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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鸣声声的散文篇一

前几日，我和妻子到植物园里散步，徜徉在霓虹灯映照的现
河河岸时，忽然听到了绵长的小河里的蛙鸣声，还听到了不
知什么名字的虫鸣声，不禁驻足静听，蛙鼓阵阵，百虫声声。
此时的妻许是不以为然，而我却打趣地说：“这虫声伴蛙鸣，
仿佛是植物园里的大合唱。”这久违的蛙鸣鸣声已敲开了我
的心扉，勾起了我的屡屡情思，把我带到了乡村那蛙鸣萤舞
的夏夜。

乡村的夏夜蛙鸣、萤舞、虫飞，是记忆里永远抹不掉的场景。
儿时陪伴着家人和小伙伴在大街上乘凉，听到东河里、房前
屋后、田野边不时地传来悦耳的蛙鸣声，此起彼伏，声声入
耳。我便好奇地问身旁的奶奶：“奶奶，青蛙为什么叫起来
这种声音？”奶奶先是笑了笑，接着便若有所思地给我讲起
了一个故事：从前，河里、田野上是没有青蛙的。有一次，
一个老汉和老伴过河，突遇上游来了大水，河水上涨，把老
汉的棍儿和老太太的褂儿冲走了，老汉不停地喊叫着他
的“棍儿”、老太太不停地喊着她的“褂儿”顺河水追去，
结果，老两口都被河水冲走淹死了，最后，变成了一雄一雌
两个青蛙，不停地叫着“棍儿、褂儿”，繁衍生息，青蛙越
繁殖越多，叫声越来越大，才有了如今这么动听的蛙鸣。

儿时听着奶奶讲了蛙鸣的故事，觉得很有意思，再细听分辩
着青蛙叫出“棍儿、褂儿”声，还真像呢，感到更好听了，
屏息静气地听一会儿，时而东河里的青蛙叫，时而附近的田



野里的青蛙叫，像是蛙鸣打擂台，看谁叫得好听，叫得响；
时而四周的蛙鸣声汇成一片，又仿佛是一场蛙鸣音乐会。都
像，又都不是。几十年来，我一直分不清这美妙的蛙鸣声。
离开乡村，离开田野，来到小城，居住在钢筋、水泥组合的
空间里，也远离了蛙鸣，心中顿感怅然。回老家时，偶尔想
起那久违的`蛙鸣，走近记忆中的小河、田野，遍寻记忆中的
蛙鸣，可小河几近干涸，田野农药味很足，哪还有青蛙的空
间？哪还能听到蛙鸣？青蛙寂寥，蛙声寂寥，夏夜寂寥。乡
村往日里那蛙鸣萤舞的夏夜黯然沉寂了。

在童年记忆的碎片里，乡村夏夜还常见到一种虫叫萤火虫。
那可是一种精灵，就像夜空中的一道道流星，在夏天的夜空
中飞舞，给寂寥的夏夜带来灿然和灵动，给闷热的夏夜带来
一阵阵清风，给乘凉的大人们带来欢乐，给我和小伙伴们带
来玩兴，给乡村的夏夜带来了诗情画意。寂寥的夏夜里，闷
坐在大人们身边的我们，每当看一盏盏小灯笼似的萤火虫翩
然飞来的时候，就会一跃而起，朝着萤火虫飞来飞去的方向，
奔跑着、追逐着，身后留下的是大人们的一片欢笑声。这时
的萤火虫就像故意逗人似的，一会儿高飞，一会儿低飞，我
和小伙伴们就会穷追不舍，一会儿高高跃起，一会儿弯腰捕
捉，直到把它捉到为止，大多时候都成功了，也有一无所获
的时候，追着追着，萤火虫就远走高飞了，留下的是无奈。

