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伸出鸟的手

摄氏 41度，天真是太热了！人会
昏倒，鸟也会中暑的。

这时，只见一只鸟倒在浙江义乌
一间餐厅外面。

它的同伴急得在它身边直跳。
要是人，就要做心脏按压，掐人中

穴，做人工呼吸。
不知是谁教的？这只聪明的鸟，

也像人一样，一步步施行抢救手术。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招不行，

再换一招；还不见效，就两管齐下，三
管齐下。

爱有多深，心就有多切。只要心
不死，行动就会继续。

一只鸟的力量是有限的。一只一
心救友的鸟的力量又是无限的。

终于，那只昏迷的鸟动了。捡回
一命的它，率先振翅飞了起来。

随着救援者腾空而起，餐厅里顿
时也欢腾一片。

据说这段视频，是一位到此做生
意的外国商人所拍。

人同此心，人皆有爱，老外也一样。
动物也一样。
同样，小鸟都能做到的事，人又怎

会做不到！

爱的力量

一位母亲跪在一个深坑上。
这是一头大象。她的宝宝失足跌

在坑底了。为了让儿子活着，母亲不
顾一切跪着给他哺乳。

等人们发现时，已不知过了多少
天了。

救援人员用起重机把她吊起，极
度衰弱的她竟毫无反应。

坑下响起宝宝悲惨的嘶吼，也无
法唤醒昏迷的母亲。

人们给她打肾上腺素，做心腹复
苏，趴到她身上用双手双脚拼命地按
压。努力却不见效果。几分钟后，她
却停止呼吸了。

疯狂的宝宝爆发了超能力，挥动
四肢竟逃出了深坑。

救援人员没有抛弃，宝宝更不会
放弃。

持续的努力，不断地呼唤，整个世
界都在期盼。

地动山摇，回旋着宝宝忘情的哭
喊。雨从天降，老天也感动得流下泪水。

真的能感天动地吗？真的有奇迹
发生吗？

只见母亲艰难地站了上来，儿子
失魂般扑了上去。

母子俩回归森林时，深陷其中的
我，才猛醒这是一段视频。

现场实播的镜头拍下的明明是动
物，我不由得想到的却是人间。

世上还有什么，比得上血肉相连
的深情？

是的，做人就要做这样的儿子，这
样的母亲。

爱是可以感染的

一个箩盖用一根树枝撑着，盖子
下摊着一堆饭粒。

当然是用来引诱小鸟的。树枝被
一根不易看清的绳子牵着，绳子被一
个看不见的人牵着。

这个公开的阴谋，小鸟们也是懂
得的。这种生死存亡的教训，应有一
代代长辈口传心授。

可是，毕竟诱惑力太大了，侥幸心
又太重。饥寒交迫之际，谁能抑制住
冲动？

两只不速之客天外飞来。这两只
麻雀，大概是一对情侣。

此间的危险，它们不会不知道，又
不得不冒险。

只见一只鸟飞到箩盖下面，让另一
只等在外面。绝不能让人一网打尽呀。

这只鸟口衔食物后，并没有吞下，
而是跳到外面，喂到另一只的嘴里。

爱，不只是相濡以沫，也是以身保护。
一次次往返，一次次爱的传递，一

次次爱的表达与展览。
那根绳子，一直没有牵动。
那个手拉绳子的人，被感动了。
那份爱，不仅能在鸟间传递，也可

以传到善良的人心里。

动物诗篇（三章）

■ 蔡旭

粤西的信宜是一座山城，而信宜的
茶山更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山镇。每
个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
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后来，回过头来
看看，才发觉原来出发的地方，才是如此
的令人眷恋。茶山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溪
流都好像有着灵性一般，融入了我的生
命里。

少年时期，祖母总会带着我去探
亲。祖母那一辈人很注重亲情，一去探
亲就要住上几天。她带我去得最多的就
是去婆布奶（祖母的亲姐姐）家。探婆布
奶全程都要走山路，我也不记得要翻多
少座山了。只记得经过每一个大路口，
祖母都要吩咐我折一两枝山花或树枝献
给路边的神仙，祖母坚信每一座山每一
条河每一条路，都有神明在庇佑着天下
苍生。

