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2025年年33月月11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5年3月1日（星期六）

2025年3月1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雨竹 ●版面設計：奇拿名 家 匯B3

到了海邊的古長江口，曾經被一萬年前可可
西里冰雪之水滋潤的野地，不得不用丹頂鶴作
為標誌象徵，以丹頂鶴為及格線！退後一寸是
什麼？前行一分又是什麼？如此，白居易才會
不厭其煩地以詩寫鶴，以鶴寫詩。
有詩為證，為肥美的楊貴妃寫出《長恨歌》
的白居易，最愛削瘦的鶴，盤點他一生所寫的
文字，寫鶴的詩詞竟然有一百多首。這當中比
較有趣且意味深長的，是以鶴的口脗與別的禽
鳥唱和。那肥肥的大鵝抱怨鶴被順風送入青
雲，自己長得與鶴的模樣差不多，為何沒有一
同步入青雲。「右軍歿後欲何依，只合隨雞逐
鴨飛」——養在白居易心中的鶴慨然回答，寫
鵝的王羲之死了，鵝們除了與雞鴨混跡在一
起，何必還要別人自我矮化，自毀才華，去遷
就不合格的事物？對於以非黑即白，將陣線分
得清清楚楚，只求不要太看輕自己的烏鴉，白
居易回應說，鶴喜愛棲身於雲上華表，烏鴉卻
只愛攫取田裏的腐肉，就像唱歌和
撫琴，一個是羽音，一個是角聲，
曲調的不同，簡直就是歡歌與喪
曲。對於鷹隼所表達的名鶴相對名
鳶、聞天等同戾天，飢腸轆轆時都
會啄食腥膻等等自以為是，白居易
回答說，是清是濁，各有各相，這
也是在鸞鶴同飛的彩雲中，見不着
只會在烏煙瘴氣裏亂喘亂竄的鷹隼
的根本原因。輪到雞來抱怨，不該
輕漫自己每日警露之德，司晨之
功，白居易也沒有好氣替鶴回應，
輕輕幾句，爾為爭奪伉儷，不惜在
泥水中大打出手，吾為保持氣節，

寧肯棲身樹上，天下人的眼界，豈能因為某是
家雞，而看不見他處的野鶴。
白居易在這裏提起家雞與野鶴，實在太好、

太妙、太傳神了：果真天天為主人下隻蛋、報
個曉的家雞遍地都是；不肯就範，拒絕樊籠，
只在九天鳴叫的野鶴，能夠相伴的只有閒雲。
世間太多公雞、母鴨、肥鵝和烏鴉，抱着死皮
賴臉、潑婦罵街、造謠惑眾的好使伎倆，就是
不肯修煉、不善進化，守着枯田瘠土、腥膻腐
臭，不作千里萬里想往。白居易沒有將鳳凰孔
雀之流拿出來類比，無非是覺得這幾樣常見的
兩腳禽，加在一起足以表達直立之人的日常醜
態。
丹頂鶴身着黑白紅平常三色，低頭覓食找不

到半點諂媚，昂立雞群不曾有半點輕浮。謙謙
君子之風透着高貴，款款低調之形盡顯優雅。
沒有刻意修飾打扮，素裝素顏，天然純樸，一
招一式，似乎都在體現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

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理念。有一種說法，
在中國，凡是沾了鶴字的邊，不管是天上飛
的，水中漂的，地上跑的，一律是二級保護動
物。相對當今社會生活中那些久違了的價值
觀，丹頂鶴的生命方式則是更需要保護的。
陸煙海霧，隱隱忽忽，茫茫蒼蒼。
遠近相接的煙墩，用於點火報警；星星點點

的潮墩，便於漲潮時，趕海人爬上逃難避險。
朝霞中偶然有柳眼凝望桃腮，碧水中冷不防現
出帶笑春風。四面八方的蘆葦圈起那些由鸕鶿
噙來的密密柳林，見縫插針的荻花讓那些有瓣
有蕊的野牡丹變得更加羞紅。
空濛裏，魚群可以抬頭問天。
疏林中，雙鹿不用提防天敵。
潮水漲落，土地得失，恍惚之間，長起了狗