捉到的萤火虫就放在手里把玩，大多小伙伴出入好奇，围上
来看个热闹，起初我也不明白，萤火虫为什么跟别的虫子不
一样还能发光，而且为什么在尾巴处发光？直到长大以后才
明白，当年我和小伙伴很好地利用了萤火虫发光的功能。后
来，捉到萤火虫后，我和小伙伴们就找来白色玻璃瓶子，放
到里面，盖好盖子，等捉到两、三个后，就可以照明了。这
时，我和小伙伴们一商量，咱们到长岭坡那里捉虫吧，小伙
伴们总会齐声说：好！于是乎，小伙伴们一起提着盛着萤火
虫的白瓶子，小跑似的走三、四里坑坑洼洼的田间路，来到
长岭坡脚下的麦田里，刚站到麦田里不久，一种叫“瞎哄
哄”的虫子就会朝着有萤火虫的瓶子飞，因为这种虫子只会



朝着光亮的地方飞，到处瞎碰乱撞，所以叫“瞎哄哄”，也
有的叫“瞎撞”，我和小伙伴们见“瞎哄哄”飞来了，伸手
捉就行，有时还能飞到人身上，很好捉，一晚上能捉几十个。
那时只是孩子们的一种乐趣，大人们几乎没有捉瞎哄哄的，
也没有很好的照明工具，没有舍得带着手电捉“瞎哄哄”的，
萤火虫就成了最好的照明工具，捉了“瞎哄哄”就可美餐一
顿，萤火虫功不可没。

后来，家乡的瞎哄哄吃出名堂来了，从村里传到乡里，又从
乡里传到县城里，一步步也传播出去了，这可能是家乡水土
好的缘故，产生的瞎哄哄与别处不同，个头偏小，翅膀呈微
红色，吃起来很香，这是别处不可比的。家乡的瞎哄哄出了
名，村子里捉瞎哄哄的越来越多，太阳落山之前，男女老少
提着手电成群结队地到长岭坡附近捉瞎哄哄，也成了山村黄
昏一道靓丽的风景。有的捉了瞎哄哄还高价卖到城乡里的饭
店、酒楼，成了“天上飞的”野味，还有专门在家乡设点收
购的，每斤卖到几十元，有时出高价还买不到。在城里的上
班族也打听着家乡有这种虫，下班后就开着车或骑上摩托车
去捉瞎哄哄，总是满载而归，老家几个要好的朋友每年都会
给我送上几斤品尝，我把它放到油锅里一炸，油锅里飘香，
再一品尝，味道鲜美，好极了，嘴里品砸着美味，我在思忖
着，这些都是当年夏夜里那飘舞的萤火虫引的路，这么说，
萤火虫的作用还真不小呢。不止这些，萤火虫还有照明看小
人书的作用，还能照亮夜行人的路。

儿时蛙鸣萤舞的夏夜是浪漫的，灵动的，美丽的，总是给我
带来向往、思索和美好的回味。如今，那富有浪漫色彩的夏
夜不见了，思维深处滞留的是动听的蛙鸣，眼前飘舞的是夏
夜流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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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鸣声声的散文篇二

到底从什么时候起的呢，蛙声越来越稀少了，渐渐远去了呢。
不知觉，夏季又来。到底还是念想着清水池塘，举荷风爽，
一片蛙声，那该多美妙呀。然而，蛙声却总是没有按期而来。
不由得心有怅然，若有所失。

不由得在想，自己如今，已搬来在山脚下，桃花林处。夜，
背倚青山绿水，昼，面对绿水青山。竟然，都很难听到蛙鸣，
更何况远离乡村的人们呢。

曾几何时，感受蛙鸣要到诗词里去了。随意翻开一词，墨香
古意，薰风破蕾而来：一句“恰则黄昏雨便晴，青塘迤逦尽
蛙鸣”，仿佛犹见青塘蛙。又来一句：“不知龙物潜何处，
鱼跃蛙鸣满槛前”，立时眼前跳跃蛙。再有一句：“蛙鸣蒲
叶下，鱼入稻花中”，早已是丰收在望，十里蛙鸣，千里稻
香。

然而，毕竟是纸上文字，终觉没有现实来得丰满，与甘畅淋
漓。仿佛间，只有去往诗词中才能听到蛙鸣。而夜深枕畔、
雨过初霁的月夜里，好似已很少再听到蛙鸣了似的。

那时候，总在想，若小雨初晴，弯月如洗。远远池塘里，有
蛙声传来，是多么的美意呀。夜晚，虽是夏季，许是，缺少
了蛙声，而因此感觉如此空寂。繁星满天，花草摇曳生姿，
花影里少了蛙声喧阗，夜色，缺憾着天籁回声，好似一幅美
丽的画卷，因为没有背景音乐，而枯燥，空落。



