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听听那冷雨读书笔记(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听听那冷雨读书笔记篇一

给你的情人写一封情书，让爱情升华成最美的烟火！

作者：简方婷(jianfangting@)

将近下班时，天空飘起了雨丝，手机及时地响了起来，是琳
温柔而不失坚强的声音：“今天我在妈妈家住了，你一个人
吃饭吧。”我无聊地应着。也罢，反正回去也是一个人，不
如在公司多待会儿吧。于是，回到桌前，重新打开电脑。

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干了四年，日子长得连我自己也要诧异。
也许这就如同我和琳的婚姻，一切已经成为了习惯。

抬眼望了望天空，雨开始大了起来。不由地一个名字涌上心
头―“听听那冷雨”。

也是一个微雨的日子，因为无聊，我打开了一个聊天室，看
着屏幕上一个个陌生的id，一句句跳动的情话，不由哑然。忽
然，一个id 映入我的眼帘“听听那冷雨”，啊，余光中的美
文呐。

于是，我用网络上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套瓷方式，向他或她
（我当然希望是她）打了招呼。

我是猫to听听那冷雨：“好有诗意的名字呀！”



听听那冷雨读书笔记篇二

进展顺利。接下来，我们就谈起了余光中的文与诗。

她是女孩，在这一点上我比较相信自己的感觉。

后来，是一个客户的电话，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于是互留e
－mail告别。

在那之后，因为工作忙了起来，那个美丽的邂逅也就忘个一
干二净。

再遇到她是在社区的一个版块：青春。在那看到了她的帖子：
《哎呀，灰姑娘》她写到：

“ 第一次见到灰姑娘是在童话中。我想从小红帽到白雪公主、
灰姑娘，大概是每一个女孩的儿童必读。从此无数个灰姑娘
站了起来，从此无数个关于或白或黑的王子的梦诞生了。我
亦不例外，想当然地把自己看作灰姑娘。可是，慢慢长大，
发觉自己同美丽、善良、勤劳的灰姑娘实在相去甚远。于是，
就不再奢望水晶鞋，安心地穿着我的皮鞋、布鞋、塑料鞋，
等着我的男孩。

第二次记起灰姑娘，是在大学时。某次，班上一位男生唱起
了郑均的歌，歌词和名字全不记得了。只有那“我的灰姑
娘”五个字伴着忧伤的旋律，时时回荡在耳边。还记得平素
很严肃的男生唱起这五个字时的满脸的温柔。哎呀，美丽的
忧伤的灰姑娘，你曾打动过多少人呐！

感动之余，不免猜测，是不是每个男生在说起这五个字时，
都有一种当上王子的满足感？恩，姑且命名：‘灰姑娘情
结’！呵呵，是不是该申请专利呀！

献给灰姑娘，永远的灰姑娘！”



透过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她灵动的双眸。于是，我给她去
了e－mail。

彼时，我与琳的恋情正跨入第三个年头。琳是一家外企的公
关。不用说美丽得妖娆，性格更是温婉大方。我们同居二年
了，彼此熟捻得象一本翻旧的.书。我不知道自己还缺什么，
但在夜深人静时，我总爱走到阳台上，静静地抽上一只烟,就
那么一言不发望着夜色斑斓！我想：我是为了寻找孤独！

冷雨给我回了信。由此，我很感谢余光中，因此对他的喜爱
更加一分。

我问她：“找到你的男孩了吗？”她说：“曾经有过，但我
觉得他不是那个我要等待的人。”“是你的要求太高
吧？”“也许吧。但真爱容不得任何马虎。我不希望因为一
时的妥协，而失去了一生中的最爱！”看着屏幕上那几行浅
蓝色的字，我忽然有一丝悸动。我的良知告诉我，放弃吧，
不要伤害一个好女孩。我的感情却毫不犹豫地打出了：“那
你看我是不是合适人选呢？”她呵呵一笑。女孩总是这样在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就装傻。这是网络泡妞的哥们的绝对心
得。于是我继续逗她：“默认了，是吧？”但她却很认真的
回答：“我不知道，我能感觉到我们有某些类似。也许因为
是在网络上，才使我们彼此能够除掉戒备之心。希望你不要
骗我。”于是，我快马加鞭，热烈地说：“冷雨。知道吗，
第一次看到你的id，我就对自己说，这一定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喜欢冷雨的女孩可不多）。如此美丽的名字必有一颗美丽
的心灵（网络上的女孩未必漂亮，所以你若夸她美丽，说不
定会马屁拍在马蹄上。但你若说她有一颗美丽的心，那即使
是东施也会受用的），所以我一定要认识她。”曾经有人说
过女人是用来骗的，说明女人很好骗，何况是单纯的女孩？
于是，我的冷雨很快在我的甜言蜜语的攻势下投降。接下来
的日子是甜蜜的，于我、于她。于是每晚在阳台上待的时间
就更长了，使得从不注意小事的琳也直问你怎么的了，公司
出问题了？我无语，只是作势皱皱眉，一幅沉思的样子。琳



