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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中的街头
龙宇环

城 市 漫 记

生 活 随 笔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
话巴山夜雨时”。雨雾濛濛中，我独行在北碚老城的巷子里，不
禁又想起这首诗。

秋雨潇潇，笼罩着这座江城的繁华与喧嚣，将世界染成一片
清幽的色彩。在这雨幕之下，我在老城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小幸
福，它如同这丝丝细雨，润物无声，却又在生活的角落里悄然绽
放。

我喜欢将自己一个人任性地丢弃在热闹的人群里，像一条
灵活的鱼一样在人海之中穿行，让路人与自己擦肩而过，去努力
虔诚地细细品读人世百态，去捕捉繁华喧闹中的那一丝最真切
的宁静。那种宁静与城市的万千气象无关，想象着它超凡脱俗、
宠辱不惊，如故乡大山深处的甘露，真正让人内心得以洗涤。昨
天的温度还将近27度，怎么今天就突然降到了16度？这让我
始料不及。走在这清静的小街，不经意间我打了一个寒颤。天
空中淅淅沥沥的细雨依然是一丝不苟，毫不懈怠，或是寒意难堪
的缘故，不到九点小商贩们便开始推着小车各自散去，开始把夜
晚最原始的宁静归还给我，让我独自咀嚼、吞咽、消化。看着逐
渐空荡明晰的解放路，我索性在一个小摊前被人遗忘的一把椅
子上坐了下来，在嘉陵江边去聆听此时此刻“润物细无声”的无
声胜有声之音，仿佛“一半是仙境，一半是人间”。

昏暗的街灯渐渐地将小贩们忙碌而又错落有序的背影拉得
老长老长，直至彻底消失。或许，每一次的出摊他们都满载而

归，从小商贩的脸上能读出生活的安详与任劳任怨，没有华而不
实的憧憬，也没有怨天尤人的叹息。如同老人与海的故事，每天
都面对变化莫测的天气，每天都是未知的收获，但还是每天坚持
着出海、撒网、收网，把对生活的信仰渐渐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我坐在街头的椅子上回忆着故乡的雨巷，那是一个深秋的
午后，街边铺满了金黄的落叶。我在放学的雨中漫步，欣赏着这
如诗如画的秋末景象。这时，我的视线被一对母子吸引。母亲
穿着黑色的雨衣，扎着马尾辫，她的脸庞柔和而慈祥。小男孩穿
着蓝色的雨靴，手里拿着一把黄色的雨伞，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的一切。雨越下越大，像是天空的倾诉，落在地上，打在他们的
雨衣上，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母亲把男孩紧紧地裹在怀里，他
们的身影在风雨中摇曳，像是两个相互依靠的灵魂，坚韧而温
暖。母亲伸出手，接住几滴雨水，那雨水在她的手中跳跃，像是
一颗颗晶莹的珍珠。她轻轻地把男孩的小手拉过来，让他观察
雨滴落在雨伞上的瞬间，那一刹那，水花飞溅，像是绽放的生命
之花。男孩兴奋地数着，一、二、三……他的笑声在雨中回荡，像
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音乐。

此时此刻的街头，格外的清静，连水珠从小叶榕、法国梧桐、
黄葛树叶上滚落下来的声音都清晰可现。洗涤后的空气格外的
清新，就像走进天然的氧吧，让人神清气爽。凉凉的，很舒服。

人、街、雨，此时此刻，我便幻想着自己是这一方之主，静静
地享受。人生便是一场旅行，看沿途的风景，品人生的潮起潮

落，一如这不期而至的秋雨朦胧，给你意外，也让你收获惊喜。
周围很静，时有灯光从广电大厦高楼窗子里泻出来，落到高

大的梧桐树、小叶榕、黄葛树上，厚厚的叶片上涂了一层亮光。
仔细看，光柱里的雨雾星子，斜斜地密织着，就像少年时代在学
校的操场上冒雨看电影，窗子里晃动的人影，一会儿清晰一会儿
模糊，还像皮影戏。

巷子一直通向嘉陵江边，缙云山上的塔顶亮着红光，江水缓
慢地流淌，一片楼房高过树丛。山的暗影像一幅黑色的油画，平
平仄仄，倒影在地面的水渍上，也挂在这个晚秋的天幕上。“巴山
夜雨”的诗意立即从巷壁上凸凸凹凹地涌出来。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小幸福。它不在金钱、地位、名誉
之中，而是在平凡的生活里，在一场雨中，在一句温暖的话语里，
在一个温暖的拥抱里。这种小幸福不言而喻，让人倍感珍惜。
这些小幸福虽然微不足道，却让我感到生活的美好，它们让我懂
得感恩、知足和珍惜，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惧风雨，充满力量
和勇气。

