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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咯！叽咯！叽叽咯！”“嘻嘻咔！嘻
嘻咔！”……这样的鸟声，在我住的家属院
里穿透着，飘散着。

早晨，我的睡梦总要被这些或悠长或短
促或清脆或浑厚或嘹亮或低回的声音所唤
醒，从而开启新的一天。

我住的家属院虽然不大，但除了楼房和
场地，就是满眼的树木和绿植花卉。这些
树，高者超过三层楼，矮者也有三五米高。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着麻雀、喜鹊、斑
鸠、鸽子和其他我不认识的鸟。它们与人们
共存，互为邻居，互为朋友。

望着鸟儿在树中飞翔，在地上啄食的情
景，我的思绪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我与鸟为友
的点点滴滴。

我 小 的 时 候 ， 是 在 垣 曲 盆 地 西 北 部 的
“盆沿”下度过的。我们村子不大，三五十
户人家，背靠骆驼峰，面对石龙山。垣曲的
母亲河——亳清河从村前悠悠流过。

我们村的自然生态好，树木多，鸟儿也
多。我家院墙外有槐树、桑树、柿树、杏树
等，最大的那棵槐树上有一个鸟巢，差不多
有土筐那么大，远远就能看见。小时候的
我，很羡慕那些鸟儿，它们可以翱翔蓝天、
自由自在。

记忆中的五六十年代，冬天比现在冷，而
且时常下大雪。院子里的雪往往有一尺多
厚。下雪了，男人们便会在家里做些家务活，
比如编箩筐、刨一刨要做镢把的小圆木、烘一
烘未成型的扁担胚胎。或者三五岁数相当、
意气相投的哥们在一起扯闲。我父亲爱聊
天 ，叔 叔 伯 伯 就 会 上 门 来 与 他 一 起 摆 龙 门
阵。大家围着一个火盆，天南海北地聊。

有时候讲够一段落了，父亲就会把门打
开，望着漫天飞雪，自言自语地说：“这雪，下
个没头。”这时候，他的目光，会被院墙外大槐
树上的一对斑鸠吸引。他们的羽翼上落满了
雪，头部俯向我家院子，双爪紧紧地抓着树
枝，脖子紧缩，一动不动，像一对冰雕。

父亲从东厦屋里拎出木锨，在院子里铲
出两三平方米的一片空地，用笤帚把雪扫干
净，露出土黄色被潮气洇湿的地皮。然后，
回屋从瓦盆里抓一把小米或麦麸，撒在刚扫
过的空地上。斑鸠以很敏捷的动作落地啄
食，它们实在太饿了。下几天雪，父亲就能
喂几天鸟儿。

后来，父亲病倒了，去世了。出殡的时
候，天空蔚蓝，万里无云。院墙外的槐树枝
上，不知啥时候赫然立着一排斑鸠，有六七
只，它们俯首望向我家院子里，“咕咕咕”
叫个不停，声调幽怨凄婉。它们是一家人
吗？里面应该有吃过父亲撒在雪地里米粒的
那一对老斑鸠吧，其余的几只是不是它们的
子女？它们全家在为父亲送行吗？我傻傻地
瞎想。

鸟儿通人性。至此我就对它们感恩戴德
了。

还是在部队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一
只鸟儿落在我家后门的篱笆旁，它想挣扎着
站起来或飞起来，但东倒西歪的身子不听使
唤。我看着它可怜，抓起来一看，腿上流
血，抱到卫生所给它抹了碘酒，又进行了包
扎，回到家把它放在一个纸箱中，又给它铺
了一层棉絮做褥子，每天好吃好喝地精心伺
候。天黑后，我怕它们被猫吃掉，于是把纸
箱子搬回家。过了七八天，我看它能站起

来，身体恢复了健康，就把它放生了。我双
手轻轻地将它捧在掌心，举过头顶，用力向
树枝上抛去，同时喊道：“小精灵，回到你
的天空去经风雨见世面吧！”这只鸟儿展开
羽翼，飞了二十多米远，双爪用力地抓住了
树枝。然后它又转身望着我，好像是依依不
舍地与我告别。

现在，我家厨房位于房子的阴面。每顿
饭后刷锅洗碗，我都会把饭碗里沉淀过的小
米粒、大米粒、玉米糁倒进勺子里。然后，
推开窗户，握勺子的手一伸，里面的食物就
利利索索地倒在窗外的地上。树上的鸟儿听
见我倒食物的声音，就会睁大眼睛俯冲而
下，落到食物跟前大快朵颐。时间一久，我
与鸟儿之间就有了一种默契，每到饭后，它
们就会早早地在树枝上望着我家厨房的窗户
外，等待我的投食。