也就不再问了。冷雨来自一个美丽的城市―厦门，每次读她
的e－mail，我都能够感受到海风袭面，她说：“我最喜欢在小
雨淅淅沥沥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到海边，即使是小雨海风也
是很大的，但也只有那个时候海边是寂静的，只有那个时候
我才能更真切地听到雨的凄切、雨的缠绵、雨的忧愁。雨是
寂寞的，我想，同我一样。这个世界上只有寂寞的灵魂才能
安慰寂寞的心灵。可是，我有了你，所以现在我会时常对雨
说起你，让它分享我的快乐。猫，在这个世上有个人可以思
念真是一种幸福，不是吗？”读完她的信，我深切地感到，
那小雨已打湿了我的世界。“冷雨，有人说原本人都有两个
脑袋，四条腿，所以人很聪明。有一天，上帝看不惯了，就
把人从中间分开，一半扔到南，一半扔到北。所以每一半只
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想，我很幸
运找到了，在有生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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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那冷雨读书笔记篇三

雨是感性的`。丝丝润物却并不无声。听听，雨落在树叶上的
沙沙声，青草池塘的处处蛙鸣。而我们身处城市之中，这些
天籁之音，不是用耳朵去听，而是用心。

雨是传递信息的使者，是上天派她给大地带来问候。滋润土
地，散发出阵阵清新的泥土芬芳。

听听，诗人笔下的雨的形态。“好雨知时节”是春雨如油最
好的诠释。“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在秦观笔
下雨又被带上了丝丝的愁。“清明时节雨纷纷”对已故亲人
的祭奠，雨又带上了一层伤感的色彩。

下雨也许是睡觉的好时候，但我认为这是浪费。站在阳台上，
窗外的景色，不外乎是那些隐天蔽日的楼房。唯独雨能够轻
巧地穿过楼间的缝隙坠落下来。霎时间粉身碎骨，遁入土中，



只留下一个印迹。

在屋中观雨是不过瘾的，走入自然中，任纷飞细雨打在脸上、
肩上、发梢上。树上、天空已看不到鸟儿的踪迹。路上的车
渐渐少了起来。行人的脚步加快了。天地一片寂静，唯
有“嘀嗒”雨声。

长廊观雨又别是一番享受。听，那雨滴打在石阶上的声音，
打在檐上的声音，打在草丛中的声音。如果此时在加上池塘
蛙鸣。简直就是一曲超自然的交响乐。洗涤人的灵魂，净化
人的心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雨洗落城市的喧嚣，洗去游子一身的归尘。

听听，那冷冷细雨打入心中，映入眼中。

听听那冷雨读书笔记篇四

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雨是女性，应
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
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
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
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
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
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
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
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
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
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
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
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
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



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荡气回肠。一瞬间，我在南洋的岛屿上失去了意识，恍然回
到了烟雨的江南，我的家乡。幼时的幻境、去年的记忆，有
相隔千年之感，如今回味，竟如太浓的酒香，叫人迷失了自
己，丢掉了魂魄。

大家的一行墨，就是十年功。

世界上没有一样学问是不值得钻研终生的。即使钻研终生，
又怎么够呢?

不认清自己的才华，是暴殄天物。而让自己那一点点天赋发
挥出来，又怎是轻易之事?此间辛苦，吾辈断未尝过;却自鸣
得意，实在可鄙。

今晨又雨。

听听那冷雨读书笔记篇五

《听听那冷雨》是著名诗人余光中的散文作品，这篇散文抒
写的是深深的思乡情绪。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
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
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
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
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
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
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



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
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
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
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
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
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
孺慕之情吧。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
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
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
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
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
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
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
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
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
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
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
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
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
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
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
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
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
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迭
迭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
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
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
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



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
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
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
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
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
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
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的黄冈，破如椽的大竹
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
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
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
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
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
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
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
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
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
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
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
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
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
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
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
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
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
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
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
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幺说，一片瓦说千亿片
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