我坐在高架桥下的椅子上，现在的我没有父母在身边，我戴
着耳机细细地听作家余秋雨写的诗《我在等你》：“我藏不住秘
密，也藏不住忧伤……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冻了，我
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
你。”现在的我在慢慢地老去，在秋雨中我在等谁呢！？

（作者供职于北碚区纪委）

散 文 诗

诗 绪 纷 飞

后记
在生命和季节的秋天里，我回到了故乡，走乡间小路，爬故乡山坡，采摘一束山菊花，去祭奠先祖先宗。故乡的草还是那么

的香，故乡的水还是那么的甜。少年时代在这儿有过多少美好的梦想，可回来时白发染鬓。给家乡报告，我一切平安没干过有
愧的事。见落叶，勾起归根之情意。酒喝醉了，也是因为归根之情意。

很多人都知道，雨城雅安有“三雅”。然而，位
于海子山下、周公河边的“望鱼石”却鲜为人知。
传说这块神奇的石头，远看形似一只雄壮的猫，俯
卧在周公河上游一处悬崖边，日夜守望着河里的
雅鱼，由此而得名“望鱼石”。

据当地人讲，望鱼石是上天安放在此观望人
间百姓生活冷暖的信物，那猫石守望着河里的鱼，

说明老百姓有“鱼”，即年年有“余”，丰衣足食，上天就放心了。一
个美丽的传说，从古至今。

后来，望鱼石成了人们心中的寄托。据说，周边的老百姓，经
常都要专门来看一看，拜一拜。茶马古道上的“背夫”们，每次进
藏，都要在望鱼石所在处歇一歇，看一看，以求得一路顺利平安。

其实，我与望鱼石是有一段情愫的。几十年前，我就听说过望
鱼石。那是我当知青的时候，插队在雨城周公河中游的沙坪公社
古家生产队，记得沿周公河往上游走就是大河、望鱼、严桥、晏场公
社。每每出工的时候，田间地头，常听社员们说起望鱼石。我还记
得，曾有社员邀约我去赶望鱼石的场，买几条雅鱼，回来打牙祭。
由于当时不通车，全是走路去，我没应邀。现在回想起来，是一大
遗憾！但那时我就已经知道望鱼石是周公河中上游一个比较闹热
的集市，人们都喜欢到那里去赶场，做买卖，尤其爱去那里买雅鱼，
因为那段周公河是雅鱼的原产地。

从远古走来，望鱼场、望鱼镇因望鱼石而得名，因望鱼石而兴
旺。望鱼古镇始建于明末清初，因驿道而兴起，是南方丝绸之路、
严道古道、茶马互市的驿站，是茶马古道进出成都的重要驿站，明
末清初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商业集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现
在的望鱼镇，由原来的沙坪、大河、望鱼三个公社合并而成。我笑
谈自己过去是沙坪的知青，现在应是望鱼的知青了。

走过岁月长河，经过历史打磨，望鱼古镇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古
典美，古韵依然。从新街沿一百二十八步石梯而上至古镇老街，入
口处有红军会址、望鱼石凉亭，既能供游人休憩、俯瞰山水古镇全
貌，还能感受自然之美，回顾红军英勇善战的功绩。走在古老的青
石板路面上，环顾古街左右的古老建筑，它们曾经是衙门、银庄、当
铺、药店、绣楼、客栈、饭馆、茶铺和戏台。走着、看着，一路欣赏着，
就像一幅清明上河图一样的热闹老街画卷在脑际萦绕，望鱼古镇
名副其实。

时代更迭，周公河奔流不息，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望鱼镇的一位领导告诉我，他们正以“文旅”为核心，突出一个“古”
字，着力保持一个原汁原味的古镇。现已建成了“行云草舍书屋”，
作为今后不断打造的样板，立足文化领先，从书本中读懂古镇，读
懂发展。近两百平方米面积的“行云草舍书屋”建在望鱼石的石体
之上，游人可在观景台上一睹望鱼石的原貌。书屋修旧如旧，别具
一格，现藏书有六千余册。屋内宽敞明亮，整洁优雅，古朴大方，陈
设摆放有序，环境静谧舒适，功能多样，是当地人和旅游者休憩、茶
饮、读书、开会的好场所，为望鱼古镇增添了一缕现代文化气息。

