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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日超

“你看，干渠护砌工程不仅改善了水利灌排
条件，青绿色的生态砖也美化了河堤环境，‘亲水
楼梯’可见河底的鱼虾，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走在前面，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水利局的
一名朋友引领着，带我们一行人沿乌沙干渠一路
前行。

乌沙干渠是渠北地区最长的一条输水河道，
也是渠北灌溉面积最大的一条河道。自从水利
骨干排灌工程的富民政策在农村落实后，全区河
堤面貌焕然一新，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鱼池镶嵌在
田野村头。一汪汪明镜似的水面倒映出蓝天、白
云、青杨、绿柳和人们喜悦的笑容。

饮水思源，见贤思齐。上世纪 70 年代初，居
住在乌沙堤畔手脚勤快的双井村农民，用滴滴汗
水换来丰收的果实。夏收时节，几场大雨，让即
将到手的麦子遭了殃。又一年秋季，稻禾抽了穗
扬了花，农民们眼瞅着丰收在即，谁知狂风骤雨
连续侵袭，因这里防排设施不到位，饱满的谷穗
浸在雨水中发了霉、生了芽。庄稼人坐在田头，
伤心地落下了泪水。

大灾后反思，反思后大干。大寨河应运而
生，成了渠北片高水汇集之地，通过茭陵抽水站
抽排入海，同时配合苏北入海水道，解决了渠北
防洪排涝问题。可经多年运行，渠北片水利灌排
条件还是难以满足现代水利发展的需要。

2014 年 11 月，一个重大工程在渠北吹响了进
军号。人们开始疏浚 6 条沟渠长 94 公里，护砌渠
道 2 条长 33 公里，新建泵站、涵闸、节制闸上百
座，工程总投资 9000 万元。引水灌溉不再是梦
想，农田不再是望天收，渠北的农民们终于盼来
了充满希望的季节。

漫步乌沙河堤，堤岸机声轰鸣，载着丰收的
乐曲。远处稻香四溢，近处蜻蜓点水，天高云淡、
鱼儿跃水……沿线乡镇依托水资源，全力推进科
学种田，淘汰低产稻种，更换优质品种，打造优质
米品牌。曾经在稻田里流过汗、落过泪的农民，
脸上流露出甜蜜的笑容。

苏嘴湾生态园，位于乌沙干渠下游，园区里
分布着高效苗木种植区、珍贵水果种植区、休闲
垂钓区、亲水游乐区。倘若有一支鱼竿，坐在鱼
塘的一角尽兴垂钓，怡然自得、好不快活。

沿河而行，我从田边拔起一穗，双手使劲一
搓，珍珠似的米粒，圆润、饱满、晶莹。农民们高
兴地说：“今年的稻穗又长又大，像狗尾巴样粗
壮。”回忆儿时，每年开春，家人将从集体谷场上
分运回来的稻草一把把扒开，寻找一个个躺卧在
稻草中的瘦小谷穗，一把把将它抹下来，作为家
庭生活补贴。眼下这凝结着农民智慧和汗水的
稻香，离不开丰沛的水资源，离不开大自然殷实
的馈赠。

傍 晚 ，我 极 目 远 眺 ，渠 北 地 区 田 野 一 片 金
黄。那不是稻田，是金黄的大海。我想起 30 年前
的一个夜晚，我跟着家人点着火把，沿着田埂照
长鱼捉虾的情景。壮丽的秋色令人陶醉，使人鼓
舞，沿着一望无垠的乌沙堤伸展开去，绵绵稻田，
似金色的缎带，镶着一条素帛，悠然飘落在淮安
的田野上。稻谷清新如洗，河水明洁如镜。落日
的霞光中，稻田泛起金波，流水闪着银光，相互映
照，满野生辉。

乌沙河水流淌的田野里，满眼都是丰收富足
的景象。它连接了乡村，沟通了城市，使农村由
落后走向现代，由封闭走向了开放。乌沙河堤岸
的一些村庄，因城市水文化的兴盛做起生态旅
游。未来，还将有哪些令人振奋的变化呢？

