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地上的“小黑”
六安 史云喜

荒郊野外的建筑工地上，被人遗
弃了一只幼小狗崽，它瘦小精神，毛色
纯黑，憨态可掬，工友们都亲切地唤它
“小黑”。 上工时间，它一会儿跑到工
地跟着工人们跑前跑后，一会儿来到
临时办公区挨门挨户造访。日子久了，
它与项目部的人都混熟了，见到人就
摇头摆尾套近乎。 有时指挥部里正在
开会，它也会冷不丁跑进去“哇哇”地
连叫几声，会场顿失严肃气氛。

你若是伸手去召唤它和触摸它一
下，它就会立马和你打成一片，不停地
撕扯着你的裤腿和鞋带，有时还会就
地打滚逗人开心。 玩累了，它就趴在
地上歇一会儿，歇好了再爬起来继续
粘人。

工地上一位打零工的老阿姨看它
好玩，曾想把它领回家喂养，伸手拎起
它耳朵看了看肚皮，没发现“小鸡鸡”，
知道它是个小母狗时，只好摇摇头又
放在那儿了。 无奈，乡下人养猫养狗
都是自由繁育，没有绝育措施，怕它长
大了生育失控，不好收底。

一晃月吧过去了，每天总能看见
“小黑”在工棚周围活动的影子。 到了
饭点时间，工地上的农民工排队坐在
工棚边吃饭，它也会准时赶去蹭饭。

偶遇几日连阴雨，工地上停了几
天工，项目部的同事们都回家了，只剩
下门卫室两个老伙计守着工棚，饥一
顿，饱一顿的，饮食起居也没有了规
律。 “小黑”过得如何，不言而喻。

再去工地时，我用方便袋从家里
兜了点熟食， 准备带给它接济一下。
到了工地后 ，找了一圈 ，没看到 “小
黑”的身影，问问门卫老人，一个说 ，
看它跟着一个捡破烂的人走出了工
地，是否回来还不知情。 另一个说，它
可能被工地旁边那个看鱼塘的老头
领养了……绝望之时，我在工地上连
续呼唤了几声。 此时，“小黑”并没有
回应，路边的材料堆里却又冒出一只

“小花”来，它胆怯地望着我，直打哆
嗦，看样子也很饥饿。 我没有多想，立
即蹲下来把带给“小黑”的食物分一半
给它充饥，然后又对它许诺，明天一定
再给它带点吃的，让它吃个饱。

这时，工地上来了几车建材，驾驶
员们在等着过磅签收。 我把“小花”丢
在那儿继续吃食， 顺手把方便袋里留
下的食物又带走了， 准备等一会儿再
找找小黑。

快到了下晚班的时间， 还是不见
到“小黑”回来，我把剩食又送回 “小
花”出没的地方，希望“小花”能回到原
处把它吃光；临走时，我发现剩食还原
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小黑” 不见了，
“小花”也不见了。顿时，失望替代了一
天美好的心情。

正欲转身离开时， 浑身沾满泥污
的“小黑”不知从哪儿突然串了出来，
直奔到我的脚边， 我欣喜若狂地唤着
它吃食，我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我蹲
在地上，看着它吃东西的表情，十分欣
慰，问了它很多问题，也不在意它会不
会回答我，只要看见它还在眼前，内心
就能得到宽慰。

天色已晚，家人还在等我，我送给
了“小黑”几句祝福语，又一次把它抛
在工地。上车后，我忍不住松下车窗玻
璃回头看了一眼，它却没有反应，只顾
低头急急忙忙地吃着剩饭。说实话，此
时我也动过把它带回家喂养的念头，
可是，以我当前的家庭状况，真的是怕
怠慢了一条生命。

“小黑”和“小花”都还很小，独立
生活的能力都还很差。工地竣工后，它
们该何去何从， 能不能安全度过这个
漫长炎热的夏季，我不敢多想……

夕阳染红了天边，池塘的蛙声已
漫过了塘埂 。 料场上那几盏强光灯
已拉亮 ， 加夜班的民工们正三三两
两走向工地 ， 他们又将迎来一个不
眠之夜。

灯下絮语

一方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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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风景