祖母见我累了就会牵着我的手，鼓
励我。但是翻过大僻那座山的时候，会
出现一个神奇的地方，那里没有参天大
树，整个山岗长满了矮矮的菇捻树，菇捻
子挂满了枝头，地上的草像是地毯那样
的令人舒服，还有不知名的山花，花丛中
飞 满 了 白 色 的 、褐 色 的 、花 色 的 蝴
蝶……这个时候祖母会停留下来休息，
并告诉我，这个地方叫作蝴蝶地。我望
着这个仙境般地方，快乐得早已忘却了
疲惫。祖母一边摘那些最熟最甜的菇捻
子递给我，一边教我唱客家童谣：“六月
六，菇捻红到肚；七月七，菇捻逗鬼拧；八
月八，菇捻红过血；九月九，菇捻甜过酒；
十月十，菇捻拧唔入。”

婆布奶家在半山腰上，屋后门前种
了各种果树，有沙梨、雪梨、柚子……但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棠梨子。婆布奶
很懂得小孩子的心，叫我想吃什么就自
己去摘。我总是不知客气地去摘大棠梨
子。大棠梨子生吃苦涩，但经过水煮熟
后，就很好吃。婆布奶还跟我们说，大棠
梨子最好用糖来腌制。但我等不及腌制
了，迫不及待就让老人们帮我煲，而我又
跑到山脚下的小溪去摸鱼捉虾。等到煲
熟了，祖母就会在门前喊着我小名：“大
棠梨子煲好了，可以吃了，回来咯！”然
后，我就飞快地跑回去，拿起仅仅是加盐
来煲熟的大棠梨子，吃得是那么的津津
有味。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才在大成
山楂妹专卖店吃到了用糖腌制的大棠梨
子，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回家后，我有了向兄弟姐妹们吹嘘
的资本，特别是讲到蝴蝶地的奇遇的时
候，更是用尽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赞美
之词。但是，阿哥打断了我：“蝴蝶地，我
们砍柴的时候都不知去过多少次了。”于
是，我坚定地加入兄弟姐妹们的砍柴队
伍。

菇捻子成熟的季节到了，早上六点
多，兄弟姐妹们八、九人扛着柴枪、柴索，
拿着勾刀，开始向蝴蝶地进发。路上，我
们经过白昏窝山塘边的时候，就去摘生

产队时期种下的沙梨。大僻半山腰的大
僻村有棵大杨桃树，树上结满的黄澄澄
的杨桃，也是我们垂涎欲滴的水果。一
度担心大僻村的人会跑出来揍我们，但
是村中的老人们看见了，也只是询问我
们是不是从垌心村上来的，并且还叮嘱
我们注意安全不要掉下来。至今想起，
依然为当时老人们的善良而深感到人间
总是充满着温情的。一切准备就绪，一
群少年立马冲向了蝴蝶地。

蝴蝶地成了我们快乐的天堂，我们
先饱餐一顿甜美的菇捻子后，还拿出布
袋将成熟的菇捻子都摘下来。然后，在
草地上、菇捻丛中打仗，练武功，追逐蝴
蝶……累了饿了，就拿出沙梨、杨桃来分
享，大家就这样躺在草地上看山花绽放，
看蝴蝶飞舞，听山鸟欢唱，谈我们的梦
想，憧憬我们的将来，而喜欢读书的我则
会躺在那里看《三侠五义》《杨家将演
义》……时光好像在那一刻静止而获得
了永恒。

一直到傍晚六点多，我们才挑着柴回
到家里。村子里不久响起了各式的骂声，
我们清楚知道，父辈们真是暴怒了。我们
赶紧拿出采摘的菇捻子递给大人们，让他
们也分享我们的快乐。而祖母则在絮絮
叨叨中告诫我们吃了一天的菇捻子，小心
涩肠，并催促我们赶快去喝盐水。

大人们骂过了也就过了，我们也没
有放在心上。反正每年到菇捻子成熟的
季节，我们依然会打着去砍柴的旗号跑
去蝴蝶地。

岁月在日出日落间流转，不知不觉我
们就长到了能够和父辈们传杯弄盏的年
纪，而父辈们也不会再随意骂我们，更多
的是默默看着我们，凡事开始征求我们的
意见。或许，人生就是这样的猝不及防。
又到了菇捻子成熟的季节，几位堂兄弟又
回到了茶山，一大家人又聚在一起，在简
单的家宴上，我们又谈起了往事，谈起了
我们的快乐天堂——蝴蝶地……