乌沙堤畔

挚友乔迁，言及新居毗邻山野，
鸟 之 啼 啭 不 绝 于 耳 ，心 情 随 之 惬
意。我怦然心动，翌日上午前去造
访，藉此体验山野情趣。

挚友新居位于县城东北隅，远
离闹市，极其僻静。一条小河流经
楼前，河之南沿山丘兀立；向东望
去，山峦颠连；山上松林匝密，河畔
杨柳依依。因河床落差较大，筑起
几道拦河坝，河水盈盈，清澈见底。
水藻丛生，菖蒲葳蕤。草木掩映，河
水绿如翡翠。这一泓河水默默无
语，好像在守护一个绝不外传的秘
密。新居楼下有花圃，除有月季、蔷
薇、修竹之外，还有槐树、枫树、冬青
等观赏花木。纵观河畔，柳绿花红，
极富诗情画意。

挚友陪我沿河徜徉，正谈笑风
生之际，蓦地挚友手指河中要我快
看，我循向望去，嘿，两只水鸟在水
中快速游动。小家伙甚是乖觉，尽
管我们如履薄冰靠上前，其实它早
已发现，旋即钻入水中不见踪影。
挚友说这种水鸟叫水鸡，比斑鸠略
小一些，浑身呈土褐色。眼圈儿红
红的，如同眉笔画成的，喙也是红色
的。尾部两端各有一根白色的大
翎 ，到 了 水 中 ，两 腿 划 动 ，俨 如 鸭
子。其叫声只有一个音节：欧，欧！
声音低沉而短促，仿佛每时每刻都
在保持高度警惕。有时它拍动双翅
在水面上疾走如飞，有时在水中尽
情游弋。它的窝就在水中那片茂密
的绵蒲里面。

挚友说，春日里天气干旱，一个
农民看好了这湾水，拉来机器要抽
水浇果园。他赶忙上前实话实说，
劝他适可而止，千万别把这湾水抽
干了，否则这些水鸡可就没家了。
这个农民通情达理，转身离去。在
水鸡的孵化期间，他成天瞅着这湾
水，担心有人趁其不在将水抽干。
前些日子，水鸡夫妇在绵蒲丛中忙
活。朋友顿觉蹊跷，悄悄地摸上前
端详，见它们用喙在编结绵蒲，直到
高出水面近 1 米才打住。然后，水
鸡将窝搬到上面，把刚孵化出来的
小水鸡弄到窝里。

神奇的是，第二天居然天降大
雨。尽管河水暴涨，但是水鸡未雨
绸缪，阖家安然无恙。你说，它们怎
么会预测天气呢？怎么会这等灵验
呢？这确实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自
然之谜。

再过了一段时期，7 只小水鸡
终于从绵蒲丛中游了出来，朋友的

心才踏实了。由于常和水鸡打交
道，这一大家子也深知朋友是它们
的保护神，见了人也不回避，就如老
街旧邻一般。

果然，我随挚友来到河边，但见
鱼儿成群，水鸡优哉游哉。挚友说，
正由于这里有充足的食物，这种水
鸟就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挚友又领我来到楼前的花圃，
指着一株齐胸高的灌木说，这里面
有一个雀巢，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
不信你找找看。我站在灌木旁边，
几经端详也未发现。挚友手拨枝
叶，这才露出端倪，一个别致的鸟巢
就藏在灌木中间。巢里正有 4 枚雀
蛋，那雀蛋仅有花生仁那么大，呈浅
紫色，上面点缀着纤细巧变的花纹，
恍若 4颗晶莹的琥珀。

挚友说，这种鸟儿俗称“柳树
郎”，属于候鸟，带有吴越口音，细声
细语，委婉动听，声调为：啾啾啾啾
唧唧唧唧嘿儿。体型没有鸡蛋大，
羽毛跟柳叶极其相似，喜欢穿行于
柳荫之间。它们反侦探能力特强，
孵化雏鸟时，从不显山露水地从巢
中出入，而是贴地走一程，然后起
飞，可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鸟儿善于伪装，也有悟性。挚
友的车库正巧与它的窝咫尺相隔。
不久前，他坐在车库前面掰花生，

“柳树郎”突然发起攻势，眼见就要
啄击到人额头了，它却戛然而止，
悬在那里频频振动翅膀，向挚友怒
目而视。挚友暗自思忖，以往对它
秋 毫 无 犯 ，今 日 何 故 如 此 ？“ 柳 树
郎”在空中兜了一圈，见人没走，又
俯冲下来故伎重演。这回它衔着
一只虫子，挚友不由得茅塞顿开，眼
下正是鸟儿的孵化期，原来它要进
窝喂养幼鸟，倘若径直飞进去，担心
暴露目标。