乡村笔记

在草木上读懂阳光
安庆 吴鲜

几次去山区采访， 我都幸遇了好
天气。 春日里，阳光下，山间行，阳光
有味，草木清欢。

一路的行进， 我们向着大山深处
进发， 茶农小兵一大早就在山崖的拐
弯处等我们。

来啦？ 来了。 连日的阴雨天，你们
这一来，天可就放晴了，你们可真是有
福之人啊！ 在茶农小兵的眼里，茶季，
再也没有比天气好更令他高兴的事儿
了。 有福之人，在山区人心中，那可是
一种至高无上的礼赞。

小兵在前，我们在后，迎着初升的
朝阳，奔赴他的茶园。 去茶园，踏青，
看茶，采摘，体验，是年前早就定好的
事。 天气给力，阳光承欢。 小草在春风
中撒欢，绿叶在阳光下歌唱。

同行的有一位是唱民歌的，目睹着
一草一木在阳光下其光烁烁，他情不自
禁地放声高歌起来，微风吹，吹得绿叶
沙沙响，根儿深，干儿壮，绿叶闪银光
……歌声飞扬，回荡在山谷间，引得近
旁茶园中的采茶女好一阵抬头张望。

小力， 你的大地飞歌可真是唱得
好。嘿嘿！哪里有你文章写得好哩！回
去后，你一定要好好写一写山区，写一
写茶园，写一写采茶女，写一写阳光下
的草木，我们都等着看呢。

在草木上读懂阳光， 这是从山区
归来后， 我久久在心中酝酿的一番感
悟。 是呵！ 在春天里，世人大都只会去
关注花开花放、蜂飞蝶舞，而很少有人
去关注再普通不过的草木了。 就连茶
园，也只是在采摘的季节里，我们世人
的目光才会聚焦于此。 想想也是，世
间景，世上事，正因为太过普通，往往

极容易被忽略掉的。 正如这大地之上
默默生长的草木， 它们在大多数的时
光里， 无疑都是寂寞的。 要不是有着
阳光的提醒，有着阳光投射其上，我们
也会忽略其存在的。

整整一个上午的阳光都很好，今年
天气好，茶叶长势良好，加上采茶季节
又赶上了这么好的天气，今年的茶叶品
质应该还不错，准能卖个好价钱。 茶农
小兵一路兴奋地引领着我们穿行在他
的高山茶园中。 阳光，草木，清新，丝丝
缕缕的兰花香气，近距离观看采茶女采
摘，野蜂飞舞，嗡嗡翻飞的身影，在阳光
之下，闪炼着生命律动的神韵。

山区草木多， 高山茶园大都有些
年头了，多年生长于斯的古茶树，在一
个又一个的春天里， 源源不断地向世
人提供着香茗。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
盐酱醋茶，虽说茶排在末位，但在我的
心中， 我一直将茶视为草木之中的君
子，默默青翠，努力发芽，生长于一个
又一个的春天里，得天气之灵气，藏日
月之精华。 从山野到尘世， 从阳光之
下到舌尖之上， 从草木芬芳到唇齿留
香，一路历经千辛万苦，方在最终修成
正果。 于茶而言， 这是一种生命的轮
回，于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下山的时候， 我们走在温暖的阳
光里。 小兵问我，去年进山，你写了一
篇《山色空蒙雨亦奇》，今年打算写点
什么呢？ 我略略思考了一下， 顺口就
甩岀了一句———就写在草木上读懂阳
光吧！ 这个题目好，接地气，又能给我
们茶农带来福音。 是吗？ 我反问了一
句，远望群山，含笑不语。

人间四月天， 你无疑是大美的。

阳光普照，草木承欢。 一草一木，一叶
一芽，一片又一片，都在这个生命的春
天里努力向上着。 世人都说草木有本
心， 岂不知阳光也有着其一颗普照万
物的本心呢？ 本心良善，本心可贵，本
心无私，本心坦荡。 万物生长靠太阳，
太阳可真是个好东西，从不厚此薄彼，
始终照亮与照耀着大地天空的每一处
角落， 就连同世人的每一颗灵魂都一
同照亮着哩！

我行走在阳光下，穿行在草木间。
小兵一直面带微笑走在我们的前方。
阳光照在他的身上， 有一种好温暖的
感动。 是呵！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幸福
都是奋斗岀来的。 小兵与他的高山荼
园，草木与它的温暖阳光，我始终都在
努力地解读着。

