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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
看台

大司巷小学 于倩文 作

□方帅帅

我们饮酒我们唱歌
只愿时光就这样
静静流淌而过

快乐的永远快乐
沉默的永远沉默
深爱的依然深爱
无心的依然无心

一杯接一杯
你酿的酒
染白了发
一首接一首
我爱的歌
苍老沙哑

在流淌的时光里啊
活得越来越像麦穗
不羁的青绿
骄傲的金灿
我们为彼此
低下了多么高贵的头颅啊

我们低着头
在尘土里
默然不语
温热了酒
调好了弦
静静地
自在欢喜

俳句

1
用嘴里半凉的水，
来浇灌那株长在墙角的
昨夜疯狂的野蔷薇。
2
夏天的雨水哦，
浸透丝袜流过我，
在低处停驻。
3
秘密找到安放啦，
比冬天更苍白的天空，
你接住了她所有的泪啊。
4
发热身躯烘干细汗，
梦里呓语撬开赤红的朱唇，
哎，我是什么时候醒的？
5
思念就像街口的乞丐，
秋天最后的一粒粟，
怎能喂饱饥肠辘辘。

花瓣雨

昨夜细雨
蹑手蹑脚的猫
孤单的鼻息
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夜是光滑睡衣。

窗外那些玉兰
花瓣太轻
风中招摇——
一瓣两瓣
悄无声息
像暗涌的爱意。

花瓣雨⋯⋯
何时睡去？

我们饮酒
我们唱歌（外二首）

燕子，永康侬俗称紫燕。

紫燕属家燕，短喙尖翅凹尾，一双弱小的爪子呈赤

红色，细长精致。羽衣一般为单色，也有的带金属光泽

的蓝或绿色。尤其是剪刀形的燕尾，双羽漂亮地交错，

显得十分优雅。燕尾服的称呼就是拜紫燕所赐，紫燕

因此被称为鸟类中的绅士。

记忆中的老永康，春夏季节，燕子们总在我家门前

的解放街上往复穿梭。微张的双翅，流线型的背姿，或

贴地面轻飞或掠树梢而过，那种清俊的姿态真有一种

难以言说的优美。大学里上宋词课，学到南宋史达祖

的《双双燕·咏燕》，里面有两句：“还相雕梁藻井，又软

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掩卷细

思不由叫绝，真是极妍尽态，形神俱似。紫燕出行大多

成双结对，一前一后动辄相随，怪不得古人将紫燕视为

爱情的象征，有“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燕燕于飞，

差池其羽”的诗句。大概正因为燕子的这种雌雄颉颃

的习性，才引起了恋人们寄情于燕、渴望比翼双飞的相

思之情吧。

紫燕的鸣叫声十分悦耳，极像江南一带的吴语。

那是一种软语呢喃，轻柔而妩媚。祖母曾模仿紫燕的

叫声，用永康方言教我一句儿歌：“弗借米，弗借盐，借

点屋住住。”当年一看见紫燕，十来岁的我和姐妹们总

是仰起头，对着紫燕们快乐地招手喊叫：“弗借米，弗借

盐，借点屋住住。”

没想到紫燕还真来借屋住了。它们就在老宅二楼

的屋檐下营窠，衔来泥和草茎用唾液粘结成皿状，内铺

以细软杂草、羽毛或叼来的破布条，好像还有一些青蒿

叶。儿时的我曾悄悄上楼，屏住呼吸踩着木梯上去偷

看，松软的燕窠里已经有了数只还没长羽毛的光屁股

雏燕。每当父母衔着猎物飞回燕窠，还半悬空中未及

落爪，四五只乳燕却似乎得了命令，齐刷刷地伸长颈部

张开大嘴，婴儿一般唧唧地叫喊。

紫燕喜欢群栖。尤其在夏天傍晚的雨后，我家门

前的电线杆子上，三五十只紫燕会排成一长溜，停在纤

细的电线上闲散地憩息。它们间隔有序，胸腹内的羽

毛黑白相间，仰头看去，天上排了一组有趣的“五线

谱”。有捣蛋的男孩用弹弓弹射，弹丸呼啸而过，紫燕

却不似俗称家贼的麻雀总是贼眉鼠眼偷眼看，一有风

吹草动立即逃之夭夭。紫燕绅士风度处变不惊，有时

被打下一只，伤者应声而落，其他的紫燕仿佛阅尽世态

的桃花源中人，既不惊也不乍，像行刑之前的烈士，还

是老老实实地引颈排队等着受戮。这时大人会出来责

骂，长辈们知道，燕子主要以蚊、蝇等昆虫为主食，是众

所周知的益鸟。

紫燕是典型的迁徙鸟。在永康，紫燕总在春天来

到，4～7 月间栖息繁殖。那首著名的儿歌就是这样唱

的：“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

何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真美丽。”不过在文革期间

这首儿歌因格调不高曾一度禁唱，紫燕摇身一变成了

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具。小时候还会唱的一首方言儿

歌也是祖母教的：“紫燕飞，紫燕飞，飞到哪里去？请你

飞到我家里，妈妈给我大苹果，请你带给毛主席。”