家里有过期的剩饭，我便端着碗倒在人
们不易踩着的树根处，为的是让鸟儿吃饱肚
子。有时我也会躲在鸟儿看不见的地方偷看
它们争相吃饭的场景。

让鸟儿吃剩饭剩菜成了我生活的常态，
哪怕掉在饭桌或地板上的一个馒头渣，我都
要捻起来扔到窗外。吃老玉米，掉到地板上
的玉米粒，我捡起来用手撕开，再扔到窗
外。我怕玉米颗粒大，鸟儿咽不下去。多年
来，我从不把剩饭剩菜倒进垃圾桶，如果那
样做，倒是肥了老鼠坑了鸟儿，我于心不
忍。

前年秋天，我家无花果树上出现了一个
鸟窝。我怕下雨时鸟儿在窝里被淋湿，刮大
风或下大雪时它们又会冻感冒。想到这里，
我用白塑料布和线绳在几厘米远的地方，给
这个鸟窝搭了一个避风遮雨的装置，等于它
的窝巢外面又多了一个简易房。我是真心希
望鸟儿在此繁衍后代，百啭千声，嘤嘤成
韵，无忧无虑地去过它们的幸福生活。

我已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些小精灵。我常
常想，上帝创造了万物生灵，自有它存在的
道理。即便一只鸟，也有做鸟的尊严。而
我，更感到对土地，对大自然，对每一个生
命，对万物生灵的敬畏。

与 鸟 为 友
■张宝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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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嫩笋，冬秀翠青。高枝耸
立，细叶欣荣。喜群居而集聚，耐贫
瘠则丛生。以虚心而受誉，因高节
而盛名。挺拔不弯，有圣贤之风范；
坚贞大雅，存君子之笃诚。

——《竹林村居赋》

一

竹林村原名牛家村，位于永济
市西南方向的韩阳镇，距市区 15 公
里，辖牛家、贺家、尚坡、石家 4 个自
然村，500 余户 1900 余人。1984 年 6
月，牛家村与贺家村分置，2020 年两
村重新合并，因村内有千亩竹林，故
重新命名竹林村。

竹 林 村 东 依 气 势 雄 伟 的 中 条
山，西濒奔腾到海不复还的黄河，
乃山河形胜之地，民风淳朴憨厚，
历史文化得天独厚。曾有“牛石贺
家村，南北郑谷庄”“东靠山、西
靠滩，铁路公路中间穿，好地只有
一点点，树木栽到山尖尖”等说
法。周边沿山古迹众多，如千年古
刹万固寺、栖岩寺、白塔寺，新修
建的有青龙洞、望河楼、马王庙
等，披山襟河，连绵不绝，竹林茂
盛，延续数里。在竹林掩映下，依
山势、地形、竹林而建的村庄错位排
列，别有格致，以竹简形状布局的

《竹林村居赋》格外醒目，山涧水潺
潺不息穿村而过，祥云氤氲迤逦不
绝，俊鸟欢快飞行其间。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
不是风。”出自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杨万里《夏夜追凉》的这一诗句，描
绘出一幅夏日景象，在蓬勃旺盛的
竹林里，不时传来虫鸣声，一阵阵清
凉感觉迎面而来，可这并不是风，或
许是大自然既充满无限生机又宁静
惬意的生活景象吧。

二

每个村都有村风，展现着村民不忘来时路的艰
难历程。

在竹林村占地面积 300 多平方米的家风展览
馆里，透过馆内保存的大量早期农村的生产生活用
具和民间工艺品等，后人们品读农耕文明，传承传
统文化。

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肇始根基。传统
农具则是中国农耕文化的核心元素，是中国农耕文
明的物态载体，是中国农业生产发生、发展、进步的
历史见证。

千百年来，竹林村得中条山气候之滋养，山涧
水自流灌溉之便利，村民垦荒拓地、春播夏种。

透过实景展现的犁、耧、耙、耱、石碾和镰刀、锄
头、铁锨等农具，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幕幕于日
出日落间，先民们顶风冒雨、孜孜不倦，一年四季周
而复始地春耕夏播的巨幅画面，感受他们播下种
子、收获希望、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抚摸着竹篮、
笊篱、木叉、蒲蓝、柳罐和算盘、瓦碗、马灯、牛嘴笼
等一件件家什，我的脑海里，好似出现了一个个农
人，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史里，与动植物相克相生、物
我相融、互帮共利、互助互济的感人场面，领悟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之真谛。

