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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孙元礼
在生活区西门旁边，二楼

的一个窗口，每天早晨7：30
左右，总有一位老人推开窗
子，探出上身，口中轻轻地呼
唤，然后把一勺面条或小米撒
在窗下的平地上。楼间绿化
带的四五十只麻雀，扑棱棱落
在窗下。啄食完毕后，不知哪
只麻雀“喳喳喳”发出口令，又
一起扇动着短小的翅膀，“呼
啦啦”成群结队迎着晨光飞
走了。

几天的时间，我在楼下徘
徊，试图采访一下这位老人。
终于等到一个机会。见她走
出单元门，我立即上前，谦恭
问候。听闻我的来意，老人约
我下午3点到她家详谈。

老人坦诚如素友，不疾不
徐的讲述，很容易把人带入她
的讲述中。

她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
家庭。父母大学毕业后，在一
家大型国企任工程师，已故
去。考大学时，她想报汉语言
文学专业，父母却劝她报考了
物理电子学，毕业时报名去了
大西北的一个兵工厂，退休时
已是厂里的高级工程师。兵
工厂撤销后的1992年，她搬
到淄博。育有一儿一女，儿女
都在外地上班，平常家里只有
她一人出出进进。虽年近古
稀，身子骨却硬朗，被西北风
吹皱了的脸庞，依然血色
丰满。

她说，刚来淄博时不习
惯。大西北荒凉、苍茫，一眼
望去，“千里黄云白日曛”。无
风的日子里，可以欣赏辽阔的
地平线，仿佛整个世界都向你
敞开胸怀。唱上一曲跟乡民
们学的花儿小调，五脏六腑都
跟着歌声一起颤动。对比之

下，淄博再宽的马路也是窄街
小巷，尤其是一个人守着空荡
荡的房子，更是孤独难过。直
到有一天早晨，她忽然发现绿
化带里的树上站着那么多的
鸟。有喜鹊、斑鸠，更多的是麻
雀。喜鹊、斑鸠都不叫，只有那
麻雀，叽叽喳喳一刻也不停。
她盛了一小勺米，开窗撒到了
窗外的水泥地上，躲在窗旁瞅
着它们。然而十几分钟过去
了，一只麻雀也没有飞来。

吃了早饭出门，她特意走
到窗下看了看，米粒却是一颗
不剩。第二天早晨，叽叽喳喳
的鸟鸣响起，二三十只麻雀在
槐枝上飞来飞去。先是有六
七只飞落到路牙石上，朝米粒
跳了几步，停下，小小的脑壳
左顾右盼，又试探着向前跳，
跳到米粒跟前，随后，树上的
麻雀忽闪闪飞过来，一块把地
上的米粒啄食得一干二净。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老
人都按时投食。冬天缺少食
物，麻雀来得也多，有时一次
飞来五六十只，老人就会给它
们加餐。其他的鸟儿也来混
吃混喝，喜鹊是常客。喜鹊飞

来，麻雀就不敢落地，只能眼
睁睁看着喜鹊吃饱了，飞走
了，才急匆匆地围拢过来吃点
残羹剩饭。如果下雪了，老人
就在窗下清扫出一块空地
投食。

晨光照亮的清早，成了老
人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时
间长了，麻雀与老人成了好朋
友，甚至有了麻烦事也找老人
帮忙。

大概是2016年4月的一
天早晨，麻雀吃完了投食，有
的飞到树上，有的落在树下的
草地上，不像往常那样飞走，
而是叫声不断，听起来非常急
促，几只麻雀还飞到窗子下面
的空调外机上，仰着脑壳叫
唤。老人来到窗下，蓦地发现
草丛中竟躺着一只小鸟，粉红
色的一个肉球，一根羽毛也没
有，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应
该是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麻雀。

老人环视四周，却没见到
鸟窝。麻雀似乎看出了老人
的心思，有两只飞到楼墙上，
吸引了老人的视线。那里有
一个洞口，离地面两米多高，
可能是有人安装什么留下的，

没有封堵。老人回家拿来高
凳子，小心翼翼托起那只光秃
秃的小麻雀放回洞里。往洞
里放那只小麻雀的时候，大麻
雀叫声不断，当小麻雀被放回
窝里后，鸟叫声戛然而止。两
只麻雀站在洞口，小眼睛滴溜
溜地看着老人。

说到这里，老人停了一会
儿，仿佛自言自语：“别看麻雀
那么小，也是通人性的。”

老人拿出一沓画让我看。
我一张张看过，全是麻雀。老
人说：“自从和麻雀打上了交
道，我就开始学着画麻雀。”为
了画好麻雀，老人参加了老年
大学绘画学习班，认识了书画
界的一些朋友，还拜一位花鸟
画家为师。麻雀吃食的时候，
她就静静地观察。画作参加
老年大学画展，还获得了二等
奖。她领我进了书房，指给我
看那幅画。画面上，树枝横
斜，一只麻雀立在枝头，另一
只麻雀展翅飞来，已到近旁。
画中的麻雀，褐色的羽毛，棕
黑色的斑纹清晰可见，短小的
尾羽微微翘起，小巧玲珑，生
气勃勃，麻雀的天真质朴之美
跃然纸上。留白处，题了两句
诗：“枝头麻雀啼，神俊翩翩
飞。”

在她的书桌上，还立着一
幅行书条屏，写着管子的一句
话：“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
生。”

记得在农村生活的时候，
晨光还没洒进小院，树枝上、院
墙上，总是站着数十只麻雀。
院外的电线上排着一长溜儿。
有人把它们称为飞行的歌唱
家。麻雀和我们是那样的亲
近。像老人那样善待麻雀，让
我们以善良感知生命，共建人
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家园。