这也许就是春天里的一幅画，抑
或正是春风中的一首歌。 春风十里不
如你，这又会是什么呢？ 阳光，心灵，
温暖，明亮，努力，向上。 这是大山赋
予的，这是草木承欢的，这是阳光普照
的， 这是灵魂坚守的。 哟吼嗨……这
是喊山的声音， 在山谷之间久久地回
荡着。 眼前的，阳光抖动了起来，草木
抖动了起来， 群山抖动了起来……或
许，这一切都不是一份真实的存在吧，
它也许只是我心中的一方美好意境而
已。 世人呵！ 你要想在草木上读懂阳
光，灵魂必须附着其上呀！

草木清欢， 阳光有味。 无论是对
像我们这样一群寻春的人而言， 还是
对像小兵那样默默坚守的茶农来说，
在这个春天里，每一株草木，每一缕阳
光，都有着其灵魂深处的秘密，只是，
我们还没读懂而已！

苇喳喳子
亳州 杨秋

近几天，一只不知名的鸟儿，总是
站在小河边一株秋枫树上叫。一开始，
我并没在意，但它的叫声实在太独特。
有一鸟开口，百鸟不语的气势，我开始
刻意留心观察。

这是种体型娇小的鸟， 比常见的
麻雀苗条一些。 一身褐色的绒毛，嘴
又尖又细又长， 尾巴也比麻雀的细长
些。

想找到它， 并不是容易的事儿。
这株秋枫枝叶很茂密， 鸟儿又如此娇
小。 连续十几天，一听到叫声，我就抬
起头看树， 寻找叶片晃动的地方。 终
于，我看到了它小小的脑袋，还有细长
的嘴，它停在西北方向的树枝上，叫得
正欢。 我用手机把它迷人的叫声录了
下来，从五月中旬一直到整个六月，我
发现它都是站在同一根树枝上， 面向
西方鸣叫。

我能断定这是同一只鸟， 因为这
片湖周围的鸟， 没有一个和它叫声一
样的。 小麻雀、斑鸠、鹮、白头翁、小青
鸟， 它们的声音我都能分辨出来。 就
像嗅到了一种香气， 我能立刻断定来
自哪一种花。

每天早上五点左右， 它就开始唱
了。 多种声音的组合，让人有些“耳花
缭乱” 的感觉。 中午它能安静几个小
时， 下午四点多又开始唱起来。 有几
次夜间醒来，它还在唱，看看时间已经
是深夜一点多了。

用人的思维考虑， 是不是小区的
水引诱了它， 误入这片小区找不到同
伴而孤独呢。 一个月后， 这只鸟转移
了， 它从北面的秋枫树转移到南边的
大柳树上， 每天固定落在那根最高的
枯枝上，依旧向着西叫。

我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观察，或

者询问一些知情人来解决一些问题。
还好，从小特别喜欢招惹小鸟的老公，
给了我答案。 这是种亲水的鸟， 乡间
称它为苇喳喳子，意思是声音响亮，叫
声清脆，它是一个不错的歌手。

苇喳喳子的筑巢技术也是一流
的。 进入五月，苇喳喳子开始筑巢，为
繁衍后代做准备。 不得不说它们的聪
明和智慧。 它们用柔韧的芦苇缨子，
把相邻的两三株芦苇间牵扯起来，然
后就开始了它们辛勤的工作， 旧的毛
线绳、 芦苇的缨子都是它们的首选。
围绕着牵好的线， 以两三株芦苇做支
柱，一圈圈缠绕编织。 累了，就落在苇
叶上， 休息一会儿。 一个拳头大小的
巢，大概要花去它们一个月的时间。

它们一般把巢筑在芦苇杆的中部，
这样河水涨涨落落对它们后代都没有
影响，不至于被水淹没。同时，对它们的
巢来说，芦苇的长叶在雨天就像一把把
伞，能很好地阻挡下落的雨滴。

进入 6 月， 苇喳喳子妈妈要产卵
了。 它不属于多产妈妈。 所以，巢穴里
最多有两三枚鸟蛋，淡绿色的，上面洒
满褐色的斑点， 躺在用芦花织成的温
暖的巢穴里。 大风吹起的时候， 芦苇
一会儿倒向前， 一会儿倒向后。 那几
枚鸟蛋可不用担心， 它们似乎在做着
愉快的旅行。