尾草，長起了狼尾草。
在時空的那個間隙中，會不會生長出像狗尾

草和狼尾草一樣茂密的豹尾草，然後又趁着下
一個時空的間隙，再生長出像狗尾
草、狼尾草、豹尾草一樣茂密的虎尾
草？遊蕩不止的東海水線與蘇北平原
永不停歇的岸線之間，這生生不息的
荒野，這人煙不止的荒野，這萬物互
戀的荒野，無論怎樣地無邊無際，無
休無止，八千里路雲和月，八千里路
圓和缺，八千里路霜和雪，八千里路
鋼和鐵，最終都是為了讓命運如同丹
頂鶴群，優雅地喝一口水，優雅地啣
一口泥，優雅地生，優雅地死，優雅
於泥沼，優雅於九天。
(作者為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第八屆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黑 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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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
蘭。」工作三十餘年之後，在一個倒春寒
的早春二月，我終於想起，應該去看一看
那個 1800 年前的東漢敘事長詩誕生地
了。
直到導航抵達終點，我才意識到，我

所要探訪的地域不在潛山市，而是懷寧
縣。進得門樓，一對孔雀雕塑交項聳
立，似傳哀鳴。走在寬闊的直道上，撲
面而來的，是清冷的雨後長風。「未至
二三里，摧藏馬悲哀。」直道盡頭的跑
馬場上，兩匹瘦骨嶙峋的馬，一立一
臥，無嘶無嘯，牠們是《孔雀東南飛》
詩篇的知音和見證者嗎？梅花凋零處，
人造城牆頭，旌旗獵獵，那是吹自大漢
王朝的古風嗎？
終於看到孔雀，牠們漫不經心地踱步。
一隻藍羽孔雀捨棄地上的玉米粒不吃，卻
將長喙探出網外。我仔細搜尋，原來那裏
有一星點殘餘的麵包屑，我趕緊拈於掌
心，牠立刻迫不及待地吞噬而盡。我的好
心似乎帶來好運氣：孔雀忽然停住，炫耀
地舉起尾翼，像撐開一把花傘。牠的身體
迷人地抖動着，羽翼間發出響亮的摩擦
聲。這時候，北風吹動巨型傘蓋，牠有些
支撐不住，不得不調轉方向。據說，孔雀
開屏是為了吸引同伴，可奇怪的是，牠面
前的母孔雀居然視若無睹，兀自踱着步
子，彷彿覺得眼前畫屏有些礙事。接下
來，另外兩隻雄孔雀也開始各自的表演，
牠們是在相互比武嗎？在《孔雀東南飛》
故事的發生地，看似無人打理的一群孔雀
用牠們美麗的屏風，撫慰着我一顆涉遠而
來的漂泊之心。孔雀在，故事就在，劉蘭
芝和焦仲卿就在。
出影視文化城時，最後一輛裝載小吃炊
具的貨車走遠了。黃梅戲館裏唯一的歌唱
者還在一字一頓地吟唱，宛如東漢末年的
大風將她的顫音送出很遠、很遠。
「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
蓋，葉葉相交通。」相隔二百米，民居宅
旁，就是那塊象徵忠貞愛情的墓地。一棵
斜立的柏樹前方，碑石上赫然題刻着鎏金
漢隸「漢焦仲卿劉蘭芝之墓」。這樣的遇
見頗有些倉皇，卻終究實現了抵達。柏樹
是單身的，主幹被鋸斷，綿密垂落的枝葉
間懸掛着許多蒼黃的顆粒。並無松柏對

稱，土堆上方兀立幾束寒枝，些許青苔，
零星雜草。據載，悲劇發生若干年後，因
為夜夜烏啼聲切，人們不得不將奇樹砍去
了。再後來，建園、興園、推園、毀園。
歷經風風雨雨，如今，能夠留下一抔黃
土、半爿月池，作為焦、劉，也應該感恩
知足了吧？一方泥土，摶來摶去，反覆詮
釋着：千百年來，長詩不滅，故事不滅，
史書常在。
墓前，一條甬道，一面詩牆。詩牆外，

是尋常百姓家。一位婦人看了看我，很快
就掩門進去了。半月池邊立着一塊標誌碑
「孔雀東南飛遺址」，落款時間為公元
1987年9月。那一年那一月，我正由一位
青澀少年步入省立中等師範學校，我的漢
語言文學教材中注定繞不過一首古老的樂
府長詩。
午後晴陽靜靜照耀着小市鎮街道，林園

