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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若整个春天，是为了看
一场桃花。仿若看了桃花，便
有了许多的期待。想起那年
在河源上坪看桃花，也是阳春
三月，草长莺飞，百花争艳，美
不胜收。后来，一到春天，我
便想起桃花，觉得春天是属于
桃花的，春天为桃花而来，而
桃花也为万紫千红的春天增
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千朵
秾芳倚树斜，一枝枝缀乱云
霞。凭君莫厌临风看，占断春
光是此花。”桃花芳菲烂漫、娇
柔妩媚，如一朵朵绯红的轻
云，装点着这个纷扰的世界。
像清水芙蓉的女子，高贵脱
俗，清新高雅，仪态万千。千
树万树的桃花与群山万壑相
映衬，与峰峦叠翠相辉映，形
成了花恋着树、树恋着山的美
丽盛景。千回百转，回味无
限。在春天，赏桃花是最时尚
的户外活动。

这个春天，意外邂逅了桃
花源，而且离我不远，从惠东
县城驱车过去大约一个小时
的车程。可以去看桃花，我欣
喜莫名，毕竟要等待一年之久
才能看一场桃花。不仅可以
收获一个好心情，还可以感受
一下陶渊明笔下真正意义上
的世外桃源的美妙境界……

念起心动，欣然约友前
往，在路上的风景也是美不胜

收。打开车窗远眺，艳阳高
照，我们就像被放飞的鸟儿，
遨游蓝天，文思涌动。眯着小
眼，都能感受到天边的云、远
山的树，还有村舍田园，是如
此美妙，自然而然把身心融
入天地之间。友人的桃园就
在松坑石溪的一个山庄上，
500 多 亩 地 已 是 不 小 的 规
模。据桃园主人介绍，这里
引种的品种来自正宗的连平
鹰嘴桃。友人在打造这片桃
园山庄之前，已经是一个成
功的商人了，而且很难得他
还是一个诗人，是中华诗词
学会会员，写了许多奇妙的
田园诗句。“咏闲星山庄·乐
在深山筑小巢，修身养性远
尘嚣。春风透户千蜂闹，秋
月窥帘一梦遥。痴恋林泉非
作秀，钟情骚雅也跟潮。布
衣素菜吾心愿，贵客光临酒
满瓢。”就是出自他至情至性
的 手 笔 。 山 庄 里 除 了 有 桃
子，还有莲雾、李子和杨梅，
也是别有风味。为什么山庄
的桃李特别好吃，也许跟肥
沃的土地有关系吧。晚上在
凉亭上看星赏月聊诗，简直就
是人生最惬意的事情了。

去年是值得回味的，眼下
也要抓住美好。时至黄昏，夕
阳仿若是为了等待我们的到
来不肯落去。车一停下，我们

就直奔桃林，已有多位诗人朋
友先我们而到了。桃花娇羞
着，这儿一朵，那儿一朵，一点
都看不到那年在河源连平上
坪看到的盛景，朋友就解释
说，就是才刚开的花，那么好
看，就忍不住呼朋唤友过来
了！哇，迫不及待想与人分享
喜悦，这也是我曾有过的心
情，没想到这会正合我意，我
恰恰喜欢看花骨朵呢。

望着这一朵又一朵如轻
云点缀的桃花，做一个深呼
吸，花香阵阵袭来。只是轻轻
地呼吸，花香就能沁入你的心
扉，瞬间让你的心怦怦乱跳。
那一树树含苞欲放的桃花，在
春风里又孤傲又清高，仿若不
曾被谁打扰，面对突然造访的
我们，却从容不迫，它们自顾
自地芬芳，自顾自地绽放。突
然很羡慕这一片沃土，它们就
这样轻而易举地拥有桃花，多
少人为了寻求心中的那片桃
花源，跋山涉水，却终落得个
擦肩而过，而这片沃土却得来
全不费功夫。瞧瞧好友年纪
也不轻了，却面若桃红，一副
春风得意的样子，他何其有
幸，能够成为桃源主人，真是
让人好生羡慕啊！

松坑石溪村位于多祝镇
边远的一个小山村，全村总面
积27平方公里，距离多祝镇8

公里，距离县城 36 公里。除
了这一大片新开发的桃园，村
民也种植仙人茶、李子、荔枝、
龙眼、柠檬等。据说，石溪村
是西枝江水源地之一，村民一
直对水源环境保护非常重视，
好山好水种好果，水源孕育桃
源，想必石溪村的桃子李子特
别好吃，跟这个水源有直接的
关系。等到桃花绽放了整个
春天，直到五六月，这片熙熙
攘攘的桃花就结成了桃子，漫
山遍野的果实带来更大的诱
惑。石溪的桃子有一个特点，
就是比其他地方早成熟约一
个月。开花结果，是一种必
然。而相对于那些只开花不
结果的花，桃花更增添了一种
人气。我们中国人注重的是
开花结果，婚姻爱情亦如此，
没有结果的爱情让人望而生
畏，所以桃花更令人心驰神
往。

