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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被雨声惊醒。
雨不知是何时下起来的，听大珠小

珠落玉盘的清脆韵律，显然已经错过了
它的淅淅沥沥或细润如酥。

房子坐西朝东，南边的窗外是一片
空地，长着草，停着车，还有一堆盖着塑
料布的木头和钢筋。雨声从塑料布上
响起来，从车罩上响起来，覆盖了草地
上的沙沙声，入耳入心。

西边的窗后是屋檐沟。雨下到瓦
楞上，汇集到瓦沟里，一点点，一滴滴，
滚动着，衔接着，连成了一条条线，然后
以一个个瀑布雨帘的形式，从几丈高的
屋檐上直泻而下，在沟里，在院子里迅
速流了起来，贴着大地的脉搏，流到河
里，流向远方。

这场雨下到了我的心里，这样潇潇
洒洒的雨声在这个夜里于一些人肯定
无关紧要，甚至只会扰了他们的美梦，
但于我的父老乡亲是很重要的，春雨关
系着他们的温饱与幸福指数。

在雨声中，我想到了田野中的家
乡。清明和谷雨时节，正是我的父老乡
亲盼雨的时节。白菜、蒜薹、菠菜、韭
菜、小葱、芫荽、莴笋等正在菜园里生
长，包谷、芸豆、四季豆、向日葵、西葫
芦、南瓜等正在土地上生根发芽，麦子、
豌豆、蚕豆等在抽穗、落花，园子里的梅
子、杏子、李子、桃子、木瓜，也在成形长

大。和它们一样眼巴巴盼雨的，还有她
们，还有我。这个季节里的水多金贵
呀！河里的水越来越少，井里的水越来
越少，而人的生存离不开水，这些作物
的生长成长更需要水，她们得每天四五
点钟就起床，先把自家水缸里的水挑
满，晚了村里的水井就被汲干。再用水
桶、扁担，背板、箩篓，把水从几百米或
一公里远的小河里挑着，背着，到田野
山坡把这些作物种上。七、八天之后它
们长出来，更需要水的滋养，她们又想
尽千方百计去浇灌，不计辛劳，只愿它
们顺利生长。我辛劳过她们的辛劳，期
盼过她们的期盼，体验过她们的焦灼与
无奈。在这个季节，我甚至比她们更希
望听到雨声，听到雨声，就听到了她们
的笑声。这个夜晚，她们一定也在倾听
雨声，这场雨一下，就免去了她们很多
的汗水。明天早上，她们可以睡个安稳
的春觉了。

雷声从空中传来，先是悠远，继而
震耳。伴着雷声的，是更紧凑、密集、动
听的雨声。在雨声中，我看到百草蓬
勃、万物生发，闻到了土壤的芬芳，听到
了大地带着快意的的笑声。

“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滑到解
学士，笑坏一群牛。”在这春夜里听雨，
不仅于我，于它们，她们，甚至整个云南
大地，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春 夜 听 雨
□ 李丽琴

去年夏天里，雪山河二大桥下右岸
的稻田间栽了两畦荷，亭亭的碧叶铺满
水面。

记得是稻田也开始看不见水的时
候，那两畦荷中开始擎出一枝两枝的菡
萏，是那种纯白的花。我不知道那种荷
的人在选择品种的时候是有意还是无
意，只是为他种出这洁白的荷而在心里
生起清清的感激。

许多个傍晚，我从桥上走过，看桥
下的荷，看碧绿的荷叶间，一枝一枝洁
白的花，感觉有一种禅意的美。凡俗的
经验告诉我，那种荷的农人，本是种下
一份在季节和雨水之后的收获的希望，
而我仍愿固执地相信，他其实也对自己
的劳作寄予了美的期待。这两畦荷，种
在桥的下面，每天傍晚，都会有许多散
步的人从靠着桥栏的人行道上走过，看
见桥下碧叶间花开的美。

今年春末，当桥下田间的豆麦收
尽，田垅再次被一片片地犁起，耙平，放
水。我一直期待着，去年的那个位置，
是否还会被继续种上荷。后来我发现，

荷田被移到了桥下左岸的稻田间，当稻
田的绿刚刚漫实，一枝一枝碧绿的荷叶
已然在水田中了。

我仍是那样，在许多个傍晚，慢慢
地从桥上走过，看桥下的荷叶一天天铺
满水面。然后，在某一个不经意的傍
晚，忽然发现那片碧绿的荷叶间，擎出
一枝菡萏来——仍是那洁白的，瞬间，
内心里涌满了惊喜。之后，心绪慢慢平
复下来，继而，化成了恬静的喜悦，如静
静的、清凉的泉，柔润地盈满在心间。