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
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
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
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层海底的热浪
沸沸被狂风挟挟，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
下，整个海在他的蝎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
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
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
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
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便弥湿旧式的庭院
了。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
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
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
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
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
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
舔舔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
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
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
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
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
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
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
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
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
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现在只剩
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夫工也去了。曾经在雨夜，
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
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
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
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
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
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
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料伞上，将骨
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
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
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
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
把年轻的长发的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
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
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
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
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
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
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
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
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
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
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座无瓦的公寓在巷
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
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听听那冷雨》赏析

余光中认为，散文是一种具有知性美与感性美的文体。所谓
知性，就是知识见解。



“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

1“所谓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
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
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

2“许多出色的散文，常见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
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在两者之合，非两者之分。”

3余光中的散文理论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后的创造性思考，
也是他自己创作实践的总结与理性提升，而他的散文创作是
他的散文理论的优秀实践。他是把他的智慧才华、丰富情感
自然融合在他那极具创造力和表现力的文辞中的。几乎可以
说，他的每一篇散文都能给读者—个惊喜。正如他自己所说
的，“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读他的散文，我们便
借助文本而认识了余光中。《听听那冷雨》就是这样一篇最
能显示出作者才华和风格的代表作品，也是一篇“感性十
足”而又充盈着灵性与智性的散文精品。

余光中先生是华夏子孙的骄傲。他用那“汉魂唐魄锻炼而成
的中文”抒写他“对中国之爱”，把散文写得像诗一样深情，
像诗一样美。本文采用散点铺排的结构方式,立体建构起朦朦
愁云与绵绵雨幕。

从平面铺展的广度看，文本是从台北的长街短巷“凄凄切
切”的“风里雨里”，“走入霏霏”，“想入非非”，想
到“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的江南，想到江南的杏花春
雨;想到那叫赤县神州的那片土地，“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
必然长在”。还想到了美国的丹佛山，落基山。那落基山的
胜景“在石，在雪”，在红的土，白的云。“不过要领
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中国”。

从纵深拓展看，作者透过迷濛烟雨，想起了宋代米芾父子的
山水画、王禹偁的听雨屋，到整个的一部“黑白片子”的中



国历史，似乎是“从片头到片尾，—直是这样下着雨的”。
还有从“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
云低”;写到白发桑榆，“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
子串成”的一部人的生命史。还有这人生与祖国的一部情缘
史，“十年前”，“二十多年前”，“四分之一世纪”的分
离与牵挂……作者采用大跳跃、大跨越的置景方式，将愁情
与雨景，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目前与联想交融交汇，传达
出作者那“春雨绵绵”、“秋雨萧萧”般的离愁，以及
如“天潮潮，地温湿”的伤感。让人读来也真真切切地感觉
到那“冷冷的”雨、“湿漓漓”的魂和那“热浪沸沸”的情。

读《听听那冷雨》，不仅会使你动于心，而且会让你感于形，
爽于口，悦于耳，极富感性体验。本文最见特色的另—种美
质就是创造了一种语言美的极致。

一是利用汉字特有的声韵特点，造成一种极富音乐感的音韵
美质。他用新奇大胆的叠词组合,写雨形、雨态、雨声、雨情,
“淅淅沥沥”，“淋淋漓漓”,“清清爽爽新新”。“雨敲在
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写得情意缠
绵，音韵缠绵，读起来特有韵味，品起来也特有情味。创造
性的叠词连绵把一个“雨”字，从形到意到神，描画得遂情
遂意，融情融意：“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
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把“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都寄托在这特能代表
汉字美质的“雨”字上。作者还巧妙地建构一种谐音辞
格，“风里雨里,走入霏霏，想入非非”,“隔着千山万山，
千伞方伞”，形成妙手天成的意韵效果。将“凄凉、凄清、
凄楚、凄迷”这样的近义词连用，也使得词意的传情效果特
别细腻、深切。“嗅嗅、闻闻、舔舔”这种感觉借移手法的
运用，这样一种特别的词语设置，看似无理，却特有情，都
使语句产生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二是诗化的言语描述方式，更是创造了一种醉人的意境美。
或将概述性语言形象化造成意境，“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



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
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或用拟喻描述，把
实景虚幻化,构成美妙诗境，以寄托缠绵诗思。“雨来了，最
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座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
敲打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
柔婉与亲切。”或借用，或化用古诗词入文，也使得文中凭
添几分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