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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
今天看书，上班，吃饭，但这都没什么意思，下午

去逛超市才有趣。我推开大门厚厚的门帘，发现里

面人很多，外面冷风阵阵，这里就像是培植花卉的花

房般温暖，蔬菜水果五色盎然，零食酒品锦绣灿烂。

我想买甜品、蔬菜和牛奶，虽然计划是这样，但我看

到好吃的就想买。

在水果柜台，有各样品种的桔子，它们看起来模

样迥异，可它们都是亲戚。为了获得更好的滋味、口

感，人们改变着它们的基因。一个水果柜台能体现

农业科学的发展程度，它们的价格也能标明这座城

市的消费水准。

水产柜台就是一个水族馆。庞然巨大的皇帝

蟹，弓着身子游泳的虾，静静吐着斧足的蛤蜊，它们

带着海洋最后一缕气息，谦逊地包裹着鲜嫩的肉体，

完全看不懂我俩贪婪的眼神。

主食摊位上暄腾的馒头，如刚出浴的胖姑娘，浑

身散发着热气。蔬菜们鲜嫩水灵，像刚刚从菜园踏

青归来。酸奶乳酪洁白软糯，须臾就要攻陷人的唇

齿。这个超市是食物的派对，是美味的狂欢，是太阳

热量转化为食物能量的中转站，为光临这里的人群

供应脂肪、蛋白质和维生素。

我买了一袋食物，结束了这一趟活色生香的旅

行，回家延续生命去。 （王川）

3月 5日
今天下午，我来到滦南县图书馆当志愿者。工

作 人 员 简 要 给 我 介 绍 了 一 下 志 愿 者 主 要 服 务 项

目，有接待咨询、图书借阅、书籍加工及排架等工

作 。 听 明 白 这 些 ，我 心 里 暗 想 ，一 定 通 过 当 志 愿

者，把对图书的热爱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决定，在

志愿服务工作中，即提高服务水平，又要抓时间多

读书，让志愿服务事半功倍。我先大致了解了一

下馆内图书的分类，各类书籍的摆放规律，熟悉了

一下借阅过程中操作的流程。感觉心里有数了，

就拿了一本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读起来，边

读边观察着进馆人员的动向，以便及时服务，满足

他们的需求。半天下来，我不仅获得了对新岗位

的体会，还阅读了自己喜爱的图书。这种在书的

海洋中遨游的感觉真是爽啊！

（刘红娟）

3月 5日
今日惊蛰。北方的惊蛰室外是没有风景的。雷

鸣虫动也许是有的，但那是在内里暗暗发生的。但

室内的花朵总归会展现出一点春意，以安抚人们盼

望春归的心。这才发现，每年惊蛰我办公室的吊兰

都会开花。虽小小的一朵，却也洁白精致。

前两天朋友在杭州看兰花展，发了好多不同品

种的兰花，据说有的价值百万，小小的房间里保安

七八个，比花盆少一点点。想起越调《兰花吟》唱

的“不与牡丹争华贵，不与桃李共春风，不像杨柳

随风摆，不学那飘来荡去的小浮萍，平凡之中显高

洁，花中君子得雅名”，不知兰花们自己之间这种

“竞风流”“夺金奖”，是否已经违背了从空谷出山

的初衷呢？当然，兰花们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就

算有，在它们被植入各式高档花盆的那一刻，也不

再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了。花或许仍然是君子之

花，但风骨却是以人之好为好，变得可以用明确的

金钱价值来衡量了。韩愈在《幽兰操》结尾说“君

子之伤，君子之守”，兰花们的境遇似乎无论如何

也无法与“伤”相联系吧，但愿兰花们无“伤”也可

守住原本的君子之道吧。

一位妹子说吊兰也是兰，虽有些牵强附会，本也

可因为一字之同而假装是远房亲戚，以慰我怀。可

我爱较真的毛病又犯了，搜索一圈后发现吊兰居然

是舶来品，它也算是“洋妞”落地扎根成土著的典范

了。只是不知道当年它的母国是否也因此而获得了

物质上的收益。无所谓了，惊蛰有花，已是幸事。

（常华）

3月 8日
今天是妇女节，我们姐妹四个约好中午一聚。

在餐馆外等位时，我左右一顾，大多是女生。等叫到

我们的排号，进入里面就座后，再环顾，周围餐桌坐

的绝大多数是年轻女孩们。餐厅环境很雅致，是江

南水乡的设计主题。客人进来要走过一座座石桥，

桥下是漫漫春波流水。我们的座位就在桥边，桥边

虽然没有红芍药，但河水之上有小船，船上坐着几个

女生。温暖的灯下，她们面容和煦，轻声交谈着，笑

意盈盈。在今天这个午间，我们和其他女生一样，放

下工作和身上生活的担负，只来吃一顿饭，只来和朋

友谈天说地，只来当一天自己。我们几个人，都是心

地纯粹的人，虽然鬓边染有风霜，衣衫难免压上皱