一天又一天，从桥上走过，那片碧
叶间的花儿，一朵又一朵，静静地绽开，
季节被这些洁白的花儿以慢镜头的方
式不断升华、纯净。荷叶，稻田，流水，
桥栏，行人，小城，晚霞，天空。时光宁

静而美好。
同样宁静美好的，还有老家乡村的

夏天，以及开在夏天里的向日葵。
向日葵，是乡村的山地里一种非常

普通的作物，平凡而不失优雅。熟悉的人
们都知道，它的籽实只能作为人们茶余饭
后的一种闲食，没有任何饱肚和抗饥的
功能，以农人注重实用的习惯，它们应该
被换成那些更实用的作物。然而不是，
在乡村的田野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
一行行，一排排，一片片，灿烂的花朵，绽
放成凡高的《向日葵》不能比拟的美。

除了种在田地里，房前屋后，旮旮
旯旯，菜地边，花坛里，村人们常常也要
种上向日葵。也有一些是无意的。比
如，谁的手不经意在猪圈的墙外丢下一

粒葵籽，夏天的雨水中，那里便开出一
朵灿烂的花儿来，明媚了猪儿们懒懒的
哼叫。又或是，那个勤劳的主妇，清早
扫完院子，把粪草倒进围墙根下的花坛
时，不注意里面有两粒葵籽，待到包谷
挂红缨的时节，才忽然发现花坛里有两
株葵，高高地擎起硕大的花盘。这些黄
色美丽的向日葵，在乡村自由地绽放，
没有人会去度量，这些葵花谢后到底能
打多少葵籽。

老家山村没有什么特别的果木，有
的只是极普通的桃李。我年少时，对桃
花的美有着很深的感触和印象，那样粉
粉的花朵，被那样细嫩的绿叶相衬着，
一树粉红染着二分浅绿，开得好看极
了。那样的花开，让人无力去想象它们

会结出怎样一树果实，以及那些果实是
不是甜美。在那样的时候，美，剔透地
盈满在当下。

我那时对梨花的感触却淡得多，一
来村里的梨树本没有桃树那样多，再
者，梨花不若桃花的美，它开出的一树
雪白，以一个孩子的心，尚不懂得欣赏
那样一种纯净。直到二十年后，我已工
作多年，并在小城安居，有一次，看到电
视里县电视台拍摄的秀岭梨花，有一种
绝尘的美，无瑕，清纯，澄澈，而在其间，
分明又暗含着一种巨大的繁华和惊
艳。数百亩的梨园，洁白的梨花开满整
座山头，那样盛大的画面，留给我极深的
震撼。只是，一向疏于行走的我，在小城
生活多年，却难得与这片离城并不远的
梨花相遇，只一次次地在电视的镜头里
或是朋友们的文字中，一再地读那片纯
净的春天。也曾听人说洱源茈碧湖畔梨
花村里千树梨花齐放的盛景，去年三月，
单位的几位女同事相约去到那里，却遇
梨花春睡迟，未得与想象中的盛景晤
面，很是遗憾。花香里，夏天渐渐深了。

家 乡 花 事
□ 左中美

蛰居在县城的小小角落，望着窗
外枯了又绿的柳树，忽然想起好长时
间没有回家。该回去看看了，在一个
风和日丽的周末，沿着一路向东的银
河，我回到了老家——位于鹤庆坝子
东南端的银河村，回来感悟家乡的味
道，回来寻找历史的足迹。

李恒春故居
1850 年，银河金翅鹤村的李恒春

创立“同心德”商号，马帮的足迹遍布
全国西南大部分地区，为当时鹤庆的
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促
进作用。“那头马已经进村，尾马还在
几里之外的山头上。”在我很小很小的
时候，奶奶就经常讲给我关于马帮和
茶马古道的故事，李恒春的传奇深深
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李恒春故居始建于清末，“四合五
天井”、“三方一照壁”、“走马转角楼”、
封火砖、状元头、马头墙、麻雀台，雕梁
画栋、翰墨丹青，古香古色的建筑群无
不展示着典型的白族民居特色。走在
熟悉的村间，望着熟悉的景象，叮叮当
当响彻云霄的铃声不在了，浩浩荡荡
翻山越岭的马帮不在了，往昔所有的
繁华和喧闹都因茶马古道的沉寂而远
去，浓浓的历史沧桑感瞬间涌上心
头。2009 年，金翅鹤村被列为省级民
族特色保护与发展项目，李恒春故居