忽然，一日，竟然，偶然间听到了蛙鸣。甚是欢喜，蛙鸣缠
绕在树上花草上，水上，草地上，犹似萦绕在习习风中，点
点星光里，忽隐忽现，缥缈沉醉。这蛙鸣穿帘而来，纠缠在
耳畔，似玉纤弄琵琶，江上月光明，林间花似霰。令那鸣蛙
声声，犹似玉户穿帘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花瓣沾湿衣
襟似的，粘着缕缕花香，越加的诗意。

这蛙鸣，就好似很久没有音信的老友，好似祈盼很久的纯音
乐，又好似清溪潺潺，曲水流殇。恰是悠闲地坐在山水间，
月光下，花气袭人，夏风微醺。

水边而坐，击水而歌，看着流斛随清流旋转而来。恰一杯美
酒流转花意，就漂移在面前，惊喜与欢心齐上眉梢，迫不及
待地举斛，恨不得，一饮而尽才好呢。再无谦谦之模样，再
无推让之客套了。

喜欢夏季的一阵清风，轻轻柔柔。拂面而来，洒下一际清凉。
喜欢夏季的一阵花香，徐徐飘过，筛下一缕芳香。喜欢夏夜
一弯孤月，挂檐角，淡淡无声，照人无眠。

最是喜欢那一声声蛙鸣。好似穿过夏夜的碧空，飞流之下般
的如银河落九天之势。湍急回声，幽谷音韵，丝竹管玄和鸣
出的纯音乐。又好似孩儿们课堂上，传出来的朗朗读书声。
此起彼伏，悦耳醉心。

看看天气，此刻，檐外雨声初断，淡月欲呼而出。小庭寂静，
鸡在埘，鸭在棚。牛羊栏中，人将梦里。四周静谧，夜风徐
徐，煞是一阵好风，疏弄花影，轻扫暑燥。空气里氤氲着淡
淡花气，微风里有琉璃的纯净，与剔透。

于是，轻轻掩门，唤上牧羊犬阿牧，慢慢行走。绕过小桥，
转过溪流，任意而行。不知觉，感觉忽然路是曾经走过的，
但很久没有走了吧，显得有些生疏了。两旁渐渐多出杂树，
恰是，枝头繁花时候，花色潋滟，幽香弥散。



草丛里有虫儿喓喓，树上有蝉儿嘶噪。蝉儿们，好似被白天
的太阳晃昏花了双眼，一直半似眯着。此时，一只只睁大了
双眼，拼命的嘶叫，大有震耳发聩之势。那叆叇云层，好似，
就被这嘶鸣声撕开了一隙逢罅，月儿越加明亮起来。照着花
树，山岚巉岩，溪水山道，越发神秘，秀丽而幽静。

与这，忽起忽落的天籁妙音间，突然传来一阵阵蛙鸣，似一
际江流婉转绕芳甸。又似汩汩溪流，在礁石间回溯。高起的
蛙鸣，恰是那激起的浪花飞溅，嘹亮，奔放。

想象着白昼时候，一定是山野里，喧喧乱蛙鸣，啼莺睍睆，
风光流转。若能停留在这山间水湄边，饮上一壶绿蚁新醅，
摘几颗野果子下酒，那可是，甚美，甚美呀。

加紧脚步，急走几步。来到塘边，却见，月光下，池塘四面
垂柳，依依风中。柳丝似风中飘逸的青丝，垂在池塘边，丝
绦柔垂似线。池塘中一片片荷叶，街天连地。在夏夜里，清
芬四溢，荷莲田田，笼着月白的薄纱，荷袂蹁跹。

哦，一只只绿蛙，就是躲在荷叶下，菖蒲叶下。有的，或是
蹲坐在荷叶上面，抱住菖蒲茎秆，也有在岸边蒹葭水湄里游
动。最是有的在荷叶间，跳来蹦去，甚是招人喜爱。忽一只
鸣叫，一只接一只的大叫起来。那叫声，很快就连成了片，
好似整个池塘都在震动着喧闹着。竟然扯天连地似的。