褶，但是没有长出戾气和俗气，还能用眼神中的星星

照亮彼此，真是让我心生欢喜。

（柳边）

微 生 活微 生 活

西安是一部读不透的古书，从秦汉到

盛 唐 ，这 里 激 荡 着 中 国 历 史 的 黄 金 时 代 。

触摸古韵遗风，感悟汉唐文化，是我少年时

的梦想。甲辰龙年春节假期，我终于踏上

这片魂牵梦绕的热土，在人潮拥挤的喧嚣

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寻觅内心深处

的宁静……此心安处是长安！

一步一景觅古韵

古城西安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象征。气

势雄伟的古建筑，厚重沧桑的古城墙，加之

丰富多彩的新春灯会，白天庄重大气，夜晚

华 灯 璀 璨 ，流 光 溢 彩 ，随 处 能 触 摸 汉 唐 风

韵。作为十三朝古都，这里处处有故事，处

处皆风景，徜徉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实在

是读不尽，欣赏不完。驻足每处，皆可尽情

抒发思古幽情。

品读厚重的西安，需要慢下来用心读。

这里能真切感悟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城市

规划科学，古建筑遍地，街宽路直，方向感明

确，即使是阴天，也不用担心迷失方向。乘

坐地铁出行非常方便，可以抵达绝大多数景

点。无论是漫步街头，还是游览景区、逛超

市，经常会遇到身着唐装汉服的年轻人，有

的与游客擦肩而过，有的与游客讨价还价卖

东西。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在表演，而是融

入生活常态。当然，也有特意体验唐装汉服

的游客穿梭在古建筑之中。盛唐元素深刻

在诸多细节里。我乘坐地铁，不仅注意到地

铁站墙壁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大唐人物浮

雕，列车悬挂的把手上也标有唐诗。

西安五日，天气多为晴好，偶遇阴雨，但

丝毫不影响游览兴致。夕阳下，漫步古城

墙，触摸沧桑斑驳的青砖，倾听千年前的战

鼓声。随着人流缓步前行，城墙两侧偶尔传

来身着唐装的卖货郎的吆喝声，与游客讨价

还价，宛若穿越到盛唐长安街头……夜幕降

临，古城墙上新春灯会流光溢彩，人声鼎沸，

尽管交警、安保人员采取单行限流等措施，

但有时还是堵得挪不动步子，来自天南海北

的游客兴致依然浓厚。

登上钟楼、鼓楼，惊叹于古人的建筑智

慧。眺望繁华街头，凝眸历史深处，无论是

夕阳下还是璀璨的华灯下，亦实亦虚，宛若

穿越到大唐……漫步大雁塔广场，在玄奘的

巨型雕像前，我品读坚韧与虔诚。登上大雁

塔，我感悟佛学的博大精深。七层楼阁塔逐

级 而 上 ，空 间 越 来 越 狭 窄 ，心 胸 越 来 越 开

阔。纵使读不懂塔内珍藏的碑文与经文，但

登上塔的最高层依然可以慢慢感悟“万古长

风，一朝风月”的超越境界。

古今交融续文明

大唐不夜城步行街更是将大唐元素推

向极致。这里是光的海洋、人的海洋。

当晚入住宾馆后就慕名来到大唐不夜

城。已是深夜，不夜城依然人流涌动。从慈

恩西路南行，一排排树枝上悬挂的诗句在灯

光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一组组形态各异

的大唐人物雕像将人们带入一千多年前的

长安不夜城。无论李白写的“天生我材必有

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还是刘禹锡写的“种

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在动感十

足的音乐中，我们可以尽情与“大诗人”互

动，咀嚼儒家文化。一位来自佛山的小伙子

与李白扮演者对诗，“李白”说上句，小伙子

接下句，对答如流，持续足有数分钟，过往游

客不住竖起大拇指。由于第一次游不夜城

已是深夜，时间仓促，我又冒雨重游不夜城

步行街，在喧闹中寻找读书阁里的宁静。

在大明宫遗址公园，没有城楼上的拥

挤人群，正适合寻踪古迹。自然风光与人

文古迹水乳交融，看着一件件珍贵的出土

文物，我眼前浮现出教科书或影视作品里

的画面。傍晚，参观露天古长安微缩景观

图，天空突然飘起小雨，驻足景观图前，俯

瞰整个“长安城”，想起杜甫赞誉唐太宗李

世民的诗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作 为 封 建 君 主 ，李 世 民 政 治 思 想 难 能 可