该馆是韩阳镇第一个家风展览馆，分《始·来时
之路须铭记》《承·农耕文化谱新篇》《悟·激浊扬清
再出发》三个部分，集陈列、文化、教育等服务功能
于一体，以图文展板、实物展柜展品、网络宣传片等
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了竹林村的历史
人文与经济政治发展情况，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北方
农业文明传承演进的历史和民间民俗的生活面貌，
为村民“留住历史、留住乡愁”。

竹林村家风展览馆，不仅再现了历史的沧桑巨
变，也记录了生生不息的岁稔年丰，成为弘扬传统
文化、涵养文明乡风、留住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也
成为对农民，尤其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和热爱家
乡教育的一个课堂，达到了存史、资政、育人之目
的。

登上竹林村东山坡高处的“望河楼”，熏风拂
面，蓝天白云，极目远望，只见“八百里秦川”郁郁葱
葱，生机无限；仿佛就在我们脚下“浪淘风簸自天
涯”的黄河，从北向南缓缓流淌。我不禁想起了自
号“少陵野老”的杜甫老先生那首千古名诗《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
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诵读之中，只觉得胸怀无比舒展，视野
更加开阔。在阳光照射下，远处的黄河母亲依山襟
河，如一条洁白的丝带，佩挂在历史厚重、肥沃质朴
的蒲坂大地；近处沟壑纵横，漫山遍野是长势旺盛、
郁郁葱葱的林木草丛；脚下是层次分布、青白杂间
的村庄田舍和一垄垄各种庄稼，特别是那成百上千
亩生长旺盛、密密实实的竹林，在山风吹拂中，绿波
荡漾，雾霭弥漫，金光滚浪，韵律无限，又给村庄平
添几多风采。真是一幅色彩斑斓、五颜六色，又层
次分明、风景美丽的巨幅油画。

此时此刻，蓝天与白云相伴，翠竹和熏风为友，
宛如一幅天然而成的皇皇画卷。竹在微风中轻摇，
拂动竹园里的潺潺流水，将宁静的山村映衬得更加
清净幽美。

三

“君妃二魄芳千古，山竹诸斑泪一人。”
这是镶嵌在该村斑竹园林南边一个入口处的

对联。毛泽东同志《七律·答友人》诗中写道：“斑竹
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博物志》第八卷记
载，远古时期的尧帝将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
给了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都蒲坂的虞舜大帝。
虞舜“南巡”时崩于苍梧，他的两个爱妃娥皇、女英
二人相携为伴，克服路途遥远，历经千难万险，不远
千里寻夫来到君山，忽闻噩耗，悲痛万分，遂攀竹痛
哭，泪血滴在竹子上，竟成斑竹。联语上下对仗工
整，情景即时交融，既巧妙地嵌入“君山”二字，更对
二妃追随舜帝的忠贞爱情倍加赞颂，世人皆称之为
妙联。

我们徜徉在斑竹园林深处的路上，一片青翠映
入眼帘，竹叶婆娑、竹节分明，清幽秀丽，宛如江

南。竹林中，那高高的小桥与曲径
通幽处的小路相连，曲曲折折穿过
茂密的竹林。竹子从笋箨中迸发
苦节，青皮环抱空虚的竹心。我们
俯身看看桥下细细的溪流，抬头听
听丛林中萧萧的竹韵，好不惬意。
阅读小径两旁竹文化知识和诗词
牌，切身感受中国竹文化的博大精
深，我们仿佛融进了这诗意浓郁、
情趣盎然、意境古朴的大自然美景
里了。

寄情山水间，凡尘了自然。
我驻足在一块标有王维《竹里

馆》的诗词牌前，仔细品赏“独坐幽
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脑海里不禁浮想联
翩：1300 多年前从家乡蒲坂大地走
向西京长安的这位伟大诗人，一定
也在这片竹林里徜徉，与几位志趣
相投的发小，吸纳天地之灵气，摄
取山水之精华，激发壮志之情怀，
从而在 15 岁去京城应试时一炮打
响，红遍长安。就像“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孟郊《登
科 后》那 般 春 风 满 面 ，踌 躇 满 志 。
之后他在仕途上进退自如、游刃有
余，其后参禅悟理、半官半隐、寄情
山水、以画入诗，晚年隐居蓝田辋
川时，写下了这首表达自己宁静淡
泊心情、体现高雅绝俗境界的千古
绝唱。