門樓兩側的動物石像一蹲一臥，頗有漢代
遺風。千載過去，最堅固的實物，除了泥
土，還有這幾尊磐石。正如詩中所書：
「蒲葦韌如絲，磐石無轉移。」街道盡
頭，是昔日聞名的孔雀台，樓台空空，像
漁網兜着風塵。這是近年新修的彩繪樓
台，舊時歌舞像落葉埋入泥土，像老去的
唱片被時光拋出久遠。一條河流燦亮着，
在陽光下晾曬泥土金黃色的肌膚。今天的
小吏港早已不是當年的深水港，這條奔騰
數百里的皖河，無聲地擱淺在另外一條歲
月的長河中。
「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

為客裁縫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與
小吏港相關聯的，還有這首少為人知的七
絕《廬江主人婦》，他出自詩仙李白之
手。在皖江之畔，離京未歸的謫仙人似乎
放棄了尋仙的夢想，他被一位「仲卿妻」
打動。那是一個怎樣的夜晚？他看見了一
雙縫衣的素手，聽見了空啼的城烏。故事
流傳數百年之後，類似焦仲卿妻的大唐女
性同樣美麗、勤勞，可她們的命運依然是
辛酸的。飄逸如飛天的李太白，一方面從
民間樂府中汲取源泉，另一方面，更是直
接與民間淳樸的人心相通相連。他高蹈着
天空的幽夢，又是行走在大地上的詩人。
在小吏港，他沒有遇見幸運的孔雀，卻聆
聽到城烏寂寞啼。

（作者為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

孔雀寂寞飛
何願斌����

今年3月1日，恰是農曆二月初二，也就是民間
傳說裏「龍抬頭」的日子。「二月二」自元代起
便發展成全國性節日，它宛如一座橫跨古今的文
化橋樑，生動展現着傳統文化，承載着古人對自
然的敬畏及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傳說中，古時人們因忙於農事，錯失了祭天的
吉時。玉皇大帝為此雷霆震怒，責令龍王三年不
得降雨。人間大地乾裂，田地顆粒無收，饑荒肆
虐。龍王的小兒子青龍心懷悲憫，不忍見人間百
姓挨餓受困，於是毅然冒險，悄悄為人間降下一
場久違的甘霖。玉帝得知後，勃然大怒，將青龍
壓在大山之下，並立碑警示：「青龍降雨犯天
規，當受人間千秋罪。要想重登凌霄殿，除非金
豆開花時。」 百姓們對青龍的善舉感恩戴德，紛
紛絞盡腦汁思索解救之法。次年二月初二，一位
老者在晾曬黃豆時突發奇想，用鍋炒製黃豆。隨
着豆子劈啪爆開，老者驚喜萬分，這不就是「金
豆開花」嗎？玉帝知曉後，只得赦免青龍。青龍
破山而出，騰空而起的剎那間，春雷滾滾，天降
甘霖，旱象迅速消散，萬物煥發出生機。百姓歡
呼雀躍，以各種形式慶賀青龍重獲新生。
神話傳說反映了黎民百姓遇難成祥的美好願

望。而「二月二龍抬頭」的真正來歷，則源於天
象觀測，體現了古人對自然界的敏銳觀察與智
慧。上古時期，人們通過二十八宿標記星位來判
斷季節，東方七宿連線宛如蒼龍，冬季隱匿無
蹤。來年初春，角宿星率先從地平線探出，好似
龍抬頭，人們據此來安排農事活動。在農耕社
會，龍被視作行雲布雨的主宰，人們在二月二這
一天祈願龍興雲作雨，飽含着對風調雨順、五穀
豐登的美好願景。
古人從「龍抬頭」天文現象中獲取啟示，民間
逐漸演化出形式多樣的「龍抬頭」習俗。我國地
域遼闊，氣候差異顯著——初春時節，北方還是
冰天雪地，南方卻已花紅柳綠，但在二月二這
天，卻存在許多相同的習俗。比如各地都流行逛
廟會，這一習俗源於古時的祭祀活動，既蘊含着
對民族圖騰龍的敬畏，又祈求上蒼賜予風調雨順
的好年景。同時，二月二這天理髮被稱為「剃龍
頭」，人們希望在新的一年鴻運當頭，沾染龍馬
精神。還有將餃子、春餅、麵條、炸糕稱作「龍
食」的習俗，人們認為吃「龍食」能得到龍的庇