小时候常读的书有描绘
豪情墨客归隐山林，此情此
景，怎不让人心驰神往？如果
可以，我愿意住下来，与桃花
为伴，与绿野为伍，至少，在春
天，就来看一场桃花，在夏天，
再与你相约摘一场桃子。

这不，桃花还绕在心头，
夏天悄悄就到了，正是摘桃时
节。看花摘桃，摘桃看花，同
样美妙，不是吗？

“河源成功孵化出三枚侏罗
纪时代的恐龙蛋，世界首次！”

2221年 7月 23日，这条爆炸
性新闻发出去后，负责这个科研
项目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号
称“恐龙蛋研究之父”的中国科学
院年轻院士麦东突然失踪，生死
难卜。

一时间，中华恐龙生物研究
所乱了阵脚。因为恐龙复活前无
古人，科学家慎之又慎。在这个
节骨眼上，麦院士不见踪影，研究
团队失去了领头人，新生的恐龙
宝宝失去了监护人。

怎么办？麦院士在哪里？
这个时候，麦东眼前一片漆

黑，脑袋沉重，隐隐作痛。他努力
保持镇静，调整呼吸，挣扎两下，
发现双手被反绑着，动弹不得，于
是高喊：“有人吗？这里有人吗？”

声音回旋，四周空荡荡的，有
些森冷，是个山洞。

“嘭！”一个重物坠落，尘埃四
起。

麦东呛得连咳几声，抬眼看
见一个通体发光的生物。没错，
他确定是一个有温度的生命体。
微光下，它长相奇特，似人非人，
似兽非兽，近似科幻大片里的异
类。

“你是谁？为什么掳我到这
里？”

麦东依稀记得，晚饭后，自己
正在散步。夜空中突然扑下来一
只大鸟，把他衔到高空。只觉得
头晕目眩，耳边呼呼作响，很快失
去了知觉。

发光体扑闪到麦东跟前，用
额上一排眼珠子扫视他，慢条斯
理地说：“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
是你叫什么？”

听起来，像人类语言，但发音
混浊，嗓子里像堵着浓痰。

“我叫麦东。”
“当年在江边捡到11枚石蛋

的那个小孩是不是你？”
“是的。”
确有其事，麦东就是从那时

开始对恐龙产生了兴趣，立志一
辈子研究恐龙，要让它复活。

“负责孵化恐龙蛋的人也是
你？”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个项
目高度保密，麦东没有正面回答。

发光体身体微微抖动，显然
有些激动，恶狠狠地说：“我找他
要‘缘’！”

“缘？”麦东被搞糊涂了，问：
“缘是什么？”

话音刚落，外面传来排山倒
海的轰鸣声，紧接着地动山摇，土
石崩塌，乱石飞溅。

发光体有些惊慌，问：“你们
地球使的什么武器？”

麦东大声说：“不是武器，是
地震！快！解开我的手！”

发光体提起麦东的衣领，逼
迫他：“快告诉我‘缘’在哪里！我
饶你不死！”

说话间，大大小小的石头从
洞壁上滚落下来，砸在身旁，情况
十分危急，必须从洞口逃出去，才
能找到机会获救。

麦东想出一个缓兵之计，说：
“你放开我，离开这里，我才能带
你去找‘缘’。”

发光体怔一下，也许它根本
就不懂得思考，凡事都直来直
去。也许是自信麦东逃不脱他的
手掌心，暂时放一马。它解开绳
索，变身为飞鸟，伸出利爪抓住麦
东，振翅穿过飞石，飞往洞口。

不料，刚出洞口，从山上滚下
来一块大石头，不偏不倚，正好砸
在它翅膀上。它身体失重，滑翔
一段距离后，降落在万绿湖水库
岸边，变回原形。

这个时候，天空灰蒙蒙的。
麦东依稀看清他的面具，一个外
星人，翅翼折断了，深蓝色血水正

“泊泊泊”往外流淌。
河源名气在外，最近一段时

间，天外来客比较多，麦东已经接
见过好几次了。

他脱下外套，撕成条状，帮它
扎紧伤口，止住流血。问：“朋友，
怎么称呼？你来自哪个星球？”