心灵的守望

彭城纪行
□ 张修东

6000年文明史，2600年
建城史，北国锁钥，南国门
户，古谓“彭城”，现称徐州。
一份旅游攻略，已经使我心
驰神往。好友相约，一路南
行，便有了这次与彭城的美
丽邂逅。

与陶俑对视
人生旅程，离不开土。初

心使然。
女娲抟泥，与土结缘，造

而为人，绵延不绝。
那些工匠，深入骨髓的本

领，便是体味挖掘，将世间的
每个人做成自己本来的样子。

徐州，兵家必争，有多少
人浴血大地，浸淫其中，尤其
那些战将兵勇。

我在徐州博物馆见到了形
色各异的一批陶俑，或面带微
笑，或陶醉欢喜，或冥思苦想，
或眼神炯炯，或聪明伶俐……
一人一面，百姿千态。我躬身
弯腰，静心与陶俑对视。他们
在想什么，我猜不透。

人生旅程，离不开土。殊
途同归。

站在舞俑面前
一尊尊舞俑吸引了我的

目光。闻乐起舞，长袖飘逸，
风为之动，挥洒自如，舞姿曼
妙。有的掩面而笑，陶醉的表
情定格成永恒。笙歌响起，箫
震八方，琴瑟和鸣。

金缕玉衣
175厘米长，4248块玉

片，编缀金丝重1576克的金
缕玉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

使用年代最早，玉片数量
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
精，由此成为极品。

本想穿着金贵，护佑肉
身，千年不腐，然多少年后，尸
骨早已消散，只剩零散的玉

片，连接的金线也早已不在。
时光，让一切变得渺小，

幸亏还有记忆的史书佐证。

龟山探梅园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

春。这天，正赶上梅园开园仪
式，园外锣鼓震天，园内梅花
含苞待放，正在酝酿一场盛
宴。抿嘴笑了的，是梅园的宠
儿。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
事。春风荡漾之时，它们轻轻
点头致意，向我们打听远方春
的消息。

龟山汉墓深处
西汉楚襄王刘注，在位

12年，陵墓凿成耗费13个
春秋。

是谁，落下重锤敲打；是
谁，把墙壁打磨得光洁如镜；
是谁，将数吨重的塞石填人；
又是谁，将两条相隔19米的
甬道平推56米后，在相差5毫
米的地方相遇。沿巷道前
行，一个个未解之谜涌现在
脑海。灯影，犹如一级级台
阶，引人走向深处，却愈发迷
惑。隔断，显现一幕幕历史
的沉淀。

石墙上的凿痕，是一滴滴
汗水滑下的痕，更是一道道挺
起的白花花的脊梁。

轻舟一叶
圣旨博物馆前有一湾碧

水，一叶扁舟随风荡漾，飘忽
不定。

“圣旨出朝，地动山摇，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回避，肃
静，威严……将命运写在纸
上，把追问落在地上，奉天承
运的声响已经久远。一道圣
旨，就是一叶轻舟，装载着某
人的命运机理，也演绎着某人
的擢升贬谪。

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轻
舟已过万重山，承接不辍趣
盎然。

把春天挖回家

□ 邓荣河
春回大地，暖暖的阳光如

神奇的手，广袤的大地一经阳
光的抚摸，生机勃勃起来。田
间地头那些有名没名的野菜，
争先恐后相继露出了头脸，迎
来了它们的盛产季节。一向
闲不住的老爸，这回可有活儿
干了——— 每天早早地骑着自
行车到城郊挖野菜。用老爸
的话说，他要把春天挖回家。

老爸挖菜的地点有讲究，
单选那些较为偏远的荒坡、河
岸边。纵使道路边的野菜再
鲜亮，他也不会轻易去碰。老
爸说，路边来往的车辆多，汽
车尾气重，野菜受到熏染，吃
了可能会影响健康。

半天下来，老爸的小袋子
里总会满满的，什么麦蒿呀，
荠菜呀，曲曲菜呀，婆婆丁呀，
苦菜呀……应有尽有。回家
后，老爸也不闲着，第一时间
给野菜分类，放到不同的盆子
里。接下来，就是择菜、洗菜。
那晚，小女儿心疼爷爷，劝老
爸别去挖野菜了，在家好好休
息休息。老爸笑笑：“我那是
一举两得，既挖了野菜，又锻
炼了身体。用你们年轻人的
话说，那叫走进自然，比憋屈
在家强多了。城郊车少噪音
小，空气清新，那可是纯天然
的大氧吧。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踩踏着酥软的土地，甭提
有多舒服了。这可是百分之
百的有氧运动。”言语间，尽是
舒心的惬意。

其实，我知道，老爸之所
以对野菜情有独钟，与他们那
辈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每每
全家吃着新鲜的野菜，老爸总
会一次次给我们讲那些整日
与野菜相伴的日子。野菜是
凝聚在老爸他们那辈人心头
的一个难以割舍的结。把野
菜叫做救命菜，一点也不为
过。

老爸不仅爱挖野菜，还传
授给了我们很多野菜的食用
方法：荠菜做馅蒸包子、包饺
子，青青菜炒鸡蛋，苦菜加点
粉丝凉拌，曲曲菜蘸着甜面酱
芝麻酱吃……无论哪种吃法，
都能口齿留香，让人百吃不
厌。每年一到阳春时节，什么
大鱼大肉啊，都会悄然离开我
家的餐桌，各式各样的野菜开
始成为我家饭桌的主宰。

每天下班回家，我总会陪
老爸喝两杯。当然，各种野菜
是必不可少的酒肴。小日子
虽说不上多滋润，却也有滋
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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