得到了修复和维护。如今，李恒春故
居重新焕发出熠熠光彩，在流动的时
光里讲述着曾经的光辉岁月，记录着
白族群众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

一百零八落水洞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的鹤庆是一片

汪洋大海，西域高僧牟伽佗路过时制
服了兴风作浪的蝌蚪龙，并用 108 个
禅珠在银河村象岷山下打通了 108个
落水洞泄水开疆，开辟了美丽富饶的
鹤庆坝子，这就是祖师开辟鹤庆的故
事，神话小说为《掷珠记》。传说终归
传说，但象岷山下分布着大大小小的
落水洞却是事实，从南至北，一直到
漾弓江边。小时候，每次经过落水洞
旁，望着大沟小渠的流水奔腾着消失
在山洞里，曾傻傻地想，这彻夜不息
的流水到底流到哪儿去了？气势磅
礴的水落山洞景观成了我挥之不去
的记忆。

再次从象岷山脚最南端走到漾弓
江寻找落水洞，有的已被填埋，有的湮
没于繁茂的灌木丛中，有的已找不到
踪迹，只有水洞寺下面最大的落水洞
依旧迎接潺潺流水，在风雨中见证着
历史。108个落水洞的传说反映了人
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渴望，如今的
银河，大地阡陌纵横，沟渠遍布，火车
载着希望呼啸着从象岷山穿山而过，

嬉戏的孩童和散步的老人满脸笑容走
在笔直的水泥路上。我想，即便蝌蚪
龙再次兴风作浪，也无需祖师的帮助，
因为有坚实的水利基础设施，有勤劳
善良的银河人民。

四月八庙会
银河村最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当属

四月八庙会，庙会就在象岷山下的水
洞寺。为了纪念祖师开疆泄水的丰功
伟绩，群众修建了水洞寺，银河上曲江
村光绪年间的进士杨金铠为此曾作

《水洞寺联》。每年农历四月八日这
天，方圆数十里的善男信女比肩接踵，
络绎不绝，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白族妇
女，七八个一群、十多人一伙，背着祭
品、敲着木鱼、唱着佛经，虔诚地向水
洞寺走去。庙里香火袅袅，朝拜者跪
在祖师像面前梵语经歌，祈求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庙外宽阔的山坡上，对歌
的、跳舞的、卖小吃的……至今，我还
记得小时候在庙会上吃到的那一碗酸
酸辣辣的凉粉。

如今，四月八庙会一年比一年热
闹，男女老少，本地的、外地的，人来车
往，熙熙攘攘。其实，随着经济社会的
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赶庙会不再是单一的朝拜，赶的就
是一种心情、一种休闲方式、一种自由
自在轻松愉悦的生活。

银 河 村 怀 古
□ 张泽荣

在这空气清新曼妙的早春时节，我
欣然领受了“鸟自然鸣，花自然香”的画
意诗情。

出门一条新春街景，朗然入目：街
两旁间植樱花杨柳，春风冉冉，烟雨濛
濛，樱花树早已心事烂漫，雨润红枝，灿
若明霞；而花树间的垂柳却黄中吐绿，
细叶初成，缀满垂条，宛若千万只小蜜
蜂栖于上头；千条万条风中轻扬，似闻
一树蜂语荡漾，又似欲飞临近旁的樱花
树去“采花酿蜜”。如此景致，在街灯晕
黄笼罩的夜色中，情形尤其动人。

不知是谁裁就这么一条新春街
景？扮靓小城春色。

在花街头，我逢着几位明眸皓齿的
年轻女子，她们喜笑颜开地围站于花树
下，在笑谈一则小儿趣事——

一红衣女士说，她家小儿子才上幼
儿园大班，一天放学回家后，孩子的姨
妈逗小儿子说：“小伙子，把我们隔壁那
个漂亮的小丫片儿，给你娶做小媳妇要
不要？”没想到那小子天真稚气而又认
真地回答道：“不要小丫。我喜欢我们
班的小倩。”