我正暗自惊叹着：原来这就是那蛙声的发源地了，一点也不
会错的。忽然一声问话：“谁呀？什么事儿，卖鱼的吗？”
接着几声犬吠。阿牧有些狂躁，我立时轻声制止：嘘，别出
声。

听到声响，立刻，蛙声戛然而止。扑通扑通接二连三，蛙入
水中的声音，树上的蝉声，草中的虫声都戛然而止了。

一个人慢慢向着池塘走来，后面紧随着一只牧羊犬。我吃了



一惊，立刻回复：“是我。这一片荷塘是你的吗？你还卖鱼
吗？”

“哦，是我的。才撒进鱼苗呢。卖鱼也卖藕呢，只是藕要等
深秋冬初的才踩藕的”来人立时回应着。

“这么晚了，一个人呢，你还真是胆子大呢。”她笑着捋着
刘海，一个很漂亮的女子，清秀而素雅，干净而利索的样子。
我也笑着指了指身后的阿牧，告诉她我非一个人。

来人止住了她家的虎子：“虎子，别叫了。还是牧羊犬听话
哈，一点不乱叫的。”月光里，越加看得她美丽超俗看，很
是让人亲近。她一见我，早已是欣喜无限，急忙往她小院子
里让着我：“快到我院里坐坐吧，刚泡下的好茶呢。别人送
给我的呢，日照绿，香着呐。嘻嘻。”

小院不大，月下越显得幽静，淳朴。一架蔷薇，花时已过，
只有绿绿的叶子，苍翠，馥郁。中有大大的池子，植满荷莲，
月光下，荷叶裙裾似的在夏风里翻动。

她微微笑着，递过一杯茶来，微笑着说：“你来很久了
吗？”

“没有，春天才来的。你住得很久了吧？”

可是呢，“好几年了。但是，养鱼也不过才几年的事儿呢。
原先这里到处都是工厂呢，什么化工厂了造纸厂了，还有印
染厂、铸造厂什么的，说起来都是污染厉害的厂矿呢。”

撮一口茶继续说：“现在都搬离了，就是不搬的也都注意环
保了。环境好了，没有污染了，又可以养鱼养虾了。我和老
公，将原来的两个垃圾场填了填，修整了，蓄上水植上莲藕，
养起了鱼虾。蛙儿自然多起来，就连各种鸟儿飞来了，嘻嘻，
真好呢……”



提着新鲜的鱼虾，举着荷叶荷花。载着满满的情谊，迤逦着
一路痴寻而来的蛙声。心情愉悦，恬淡，意足。

不由得想，来年也在庭院植起一塘荷莲，不为别的，只为听
取一片蛙鸣。

蛙鸣声声的散文篇三

窗外，抬眼望去就可以看到一片片的农田，一不小心，便拾
起了蛙鸣。

冷月静静地挂在枝头，夜色匆匆，看不透颜色，载不动水波，
缓缓地流淌着，伴着春虫蛙鸣，没有方向。蛙鸣是夜的声音，
引领你走向春的土地上，轻踏，不留痕迹，推开夜色，也就
打开了希望之门。

古风轻拂，唱响了一夜又一夜的歌谣，单调而不失韵味，只
那么不经意间低低一呤，便引来了多少历史的咳嗽，牵起了
多少人的神经与心魂。每当傍晚的落日将我包围的时候，心
里就会升腾起一股莫名的虚无与狂躁，指掌间，有千百种光
辉翻覆，变化莫测。此时，我最渴望夜色来临，谛听蛙鸣，
虽然有些寂寥，我想要的只是安静。

轻卷诗书，无数的声音在心底翻腾。谁的声音？透过夜色，
钻进我的耳膜。一声声蛙鸣折叠了多少岁月沧桑的脚迹？一
只只青蛙隐匿着，与日月星辰对视着，向着月宫中的蟾蜍，
赤裸的与大地接触，简单地鸣叫，痛苦并快乐着。