它咬着牙关说：“我来自野狼
星，是来执行任务的，编号为先锋
1号。”

“先锋 1 号，你受伤了，如果
失血过多，地球血库没有你这种
血型，你必须马上返回自己星球
上去！”

“不，任务没有完成，我不能
回去！”

“任务？你是说找‘缘’？”
“对。你把‘缘’交给我带回

去，任务就算完成了。”
原来，野狼星上居民人口正

在无序膨胀，生存条件恶化。他
们一直觊觎地球人类，通过各种
方式收集信息，在为移民地球作
准备。从河源发现大量恐龙蛋化
石，到成功孵化出三枚恐龙蛋，这
些情况，野狼星都在密切监控。

他们通过远程光速电波，接
收到麦东对外公布的消息，分析
他的讲话，其中提到：“我们在河
源已经发现恐龙蛋化石1.7万枚，
成功孵化出三枚恐龙蛋。接下
来，还将建立恐龙乐园，打造恐龙
故乡，让恐龙化石全部复活，重新
在地球上生存繁衍。我们人类与
恐龙有缘，同在一个地球村……”
这中间就提到了“缘”。

野狼星已探知，恐龙在远古
时期曾经是地球霸主，因为冰川
运动而灭绝。现在人类毫不畏
惧，敢将它们复活，是有一种叫

“缘”的东西在发挥作用。如果野
狼星不把“缘”夺过来，将来想征
服地球，是不可能的。

野狼星派先锋 1 号潜入地
球，就是冲“缘”而来。如果他完
不成任务，接下来还会派出先锋
2号、3号……

地震停止了，天空大亮，桂山
恢复了平静。

事不宜迟，麦东掏出手机，请
求上级速派直升机过来。

五分钟后，一辆直升机载着
麦东和先锋1号，从万绿湖起飞，
降落在中华恐龙孵化基地。

麦东带先锋1号参观了恐龙蛋
化石馆展、恐龙产房、恒温孵化仓、
幼仔保育箱、成年恐龙活动区。

然后，送给它一包地球上的
粮食和蔬菜种子，要它带回去种
植，告诉他，这些种子是我们宇航
员从空间站带回来的，适应宇宙
环境，完全可以在野狼星上耕种、
开花、结果。

“不，我要的是‘缘’，没有
‘缘’，我回去也是死。”先锋 1号
固执地推开麦东的手。

麦东笑了，温和地说：“我们
之间已经有缘了。这些种子就是

‘缘’的使者，它会把地球人和野
狼星居民牵连在一起，成为永远
的朋友。”

先锋 1 号点点头，接过珍贵
的“缘”，乘坐飞行器，愉快地返回
自己家园了。

五颜六色的睡莲花，静静
地卧在水面上，像极了一盏盏
小花灯。我站在公园的池塘
边，温柔地看着这些迷人的花
朵，恍惚间，想起了第一次去市
里，我花“高价”买的一支荷花
灯。

二十多年前，我读初一，市
里组织大型游园灯会，班主任
老师说服了家长，全班同学一
个不剩，兴高采烈地搭上了去
城里的大巴车。我们都是出生
在偏远乡镇的孩子，很多同学
都是第一次出门，就如“刘姥姥
进大观园”，看啥啥稀奇。我们
一路跑呀，跳呀，在各种栩栩如
生、造型各异的花灯间穿行。

灯展上，隔不了多远就有
招揽生意的各种小贩。有同学
看中黄澄澄的条状食物，买来
一吃，原来是薯条，只是经过了
加工，颜色要鲜亮许多，不禁暗
暗后悔，这东西，农村里可多的
是呀！有同学看中了纪念品，
如印有花灯的折扇、雨伞、挂
件，有一种灯特别漂亮，它像一
朵盛放的粉色荷花，中间是一
束白色的针状物做的灯芯，打
开按钮，便发出微亮的灯光。
更神奇的是，拿着这个荷花灯
甩一甩，那束灯芯就会变换不
同的颜色，甩一下，变个红色，
甩一下，又变个绿色，再甩一
下，变个黄色，一共能变换七个
颜色。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
灯，看商贩拿着灯叫卖，看他筐
子里的灯越来越少。

