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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冰

我去西安上大学那年，离开漯河的
那天下起了细雨。一大早，我和父亲沿
着沙河河堤向火车站方向走去。朝雨浥
着轻尘，河堤的空气清新犹如薄荷，还
未苏醒的沙河是一派平林漠漠、烟雨如
织的江南画卷。父亲拉着行李箱走在前
面，我拎着背包走在后面，我们俩一路
无语，却都是怀着无比雀跃的心情。我
的梦想即将启航，我的诗和远方变幻着
蔚蓝和金黄。

走了一半的路程时，父亲突然停下
来，把行李箱放在路边，踏着湿漉漉的
青草，走到河边蹲下来。我疑惑地朝他
大喊一声，他回头神秘一笑，又扭过身
去，弯着腰像在寻找什么珍贵的东西。
当父亲从河边上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
纸盒和一个装满水的小瓶子。看着我满
脸疑惑的样子，父亲笑了。我迫不及待
地打开纸盒，看到里面居然是一块深褐
色的泥土，又把小水瓶拿在手里摇了
摇，困惑不解。父亲说：“这是家乡的水
和土，你带在身上，到了外地就不会水
土不服啦。”我心头一震，离别的酸楚骤
然渗入内心，手里握着的两个小物件，
顷刻间变得神奇而沉重。

离开河堤的时候，我又一次回头望
了一眼沙河，雾霭正从河面上缓缓升
腾，河堤两岸淡墨般的树林，在雾里慢
慢消隐，烟笼柳暗，流水悠悠，美不胜
收。后来很多年间，我在外地漂泊，乡
愁在我心中便是一条美丽的河。

漯河有两条河，一条叫沙河，一条
叫澧河，均属淮河水系。两条河蜿蜒游
动，水深而清，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和地理优势，经过家乡人民的勤劳建
设，现在早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两
河在小城交汇，贯穿小城全境，我家就
在沙河东段的南岸，对沙河我总有种深
厚温柔的感情。

小时候，父亲一有空闲就骑自行车
载我沿河堤游玩。那时沙河河堤还没有
绿化，两岸是自然状态，草秽丛生，莽
莽榛榛，虽然看着荒芜，倒也别有一番
野味。河边时常有赋闲的人在河边垂
钓。我父亲从来都是忙碌的，四个孩子
要读书，他又舍不得任何一个孩子受委
屈，所以必须不辞辛劳，只争朝夕，像
钓鱼这样的事情，他几乎是不干的。

但是在我七岁那年，父亲却冒着严
寒在沙河边钓了三天鱼。

临近年关的一天，黄昏时分，父亲
要去亲戚家一趟，他朝我悄悄使了个眼
色，便推着自行车出了门。我领悟了他
的意图，乐不可支，于是佯装肚子疼，
瞒过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姐姐和弟弟，一
溜烟跑到路口。果然，我看到父亲在等
我，我欣喜若狂地奔过去。父亲把我抱
起来，放在自行车的横梁上。我穿着很
厚的棉裤，所以坐上去一点也不硌屁
股。我不停地摆弄车把上的响铃，一路
上心花怒放，整个河堤都是我的欢声笑
语。我们由东至西，穿过沙河长长的河
堤，又穿过一些街道，进入市区一片居
民小楼，在一片剁饺子馅的哐哐声里找
到了亲戚的家。

天擦黑的时候天擦黑的时候，，父亲牵着我的手小父亲牵着我的手小
心翼翼从六楼走下来心翼翼从六楼走下来。。刚刚走出楼洞刚刚走出楼洞，，
突然从空中砸下一坨东西，掉在水泥地
上。惊魂甫定后，
我们上前一看，是
一串绳子拴着的风
干的鱼。我和父亲
赶紧捡起来，闻一
闻，一股浓烈的咸
香味沁人心脾。我
喜不自胜。我只吃
过炸鱼、炖鱼、煎
鱼，还从未吃过咸
干鱼。