我伫立在空旷的庭院中，任凭月光洗刷，不曾言语，沉默如
潮水漫过来漫过去，只有那蛙鸣此刻才是我想要的声音，只
是人物殊途，我始终听不懂他们说着什么。然而有时候，不
懂才有距离，距离靠心来融合。一种精神，栖息在心灵家园，
等待春天，收获春天。



这样的夜晚最易挑起人的回忆，往事虽早已没必要去诠释了，
天涯孤旅，疯狂生长的只是寂寞的愁绪。我发不出任何声音，
甚至是学蛙鸣都有些困难。

传说中蛙鸣是为了获得爱情，那么今夜的鸣叫也是为此？声
音停止之日，也是爱情散尽之时？只剩下死灰般的沉寂？不
是悲哀，是无奈。

多少冰冷的声音曾回响在耳边，而此刻蛙声成了这夜晚最柔
和的亮光，城市的边缘才有的温暖与希望被我这样轻易获得，
就算是暗淡无光的夜晚我也不会觉得孤寂了。

天籁，是天籁，一声呤唱，从衍生到流离，从唱响到栖息，
感动了多少带伤的风情？精神的花瓣在平静中舒展开，我知
道，我等待了许久的`终于来到了。沉浸在蛙鸣之中，一次次
陷入静止，虚空。

这也许是春季送给我的最好礼物，在这里度过的这么多日日
夜夜，我开始了人生旅途的长途跋涉。记忆中的蛙鸣距离今
天过去竟有十多年了，十多年过去了，珍贵的是这声音还未
变，每年都有春天，生命中有感动，有启示、有觉察的春天
又有几回呢？今天的这些声音和故乡的蛙鸣一样虽万语难及，
但在明天是否还可以重新拾得？唐朝诗人贾弇曾有诗
曰：“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
”其实我想不管管弦还是其它，都与人的心情相关，青蛙它
们只管诉说，并不需要谁去聆听它们的声音。事实上，它们
的声音压迫着所有疲惫的、劳累的人的神经，让人难得有个
好休息。它们喋喋不休，滔滔不绝，它们要在美丽的春天就
要说出人世间所有的秘密，包括生命的永恒和岁月痕迹。只
是从来没有人会过多的关注它们的真实含义，只是我清楚地
记得，在汉朝的绘画上，蟾蜍一直是以神话形象而存在，备
受人们的崇拜！

也罢，不管了，怀抱着一丝宁静，在细节中回味与谛悟，我



且安然睡去。

蛙鸣声声的散文篇四

人到中年，重新走进祖母居住的村庄，心中有一种难以言传
的感觉。

麦收之后，老舅有了空闲，面对我这不速之客，透着一股久
别重逢的亲昵。毕竟，我的童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这个依
山傍水的村子度过。

久别不识旧时路，山村已是旧貌换新颜。“这里不是有个水
塘吗？”我问老舅。“那是哪辈子的事了！”老舅笑
道，“算你小子有记性，还没忘记小时候的蛤蟆湾。”

沧海变桑田究竟需要多少日月轮回，没人能说得清。而作为
一个人的生长之地，其变化却又常常叫人始料不及！谁能想
到，短短二十年，山村奇迹般崛起了我儿时做梦都不曾有过
的楼群？当年蛙声震天响的去处，竟然高楼林立街道平
展――当人们的怀旧情愫被美好的生活嬗变所冲淡，就会萌
生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怅然，也有庆幸；有失落，更有惬
意！

蛙鸣声声的散文篇五

在我们的星球上，在我们生活的大自然中，有许多奇妙而独
特的声音，会引起我们人类听觉的兴趣，给我们的感官带来
意想不到的愉悦。如渔民喜欢听涛声，猎户喜欢听兽嗥，农
民喜欢杜鹃啼血、布谷催种，诗人钟情百鸟啼鸣、风萧虫吟，
古往今来听出门道的人还真不少，公冶长能知百鸟之言，瞎
子阿炳能将《听松》的感觉寄予胡弦，东坡坐亭闻雨，黄哲
倚蓬听雪，王摩诘一支画笔勾出雨打芭蕉的微妙音韵，朱自
清神来之笔描出雨滴残荷的天籁妙音。最荒唐要数“建安七
子”之一的王粲，一生竟然对驴叫情有独钟。这真是人生听