贵，他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

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以此自警，

道 出“ 贞 观 之 治 ”的 深 层 次 内 涵 。 他 希 望

大臣“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正是他的

开明与气度，贞观朝涌现出诸多敢于直谏

之臣，如名臣魏征，善谋的房玄龄，能断的

杜如晦……我顿悟，一个文明与自信的社

会，离不开包容与开放。

离开西安前最后一天，天气阴沉且降

温 ，空 中 弥 漫 着 雾 霾 ，但 我 还 是 游 览 了 华

清 宫 。 这 里 不 仅 拥 有 骊 山 雄 伟 的 自 然 风

光 ，更 有 唐 明 皇 与 杨 贵 妃 的 爱 情 故 事 ，还

有民族危亡之际震惊世界、影响历史走向

的“西安事变”遗址。我不顾旅途劳累，详

细参观华清池、“西安事变”遗址，而且还

登上骊山顶峰烽火台，再次感悟古城的厚

重历史文化。

六夜五天的行程，游览一般的城市时

间 应 该 非 常 充 裕 。 尽 管 乘 坐 地 铁 非 常 方

便 ，但 还 是 无 法 做 到 古 人“ 一 日 看 尽 长 安

花”的潇洒。由于假期游人太多、预约门票

不便、住宿出行缺乏详尽规划等因素，我只

是匆匆感悟汉唐遗风，连秦兵马俑、西安事

变纪念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华山景区都没

来得及去。

西安的历史是半部中华史，秦始皇统一

六国后的诸多开创性举措，奠定了中华民族

大一统文明延续的深厚基础。汉唐创造出

来的文明惊艳世界，文化影响至今。我注意

到，西安很多街道种植柏树，彰显这座古都

冬日的生机与不朽魅力。

此心安处是长安

今年是我春节假期首次远行，我选择西

安不仅是因为古城独特的魅力，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是内心深处的西安情结。

也许是年少时读了很多隋唐连环画故

事，中小学生时代背诵了太多唐诗，大学时

代喜欢唐宋文学。自己对西安一直有一种

挥之不尽的情结。西安之行，我不仅触摸到

汉唐古韵，品尝到美食，也体会到西安人的

朴实与文明素质，唤醒诸多过往记忆。漫步

古城墙，置身流光溢彩的新春灯会中，我想

起读初一时元宵佳节第一次在迁安县城观

赏花灯的情景；途经西安体院，我想起自己

采写从这里走出的运动员；途经武警工程大

学，我想起在这里读书度过青春最美年华的

王成龙烈士；途经陕西省作协，我想起那年

盛夏边打工边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著名作家

陈忠实的《白鹿原》。陕西师范大学更是给

我留下难忘的记忆。记得大四那年向往西

安，想报考陕西师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导师

张学忠先生的唐宋专业。我冒昧给张学忠

先生去了封信询问报考事宜，张学忠先生很

快给我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虽然后来我

没有报考陕西师大，但张学忠先生的信件我

保留至今。