情到深处自然浓，世事蹉跎为
何求。

一行人思接远古，视通万里，
念天地沧桑之悠悠；放飞心怀，豪
情大发，感朝代兴替之寥寥。

有人兴致勃勃地诵读诗文，表
达“人到中年”的沧桑之感；有人
娉婷婉约地演唱 《山村母亲》 选
段，欣赏流行于河东大地的蒲剧之
妙；有人引吭高歌“我们走在竹林
的道路上”，抒发心胸壮怀激烈的
豪迈之气……诵读声、歌唱声和戏
曲声或婉转，或铿锵，交相汇合，相
映成趣，回荡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竹

林里。不知什么鸟儿，间或“啾啾”地随声伴唱，间
或穿梭飞行在林间，更增添了夏日的丝丝凉意。

四

每个村都有村魂，凝聚着村民绵延不绝的顽强
意志。

来到竹林村，不能不说该村的传奇人物师建
平。

他 1920 年去日本东洋大学留学，7 年后回国，
曾在北平数所大学任教。1938 年，日军占领晋南，
时日军驻风陵渡之牛岛师团长和驻韩阳镇的贞野
司令是师建平同学，一再邀他为日军做事，他守于
民族大节和家国情怀，直言不讳予以拒绝。

1940 年夏，一日军小队长喝醉酒路过贺家邻
村的陈村，被村民打死。日军把全村 60 多户 400 余
人赶到打麦场，架起三挺机枪准备屠杀。千钧一发
之际，从蒲州城回来的师建平闻讯挺身上前，与其
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舌战，日军因无证据只好放
人。还有一次，日军到村里寻衅滋事，扬言要把这
一带竹林烧毁，理由是盘山近野、园深林密，是游击
队藏身之地，村民人心惶惶，纷纷钻进山沟避难。
他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怀挺身而出，斥责其野蛮行
径，日军终不敢恣意妄为。

在他力争下，千年竹林得以绵延赓续，至今福
泽百姓。

“万物中萧洒，修篁独逸群。贞姿曾冒雪，高节
欲凌云。”我想，唐朝诗人孙岘《送钟员外·赋竹》的
诗，应该是对师建平性格最真实生动、最全面深刻
的刻画。

五

一方水土，既培植一方产业，也哺育一方群众。
据竹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贺选波介

绍，近年来，该村高举党建引领旗帜，充分发挥美丽
乡村建设聚集效应，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项重点，聚力打造
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凝心铸魂，弘扬传统文化。
该村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打造集党员教

育、文明实践、综合治理、矛盾调解为一体的红色基
地，定期开展“微党课”等活动；以修建村史馆为引
领，宣传抗日民族英雄和 30 年来带领群众改变贫
穷面貌的历届党支部村委会负责人；以厚植文化底
蕴为亮点，成立国学班，建设文化墙，修缮文物古
迹，编撰文物故事，举办儒学文化节，挂牌保护千年
古树，多途径多形式开发竹林文化。

创新模式，赋能乡村振兴。
该村以香椿产业为主导，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和

自然资源禀赋，创新“村委会+合作社+脱贫户”模
式，吸纳周边贫困户就业，形成“千家万户种香椿、
你追我赶奔小康”局面；以建设竹文化观光圈为突
破，着力发展竹美食、竹文化、竹手工，打造“生态+
旅游+产业”乡土风情旅游区；以盘活资源强身健
体为目标，采取村委会引领、群众参与方式，将村民
空闲院落打造成民宿酒店“七星居”，赋能乡村振
兴。

综合治理，共创美好家园。
该村以建设“全科网格”为抓手，认真细化网

格，将“1+1+1”服务团队升级为“1+1+1+N”，形成
五级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以提升人
居环境为策略，推行“门前三包”，构建村干部包村
入巷、党员带头行动、专门队伍清扫联动机制，做到
垃圾日清；以保护生态资源为重点，将原各户管护
的竹林收回统一管理，在竹笋生长季节，组织巡护
队防止私挖乱采，守住那一抹靓丽动人的“竹林
绿”。

青山绿水中，房屋田舍间。
伴随着乡村振兴大潮，竹林村以党的理论凝

心铸魂，共学为民新思想；以发展经济强身健
体，共享富裕新生活；大力实施综合治理，共创
美好新家园。踔厉奋发进取，敢于担当作为，一
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画卷，正在雄浑壮阔、古
老厚重，而又美丽多姿、充满生机的蒲坂大地徐
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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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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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风的时候，我很激动，甚至眼睛不自觉
地潮湿起来。