觉的享受，实在各得其趣！

笔者自幼生在乡下，除了对柳浪闻莺、鸡啼犬吠如痴如醉之
外，最大的嗜好莫过于听蛙鸣。有许多人听到夏夜的蛙声无
动于衷，甚至听你谈起蛙鼓的音乐魅力和美，感到不以为然，
觉得这种声音呆板单调，没有旋律，无美可言。而我委实对
这些低等而丑陋的.小生灵的歌唱百听不厌，这与我从婴儿时
代起就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而又一直爱好自然有关，在我看
来，田间池边的蛙鸣虽则单调，但听久了就会产生奇妙的乐
趣，它能使我心中充溢一连串有关夏天的联想，浓浓的乡音
勾起人思乡的感觉。

我家附近的大场边，有一条间歇性的小山溪，溪水下方有一
个人工挖成的池沼，每当雨季来临溪水汇入池中，你都能在
这听到青蛙有趣的混声合唱。一个夏天的黄昏，暴雨刚止，
蛙声如潮，我为这天籁妙乐引领，信步池边观蛙，只见大小
足有百只之多，只只藏尾露头伏在浅水池边，赤背隆圆，肚
大如鼓，劲颚处薄薄的白色声囊一吸一鼓，卖力而忘情地唱
着，那场面真叫人翘指乍舌。看了多时，我情不自禁地捡起
一颗石子掷于水中。水石相激的声音使蛙鸣戛然而止，有几
只老年的蛙迅速潜形于水底，但不消一分钟，又恢复了聒噪
喧闹。

据笔者观察青蛙大多喜欢月色融融的晚上，温暖夏夜的池塘
是它们理想的竞歌场，一旦它们动了豪兴，那是会把“黑夜
唱破的”。试想想，这样的夜晚，月明如昼，蛙鼓池边，坐
在一棵岸柳下，静享月色，独闻妙乐，灵魂在空灵中悠走，
躯壳在禅境里打坐，亦真亦幻，亦人亦仙，那感觉真是绝妙
得很！那些终日被钢筋水泥困在笼中作困兽状的人怎会有此
等享受呢。

不幸的是现在有许多人，吃厌了山珍海味，五禽六兽，竟然
把嘴对准了这些弱小的生灵，蛙们摆上了星级宾馆和寻常百
姓的餐桌，据他们讲：蛙肉滋阴补肾，还会加强发育程序。



因此许多乡下人追银逐利，常在夜间提灯背篓，携刀执叉，
涉足稻田洼地，捕捉青蛙，向城市兜售，谋取暴利，全不念
蛙族捕捉害虫，是人类的朋友和功臣而生怜悯之心，牺牲无
辜，填充口腹，实在是图财害命的不义之举。笔者以为；一
顿蛙内的价值，远比不上拨动心弦的蛙调来得高，来得实在。
那是足以牵动情怀，引抒胸臆，激励你热爱自然，热爱生活
的美的呼唤。

天地之精英，虚渺的灵气，原在宇宙间与人和谐相处，这是
造物结成的完美的生物链，它表示着生命的神秘和自然的美
好。试想：假如世上没有了这些多姿多彩的歌者，那么这夜、
这自然的曲谱是何等苍白，人类将何以排遣那空虚浮躁的情
绪呢？因此，在我们的记忆中可以泯灭消亡许多东西，唯独
这纯真自然且独特的蛙鸣不可忘却。

蛙鸣声声的散文篇六

在我们家乡，每个村落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水塘。我家居住在
水塘边。夏天雨后的夜晚，我总是伴着蛙鸣，做着青蛙王子
的美梦酣然入睡。清晨，我总是被美轮美奂的蛙鸣唤醒。