西安行，品读的不仅是古韵遗风和儒、

释、道文化，更有心灵深处的宁静，此心安处

是长安。千年古都，果然是每位华夏儿女的

精神家园！

一

儿时最早认识的鸟，是燕子。老祖宗给

我家留下了三间草房，堂屋没有吊顶，檩子、

过梁裸露着。顶端的那根檩子的南侧，始终

有个燕子窝。当我家后院菜畦里长出嫩绿

的小草的时候，我家南院晾晒衣服的铁条

上，就会有两只燕子蹦跳着，叽喳着。接着，

它们就忙乎开了，叼来草、泥、麻，修缮原来

的窝。接着，它们就给窝里絮草，就委窝下

蛋、孵小燕，就有小燕在窝边伸着金黄的小

嘴，叽叽叫着，嗷嗷待哺。两只大燕子就嘴

衔小虫，闪电般飞进飞出。我站在灶台边，

拍手望着，大小燕子对我视而不见。

看来燕子是恋旧的、重感情的。上百年

的老屋，堂屋漆黑燎火。第一年选在这里搭

窝，从此就不离不弃。这让我们全家都很感

动。我后悔认不出它们，没记住它们。给我

触动最大的是大人告诉我，不能打燕子，更

不能吃燕子，否则会瞎眼。大人们说，小孩

子传，严肃而神圣。我们小孩们，好像从看

到燕子那天起，就知道这个命题。为什么会

有这么个因果关系，没有人较真。不能伤害

燕子，天经地义。我们坚信不疑，遇到伤害

燕子的行为，我们立即制止，相互提醒。这

比任何不成文的公约，效果都好。打麦场上

空，黑压压的燕子低空盘旋，几近人的头顶，

扬场的叔叔大伯们，宁可把木锨拐弯或停

下，也要给燕子让出空间，生怕碰到它们。

这可能也是燕子一般不怕人、不躲人、不忘

老房东的原因。

燕子的一大优势是飞行能力强。它们

是典型的夏候鸟，每年秋后，它们要飞行一

两万公里，到澳洲等热带地区，春天再飞到

北方。为了这种长途飞行，没有钢一般的意

志和铁一般的翅膀，绝对不行。山谷之中，

波涛之上，那不断变化队形的燕队，绝不仅

是亮丽的风景线，更是生命的进行曲。它们

拐弯最快，最敏捷，在雨天可照样飞翔。那

黑亮并闪有蓝光的翅膀，像两把利剑一样，

可斩断狂风，斩断暴雨。这或许是它们对付

天敌的拿手锏！

二

麻雀，是家乡最多、最“狡猾”的鸟。它

们对生养自己的这块土地最忠诚，对它们飞

翔嬉戏的这片天空最信赖，是家乡的长住

“居民”。这么多人掏它们的鸟蛋，用筛子、

夹子、粘网、弹弓子捕捉它们，打它们，它们

就是不走，死死地恋着这块土地，死死地赖

着这片天空。它们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一

会儿落在一棵大树上，一会儿扎进一片谷地

里，蹦跳着觅食。玉米秸垛，麦秸垛，电线

上，草房上，到处都响着它们明快的叫声，闪

着它们土灰色的身影，眨着它们机警的小眼

睛。它们貌似专注地吃食，但一旦有人近

前，它们便突啦啦四散而去，还不时回头张

望，好像和我们捉迷藏，逗着我们玩。

反侦察能力、反捕捉能力如此之强，还

身披大地一样的伪装色，我们逮住它们的

机会还是最多。一是逮它们，没有任何打

燕子瞎眼之类的说法，不受任何限制；二是

它们太多，空中地下都是，而且一年四季围

绕着我们；特别是三，它们可以烤着吃，让

我们解馋。所以，逮麻雀、烧麻雀，伴随了我

们的童年。

用来烤吃的麻雀，大都是从窝里掏来

的。老房子的房檐，两根椽子之间，蚁噬风

蚀，就有洞穴，精明的麻雀，早已选中，据为

己巢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麻雀们也沉入梦