对于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还
是通过自己长时间的观察并记录下
来， 更有意思。 但有的时候也要查阅
一些资料，比如，这类苇喳喳子叫了它
几十年的乳名， 最近才知道它的学名
是大苇莺。 诗经中妇孺皆知的 “关关
雎鸠，在河之洲”的“鸠”，指的就是苇
喳喳子，而“关关”就是它丰富多腔的
叫声了。

初夏时节
合肥 刘恒

生机勃勃榴火满溢的夏天就要来
了，此时，正是我最喜欢的初夏时节。阳
光正好，花儿芬芳，瓜果初长成，夏衣轻
上身，一切都让人感到美好而舒适。

立夏之后，目之所及，都是美景。
无论是身处乡间郊外， 还是城市的街
心公园，你都能看到葱郁的植物，空气
中到处流转香气， 这些香气首先来自
繁花。 初夏的花，朴素者居多，以野蔷
薇为代表， 你到田间地头或是公园里
走一遭便知， 开的那叫一个热闹哦！
蜜蜂忙着在一丛丛粉白的花朵上采
撷， 把缠绕的香气酝酿成一口原浆。
那些颜色浅淡的花朵小巧可爱招人怜
惜，较之朵大色艳气味浓重的花，更叫
人心舒气和。

轻掐一截野蔷薇的花茎， 剥去外
皮，吃到嘴里脆脆的，有一丝青气加一
丝清甜。 野蔷薇，我们老家叫刺麻苔，
生命力强花期也长， 农村常常用作攀
菜园子，可防鸡狗，也好看。 我们小时
候的农村，孩子们见不到什么零食，野

外的浆果和植物都会冒险尝一尝，刺
麻苔吃的最多。 接着是茅衣、 蛇磨盘
等，这些都是来自初夏的馈赠。

这个时节， 味蕾开始绽放夏阳般
的热情，倘若你经过瓜果市场，那些安
然睡在农用车上的羊角酥、虎皮香瓜、
早熟西瓜，体型标准，暗香涌动。 农村
常见的蔬菜也次第成熟，豌豆、蚕豆、
辣椒、 西红柿， 尤其是下过雨的菜园
子，碧绿艳红深紫等色彩层叠，不一会
儿就能摘沉甸甸的一篮子。 瓜果权当
水果生食， 根茎类蔬菜主要用作就饭
菜，叶类菜拿来炝锅最好，比如苋菜炝
面条锅，面汤紫红，入口细滑。 想着它
们的鲜嫩与舌尖的碰撞， 三餐的滋味
在烟火里升华，内心就会无比满足。

小时候的初夏， 别有一番情趣。
农村孩子胆子大，玩起来也疯野，小伙
伴们三三俩俩，午后就去溪水边野钓。
拿根小棍，穿点蚯蚓，就能引得小龙虾
上钩。 那时候生态环境好， 河汊沟渠
里除了龙虾，河蚌田螺等杂鱼也很多，

无论是打坝子堵还是拿钩子钓， 都能
有丰厚的收获。 拎回家去， 虽会因溜
河沿招父母嗔怪， 却也能让一家人打
打牙祭，美餐一顿。 现如今，既使是生
在农村的孩子， 也极少能享有野钓的
情趣了。

初夏时节的温度， 舒适怡人。 雨
不多， 阳光还不至灼人。 脱去色调稍
显暗沉的春装，打开衣橱，挑一件明亮
的衬衫或长裙，光脚单鞋，利落随性地
一配， 整个人都轻盈起来。 这个时节
的夜间也极舒适，薄被轻搭在身上，可
以安然睡到天明。 再过些日子， 气温
升高，苍蝇蚊子撞脸，不开空调，基本
一夜无眠。

不知道，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贪恋
这个时节的黄昏。 霞光柔和得如梦境
一般，朦胧的光晕撒在树木和房顶上，
远一点的地方， 丰腴的油菜披着一身
金光，空气中散发着她成熟的气味，护
城河边看书的青年手拂垂柳， 一切显
得那么温和有节、朴素美好。

渔歌唱晚 李海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