七月的家乡是多雨的季节，炎热的三伏天闷热的让人透不过
气。善解人意的雷公电母，在疾风的吹拂下，把黑压压的乌
云召集在一起，擂起隆隆的雷鼓，亮起一道道闪电，似如一
把把利剑，把琼宇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雨水如瀑布般顺着农家屋檐的瓦口飞流直下。瞬间，小院的
水满了。雨水从小院流淌到胡同，然后从胡同沿着街道随着
由高就低的趋势，流到了乡村的水塘。天地间悬挂起了一道
硕大的水帘。刹那间，整个村庄成了水的世界。一场急雨过
后，空气变得凉爽了许多，人们的心情也舒坦了许多。

“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咕-呱、咕-呱……青
蛙总是在夜阑人静时，伴着徐徐柔风，鼓腮而鸣。先是一只
青蛙吹响了“集合号”。接着，成百只蜗居在水草丛里的青



蛙们不约而同地钻出来，朝着满天星斗的夜空，放纵歌喉引
吭高歌。咕-呱、咕-呱，你一声它一声，高一声低一声，蛙
声响成一片，给宁静的夜带来无限的遐思。青蛙是自由的，
想唱就唱，偶尔有两声不合群，也不会出现分歧。它们是不
需要指挥的，歌声却极富节奏和韵律、自然而美妙。你听！
东边蛙声起，西边蛙声落，好一曲绝美的自然界天籁之音。

我生在农村，长在乡下。每逢蛙鼓如潮的季节，我总是怀揣
一颗虔诚的心，带着禅意和虚静，去寻觅、去聆听、去欣赏
水塘里成片的蛙声。

每年春暖花开时节，春旱少雨，随着气温日益转暖，近乎干
涸的水塘里，浮着一大团一大团的蛙卵，粘附在水草上。接
着，这些蛙卵竟然转换成了可爱的小蝌蚪，好像一个个小逗
号，他们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耍；不几日，又长出了四肢，
褪去了尾巴，衍变成了一只只青蛙。随着雨季的到来，水塘
里的水逐渐增多起来，这里成了青蛙的乐园。“独坐池塘如
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青蛙如若飒爽英姿的将军站在荷
叶上，仰望蔚蓝的蓝天，放开嘹亮的歌喉尽情欢唱田园之歌。

“青草池塘处处蛙”，迷人的夏日恬静夜。习习的凉风，飘
逸着泥土的芳香，流动着乡村旷野的气息，透过窗子飘进寒
舍。温馨的夏夜，置身榻上，静心聆听声声蛙鸣，别有一番
意境。人的心灵和生命是与蛙鸣息息相通的，缺少蛙鸣的夏
天，如同没有月光的星空；缺少月光的星空，如同缺少女人
或男人的家。农家人的家是一个简朴的家，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平平安安。在蛙声的催眠下，家乡人沉浸入蛙鸣之玄妙
禅音中，享受着淡然如水、闲适如风的生活，生命里洋溢着
安逸、喜乐、灵动和光明。

我置身于这醉人的蛙鸣中，用灵魂悉心地感悟辛弃疾这
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此时静听蛙鸣，且
是一种享受，一种平淡归真，回归自然，享受农家生活的喜
悦。我怀揣一颗农家人的赤诚之心，以一株谷苗、一棵玉米



秧的淳朴之心，虔敬地祈福家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幸福
的日子幸福过。

蛙鸣声声的散文篇七

在我们的星球上，在我们生活的大年夜大年夜天然中，有很
多奥妙而独特的声音，会引起我们人类听觉的兴趣，给我们
的感官带来意想不到的愉悦。如渔平易近爱好听涛声，猎户
爱好听兽嗥，农平易近爱好杜鹃啼血、布谷催种，诗人钟情
百鸟啼鸣、风萧虫吟，从古到今听出门道的人还真不少，公
冶长能知百鸟之言，瞎子阿炳能将《听松》的认为寄予胡弦，
东坡坐亭闻雨，黄哲倚蓬听雪，王摩诘一支画笔勾出雨打芭
蕉的奥妙音韵，朱自清神来之笔描出雨滴残荷的天籁妙音。
最荒诞要数“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生平竟然对驴叫情有
独钟。这真是人生听觉的享受，其实各得其趣！