姨妈瞪大眼睛问他：“你喜欢小倩哪儿？”
“我喜欢她的小嘴。”
“哈哈！你喜欢她的小嘴？”
“是的。我一见到她的小嘴，我就

想吃她。”这小子回答的多么风趣。
“喂，小子，今后可不许再这样讲

了。别人听见了，害羞！”
“才不害羞呢！我是真喜欢她的小嘴。”
哎呀！真是童言无忌，令人喷饭！

这红衣女士复述姨侄俩对话的情形，让
花树下的听趣者无不笑开了花。

来到办公室，我泡好一杯清茶，一

面啜饮香茶，一面品读徐悲鸿先生的艺
术随笔之《我在印度》。文章谈的是一
九三九年十二月的一天下午，徐悲鸿先
生在印度与泰戈尔诗翁会晤，并参观泰
戈尔和印度历代画展的亲历之情形。
文章文笔精妙，内容雅趣，引人入胜。
办公室四周安静，柏林耸翠，绿树亭
亭。那树冠深处，有许多不知名的鸟
儿，在啭动它们美丽的歌喉，传出各种
好听的鸣唱声儿，似在互答，似在交流，
动我心魄。这难以言传的早春妙境，十
分吻合文中所记，徐、泰二先生在画展
大厅会晤的情形。悲鸿先生描绘道：

“泰戈尔诗翁，须发全白，其亲爱慈祥之
容，能泯灭见者一切贪鄙之念……如吾
藏画中任伯年所写之白乐天，容色皎白
光润，鹤发童颜，所谓‘汝阳让帝子，眉
宇真天人’者。”二位诗哲晤谈之连珠妙
语，犹在馨香绕梁之际，便有一印度少
女，以鲜花制成之项圈：戴于泰戈尔先
生项上，并亲其足，次及徐悲鸿等诸先
生。又一少女，以玉簪花蘸其盆中香粉
之浆，印泰戈尔先生及诸位额上。……
此情此景，读来仿佛置身其间，让我呼
吸到那遥远佛国祥和之空气，沾溉光明
之德泽，欣然领受泰戈尔先生之慈爱和
智慧的恩赐。

我忽然发现，当我发完呆收回神思
之际，一只金黄色的猫咪早已悄悄来到
门口，注目到我灵魂出窍的神情。它那
双玛瑙般光光的眼珠子，似乎早已将我
内心的这点小小“得意”给看明白了。
于是我跟小黄猫儿轻轻打了个招呼，它
却一转身，像一道耀眼的金色晨光，倏
地射出了院门外。而我却不知道它，又
到哪儿光顾春景去了？

早 春 画 意
囗 张小平

又是一年花开时节，繁花似锦，带
着孩子去看苍山，赴一场与苍山的约
会。在我们的期待中坐上了苍山大索
道，乘风而行，一路而上，在孩子们的
尖叫声中我们飘飞在云雾里。满天大
雾虽然让我们看不清远处的景色，但
眼前一道道翠绿的山林在我们面前铺
开，千万红尘中有一种生命的蓬勃叫
生生不息，一捧捧的翠绿在层层叠
叠、绵延不绝的山林中，在我们的眼
底绽放着，灿烂着，欢笑着。一回头
却发现，翠绿的山林中，丛丛盛开的
杜鹃一泻千里，想要仔细看看，一座
悬崖从我们面前一越而过，眼前的风
景又变了一个样，在孩子们不断发出
的尖叫声中，我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了
云雾里的仙境。

下了缆车，扑面而来的是雾气的
寒冷，再仔细一看我们的眼前是盛开
的大片大片杜鹃，白的、浅黄的、浅粉
的，花连着叶，叶连着山，山连着雾，
是真是幻。一片花的海洋，一团团、

一簇簇，在我们的眼前飞扬着，涌动
着，流泻着……这是生命的绚烂华
章，这是苍山和我们共赴的一场轰烈
的，清纯的花事。一阵风吹过，寒气
阵阵，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此
刻，孩子们变得异常的安静，我知道
他们一定是被眼前雾气中的花海迷
住了，忘记了尖叫和欢笑。我们一路
而行，一棵棵松树，静默地看着这四
季更替，她们的树形各异，却统一是
昂首挺胸，用她无比坚挺的身躯，坚
守着脚下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和每
一个大理的子民。