佑，每一口都飽含着對美好生活的期許。
除了這些普遍習俗，不同地區在「二月二」還
有極具特色的習俗，體現了民眾就地取材、因地
制宜的智慧。
就拿我來說，我出生在冀東的土地上，還記得
在老家過「二月二」的情景。人們用當地特有的
黍子麵製作年糕，將其煎炸成誘人的金黃色，那
特殊的香甜氣息，成為我童年記憶中難忘的味
道。而「引龍回」 風俗頗為奇特，「二月二」的
清晨，舅舅會用燒柴草的灶灰從院子撒向街道，
一邊撒還一邊唸唸有詞地祈禱，直至水井旁。村
裏那一條條從家家戶戶蜿蜒而出的灰線，不僅連
接着大地與神龍，更承載着農戶們對豐收的殷切
期盼。
後來我隨父母到豫北長住，發現這裏的「二月
二」習俗與冀東又有不同。這裏的年糕用糯米製
成，色澤潔白如玉，口感軟糯香甜，飽含着「年
年高」的美好寓意。炒黃豆的場景熱鬧非凡，瀰
漫的香氣引得孩子們圍在灶台邊，蹦蹦跳跳地呼
喊「金豆開花」，眼睛卻直勾勾地盯着鍋台，迫
不及待地想要品嘗這象徵好運的美味。
而在千里之外的江南水鄉蘇州，「二月二」則
有着另一番獨特韻致。2020年我遷居到蘇州之
後，深刻領略到這裏遺存習俗的魅力。「二月
二」被蘇州人稱作「春龍節」，講究製作「撐腰
糕」，即將糯米年糕製成與人腰相似的形狀。
「撐腰糕」來自一個有趣的傳說——相傳很早以
前，蘇州虎丘塔將倒塌，土地公託夢讓民眾拉正
塔身，眾人一夜勞累後腰酸背痛，次日恰逢「二
月二」，人們吃了油煎年糕後，症狀竟神奇地消
失了，於是便有了「健身強骨撐腰糕」的說法。
如今，蘇州人為「二月二」注入新的文化內
涵，每年都舉辦相關的民俗文化展覽和主題文創
產品展。人們當天還會在石湖舉辦盛大的「春龍
節」。現場人聲鼎沸、鑼鼓喧天，好似喚醒了沉
睡的巨龍。陸地上，龍獅舞動得酣暢淋漓；水面
上，龍舟競渡激戰正酣；藍天上，龍形風箏騰雲
駕霧。「海陸空」三龍鬧春的壯觀場景，融合傳
統與創新，充分展現出江南水鄉獨有的文化魅
力，彰顯出水鄉大眾團結奮進的新精神風貌。
歷經歲月變遷，「二月二」 的習俗跨越東西南

北，深深扎根於華夏大地，成為珍貴的農耕文化
遺產。古人對自然的
敬畏，在現代社會已
演化為強烈的環保意
識和對自然規律的尊
重；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也在「二月二」
不斷創新的活動中得
以展現，煥發出新的
生機，如激昂澎湃的
樂章，激勵人們在新
的一年懷揣希望，不
斷前行。
（作者為中國作家

協會會員、中國報告
文學學會會員）

鳧在水面上的黑鴨，偶爾
將頭伸進水裏

一次深呼吸，就是一次命運的放逐

不需要太深的水
一隻黑鴨就可以陷入回憶

拂動水的褶皺

一定有一種風暴，隱於水
隱於黑鴨的體內

讓黃昏的湖水繃緊波紋

一隻，兩隻，三隻……
數到第七隻時，兩隻黑鴨

交換了位置，湖面上
散亂的光，在相互補充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孤鶴的意義（下）

「二月二龍抬頭」：
民俗傳承中的交響樂章

劉長利���

●門樓內一對孔雀雕塑交項聳立。 網上圖片

●「撐腰糕」是與人腰形狀相似的糯米年糕。 網上圖片

●丹頂鶴的謙謙君子之風透着高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