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6月7日 星期二 责编：谭艺君

老年LUOHE 15漯河

桑榆晚晴桑榆晚晴

老人与鸟的故事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见习记者 陈金旭

如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宠物。年轻人多喜欢养猫养狗，老年人则偏爱养鸟。
在漯河，有一群养鸟爱好者，他们因为共同爱好而走到了一起，除了刮风下雨，几乎每天都聚集在一起遛鸟、

聊天。上周，记者走进这群养鸟爱好者，他们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有的退休赋闲在家，有的还在一些岗位上发
挥余热。当记者一提到与鸟的感情，他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你看这些鸟，它们每只都不一
样，这只胖点，这只虽然瘦，但外形
轮廓比较好。每一只鸟都有自己独
特的叫声，我听见它们的叫声心里
就高兴。” 今年 65 岁的宋林朝已经
养鸟 22 年，他告诉记者，他养的百
灵鸟会学铜嘴雀、猫、喜鹊、灰喜
鹊、白头翁、小燕、老鸹等十几种
动物的叫声，高兴起来还会扑棱着
翅膀叫。

宋林朝开始养鸟是被朋友带动，
如今竟成了半个专家，经常有朋友向
宋林朝索要他养的鸟，碍于朋友间的
情谊，宋林朝只能忍痛割爱。比如之
前，宋林朝养过一只八哥，养了七八
年，教会了八哥说话。“早上我还没起
来呢，听见它叫‘老头子，起来吧’，
我就高兴地起床了。”宋林朝回忆说，

“我让它笑笑，它就发出‘哈哈哈’的

声音，一些简单的话如‘你好’‘再见
’‘你啥时候回来’等，它也都会
说。”直到现在，宋林朝还很想念这只
八哥。

2011年，宋林朝从郾城区李集镇
搬家到漯河，认识了一群爱养鸟的朋
友。每天早上6点到7点，他们相约在
会展中心集合；每天下午2点到5点，
他们相约在市区太行山路与纬二路交
叉口集合。除了特别差的天气，他们
都准时赴约。

最近，宋林朝花50块钱买了一只
绣眼，这只小巧的绿鸟，眼圈被白色
绒毛所环绕，形成鲜明的白眼圈，看
起来很可爱。为了选和它相配的鸟
笼，宋林朝寻找了很久，最终选定了
一个造型别致的方鸟笼。对于它的饮
食，宋林朝则更为细致。“我把鸡蛋煮
熟，把蛋黄挑出来和小米一起蒸；晾

干，再一起蒸。让它吃得更精细一
些。”除了颇费工夫的蛋黄米，宋林朝
还为绣眼准备了另外两个食槽，放绿
豆糁和碎花生米。“绿豆败毒，我就把
绿豆磨成糁。”提起为鸟儿准备食物，
宋林朝一点也不觉得麻烦，反而乐在
其中。

由于宋林朝的悉心照顾和呵护，
家里的两对白燕最近“抱窝”了，生
了 4 只小鸟蛋。为了保温，宋林朝在
它们的鸟窝里垫上棉花，在饮食上的
照顾更是不敢大意。宋林朝向记者展
示了自己家白燕诞下的小鸟蛋，看上
去比鹌鹑蛋还要小巧。

夏天将至，蚊子渐渐多了起来。
鸟儿虽小，也会受到蚊子的困扰。宋
林朝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将家里
的蚊帐改造成了大小合适的鸟笼蚊
帐。

宋林朝：每一只鸟都有独特的叫声

今年75岁的朱水宽，退休以后爱
上了养鸟。“我只要没事，不管是出去
买菜，还是遛弯儿，出来都带着鸟笼
子。”

朱水宽老人养鸟有二十多年了，
一开始是养画眉。由于画眉需要每天
洗澡，清理粪便也十分麻烦，加上家
里住房紧张，他就改养百灵了。朱水
宽介绍道，“咱们这儿的百灵一般都是
从内蒙古、张家口运过来的，属于异
地鸟，由于它们原来都生活在沙漠地
带，所以喜欢在沙子里洗澡。”正说