回家路上，我
不断地扭过脸和父

亲说话，额头蹭着父亲有些扎人的下
巴，我说：“爸爸，我从来没有吃过咸干
鱼呀，一定很好吃吧？”“爸爸，过年能
吃上咸干鱼我好幸福呀！”父亲笑而不
语。就在我满脑袋幻想咸鱼的美味时，
父亲突然停了车，轻声对我说：“咱把人
家的鱼捡走了，人家还怎么过年呢？这
鱼还是还给人家吧。”父亲不等我表态，
就把车子掉了头，不顾我满脸的沮丧，
又回到了那个楼洞下。父亲仰起脸寻看
了一番，发现三楼的阳台上挂着同样的
另一串鱼。三楼的主人很快被父亲唤下
来，满脸堆笑的女人连连感谢，又再三
强调这是从沙河里钓来的鱼，是无论花
多少钱都买不到的珍馐美味。我听着越
发难过，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回到家，母亲听说了事情的来由，
立刻端出一大盆炸得金黄的鱼块。我摇
摇头说：“不是沙河里的，我不吃。”母
亲瞧见我痛哭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
一个巴掌打在我的肩膀上，我忍着眼泪
默默回到自己的卧室。伤心了一夜后，
第二天居然把咸鱼的事忘得干干净净，
依旧乐陶陶地跑来跑去准备过大年。

父亲却在第二天一大早借了渔具，
冒着严寒直奔沙河边。

多年后，我云游四方，追随那吸引
我的来自远方的梦想，也曾见过无数条
大大小小的河流，但我永远也无法忘
记，那个滴水成冰的寒冬里，父亲躬身
坐在空旷的沙河边，双手交替揣入袖
管，脚下踩着耀眼的冰花，宛如雕像一
般，独钓寒江……

而我至爱的沙河，何尝不是如父亲
一般，源源不断地为两岸儿女无私奉
献。在无数个他乡的不眠长夜里，只要
默默一念，便是无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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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兴

“诗意地栖居”，是 19 世纪初德国诗人赫尔
德林在一首诗中提出的，从此成为一个哲学命
题，在全球越来越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热切的
追求。

这些年，漯河市结合环境改造和城市建设，
营造了不少既有文化内涵又有旖旎风光的大大小
小的文化景区、主题园林、河岸憩苑、街畔绿
地，使得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了几分诗意。如果
说漫步于许慎文化园能够激发人作有关文字的无
限遐思，而徜徉于神州鸟园，则可以让人就鸟文
化作不尽的联想。

神州鸟园，是漯河开源集团开发的一个集鸟
类观赏、驯养、繁育以及科普教育和鸟类救护救
治为一体的主题鸟园。这里汇集的鸟类有涉禽、
水禽、鸣禽、攀禽、走禽、猛禽、飞禽等多个品
类。景区内计有鸟语林、仙鹤园、沙漠风情园、
南美风情园、孔雀部落、鸵鸟园、喜鹊迎宾、远
古鸟园八大主题园区，珍稀鸟类160多种，数量
多达上万只。此外还有昆虫博物馆、鸟标本自然
馆和国内首家鸟蛋主题博物馆等。在这里踱步，
不仅可以处处见鸟影，时时闻鸟鸣，更可以引发
思绪，使之像鸟一样展翅长空，自由飞翔！

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飞鸟和人类共生
共处，是人类最温馨的芳邻、最亲密的伙伴、最
要好的朋友。其亲密的程度，可年年岁岁甚至世
世代代共居、共寝，比如在梁上筑巢的紫燕就是
这样。善待芳邻、伙伴和朋友，是人类应该具有
的美德，也是必须具备的起码道德。当人们越来
越深刻地意识到“善待”二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的时候，还特别确定了“国际爱鸟日”，以提
醒、呼唤和呼吁人们对鸟类自觉爱护和善待。漯
河市“神州鸟园”的营造，自然也是这一世界性
主题中的一篇具体文章。

鸟类不仅和人类的物质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而且其充满灵性、优美生动的形象，是极为令人
赏心悦目的审美对象。所以，从远古时代起，当
人们尝试用艺术表现自身力量的同时，便也怀着
满腔激情，开始描摹那些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的
飞禽，从而在艺术中展示出一派极其生动的自然
世界，于是花鸟画成为绘画艺术中一大流派，历
代不少传世的神品和逸品，几乎价值连城。