望鱼镇的女镇长用纯正的雅安话介绍：“目前望鱼小学民俗酒
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将引发一业带百业的联动效应。依托
海子山迁居和雅安至洪雅赵山公路的改善，望鱼镇的前景会更
好！”从她的眼神里和接触她的同事们，我感受并看到了当代优秀
青年为努力发展建设好一方水土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让我想起
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幸福生活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人干出来
的！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会员）

望鱼石情愫

王昌宁

再回首时

秋天了。我感觉，这句话本身就是叹息。
每个日子，都怀着一种深深或者浅浅的期待，走过长长的

街头。路边尽是落叶，诉说着离别后的空濛。天空不再像从前
那些日子了，湛蓝而悠远的思绪也不再透过窗棂荡得老远。

静静地坐着或者静静地望着某一片熟悉的风景，没有了
成群的雁阵南飞，唯风轻轻的依旧。

许多无月的夜晚都想起定格在秋天的那些瞬间，都想用
一种朴素的颜色描绘出故乡的原野，以及原野上沉静而美丽
的星星草。

想起那首忧郁的再回首的时候，梦中的秋千就仿佛在眼
前。叶照旧绿了又黄了，不经意的时光在轻飘飘地溜走。

是否，那偶然邂逅的一片云彩，还默默而清纯地走进我有
些孤独的秋天。

竹篱前的相思红又一如逝去的那些秋天一样开放了，所
有的依恋在一刹那间变得如此真实而深情。

又是一首无题诗诞生的季节，又是惦念。

雨声潇潇

如某段岁月中的呢喃燕语，当如此生动的温馨悄然走入
秋之晨昏，远山近景，幻化为最神往的乐章。

谁也不知道纤柔的梦语在哪个方向遥远而神秘，所有的
想象悄然在儿时的古道边陌生。人们的足印在梧桐的沙沙声
里讲述着秋天，以及秋天诱人的雨。

远方，每一条曲折的山路都是潇潇的传说，每一个传说里
都是那些熟悉而陌生的身影。

坐在记忆的灯光里，纷乱的思绪沉浸在黄昏古老的意
境。远方的嘱托依旧萦绕在耳边，许许多多的时光，都是无言
地品一段秋天的里程。

有熟悉的琴音从不知名的楼台传来，飘飘袅袅。故乡，你
是秋之画卷中最温柔的一笔。

常以一种沉默的心情，让秋天，以及秋天里怀念的日子和
形象，潇潇于我多汁的诗行里。

秋窗夕阳

好久没有这样专注地面对窗外的风景了，那一抹夕阳的
记忆里，可还有在花开花落中聆听的那支歌谣？

所有心底的故事变得异样的清纯，炊烟袅袅之处，升起关
于伊人萍踪的想象。天高云淡，不知昨夜的星辰在哪里。

独依一帘心事，视野里失落了剪柳的燕子以及它的鸣
叫。夕阳的色彩之外，洒落无数森林和海的传说。

秋天。野鸽子。童年连同大把大把银铃般的欢笑悠悠于
窗前的故事里，恍惚间吟诵起古诗中最凄迷的一句：断肠人在
天涯。

漫长的流浪之后，许下的诺言终究没有忘却。为了一个
美丽的愿望，为了一个温柔的名字，深沉的渴望如涨落不息的
潮汐，纷纷扬扬于棕榈树最后一缕光芒里。

就这样默默地数夕阳中无题的故事，心之旅程已遥迢无期。
不在乎夜的手指已叩响记忆的门，山水苍茫的背景里，朝

朝暮暮寻觅那一幅烟波浩渺的孤帆远影。
秋天，窗前，一句有些久远的歌词响彻在耳畔：让我陪伴

着你，夕阳红到无边。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秋日絮语（三章） 程龙

在我的家乡，一口老井
可以关照整个村庄
一句用汗水腌制的谚语
可以覆盖所有的土地

“家有一头牛，农忙不发愁”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一头牛，到底要使多大的劲

犁多少土，才能说清楚什么叫生计

常年和土地打交道的老农
肩扛犁耙，带着种子
一手接过朝阳，一手牵着老牛
一幅剪影，就这么寥寥几笔
便画出了过日子的辛劳

雨水漂洗过的金秋
我望见稻谷沉甸甸的样子
像是弯下腰来，对剪影
深情地鞠躬

一粒粒饱满的粮食
都是从剪影里长出来的精品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剪影
黄愷新

酷相思·回乡
王绍慧

岁月秋风回故里，走乡道，爬坡地。采一束、山菊宗祖祭。草香也，依然是。水甜也，依然是。
梦想少时多少次。已华发，回桑梓。报一句、平安无愧事。落叶也，归根意。醉酒也，归根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