一条溪水在山间轻轻的流过，所
到之处抚开的是一地的黄色、蓝色、白
色、红色……不知名的小野花。大雾
久久不散，花儿们却仍然竞相开放，亮
丽的花瓣上是一滴滴清亮的露珠，真
想把她们捧在手心，却又害怕美丽瞬
间在眼前消失。溪流是那样的清洌，
轻柔的缓缓流过，几片花瓣顺水而下，
是那样的宁静、安详，丝丝冷风吹过，

我们忘记了寒冷，用心的痕迹细细记
下了这永恒的美丽。

就要下山了，大雾仍然没有散开，
越来越浓。孩子不停的扬起通红的小
脸不停的问我：“妈妈，七龙女池、洗马
潭在哪里呀？爷爷说还有大理公主和
猎人结婚的岩洞，怎么看不见呀？”我
笑着对孩子们说：“雾太大了，今天是
看不见了，不过今天看到的要记在心
里，脚下这片美丽的土地是你们的故
乡，这苍山是你们永远的依靠！”孩子
们指着一棵远处的松树回答：“是不是
我们将来能长得和松树一样直……”
我笑着直点头，我坚信依靠着这苍洱
大地的每一份养分，我的孩子们一定
会长成参天大树。

在我们一路的欢声笑语中我们下
山了，大雾依旧没有散去，眼前的大理
坝子却是越来越清晰。身为大理的子
民，因为和她的相遇，茫茫人海中我们
幸福着，我们快乐着，我们是最最普通
的一个，却是最最真实的那个！

雾 里 看 苍 山
□ 张丽琼

古诗词角

改革回天力，承包食为天。
乡村新崛起，面貌灿容颜。
电气通农舍，交通纵横连。
农田机械化，灌溉有泉源。
良种有机肥，病虫喷药歼。
家环花果树，村绕米粮川。
六畜更兴旺，经营渠道宽。
小康今展现，生活更香甜。