如 果 拖 延 时 间 ，唯 恐 幼 鸟 挨
饿。嫌人在这里碍事，急
于 撵 人 走 开 。 挚 友 赶 忙
知 趣 地 离 开 。 其 实 也 并
未走远，而是躲在附近观
察。俄顷，就见它飞进这
车库上端的空隙里。

挚友讲得绘声绘色，
我听得津津有味。其时，
我的心好像飞到了深山，
在 洗 耳 聆 听 鸟 儿 们 的 清
丽啼啭……

（作者系国家

一级作家）

与鸟为邻
◆林红宾

威海之春
◆璀咸蒿

从 公 元 前 314
年 开 始 ，历 代 帝 王
便 把 四 川 北 部 广
元 市（ 古 称 利 州
府）、剑 阁 县（古 称
剑 州 府）等 视 为 统
辖 西 南 的 要 地 ，或
建 府 第 、或 修 宅

居 ，这 些 古 城 及 其 民 宅 渐
渐 形 成 别 具 一 格 的 风 貌 ，
成 为 我 国 古 民 居 遗 产 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位 于 川 北 的 广 元 市 ，
其境内不少城镇的古民居
构形新颖。既有重门通衢
的 四 合 院 ，又 有 曲 廊 回 径

的居宅群；既有八字垂檐的院
门 通 ，又 有 幽 静 深 院 的 邻 里
情。如柏林沟古镇，始建于西
汉，由于地势偏僻，交通蔽塞，
古建民居保存完好。现存有石
板古街 500 余米，街道两旁穿斗
结梁的古建依旧，蜀道风情尚

存，堪称遗留在世的川北民居
之标本。

徜 徉 在 古 镇 的 石 板 古 街
上 ，似 乎 时 光 回 溯 。 古 镇 北
端 ，有 东 汉 名 刹 广 善 寺 ，保 存
有 完 好 的 国 家 珍 贵 文物“九龙
碑”及清代木刻“五福临门”、乾
隆壬戌碑记等重要文物；古镇
之中，则有一座 3 层高的木质阁
楼奎星阁耸立街间；古镇沿街，
则有古寺、古楼、古民居、古树
为伴。

古镇不仅吸引了游客纷至
沓来，也让懂得审美的人心存
感激。2013 年，著名导演毛卫
宁执导的 30 集电视连续剧《十
送 红 军》就 是 在 这 里 取 景 的 。
毛导曾感叹道：“柏林沟古镇风
景秀丽，原生态古建筑众多，是
我见过保存最完整的川北古建
民居，很有时代特征。”正是蔚
然古风留住了艺术的脚步，重
塑了历史风貌。

广 元 人 敬 畏 历 史 、尊 重 传
统。近年来，广元市剑阁县修
复川北古民居，当年 82 岁的方
金 元 就 住 在 剑 门 关 古 镇 上 。
30 年前，他家把住了几代的木
板房拆了，改成砖房。方金元
对木板房感情很深，便把拆下
来 的 雕 花 门 窗 保 存 起 来 。 当
剑 门 关 古 镇 恢 复 建 设 项 目 之
一的民居改造工程启动这天，
方金元看到他家木板房修复的
图纸，竟然“跟 60 年前一样”，十
分感动。

方金元早年曾在闻名遐迩
的川北剑阁县汉阳镇石家大院
居住过。回忆起大院建筑的精
美，老先生连连赞叹。据说，石
家大院精湛的木雕始雕于唐、
重修于元，古朴典雅。小四合
院的木结构穿斗、双檩双挂、木
柱檩梁、青瓦屋面，更是精美绝
伦；屋内的窗棂全部为方形窗
结构，雕花有鸟兽花卉、什锦嵌

花等式样，各具神采。
石 家 大 院 建 筑 所 用 之 材 ，

大多就地取之。若是石料则取
纯白色泽、组织细密、质地坚硬
者，墙体选择红色粘土作为主
料，配合石灰、河沙、瓦砾和柏
木板。木料会选择周边山上的
楠木和柏木等。

房屋的基石，皆是经过精工
细凿，在两块石头的连接处刀刃
很难进入。房檐、斗拱、照壁、神
龛、门窗等物件，除了造型逼真
外，其构思更显奇特。雕工行云
流水、滑润丰满。细节中，镌刻
出浓浓川北民居的古韵。

