

恍若人间仙境，令人浮想联翩。灵动的湖水，为她

更添几分神韵。我如痴如醉地看着，灵魂仿佛已

离开躯体，遨游在这美丽的世界。

夏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便是它的独特魅

力。一切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雨过天晴，阳光

穿透云层照耀湖面，水汽逐渐消散，一切似乎又

回到了原来的模样。我满心懊恼，正欲怨这阳光

不通人情，破坏了这天然仙境。却又被阳光下晶

莹剔透的湖水吸引。湖水犹如镶嵌在大地上的宝

石，折射着阳光的余晖。

不妨抬头看天，“雨过天晴云破处”，天青色

的美，美得醉人。难怪徽宗对此念念不忘。在内心

浮躁之时，何不走进夏雨的湖畔。最好伞也不要

带，让这夏雨把你浇个透。在雨水的滋润中，去品

这热情生机的夏，去赏这灵动活泼的雨。去吧，去

接受这心灵的洗礼，在燥热的社会，寻觅一份内

心的宁静，在自然的环抱中领悟生命的真谛。

这个星期天，天气格外炎热，

只要外出就感受到热气滚滚袭来，

仿佛置身于硕大的烤炉之中，让人不

仅想起白居易《观刈麦》中“足蒸暑土

气，背灼炎天光”这两句诗，此时的天

气正是写照。于是我和两个孩子足不出户，

躲在空调屋里逃避着炎炎夏日，屋外不时

传来嘹亮的叫声，孩子问：“妈妈，这是什么

在叫？”我说：“这是蝉在叫，一种只有夏天才

有的昆虫，它的幼虫一般傍晚从地里爬出来，

然后脱壳蜕变，就像蝴蝶一样，我们公园就有

不少。”