我打开窗户，让带有诗意的风长驱直入，
吹到家中每个角落，怀着异样的心情，静静注
视着风把书打开又轻轻合上，将窗帘摇来晃
去，把尘世远远抛到一边。

生活如夏季一样漫长烦闷，一切似乎被
密封在闷罐里，处于挣扎和胶着状态，不会流
动，透不过气，烦闷、压抑、疲惫、无奈，时时涌
来，没有生机，缺乏朝气。

许多时候，会不自觉地陷入这么一种情
绪状态，甚至是周期性的。人生的一个问题
解决了，另一个问题便接踵而至，不是在喘息
中活着，就是在杂事中裹挟。时间轮回，人被
固定在飞旋的生活之轮上，旋转、旋转，不辨
东西，有的人也因而渐渐丧失了自己。一件
小的事情，都会使人草木皆兵、如承千钧。

风是流动的，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
风带来清新的种子、大地的芬芳，带来万物的
气息，弥漫着祥和的气氛。

我喜欢风。我喜欢伫立大地，让风吹拂
浑身每一个毛孔，掠过每一根发丝。目送风
掠过草原，翻越山岭，消失在天涯。

岁月如梭，四季更迭。
风有时轻柔，春风化雨，带给世间无限生

机。人们常用风调雨顺形容美好的年景。有
诗道：春风又绿江南岸。生机盎然的春天，风
轻轻划开冰凌，抚摸着微醉的土地，呢喃在杨
柳梢头，有着无法描述的情致。沐浴在春风
中，有多少情感在发酵，有多少心怀要抒发，
飘飘然忘乎所以，遗世独立。

我喜欢风声。
风有时像赶路人匆匆的脚步，蓦然间让

人感到时光易逝，人生若梦，发出无限感慨。
有时像恋人的絮语，婉转婀娜，道不完无尽的
情意。风有时像一位浪迹天涯的人，独立寒
秋，横吹着笛子，有着说不尽的落寞和感伤。
风有时像一个智者，它的一个音符、一个暗
示，使人刹那间惊醒和感悟了生活，解开了心
结。

在难以入眠的秋夜，在长夜沉沉的冬天，
在百无聊赖的雨季，在落木萧萧的日子，去听
风声，让风徘徊而入，进入心灵，一起伴随着
飘摇的人生。倾听风声，不仅要用耳听，而且
要用心听，仔细辨认，仔细体会，那里有天籁
之音，有神性的启迪。难怪古人把风声雨声

并列，作为人生的一种享受。
我喜欢观风。
风有王者的气魄。风起时声传千里，铺

天盖地，飞沙走石，摇动乾坤，一往无前，席卷
一切，刹那间天昏地暗，云遮雾罩，万物都在
风中飘摇。秋天，秋风带动人的万千愁思，秋
风起处，落叶纷纷，漫天飞扬，横空出世，充满
寰宇，说不尽的萧瑟之景，说不尽的落寞。冬
天，朔风劲吹，寒冷刺骨，雪花飘飘，风如横贯
天地首尾相接的巨龙，在苍茫旷野中舞动，风
呜呜地一路长啸，晃动着长臂，拍打着人家的
窗户，推开紧闭的门扉，响彻云霄，真有天上
地下，唯我独尊之气概。人们常说雷厉风行，
当年荆轲刺秦王，高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
士一去兮不复还”；汉武帝出巡高唱“大风起
兮云飞扬”的《大风歌》；魏武帝曹操东临碣
石，浩叹秋风萧瑟的诗篇，显见风受人们所仰
慕的程度。

风起时天地为之变色，风去时无影无踪，
乾坤朗朗。风不着形迹，自由自在，潇潇洒
洒，了无牵挂。风有形、无形，无形、有形。被
风所牵动的是一颗寂寞的心，是英雄末路的
感慨，是浪迹天涯的游子的魂魄。

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风从空中来，到
空中去；风从何处生，到何处止，风从生处生，
到止处止；风从何时有，到何时无，风从心中
有，到心中无。

万古之前，万古之后。风就在大地上飘
荡，像个精灵，在世间出没。它是大地的魂
魄。

我喜欢风。喜欢伫立天地间，倾听、守
候、感受，风。风里有至深的道理，需要领悟。

我欲乘风归去，我欲融入风。

风 中 有 悟
■宁志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