川北古民居独具的历史遗
存和生态环境，反映了当地城
镇化发展脉络与古代巴人的传
统遗风，拥有科研和艺术的双
重 价 值 。 然 而 ，因 诸 多 原 因 ，
不 少 川 北 民 居 的 生 态 景 观 渐
渐 有 所 毁 损 。 为 保 护 川 北古
民居，笔者以为既要立足川北

习俗，又要规划打造川北古镇
融人情味、乡土味、历史味、风
光美为一体的“川北遗风园”，
恢复、完善并充实起一系列具
有明清风貌特征的山区古
镇古宅古居。

正因川北古民居群宅
既 有 唐 代 碧 瓦 朱 檐 、气 势
壮 观 的 气 派 ，又 有 元 代 古
朴 典 雅 、技 艺 精 湛 的 典
雅 ，还 有 明 清 时 代 淡 雅
韵 味 的 疏 朗 ，又 因 其 分
布广、数量多，更值得精
心呵护。

川北古民居是一首
历 史 的 诗 篇 ，是
一幅立体 的 动 人
图 画 ，是 我 国 古
建 筑 艺 术 中 的
一 个 精 典 ，更 是
一 则 流 传 长 久
且独具魅力的老
故事。

川北古民居
◆翟峰

在依依不舍中，“大地文心”征文活动
就要与读者说再见了。从征文活动启动到
收官，那么多知名作家、文学爱好者倾注了
热情和关爱，雪片一样投来了作品。读不
尽、情悠长。

在大家的笔下，在思考者的目光中，拾
掇起传统文化里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在
继承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和重构，构筑成内
涵丰富的生态思想脉络。在文学中，人们
对世界的生命体验徐徐展开，在审美的激
荡中沟通自然与人的关系。听见花开的声
音，白云投影在心的波纹里。

生态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方式，也是
一种超前生活引领的反思。如海德格尔在
对科技文明和艺术功能的分析中，让自然、
大地和人的存在进入自己的哲学思考，并
指出文学艺术成为超越现实存在的拯救方
式。“大地取司负载，成就春华秋实；大地延
展为岩石流水，生发为植物动物……人类在
世界中栖居的特征乃是保护。”然而，随着机
器的轰鸣涌入时代跳动的脉搏，雄壮的大自
然不再是人们诗情奔涌、精神皈依的家园，
而成为工业发展影响的对象。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盼望作家
拿起笔来，在生态文明思想的影响下、承担
文学的使命，以文学的名义加入到对大自
然的探索和拯救中。

征文活动虽然结束了，但保护自然的
使命并没有结束。终点也是起点。文学沃
土还将源源不断地培育出优良的生态作
品，让麻木的心灵充盈温情，让颓靡的精神
为之一振，让清晨的一缕阳光，照见人和自
然永恒和谐的主题。

“大地文心”征文活动落幕

在北方，或
许 再 没 有 比 威
海 还 要 四 季 分
明的城市了。

北 方 的 内 陆 ，冬 天
的 漫 长 和 春 天 的 短 暂 ，
都是极其显著的。往往
使 人 觉 得 ，好 不 容 易 才
熬 过 了 凄 冷 的 冬 季 ，刚
刚 脱 下 臃 肿 的 棉 衣 ，便
有 些 热 风 习 习 ，气 浪 氤
氲。和风细雨吹拂滋润
下 的 鹅 黄 嫩 绿 ，顷 刻 便
蓬勃成广阔的绿野。春

天如少女般娇媚俏丽，仿佛悄然
一个转身，便隐没了芳踪，让人不
胜留恋与遗憾。

然而威海却不然。威海的春
天，就像 T 型台上的群体走秀，千
姿 百 态 、绚 丽 纷 呈 ，让 人 目 不 暇
接，尽饱眼福。

我想，除了自然的地理经纬
和那三面而来的徐徐海风，恐怕
还要得益于冬日里那冰封雪裹下
的丰足滋润。

威海的冬天，虽也不乏冷峭，
但她却始终像一位丰腴敦厚的少
妇，豁然练达。即便是漫天遍野

飘洒着晶莹的洁白，也极少带有
北方那种凛冽的周天寒彻，而总
是开敞着温柔而又滋润的胸怀，
洒落出一片片梨花雪雨，演绎出
无边的景致。

威海丽日下的冰封雪裹，就
像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总让人
心怡神驰，浩思绵绵。我甚至想，
那温暖怡人的春，该不是冬的姐
妹，而应是冬的女儿吧？因为，终
归是冬孕育了春。