乡。我们两三个伙伴，按早设计好的方案，

拎个凳子，拿把手电，找准白天老有麻雀飞

进飞出的地方，往洞里一照，嘿！老老实实

的一窝。麻雀虽醒，但在强光之下，早不知

东西里外，乱叫着团在一起，我们小手一伸，

四五只麻雀就地被擒。一晚上，可掏四五个

窝，获二三十只麻雀。

麻 雀 粪 ，还 有 一 宗 特 殊 用 途 ，就 是 洗

手。一到冬天，我的手早就被冻得皴裂流

血，黑掏耙一般。朝阳的树下，总是散落着

许多黑白相间、线米大小的麻雀粪。妈妈出

的奇招：捡一撮麻雀粪，温水泡软；用热水把

手泡透，将鸟粪涂于手背，反复摩擦；一天两

三次，连续三五天，保管细皮嫩肉。而且，味

道正常，不会令人掩鼻。后来知道，鸟粪属

碱性，细腻，内含少量油质。

三

再一种常住“居民”是喜鹊。这种鸟适

应性太强了，比麻雀要更胜一筹。不管是公

园还是路旁，在那杨树、槐树、梧桐、银杏甚

至柳树的高高的树杈上，总可以看到毛茬四

射的鹊窝。特别是在冬季，树叶落光了，树

顶的喜鹊窝却坚固地悬挂在树杈上，任风雪

吹打。我们没有捅过喜鹊窝，大人们不让，

说喜鹊是给我们报喜的，破坏它们的房子，

会遭报应。但有时大树被风刮倒，或放树

时，喜鹊窝不得不随树干一同倒下。这时我

们近距离看到，外表张牙舞爪的喜鹊窝，里

边却极为整齐、光滑、宽敞，喜鹊夫妻住进

去，一定是幸福舒适、恩爱有加的。

一般的候鸟，只吃昆虫、蚊蝇之类，但喜

鹊作为长住“居民”，吃食就杂多了。夏季它

们多吃昆虫，冬季则以草籽、谷物为主。当

然，到了夏秋，桃、杏、梨、李、苹果啊等水果

成熟了，喜鹊也喜欢吃。喜鹊的飞行区域非

常宽阔，田间地头，河流湖畔，草地树林等，

都可以看到它们忙碌而沉稳的身影。他们

的个头大，翅膀宽，耐力强，可以在高空连续

飞行很远很远。

喜鹊身子以黑色为主，油黑油黑，一尘

不 染 ，像 燕 子 一 样 ，也 偶 尔 闪 出 金 属 的 光

泽。但它的腹部和双翅中间，分别有三处白

雪一样的羽毛，整个身子黑白分明，简洁漂

亮。总给我以神圣威武、凛然不能侵犯的感

觉。它们在树上栖息，看到人们近前，总是

有点绅士般地高贵地离枝，不慌不忙地飞转

身子向别处飞去，绝不会像麻雀一样，如临

大敌，慌不择路地逃之夭夭。这可能与它们

在长期的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不曾受到伤害

有关。

画鹊兆喜，是国人习俗。不但历代画家

大师挥毫泼墨，画尽喜鹊万种风姿，赋予喜

鹊各种吉祥之意，就是民间，也将不同数量

的喜鹊，赋予不同的内涵。民间将喜鹊同梅

花、古钱、獾等不同事物联系起来，表示不同

的美好意向。如让一只喜鹊登在傲雪的梅

枝之上，寓意喜上眉稍；两只喜鹊对叫，表示

喜相逢；一獾一鹊，多用于新婚燕尔，象征欢

天喜地；四只喜鹊出现在同一画面，自然是

四 喜 图 了 。 这 和“ 久 旱 逢 甘 雨 ，他 乡 遇 故

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所描述的四

大喜事，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喜鹊因

之有“喜”字为名首，因之叫声响亮动听，因

之形象端庄典雅，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不

仅是只飞鸟，而是一种文化符号，从而被人