农村改革颂
□ 苏子才

（一）
雨霁云消野外行，山村盛夏景色新。
禾苗百看均无厌，流水时闻胜有声。
远看闲云出岫淡，近赏绿翠绕村深。
知时好雨滋万物，聊诵陶诗寄我心。

（二）
夏日薰风吹万家，渺渺纱烟泛云霞。
火红烈日花木翠，碧水田畴禾倍佳。
常立南郊听蛙曲，每凭北斗望京华。
田叟于稼总关爱，翘盼甘霖润枯花。

夏日感怀（二首）

□ 李文龙

江城子
洗马潭纪胜

登攀洗马任狂游，乘揽车，跃琼
楼。破雾穿云，一路放歌讴。千丈
悬崖身傍过，青松立，显风流。

杜鹃怒放满枝头，觅花仙，壮心
猷。妩媚多姿，峻岭泻情稠，撕片白
云抒信念，深友谊，彩霞浮。

醉太平
洗马潭杜鹃

苍山画廊，百花吐芳，身披雨雾
朝阳，赏杜鹃染黄，花香叶香，蜂狂蝶
狂，碧潭洗马醉流觞，咏诗情万章。

七绝（三首）

索道登攀万丈悬，千枝万朵共争妍。
人生伴侣鹃为最，素洁端庄不染尘。

来觅花山洗马潭，喜登索道上云端。
千姿百媚鹃含笑，婉似天宫万众仙。

婉似天宫万众仙，盈盈娇态醉游人。
愿将晴雪化霖雨，装点人间世代春。

洗马潭抒怀（五章）

□ 马福民

海门史韵
农耕稻麦石刀锄，铜冶制陶技艺殊；
五千年前干栏聚，云南文明此为初。

（注：海门口青铜器为云南铜器时
代早期。）

南天瑰宝
剑海西来石窟开，僧佛帝王坐平排；
鬼斧神工丹霞地，南天瑰宝放异彩。

寺登晓啼
寺登集市古貌容，畔江酒肆客栈重；
忽闻几声鸡啼晓，尘嚣累读一洗空。

古城夜酌
古朴庭院古门楼，纯情民俗古巷幽；
白族语言保留地，古城夜酌话风流。

君山晚晴
君山绵延百二里，龙潭草甸在高穹；
杜鹃花潮动岭壑，雪照晚晴气势宏。

贤林千狮
一窍穿通神仙境，峭壁悬楼可摘星；
百态千狮迎宾客，九曲十桥隐泉林。

文风洗砚
文风塔影映双湖，笔入砚池欲批朱；
数百年间名星萃，名邦代代勤读书。

（注：剑川有东湖、西湖，统称“双湖”）

墨斗星辉
石塔如签占墨斗，任尔雕凿任抠镂；
成就一方大产业，剑川木匠遍九洲。

剑川八景
□ 张 笑

赤日炎炎玉洱游，园中纳凉乐悠悠。
簇簇鲜花红艳艳，株株苍松绿油油。
石桌石凳增特色，曲径池台显谧幽。
一壶煎沏送薰香，对弈吟诗此最优。

游大理玉洱园
□ 周康定

半年来，一直在奔波，好像从来没
有时间停下来，就像陀螺一样。今天
竟然有一小会的时间，准确地说应该
是实在舍不得温暖的阳光，才忙里偷闲
找了点时间，坐下来，静静地，闲逸的坐
在门口，晒晒太阳。我想晒的不仅仅
是太阳，也许还有我的心情吧……

好像心也不属于自己，如果是属
于的，那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才
对，可自己做的好像都是些不愿意做的
事情！唉！有什么办法呢，活在世上，
又有几个人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
好吧，今天，就让我把心也拿出来晒一
晒吧，让我的心也停下来，歇一歇……

阳光很灿烂，很明媚，太阳当头
照。静静的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
不做，就这么静静的坐着。于是我感
觉了四周围的宁静。说宁静又不太恰
当，因为，我以为什么声音都没有，却
又听到了清脆的鸟鸣。多长时间没听
鸟叫了？不记得了，好像鸟叫应该是
很遥远的事吧？可又确实那么清晰，
那么婉转，就像相互呼应，这边叽叽啾
啾，那边就叽叽喳喳，又像赛歌似的，

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是你还没唱完我
就迫不及待了……这种感觉很奇怪，
说宁静吧，有那么多声音，说热闹吧，
好像只有鸟鸣，也就两三只鸟在叫而
已，没其他任何声音。我的心，也像这
早晨的鸟鸣，很安静，在阳光暖暖的照
射下，没什么想头，没什么压力，很自
在，就像一面镜子，平静得没有一点涟
漪……可分明又感觉很惬意，由不住
的想笑，又不知自己想笑什么，就这样
坐着，享受着这早晨的美好……

我想就这样静静地，暖暖的坐上
一上午，也没什么不好，虽然我知道还
有那么多烦心的事情在等着我，还有
那么多的事要操心，也许心永远也操
不完，事永远也做不完吧，那就不管
了，先享受现在这美好的一刻吧……

可是，却又突然莫名的想起一个
人来。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
事，可我就偏偏只想起了他。而且，一
想起他，就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就像这
早春的暖阳，柔柔的，暖暖的，又很干
净，很纯粹，没什么私心杂念，只是觉
得这样的阳光，这样的鸟鸣，应该想起

一个很阳光，很干净，很温暖的人来。
这个人离我不是很近，又不是太远，偶
尔联系一下，但仅仅只是偶尔，从不刻
意，什么时候想起，也不一定，就像在
这样的早晨，不经意间，或者毫无防备
的时候，轻轻的撞击一下心扉，柔柔
的，暖暖的，让人觉得世界是无比的美
丽，生活是无限的美好，人生是如此的
充满希望……有些时候，不想，就会很
久都没想起……

他一定不会想到，此时此刻，有一
个人，会以如此的方式想起他吧？呵
呵，如果有一天，我也以这样的方式被
别人想起，那我会感觉自己多么幸福，
能给别人带来美好，还有什么比这更
幸福的事呢？那么，就让我告诉他吧，
告诉他这一刻，他是如此的美好，如此
的重要，也许，他会更加热爱自己？更
加自信？或者更加的积极奋发？

哦，不！如果这样，又怎么能保持
这份美好呢？还是淡淡的想念吧！就
像这早晨的阳光，暖暖的，但不热烈，
柔柔的，但不粘不黏，淡淡的，但不乏
味……

淡 淡 地 念 想
□ 郭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