鸟的共同特点是害怕人类。尤其在那个年代，由

于物资短缺，人类也红了眼，争相将鸟类视为果腹的美

食。但是紫燕却始终信任人类，将巢筑在人类的房梁

上屋檐下，安心地在此生养繁衍。不独如此，燕子秋去

春回还不忘旧巢，这一点是一般鸟类都不及的。真是

“离洋舍岛伴春归，织柳衔泥剪雨飞。不傍豪门亲百

姓，呢喃蜜语俩依偎”。

古人咏紫燕，最著名的当属刘禹锡的《乌衣巷》：“朱

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

寻常百姓家。”诗人以含蓄的手法，借燕子依旧与屋主易

人，表现昔日豪门难以挽回的没落命运。而今又到夏季，

回想自己家早已灰飞烟灭的的祖居老宅，内心也有“无可

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况味吧。

紫 燕

大年初六的午后，走亲访友的礼数基本完毕，趁着

大家伙都还未步入工作学习的正轨，我约上姐弟去歌

厅嗨歌去。

又一年未聚在一块唱了，几个孩子对潮歌新曲的涉

猎之广和驾轻就熟的演绎，让我们啧啧称赞。几个小家

伙唱得带劲，我们大人边喝茶边听歌，很是过瘾，有些歌

词令我们莞尔一笑，有些唱功竟让我们捧腹开怀。

先生向来内敛少语，唱经典老歌却有几首拿手。

他随意点了几首歌曲，其中有一首是刘和刚的《父亲》，

是平常他最爱听的歌曲之一。

“⋯⋯看看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摸摸你的双手，

我摸到了艰辛⋯⋯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

⋯⋯听听你的叮嘱，我接过了自信/凝望你的目光，我看到

了爱心/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先生深情

地唱着，几度哽咽。我知道他极力控制情绪继续唱。当他

唱到“我的父亲，我最疼爱的人⋯⋯”时，眼泪夺眶而出，声

音被卡住了，只见他拿着话筒的手支在吧台上，另一只手

掩面而泣。可想而知，那一刻，他想到了父亲，想起父亲头

部受伤两年来的病榻生活。所谓“男儿有泪不轻掸，只是

未到动情处”，这一幕让我们每个人感到心灵震撼。孩子

们懂事地为他递上纸巾，不停地安慰他。

父亲的受伤确实来得太突然，就如一面墙轰然倒

塌，让我们措手不及。当天晚上父亲做了开颅手术后，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陷入了重度昏迷。亲人们每天短

暂的探望之后，在病房外嚎啕痛哭，为他命悬一线而担

忧。苍天开眼，受伤的第九天，他挺了过来，艰难缓慢

地睁开了双眼。再次看到了他留恋的世界，看到了他

疼爱的孙儿，哪怕他只使着微弱的力气动动手指，我们

都欣喜得热泪盈眶。

父亲的康复之路是遥远而艰难的。因手术炎症引

起各器官感染等问题随之而来，父亲也由最初出院时的

清醒慢慢变成迟钝，右边脑袋有一大片深凹进去，身体

左侧变得僵硬，左手完全不听使唤，甚至手掌肌肉开始

萎缩。几月后父亲因脑部受伤处积液过多，又做过腰部

引流手术。两年来，他辗转于大小医院，受尽病痛折磨。

现在他在家休养，脑子时而迷糊，时而清醒。去年

除夕，全家吃过年夜饭，先生已被老同学约走打牌去了。

乡下的房子久未居住，临时打扫太过繁琐，我们准备回

城里住。孩子站在床边，同爷爷告别。那天父亲神智特

别清楚，拉着孙子的手说：“小咚别走，再呆一会，爷爷有

你们陪就高兴，哪怕多陪一分钟也好⋯⋯”随后又对我

说：“你们今天给我这么多红包，平常我连累了你们，感谢

你们⋯⋯”我顿时泪流满面，赶紧别过身去。

别说感谢，父亲！该说感谢的是我们！父爱如山，

我们却无以报答！

总以为睿智豁达的父亲永远会像老黄牛一样，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健康劳作，总以为这个家永远都会

有他在精心操持。殊不知，父亲坚挺的背也有弯的时

候，他的坚毅的目光也有浑浊的时候。目前的他生活

已完全不能自理，一日三餐只能吃流食，甚至连彼此间

畅快的攀谈也是一种奢望。在此，谨以此文献给我的

公公。让我在心中默默地祈愿他能够奇迹般康复⋯⋯

别说感谢，父亲
□楼秋央

（特邀组稿 陈星光）

爱的晴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