威海的春天，就像一位尽情
舒展的绸缪少女，总是变幻着身
姿演绎着不尽的风华。然而，或
许是初登舞台的生涩，每每春将
至时的那种呼天唤地的声势，却
让人觉得有些不必要的夸张。因
此 ，威 海 的 早 春 ，虽 也 多 艳 阳 明
媚，但昼夜不停的长风，却有些过
于强悍，即便是泼墨抒情，也着实
让人难以溢美。

好在夸张渲染得不够冗长，
当它终归倦怠得想起尺度和收敛
时，嫩绿的山光水色，早已花团锦
簇，摇曳出一片多姿迷人的世界
了。这时你便会觉得，威海的春
天 ，依 然 是 最 出 色 、最 美 丽 动 人
的。

威 海 之 春 ，最 先 萌 醒
的，总是山光和水色。当洁

净市区中人工栽培的各色花卉，
还在蓝天丽日和朵朵白云下酣睡
时，那徐徐而来的温润海风里，已
能隐隐地听到由远及近春的橐橐
脚步声了。这时的海面，大都蔚
蓝而平静，像西子一样含蓄娇羞，
让人望而生恋，不忍举足。而此
时的山野，也在春风的沐浴下不
知不觉地醒来。

松林橡树下的一蓬蓬草丛，
虽 然 一 时 还 来 不 及 全 然 脱 去 枯
燥，然其蓬盖下的土壤，却早已适
时地冒出了一棵棵嫩嫩绿绿的芽
儿，甚至有些叫不上名字的花儿，
不曾生出枝叶便率先摇曳起一朵
朵黄的、红的、粉的、白的、小巧而
又坚硬的蓓蕾，那种迫不及待的
率性和抢占先机的孩童心态，着
实让人忍俊不禁。黄条的迎春和
紫团的杜鹃，更是摇曳多姿，鲜艳
得像一面面猎猎的旗帜，招引呼
唤着姐妹们早日醒来。

用不了多久，山野里的各色
树木花卉便都争先恐后地揉着惺
忪的睡眼，从容地换上靓丽的春
装。那种满山遍野的翠绿和无处
不在的蓬勃灿烂，将脚下的海面
和头顶上的天空，都给浸染和辉
映得如瑶池，似蓬莱，让人迷醉得
一时不晓得天上人间。

威海的春天，不似内陆那样，
来得突兀，来得凶猛。

威海的春天，就像河柳的枝

条，那些绿绿的春意，总是一丝一
丝地抽将出来的，那种从容不迫
的坦然，那种一丝不苟的循序渐
进，那种尽情地铺展和渲染，都像
一部精彩的长剧，尽可让你充分
极致地去领略和体味每一个动人
的细节。

那 一 阵 阵 春 风 吹 拂 下 的 山
水，犹如初生的太阳，一寸一寸地
向上蓬勃着，渐渐地披挂出青翠
碧透；渐渐地唱出了山涧溪流的
潺潺欢畅；渐渐地演绎出了鸟鸣
蝶舞。常常使人忘却它的伟岸和
波澜，而单纯地联想起女性的贤
淑与温暖。

此时，若你能身临其境，关于
春天的一切美好联想，都将像彩
云一样在你的心屏上一一掠过：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春
江 潮 水 连 海 平 ，海 上 明 月 共 潮
生”、“鸟度时时冲絮起，花繁衮衮
压枝低”、“茸茸草色铺风软，点点
杨花着水轻”，甚至于“杨柳岸，晓
风残月”，不一而足……

每逢这般时节，我便耐忍不住
走出书房，沿着那条九曲黄河般蜿
蜒起伏的环山环海路，逶迤东行，
尽情饱览初春的萌醒，忘我地凝
听春将至时大自然中飞越时空的
激昂旋律。让心的春歌随之奏响，
让心灵之花亦随之一起绽放。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威海的山水，美得浑然，

美得和谐，美得让你无法不
变得仁智。在伟大神奇的自
然面前，一切文字都将是苍
白的。

不 过 ，我 却 可 以 肯 定 地
告诉你：在北方，真的再也没
有比威海还要四季分明、春情
宜人的城市了。威海的
春天是最为美丽、最为动
人的，因为威海是青山绿
水的故乡。

（作者系国家一级
作家，威海作家协会副
主席）

承担文学使命
保护魅力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