寰宇之精英，虚渺的灵气，原在宇宙间与人调和相处，这是
造物结成的完美的生物链，它表示着生命的神秘和天然的美
好。试想：假如世上没有了这些多姿多彩的歌者，那么这夜、
这天然的乐谱是多么惨白，人类将何故排遣那空虚浮躁的情
感呢？是以，在我们的记忆中可以消费灭亡很多器械，唯独
这纯粹天然且独特的蛙鸣弗成忘记。

我家邻近的大年夜大年夜场边，有一条间歇性的小山溪，溪
水下方有一小我工挖成的池沼，每当雨季光降溪水汇入池中，
你都能在这听到青蛙有趣的混声合唱。一个夏天的傍晚，暴
雨刚止，蛙声如潮，我为是日籁妙乐引领，信步池边不雅不
雅蛙，只见大年夜大年夜小足有百只之多，只只藏尾露头伏
在浅水池边，赤背隆圆，肚大年夜大年夜如鼓，劲颚处薄薄
的白色声囊一吸一鼓，负责而忘情地唱着，那排场真叫人翘
指乍舌。看了多时，我不由自登时捡起一颗石子掷于水中。
水石相激的声音使蛙鸣戛然而止，有几只老年的蛙敏捷潜形
于水底，但不消一分钟，又恢复了聒噪闹热热烈繁华。



据笔者不雅不雅察青蛙大年夜大年夜多爱好月色融融的晚上，
暖和夏夜的`水池是它们幻想的竞歌场，一旦它们动了豪兴，
那是会把“黑夜唱破的”。试想想，如许的夜晚，月明如昼，
蛙鼓池边，坐在一棵岸柳下，静享月色，独闻妙乐，魂魄在
空灵中悠走，躯壳在禅境里打坐，亦真亦幻，亦人亦仙，那
认为真是绝妙得很！那些终日被钢筋水泥困在笼中作困兽状
的人怎会有此等享受呢。

笔者自幼生在乡间，除了对柳浪闻莺、鸡啼犬吠如痴如醉之
外，最大年夜大年夜的癖好莫过于听蛙鸣。有很多人听到夏
夜的蛙声无动于衷，甚至听你谈起蛙鼓的音乐魅力和美，认
为不认为然，认为这种声音去世板单调，没有旋律，无美可
言。而我委实对这些低等而丑恶的小生灵的歌唱百听不厌，
这与我从婴儿时代起就跟大年夜大年夜天然生活在一路而又
一贯爱好天然有关，在我看来，田间池边的蛙鸣虽则单调，
但听久了就会产生奥妙的乐趣，它能使我心中充斥持续串有
关夏天的联想，浓浓的乡音勾起人思乡的认为。

不幸的是如今有很多人，吃厌了山珍海味，五禽六兽，竟然
把嘴对准了这些弱小的生灵，蛙们摆上了星级宾馆和平常庶
平易近的餐桌，据他们讲：蛙肉滋阴补肾，还会加强发育法
度榜样。是以很多乡间人追银逐利，常在夜间提灯背篓，携
刀执叉，涉足稻田凹地，捕获青蛙，向城市兜售，谋取暴利，
全不念蛙族捕获害虫，是人类的同伙和功臣而生恻隐之心，
就义无辜，填充口腹，其实是图财害命的不义之举。笔者认
为；一顿蛙内的价值，远比不上拨动心弦的蛙调来得高，来
得其实。那是足以牵动情怀，引抒胸臆，鼓励你酷爱天然，
酷爱生活的美的呼唤。

蛙鸣声声的散文篇八

最近看到一篇关于蛙鸣的文章，心生感慨，脑海中突然涌现
出诸多儿时的生活碎片，因为曾经许多无数个烦闷的夏日，
每晚都是蛙鸣伴我入眠!



那时的我们都早早的睡觉，人虽躺在床上，但耳朵依然如兔
子般警觉，万籁俱寂的夜晚，不同的声响冲击着耳膜，首先
是砖缝，墙角或草丛里传出的蛐蛐低鸣，那“嘟嘟”声清脆
悦耳，委婉动听，很有穿透力，我好像看到它们昂着头振动
着如薄纱的羽翼，那样子好开心!

是啊！感受蛙鸣其实更多的还是怀念当初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