灯卖五块。我兜里就揣着
五块。这仅有的五块，是母亲
从牙缝里给我挤出来的晚饭
钱，她叮嘱我，饿了买点吃的，
别乱用。就是说，我买了这盏
灯，只能饿着肚子回家了。

可那盏灯深深地吸引了
我。我想，这样的灯，若是挂在
小床上，那将是一个神奇的世
界，我心里非常想得到它。那
盏灯也深深地吸引了我的伙伴
们，他们纷纷掏钱，把灯举在手
上，时不时拿出来甩一下，再甩
一下，看到筐子里只剩下四五
盏灯时，我把捏得湿透的钱递
给了老板：“我拿一个。”当我把
那盏荷花灯高举在手上，我想，
我是露出了如愿以偿的、迷人
的微笑的。

有了灯，再美的花灯也入
不了我的眼睛了，我的眼里只
有手上的荷花灯，我使劲地甩，
看它变换各种颜色，也好像不
饿了，只想着早想回家，把这神
奇的玩意展示给父母看看，然
后挂在小床上。那盏灯，果然
如我想象中的一样，在夜晚，只
要打开按钮，像会发出星星一
样的光光点点，就像满天的繁
星，美丽极了，浪漫极了。

那盏荷花灯，陪我走过了
三年的初中住校时光。每当在
黑夜里拧亮那盏灯，我心头就
会涌起无限的美好与幸福。

我后来知道，那种灯叫光
纤灯。而我，却一直觉得荷花
灯这个名字最适合它。

傍晚时分，忽乌云密
布、狂风大作、雷电交加，继
而便是噼里啪啦的大雨……
夏天的雨，真是个急性子，
正如陆游所云“风如拔山
怒，雨如决河倾”。

雨渐小。高耸的楼距间
氤氲着薄薄的雾气，细细的
雨丝仍在飘飞着，间或还夹
有一阵阵温柔的雷鸣，就像
一曲好听的演奏鼓乐。而
这些可爱的雨精灵们，不慌
不忙，不紧不慢，轻轻地掠、
缓缓地洒，把整个城市划分
为一层一层的。远的，看不
清高楼，万家灯火，星星点
点，朦胧缥缈，恍如仙境；近
得迷离，楼房隐约可辨，路
灯不大清晰，在绿树庇护下
惬意小憩，路人却行色匆匆
……整个世界在这夏夜的雨
境里，平添几分含蓄与平
和、浪漫与诗意。

记得儿时最怕下雨天，
一因雨天没法出去玩或劳
作，二因我家离学校有二三
里路程，多为泥泞小路。那
时家穷，既没雨伞，又无雨
鞋。哪怕冬天，亦是赤脚赶
路。逢雨天，母亲寻块旧塑
料雨布让我披上去上学。
见同学们都有雨伞，甚感自
卑。眼看快要到学校时，便
慌忙折起塑料雨布，冒着雨
冲进了学校，常被淋成“落
汤鸡”。儿时上学的日子，
雨带给我的，是湿漉漉的难

受、苦涩涩的无奈。
青春岁月，渐渐爱上雨

天，看到绵绵的雨从天上洒
落，心中充满喜欢。爱在雨
中漫步，听伞上的珠玉之
声，或干脆不打伞，任雨打
湿头发、衣衫，看烟雨中景
象，享受那淡淡的忧郁与浓
浓的浪漫。

也就在那时，我习惯了
雨夜读书。唐诗宋词元曲，
随挑一本在手。雨声便是
天然音韵，平平仄、仄仄平，
故去诗人便在雨声中鲜活
起来。

人到中年，更喜欢雨
了，感觉雨中颇有诗境、画
意。心情愉悦时，听听那雨
声，让人产生雨打芭蕉的节
奏感，透过蒙蒙雨丝，可以
看到平常天气难以见到的
风景画，引发几多遐思、几
多感慨。心情落寞时，听听
那雨声，时而如泣如诉，似
某闺蜜之叹息，时而铿锵有
力，俨然钢琴家演奏的交响
乐！因此，常喜欢一人打着
伞在雨中行走，投入雨的怀
抱，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
可以不想，一切烦恼都会随
雨飘去。有时候，索性收伞
淋雨，如醍醐灌顶，格外惬
意！

雨，一直细细地下，绵
绵地下，雷声倒是没了影
儿。地上早已潮湿，在路灯
和楼里人家的窗灯映照下

微微地泛光，雨水滴落的声
音却是越来越密集，仿佛整
个城市就是一把巨大的古
琴，在这夏日雨夜里，一点
点地抚弄出一曲柔婉的音
乐，轻轻慢慢，飘飘洒洒。

雨，突然地停下，像是
下足了，天也变亮堂起来。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舒服的
凉爽。雨后的天空恢复瓦
蓝一片，树木花草亦彻底沐
浴过，欣欣然，碧绿滴翠，在
虹霓下闪闪发亮。此时，天
地间一片静籁，鸟啾清脆得
四处都是回声。一抬眼，便
看到了东方天际的彩虹，那
弯弯的、绚丽的一道彩桥，
架起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与向往。