这时，十八叔告诉我们：“哪里还有
蝴蝶地？早就没有了！”“怎么啦？”我心
中一惊，急忙追问。父亲接过话来说：

“早几年，大僻的村民开荒种三华李了。
三华李增加了收入，大家的生活都好了
很多。”

举起杯一饮而尽，莫名地，我的心里
满是留恋。朦胧中，在时光的寻寻觅觅
里，依稀又看到了一群少年在长满菇捻
树、开着灿烂的山花、还有飞舞着满山蝴
蝶的蝴蝶地里打滚、嬉戏、读书；还有祖
母牵着我的手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岗，
经过蝴蝶地的时候，一边将摘到的最大
最甜的菇捻子递给我，一边教我唱客家
童谣：

六月六，菇捻红到肚；
七月七，菇捻逗鬼拧；
八月八，菇捻红过血；
九月九，菇捻甜过酒；
十月十，菇捻拧唔入。

梦里又见蝴蝶地
■ 杨端雄

为了推广化州美食文化，前些天宣传
部组织我们一行十人到播扬镇考察美
食。当负责接待我们的镇领导说时间尚
早，带我们去扶荫地走走时，我内心有多
雀跃，恐怕难以言喻。说实在的，对扶荫
地，我心念已久，曾N次计划造访，但最终
没有实现。

从播扬镇府出发，十多分钟车程，我们
就来到了扶荫地风景区牌坊下。一下车，远
远看见山脚下一口绿如翡翠的山塘水库，周
围密密麻麻的树木黟然若黛，宛如国画中的
泼墨山水。我惊叹于湖水的翠绿，一路小跑
过去。近看湖水则更像湛蓝的锦缎，蓝得纯
净，蓝得温柔恬雅。午后的太阳光透过密密
的树叶，筛下一束束金光，照在水面上，波光
粼粼。微风吹来，湖面上碧波荡漾，泛起层
层涟漪，花草树木的倒影婀娜多姿，仿佛都
有了生命，轻轻诉说着一个个古老的传说。
苏轼笔下“水光潋滟晴方好”不过如此吧。
水库之上，一座小型发电站，与山水景观、美
丽乡村相融合，打造“一镇一库一景”，让水
库成为最美丽的风景线。

我们放绕过水库，继续往前行。因为
预先没安排看风景，我和几个女作家都是
穿着高跟鞋来的，山路不好走，我们唯有
小心翼翼一步一个脚印。忽闻潺潺流水
声，愈往上水声愈大，声声怡人。山路一
转，小溪远远地从山上蜿蜒奔来，若隐若

现，若明若暗，时而直脱驰骋，浤浤汩汩；
时而七弯八拐，哧哧溜溜；时而淙淙流淌，
羞羞答答；时而急流入潭，大大方方；时而
欢快弹奏，叮叮咚咚；时而撞击岩石，哗哗
啦啦……

山上尽是珍稀树种、名贵中药材、罕见
花卉和奇峰怪石。

往上没路可走了，要上山必须经过溪
流。带着“天然空调”的清凉和舒爽，上岸
寻找同伴的影子，忽逢扶荫溪口，那里有
一道天然三级瀑。一百多米内有三个落
差，浩浩荡荡。尽管这是一道小型瀑布，
却有千军呐喊万马奔腾的气势，又像一群
猛虎咆哮着冲下山岗。瀑布近在咫尺，如
同一幅飘忽不定的银帘，雄浑而坦荡。飞
瀑撞击岩石，翻滚着白色唯美的浪花，幻
变出五彩缤纷的水珠。有人说“山不在
高，有仙则灵”，我却认为“山不在高，有瀑
则灵”。这天然的三级瀑，是大自然的杰
作，是扶荫地的灵魂。

在藤蔓遮掩的水潭里，落英片片，情
味人间深几许。一帮年轻人正在纯天然
的跳台上跳水，动作干净利索，以极其优
美的姿势入水，让青春激起一片雪白的
赞叹。爽啊，又让我免费观看了一场精
彩的跳水表演。