画家是这样，诗人更是这样。“春眠不觉
晓，处处闻啼鸟”（唐·孟浩然），“打起黄莺
儿，莫教枝上啼”（唐·金昌绪），“两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唐·杜甫），“几处早
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唐·白居易），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唐·刘禹
锡），“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
（宋·徐元杰），“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宋·辛弃疾），“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
水鳜鱼肥”（宋·张志和） ……单是 《全唐诗》

《全宋词》 里，吟咏鸟的诗句词句，就俯拾皆

是是，，举不胜举举不胜举。。
人们爱鸟人们爱鸟，，不仅仅不仅仅是因为鸟的形象美，鸟有

很多品格也令人感动。
当年，洪水弥天，诺亚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

边。诺亚把一只鸽子放出去，要它去看看地上的
水退了没有。由于遍地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
处，又飞回方舟。七天后，诺亚又把鸽子放出
去，黄昏时分，鸽子飞回来了，嘴里衔着橄榄
叶，明显是从树上啄下来的。诺亚由此判断，地
上的水已经消退。于是后人就用鸽子和橄榄枝来
象征和平——这是《新约全书》记载的故事。

在我国，鸟的经典故事更多。比如，“乌鸦
反哺”就很感人。据说乌鸦天然懂得孝道，当母
亲年老体衰、双目失明飞不动的时候，被母亲养
育大的小乌鸦便四出觅食，并将寻找到的食物一
一喂到母亲的口中，用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
又如，在鹤类社会，雄雌双方一旦确定了配偶关
系，那么不仅会“从一而终”，而且会时时刻刻
形影不离，极少出现一方远离到对方视野以外的
情况，足显爱情的缠绵与忠贞。更为撼人心魄的
是“雁丘”的故事。说的是宋末元初太和年间，
一读书人到并州赶考，途中遇到一捕雁者。捕雁
者对读书人说：今天我捕一对鸿雁，捕到了一
只，逃脱了一只，可是那只逃脱的鸿雁，始终徘
徊在空中，不离左右，他不忍抛下伴侣飞去。我
杀掉这只被捕的鸿雁时，那只逃脱的鸿雁竟从空
中直冲下来，撞死在同伴的身旁。读书人被这对
鸿雁的生死深情所感动，买下这双鸿雁，用石头
垒砌成丘，把双雁葬在汾水之滨。这座鸿雁的坟
冢，就是著名的“雁丘”，那个读书人就是大诗
人元好问。元好问又为此写下那首广为流传的

《摸鱼儿·雁丘词》：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天南

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
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
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
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
欤，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
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在神州鸟园的曲径上，观赏鸟儿的翩然倩
影，聆听鸟儿的吟唱声声，缤纷思绪全和鸟有
关，这就是一种效应。而且，诸多思绪，有的和
宇宙苍穹有关，有的和地球环境有关，有的和美
学文学有关，有的和人生哲理有关。在我想来，
产生这种效应，大概就是鸟园营造者的初衷。

2011 年 10 月，我曾再次应邀来此考察。我
为中原地区能够出现一处凸显鸟文化的主题园
林，眼睛为之一亮！别时我还为他们提了两点建
议：一是文化内涵还应进一步充实，二是群众的
参与性还应多作筹划。比如，有关鸟类的知识、
故事、诗词等，要进一步挖掘、整理、标示，努
力做到一鸟一吟甚至一鸟多咏；比如，不定期地
组织以鸟为主题的摄影比赛和展览，每次利用不
同节庆，分别组织妇女、青年、儿童、老年等参
与；比如，不定期地组织吟咏鸟的诗词有奖征文
等等。那天，我还在手机上敲下一首小诗，记录
我的感受：

湖光山色四时春，绿荫婆娑花缤纷。
悠游徜徉禽世界，深刻感悟鸟精神。
啁啾宛如平仄句，唱和犹似天籁音。
历代诗词竞溢彩，看似咏鸟实写人。
如果以后有机会再来，那此起彼伏、相呼相

应的啁啾鸟语，一定会让我有新的思绪飘飞在这
湖光水色里……湖光水色里……

神州鸟园听吟诗神州鸟园听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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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漯河走笔漯河走笔””之三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