们由衷地敬重。

四

猫头鹰，给我的印象，它是一种凶悍的

鸟。它个头大，羽毛厚，弯嘴利爪，两眼放

光，那羽毛也特殊，黄中有黑有白，夹杂着蓝

绿。它并不总出现，但每看到它，就会让我

产生惊悚之感，我生怕它向我俯冲下来，用

它的尖嘴啄我的小脸。我家的南门口，有一

棵四十多米高的榆树。我看到一只猫头鹰，

有时落在这棵树顶上，鸟瞰四周，有时好像

故意朝我家院里多看几眼。我就避开它的

眼神，躲进屋里。

有一个特别瘆人的说法，更让我对猫头

鹰产生了无名的恐惧：“不怕猫头鹰叫，就怕

猫头鹰笑！”说只要它冲哪家笑，这家就会死

人。这只猫头鹰栖居在我家那棵大榆树上

的时候，我就细心地听，默默地祈祷：“你叫

吧叫吧，千万千万别笑！”庆幸的是，几年里，

它光临过几次，都没有笑！

后来知道，猫头鹰是老鼠的天敌，它捕

鼠的本领比猫、黄鼠狼都更胜一筹。它没有

任何伤害活人的记录。我对它，就转为敬

佩、爱惜了。

啄木鸟，我先是从小学课本上认识的，

印象良好。我们那儿不多，偶见一只。这

种鸟好像喜欢独来独往，个头虽不小，但出

入低调，不好张扬。它来时，往往选择一棵

老树，双爪抓住树干，用嘴“嘚嘚嘚”地敲着

树干。它靠回音判断里边是否有虫子。它

是树木忠诚的医生，坐诊与出诊相互结合，

而且不收任何费用。自然界的生物链条，

就这么严谨地衔接在一起。佩服造物主的

伟大。

在我认识的所有鸟类中，小柳叶，也叫

小柳豆，是最弱小的一种。它比蝈蝈大不

了 太 多 ，浑 身 绿 色 的 羽 毛 ，两 只 褐 色 的 小

腿，线儿一样。它往往在夏秋时节出现，抖

着翅膀，穿梭在浓密的杨、柳、榆树之间。

它 柔 弱 得 如 同 病 态 ，但 飞 起 来 颇 有 精 神 。

它没有任何攻击性，飞得也并不快，它唯一

的自我保护功能，就是它和树叶一样的羽

毛，在任何一棵树上栖息，它不动，就很难

看到它。但它不能不动，它要喝露水，它要

逮蚊蝇，它要学着麻雀、燕子的样子四处飞

翔。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在我们的视

野之内。用弹弓子瞄准射它，是我们夏天

中午最有快感的事情。因为它小，因为它

高，谁能用弹弓子、泥球打到它，谁就显得

手艺高，有本领。它成了我们的靶子、比赛

的标的。玻璃球大小的泥球、旧听诊器的

皮管子，几十米高的树稍，能够把它射中，

力 量 早 是 它 小 小 身 躯 不 能 承 受 的 了 。 于

是，它掉下来的时候，已经肠肚破烂，惨不

忍睹了。我们一点用处没有，鸡、猫、狗倒

是得了一点意外收获。现在想起来，那么

弱小无助的鸟，让我们打得体无完肤，也是

造孽！些小的欢乐，代价是生命，尽管不是

同类，我也是后悔莫及。

布谷、老嘎、窜儿鸡等等，还有很多很

多，都是一提起名字，就感觉亲切的鸟儿，

无法一一写到。在我的整个童年、少年时

光里，它们定时来，定时走，筑窝产卵，啁

啾鸣唱，捕蚊逮蝇，田野里跑，天空中飞，

树 稍 上 、青 纱 帐 里 栖 息 小 聚 ，给 我 带 来 了

无 数 快 乐 ，是 我 那 时 不 可 或 缺 的 生 活 内

容 。 它 们 的 身 影 、它 们 的 声 音 ，永 远 铭 刻

在我的内心深处。

鸟 儿 啁 啾
□ 赵声仁

此心安处是长安
□ 董连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