溪旁，一壁千丈的天花崖毅然屹立。
在绿树掩映的天花崖边，收藏着一个天然

的仙人洞。洞高 3米多，宽 8米多，深 10多
米，可同时容纳 100 多人。这仙人洞有没
有仙人出没，我无从考究，但这里流传着一
段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南北朝时期，冼太夫人率领俚
人在此山间转战，南海大士观世音化作一
位俊美的姑娘，骑着金牛腾云驾雾前来助
阵。冼太夫人平乱归隋后，大家为了纪念
当年观世音助战有功，便将此地命名为“扶
荫地”。据当地人说，在扶音溪口的金牛石
和源头的莲花石，大晴天还能映出大士观
世音的倩影哩。

扶荫地最神奇的，莫过于风飕坳里那
座莲花石，又称三叠石。何谓三叠石？就
是三块不规则巨石奇迹般堆垒在一起。这
里的三叠石与南宁和莲花山的不同，三层
巨石，别处的上小下大，这里的中间那块最
小，上层最大，顶层石面平整，可同时坐十
多个人。三叠石看似头重脚轻，不堪一击，
摇摇欲坠，实际上是稳固的吧？

时间不早，下山。我走在后面，其他同
伴早已不知去向。我身上没带手机，一人
独自缓缓走在山路上，远离尘世一切喧嚣
浮躁，世界把我遗忘了，我把世界忽略了，
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

不知过了多久，走在最后面的两位文
友手拎高跟鞋，袅袅婷婷来到了……

别了，播扬扶荫地，灵魂的栖息地。

灵魂的栖息地
■ 劳小颖

今年的教师节和中秋节碰巧在一起
了，一早手机就收到了不少学生的祝福信
息，有二十几年前的，也有这个学期的小可
爱。难得学生们如此有心，每一份祝福，我
都认真地回复。二十多年的教龄了，不知
不觉中，我已成了别人眼中的老教师了，但
回头想想，被老师教诲的场面仿佛还历历
在目。今天，我也好想祝我的老师节日快
乐呵，但不少恩师已经作古了，更多的是默
默放在心里，没有联系。此刻，唯有看着天
上的浮云，轻轻地在心里说一声：祝老师节
日快乐。

如果问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是什
么，我会非常肯定地说是我选择做一名老
师。记得当年初中毕业填志愿时，我唯一
填的志愿就是高州师范。班主任杨老师一
直叫我慎重考虑，我的分数高了高州中学
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他想我读高中考大
学。但我坚定地选择了读师范，因为我从
小的梦想就是做老师。这源于一个个乡村
教师的影响。

我的求学是从村子中的祠堂改成的分
校开始的，一年级和二年级一共十几个孩
子在同一个教室的复式班。隔壁一个我叫
六爹的人成了我们这十几个调皮鬼的老
师。那时六爹已经五十多了吧，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读过高中，后来成了一名民
办教师，分校没有办法请公办老师来，所以
六爹得以继续教书。他是一个慈祥和善的

人，极有耐心。每天晨曦初露，他就敲响祠
堂前的钟，我们从村子的各个方向嘻嘻哈
哈地跑进祠堂上课。六爹拿着教本进来，
先叫坐在第一列二年级的同学看书做习
题，然后教二三列一年级的同学读书、认
字。我前面的阿茂常常偷偷吃东西，什么
炒黄豆、萝卜干等，六爹只是走过去摸摸他
的头，又继续讲课。我妈只读到五年级，但
她极其喜欢教我读书认字，在家教会我做
10以内的加减，第一次考试我居然考了第
一，六爹下课很高兴地在我爸妈面前表扬
我，说我很聪明。小小的我站在旁边用崇
拜的眼神看着六爹想，我以后也要做个老
师。

小学三年级，我到了管理区的完全小
学了，将近退休的曾老师教我语文。圆圆
的头，花白稀疏的头发，小小的眼睛里常是
笑意，如果用慈祥来形容一个老人，他是我
此生中见过的最慈祥的人。印象中最深刻
的是，早读时，教室里的读书声参差不齐，
曾老师坐在缺条腿的凳子上，几个同学围
着他背书。我觉得好神奇，老师居然可以
同时听几个同学一起背书。为了得到老师
在语文书上打上九十分 ，我拼命地背书。
现在依然常常梦见小小的我站在老师面前
背《惊弓之鸟》，老师一边认真听，一边把我
皱皱的书角压平整，我一口气把书背完了，
曾老师一边点头一边在书上写下鲜红的98
分。现在每个早读，我也像曾老师一样端