孩子们听完很高兴，一直到傍晚都嚷着

要去捉蝉，想看看蝉是怎样蜕变的，于是就领

着孩子去公园和小树林去捉蝉。

经过一晚上的努力总共捉了七只。孩子

说：“妈妈，我们捉回去，把它们养大。”我说：

“它在地下生活一两年，长点的估计三五年，

它出土脱壳后寿命很短暂，一般只有一周左

右，最长也就一个月。”孩子说：“那就躲起来，

不出来就好了，出来了还被我们捉到了”，我

不禁笑了起来，也陷入了思考。

夏蝉的生命不长，在有限的时光中更多

的是地下无尽的黑暗与寂寞，它在地下默默

生长数年，只为等待那短暂的光明时刻。脱壳

蜕变后，它在枝头高声吟唱，它用尽全身的力

量，发出生命的最强音，一副天下唯我独尊的

气势，为午后静籁的夏日增加了嘹亮的一曲。

它毫不吝啬地展示自己的存在，丝毫不畏惧

生命的短暂，它从未放弃对生命的热爱和追

求，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繁殖后代，延续生

命的火种。

这一刻也是我明白，生命往往需要经历

漫长的积累和沉淀，才能迎来绽放的瞬间，就

如同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或许会遭遇

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

前，终有破茧成蝶的一天，因此生命的价值不

在于其长度，无论生命多么渺小和短暂，都有

着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真正的价值在

于我们是否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尽情地展

现自我，释放出最大的能量，为这个世界留下

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

张晓风的《敬畏生命》中，一棵植物能不

分昼夜飘散之余，只为哪怕只有一棵能蔚然

成荫，夏蝉亦是如此。它以其坚韧、热烈和执

着，让我们深刻地理解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坚

守、在于绽放、在于传承。它虽小，却为我们上

了一堂关于生命的宏大课程，让我们对任何

生命产生敬畏之心。

天好像漏了一样，从后半夜睡醒开始就听到“刷刷

啦啦”的雨声，到现在已经快九点了，仍然下着。

雨根本没有停的意思，一会儿小一点，雨声“沙沙

沙沙”。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房顶上，落在路边停放的

被雨水冲刷得光光亮亮的车身上，落在院墙角长得浓

绿肥厚的南瓜叶子上。一忽间，雨就又大了起来，听声

音就挺吓人的“刷刷刷，哗哗哗”，似乎有千军万马自远

方冲杀而来。紧接着“噼噼啪啪”狠命地砸在不透钢窗

框上，砸在车棚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

小区楼下的水泥地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地面已经

很平了，但还有深深浅浅的水洼。从楼上望过去，街道

上车辆不多，都在急匆匆地赶路。骑电车的人就遭了罪

了，虽然穿着雨衣，但风把雨衣张起来，雨水难免要往

脖子里灌，还会把裤子鞋子都淋湿。

我庆幸，此刻的自己能平平安安地坐在自家的窗

前，欣赏接连不断的雨，看雨中的葡萄藤，看雨中的无

花果树，看雨中的芭蕉叶震颤的样子。可是，想起几天

前的晚上自己被暴雨“浇灌”的经历，仍然心中后怕。

那是上周五的晚上，我有课。下午离开家的时候，

天只是阴着，看起来还没有要下雨的迹象。但为了有所

防备，出家门时我还是往电车里塞了一件雨衣。

没想到我正讲着课，真的就隐隐约约听到了外面

的雨声，还听到有呼呼的风声，应该雨下得挺大。那节

课是给三年级上的阅读———《金色的脚印》：一对狐狸

夫妇怎样用智慧营救自己的宝宝。它们竟然能使出调

虎离山计，一个把秋田狗引开，一个咬木桩来救自己的

孩子。他们竟然还知道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他

们暂时救不了自己的孩子，就悄悄挖地道在地板下做

窝……我讲得酣畅淋漓，孩子们也听得如醉如痴，似乎

外边多大的风多大的雨根本与我们无关。下课了，家长

很快就把孩子们接走了，等我关电脑、关空调、打扫完

卫生下楼可傻眼了。雨下得好大呀，真的像老天发怒了

在向下倾泻呀！房檐的雨线织成了透明的雨帘，院子里

的桐树叶子被大大的雨滴砸落一地，雨水像小溪向地

势偏地的街道上灌。好在丁老师还在楼下陪着我，我们

打着一把伞站在房檐下兴奋地说着话，一起谈论着房

前雨打芭蕉的浪漫景致。

过了一会儿，雨下得小一点了，我便穿上雨衣向家

冲去。可是不妙，走在老城区的街上，两边都是住户，一

家家门楼高高的，此时的街道却成了壕沟，水淌淌地流

着。更糟糕的是雨下得也更大了，像瓢泼似的浇在头

上、身上。雨珠直接扑在脸上，不得不不停地甩头，眨眨

眼睛才能看看前面的路。身上的雨衣根本不起作用了，

被风掀起来，背淋湿了，裤子也湿了，胸前虽然有雨布

罩着，但一会儿就窝那么多的水直接漏在了身上。越往

东走地势越低，路上的水越深。想试图朝路边走走，但

路边还有电线杆，告诫自己还是远离电线，保证平安。

就这样硬着头皮向前冲着，感觉自己像劈波斩浪的勇

士，终于冲上地势稍高的路上，平安回到了家。

正值多雨时节，为了使雨天给孩子们留下美好的

记忆，本周我特意安排一升二的孩子们看图写话也

写———下雨了。上课前我让家长引导孩子们观察雨天

的天空，雨中的小动物，以及花儿草儿是怎么样的，还

让孩子们录一段雨声，反复听听，感受一下。课堂上孩

子们真的有啥写了，七嘴八舌说：下雨前蚂蚁要急急忙

忙搬家，小鱼儿游到水面呼吸新鲜空气，蜻蜓飞得低低

的……还说雨珠砸在房顶上“啪啪”响呢！我说：雨珠还

打得小草扑在地上，把花儿的花瓣都砸得散落了，雨珠

还会落在碧绿的荷叶上像珍珠一样骨碌碌滚动呢！于

是，一篇篇小作文就声有色有香有味地完成了。

下雨了，会出行不便，带来很多烦恼。但雨带来更

多的是万物的成长，是夏日的蓬勃与繁盛，给我们感受

更多的是中原大地分明的四季和多姿多彩的生活，我

爱这夏日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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