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听
雨，看得见世界》里如是描
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
里感到无限的喜悦，仿佛饮
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
飘欲仙之感了。这声音时
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
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
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
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
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
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
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起
鹘落……”

是的，夏日听雨、观世
界，更能听到自己的内心世
界，会拥有别样的人生感
怀。

寂静的清晨，到达山脚，听水
声淙淙。沿途而上，绿树荫浓，水
流不断向前，足下的山石逐一后
退。蓝天白云，轻岚似纱，跋山涉
水，呼吸的每一口气似乎也有水
的爽利和灵动。当我第一次踏山
而行时，瞬间被清冽的石上水流
吸引。

素湍绿潭，回清倒影。水映
石上，如明珠镶玉。中无杂染，日
月为酿，沉淀千年。徜徉至此，心
驰神往。杳杳石径，波心荡，粼粼
起伏。

石者，不惜嶙峋之姿，清荣峻
茂，护卫一方水土。苔痕着迹，浓
淡俯卧，审视光阴流转。水滑过，
石为底，苔相迎，应和有声。勿管
烈日炎炎，勿管凉风飒起，水流婉
转，潺潺不歇，成小令，成诗行，成
一路花香四溢。

水流石上，游鱼潜伏，在缝隙
间嬉戏。水若平缓，鱼静立；水若
湍急，鱼匆忙。水有推动的力量，
带动鱼儿的一举一动。以凸起的
石为中心，鱼水环绕，自有妙趣。
天然去雕饰的石，水中岛屿一般，
一石一世界，一水笼乾坤。日光
映射，影斑驳，辨不清哪是鱼身，
哪是石影。唯水诚明，邀绿荫云
鸟齐聚一堂。愈盛，愈包容。

我自小生活的地方，少有山
石，平地偏多，泥沙是常态。童年
时代，我曾在沟渠寻觅过水源。
那些水细弱浅薄，了无生趣，常隐
匿于杂乱的草丛里。遇到干旱天
气，农人们开水闸，将井房的水引
到田里。纵横交错的沟渠这才充
满生机——翻涌奔腾的水裹挟井

底的凉，惹得群草疯狂舞动。
我们坐在井房旁的水泥通道

上，任水流冲刷足底。哗哗，哗
哗，耳旁只有水声，眼中只有水
色。那些泥泞和疲惫早已销声匿
迹，留下的是灰白底色下的清
爽。胆大的男孩子尝试站在水
里，稍不注意，会扑通栽倒。站得
久的，忍着滑腻，佯装镇定。女孩
子用足跟和脚趾磨砺水泥壁，总
觉得粗糙干燥，不如在水中舒
服。水泥壁上淌过的水，是我们
欢乐的源泉。坐着闹着，站着笑
着，无拘无束，如同水流一般自
在。

村里时兴盖楼房了。有人专
门在院中砌水池，黄沙水泥浇筑
池身，外贴瓷砖，石头做假山造
型，底部铺五色石子。里面的水
多是自来水，汩汩流动而来，而农
村灰尘大，需经常换水，才得清
明。像这样精致打理的景致，能
保留原样的寥寥无几。若在大自
然中，天高水阔，奇石花卉，便是
相得益彰，而人工的水石相配毕
竟显得小家子气。

后来，村中走出去的人渐多，
像当年的井水，源源不断地更替
新希望，奔流不息、韧性十足。他
们渴望遇到山，喟叹那傲然挺立、
高大蜿蜒的磅礴气势。惊涛拍
岸，高山流水。山水相逢，胜却人
间无数！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在水和石面前，只有静默和仰
慕！水流石上，彼此相伴，屏息凝
视，犹如欣赏划过一生波澜的画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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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清流 □汤青 摄

此刻的西湖宁静温柔
此刻的郊野山花烂漫
此刻不关心许仙和白娘子
此刻我在想你

一起走过的旧时光
笑靥与哭泣
灯火与晨曦
那是谁，都小心地收藏着
在泛黄的岁月里

老不去的是牵念
在时间里不断疯长的牵念
此刻我就开始想你
在这五月
在这六和塔下

无以排遣
莫名的惆怅和失落
此刻不能共度
我就寄一份钱塘潮给你
在未来的某天
一起静静欣赏

就此擦肩而过
总有不舍的感伤
未能牵着手穿过柳浪去断桥
去探望梦中白莲
留在记忆中的这个五月
空有片片杨花飘飞

六
和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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