坐在讲台前，认真地听每个同学背书，然后
郑重地写下一个九十分以上的分数。我常
想，也许会有一个未来的老师在我的影响
下诞生。

我如愿踏进高州师范的校门，现在这
间偏安粤西的百年老校已经在时代的洪流
中几近退出了历史舞台。我很庆幸在那时
的校园中遇到了许多的好老师，尤其是刚
毕业的杨永英老师，是她带我走进了文学
的世界。课堂上的生动阐述，课后的耐心
指导，每每想起，都觉得幸运。杨老师的藏
书很多，她总是毫不吝啬地把珍贵的藏书
借给我看，那些曾经离贫穷的我那么远的
名著一下出现在我面前，让我欣喜不已。

《飘》《静静的顿河》《复活》《悲惨世界》等，
每看完一本，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和老师分
享读书的感受。杨老师总是静静地听我胡
语，适时点评。腹有诗书气自华，现在的我
慢慢地似乎有了老师当年的影子。

严格的钟英武校长，幽默的杨承长
老师，善良的杨承楷老师，可爱的严聪老
师……当年那些简陋的教室中，老师们从
无怨言，总是认真地做好教书育人的工
作。每当我工作遇到挫折时，每当我对当
下的教育环境感到失望时，一个个老师的
身影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是你们，让我能初
心不改，坚持在乡村的三尺讲坛上。

弹指挥动间，岁月已匆匆，我，成了你
们中间的一员。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们
■ 梁荣梅

一个夏日晚上，我要去与战友小聚，想
穿件略好一点的衣服。老伴心领神会，马
上去衣柜里取来一件青蓝色的短袖衬衣。

我一看，是一件已四五十年的“老古
董”，便随口说：“穿这件衣服有失体面
吧”。老伴却反驳说：“我看并不差，颜色鲜
艳，美观大方，有质感，还烫得平平整整，听
我的没错。”老伴说到了这个份上，我只好
照办。说来也奇怪，那天聚会不但没有丢
脸，居然还有战友夸我衣服不错，让我有点
意外。这不得不说说这件衣服的故事。

这是一件 20世纪 70年代曾风靡全国
的的确良布料衬衣。是我在部队服役期
间，和爱人一起去湖南长沙市中山路百货
商店购买的，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那时，
我们国家还比较贫穷，有不少人还穿手工
制作的粗布衣服，市场上突然出现新潮的
的确良布料衣服，一度火遍大江南北，受到
人们的热捧和青睐。如果能穿上一件的确

良布料制作的衣服是很时尚的。
的确良布料衣服的确有它的独特之

处，不但美观，还有较强的耐磨性和抗腐蚀
性。它的出现，不但引来不少赞美声，而且
对衣服面料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记得
湖南省湘剧团一出小戏中有句台词是这样
称赞的确良衣服的：“上海出的、经得穿的、
人人爱的、最时髦的……”

我和许多人一样，对的确良布料衣服
情有独钟。因此，这件的确良衬衣一直让
我爱不释手，穿了近二十年又随我从部队

“转业”回到了地方。由于它色泽鲜艳，平
整挺直，容易清洗打理，每到夏天我仍然把
它作为换洗的主要服饰。

到了 2000 年，因要搬新居，便对家里
的东西进行清理。当清理衣服时，这件的
确良衬衣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仔细观察，
发现衣服领子有些破损，觉得有碍观瞻，便
作为清理对象放到了一边。老伴是个细心

且勤俭节约的人，对我要处理的东西进行
认真“复核”，发现这件的确良衣服尽管衣
领有些破损，但总体还好，又把它悄悄留了
下来。过了些日子，老伴把衣服拿到裁缝
那里将破损的领子拆下翻了个“身”（把好
的一面放在上面），重新洗干净烫好放回衣
柜。那年的夏天，她又提醒我继续穿。老
伴的良苦用心让我感动，我又重启这件的
确良衬衣的进程。说来也奇怪，尽管几十
年了，穿在身上居然看不出陈年老服的样
子，相反还显几分光鲜。这样，一穿又是好
几年，真是应了一句困难时期的顺口溜：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退休后，因这件的确良衬衣有方便清

洗等优点，且有故事，我仍然把它作为晚上
散步的服装之一，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我真舍不得这件的确良衬衣了，
因为它不但是我的好伙伴，真诚为我服务，
而且成了我美好的回忆。

一件的确凉衬衣的故事
■ 李坤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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