着，笼中的百灵就用翅膀拍打着笼底
的细沙，被拍打起来的沙子快要溅出
笼子了，幸好被一层笼布给挡住了。
老人得意地说：“这个笼布是我自己买
布做的。这样在笼子底部围起来，既
好看，又能防止沙子溅出来。”

自从养鸟以后，朱水宽就身不由
己了。原来喜欢睡懒觉的他，早上听
见鸟叫就睡不着了，起来遛鸟，锻炼
身体。“你不起来也不行，它一直叫，
催着你出来。”朱水宽老人的话语里，
宠溺多过无奈。除此之外，以前喜欢

看电视、抽烟、打牌的习惯也全部改
掉了，朱水宽笑道：“养鸟其实也是养
性。这一养鸟，把我的坏习惯都改掉
了，孩子们都很支持。”

谈起养鸟，朱水宽就乐不可支。
他告诉记者，七八年前，他养的一只
百灵因为叫声优美动听，在鸟协组织
的比赛上，从几百只鸟里脱颖而出，
得过奖。“奖品其实也没啥，就是笼
衣、食槽之类的。但是我养的鸟得奖
了，高兴啊。”老人边笑边看着自己的
百灵，眼里满是喜爱和欣慰。

朱水宽：养鸟让我戒了烟

张冠生老人今年77岁了，养鸟不
但让他心情愉悦，还让他结识了许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

张冠生说：“人养鸟，鸟养人；先
遛人，后遛鸟。”这段听起来很简单的
话，却让人深思。

张冠生由于喜爱养鸟，加入了市
里的养鸟协会，养鸟协会经常在工人
文化宫举办活动。在鸟协的活动中，
张冠生认识了不少喜欢养鸟的朋友。

“除了参加鸟协的活动，我也是雷打不
动每天来和我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

遛鸟。今天老郭、老孔、老孙他们几
个都没来，不然才热闹呢。”

不只是张冠生，其他人也都一
样，如果哪个老伙计没来，大家就会
互相询问，如果长时间没来，还会打
电话联系，问候一下。共同的爱好，
让他们成为心心相系的朋友。

张冠生一边念叨着没来的老伙
计，一边拿着小铲逗弄自己的百灵
鸟，不时给它喂上一条面包虫。“它高
兴的时候一天能吃上七八条呢。”

记者好奇地问，“您能看出来鸟的

心情好坏？”张冠生笑着解释道：“鸟
儿和人一样，也有心情的高潮期和低
落期。我养的百灵如果心情好了，就
会登上鸟笼中间的台子唱歌，有时候
还会高兴地拍打翅膀；要是不高兴
了，你就是喂它面包虫，它也躲来躲
去，不想理人。”

张冠生说，自己的心情也会受到
鸟的影响，如果鸟儿生病了，自己也
会闷闷不乐。如果把鸟儿逗乐了，自
己也很开心。养鸟已经成为他快乐的
源泉，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张冠生：养鸟结识新朋友

今年79岁的马留记，从1996年退
休后开始养鸟。“ 养鸟是件让人高兴
的事儿，跟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一起说
说笑笑，感觉很愉快。”

问及养鸟的经验，马留记谦虚
道：“我谈不上啥经验，他们几个都比
我懂得多。就说老宋吧，他养鸟都是
从‘生鸟’养到‘成鸟’，是个专家
呢。我们买鸟就在漯河买，他为了挑

个好鸟，开车去郑州买。”
别看马留记现在看起来精神矍

铄，之前却曾因为脑血栓而躺在病床
上。自从养鸟后，他在精神上有了寄
托。每天为了赴约，只要不下雨，他
都用担子挑着自己的鸟笼从位于郾城
区孟庙镇的住处步行到约定地点，和
老友们相聚。长期坚持步行遛鸟，不
仅使老人的性格开朗了许多，病也基

本上痊愈了。“现在我已经养成了一个
习惯，一睁眼，就想着得过来看看这
些老伙计和他们养的鸟。”马留记说，

“养鸟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感谢这些
老伙计们，每天一聚成了我现在的盼
头。”

下午五点左右，这群喜欢养鸟的
老人才依依不舍地在路口分别，相约
明天早上继续遛鸟。

马留记：每天担着鸟笼步行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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