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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运城盐湖是王母娘娘遗落在人
间的瑶池宝镜。它方圆 130 多平方公里，
可照日月星辰、长天流云，它把中国数千
年的历史文明都记录在湖中。而近些年
来，每年冬春都在这里快乐生活的火烈
鸟，则极像是镶嵌在这面宝镜上的点点红
钻。

火烈鸟是运城盐湖的精灵。它天生
就是不俗之鸟。

据说古楼兰国的人们尊火烈鸟为神，
谓之神鸟。它从那时飞起，穿云破雾，栉
风沐雨，飞过两千年时空，神话般地飘落
在运城盐湖。人们几天之前在湖中望见
并拍摄到它倩影的时候，它依然魅力如
神，优雅如仙，美到令人窒息。它生来就
胎带的火烈鸟之舞，也从那时舞到了现
在。太阳、月亮和星星都知道：它的舞姿
还是那么酷帅、那么曼妙……

你瞧它那神奇的双翼，犹如涂抹了朝
霞做成的胭脂，红殷殷似一团火焰、一片
桃花，又似少女脸颊泛起的羞涩的晕。待
它展开这胭脂之翼，却亮出黑闪闪如漆的
内羽。外红内玄，互衬互映。造物主的神
手布设，将它的两翅打造为仙女一般的双
色长袖，挥之，舞之，愈加翩翩。

你瞧它细长而弯曲的颈项，围裹着白
色的绵羽。其实浪漫的诗意就在它长颈上
流淌。小巧的头，玲珑的嘴，是它颇具精彩
艺术造型的觅食神器。它的喙由细忽而放
粗、由直忽而下弯，由红忽而深黑，红黑切
换十分果断，黑色尽染直达喙尖。若说万
种风情洋溢于此，那也是自然顺理。

你瞧它红色的大长腿，把它的身躯托
举在蔚蓝天空。它在湖水中漫步，活像天

仙悠闲地踩着高跷。正是这双长腿，使
它涉浅水如履平地，能够深入有浮游生
物的盐水中大快朵颐。长长的笔直的腿
杆，给了它娇姿媚态，也给了它生存的
优势和勇气。当它双腿伫立湖中而身姿
任意扭动时，当它单腿独立而另一只腿
蜷缩梳羽而立时，当它蹬水而起振翅向
天时，它红色的大长腿无疑是它动人魅
力的最佳支点……

近几年，造访运城盐湖的候鸟骤然增
多。它们扶摇双翼追逐彩云。彩云飘走了，
它们却留恋在盐湖岸畔。这些鸟类中不乏
名鸟、贵鸟。譬如雍容华贵的大天鹅。它们
高唱凯歌成群结队组团而至，几百只甚至
近千只，雪白雪白，像白云覆盖了大片湖
面。于是有人说：运城盐湖成了天鹅湖。而
有的非候鸟来了就不想走了，铁心在盐湖
湖畔和中条山垒窝下蛋，生息繁衍。它们
就认定了两个字：情愿。

运城盐湖火烈鸟也称大红鹳。它们
跟鹤类有相似的形态，鹤类却没有它那绯
红的火焰。披着这身绚丽的红飞翔在运
城盐湖的天水之间，何等优雅高尚，何等
惬意闲适！那种炫目的光与影，那种对心
灵的震撼，使人们不得不喊出四个字——
盐湖精灵！

可是身为盐湖精灵的火烈鸟呢，并
不明白人们为何惊叹，它只知自个是爱
山爱水爱大自然的舞者。这饱含阳光的
盐 湖 水 ， 如 此 波 光 粼 粼 ， 如 此 宽 阔 舒
展，岂不是最好的舞池吗？且看我来表
演——

先跳个散步之舞吧。它们收拢双翅
在水中“闲庭信步”。别看这动作有点简

单，火烈鸟却跳得有板有眼。那一抬脚一
动步，修长的腿在水中划拨出一道道水
痕，激荡起一圈圈涟漪。人们以为它在舞
蹈，它以为自己在遛弯。

再跳个劳动之舞吧。火烈鸟把长颈
伸到水面下捕猎，湖水中的藻类、盐水虫
以及一些小型甲壳类动物，都逃不脱它那
会 过 滤 的 鸟 喙 。 它 这 个 舞 蹈 费 力 且 辛
苦。它的脖颈、长腿与水面，形成一个闭
合的圆。美丽的喙在水下移动，也颤颤悠
悠拉动了水面。忽而，它的脑袋从水中抬
起，一左一右摆动着，筛选着口中的猎物，
然后伸一伸脖颈，像是吞下去一大口香喷
喷的美餐。这是它为了生存的劳动，劳动
本身很美，只是，火烈鸟的劳动更具美感。

接着是戏水之舞。运城盐湖富含盐
分和各种微量元素，即使数九寒冬，它也
不冻不冰。真是火烈鸟的理想乐园。它
扑着双翅击拍水面，大长腿也在水中奋勇
奔腾。于是，它浑身的红羽、白羽和黑羽
迎着气流完美展示，腾起的水花像串串珠
链，阳光反射璀璨晃眼。它们还互相追
逐，甚至用翅膀互相泼水。这是火烈鸟之
间的嬉戏淘闹，欢快的叫声荡漾在无拘无
束的湖面。

最后跳个空中之舞吧。这是火烈鸟
的拿手好戏，魅力与优雅此时得以最充
分的表现。它们若从湖畔的泥地起飞，
只需双脚蹬地，便一飞冲天。若是在湖
面起飞，那更是蔚为壮观。你看它扇着
红翅膀在水里奔跑，越来越快，由低而
高，渐渐离开水面，就像飞机腾空而起
了。此时它向后伸直双腿，尽量减少阻
力，矫健的翅膀搏击空气，发出悦耳的

飕飕之音。才见它融入白云，又见它掠过
湖面，忽高忽低，忽水忽天，忽而高空振
翅，忽而低空盘旋，宛若旋舞在盐湖之上
的道道霓虹、条条彩缎……

我搜索后，得知火烈鸟在幅员辽阔的
我国属于十分罕见的鸟种。新疆、江苏、
天津和内蒙古等区域的盐水湖和海滨湿
地，曾出现过火烈鸟的丽影。而鄱阳湖没
有见，洞庭湖没有见，巢湖、太湖和洪泽湖
也没有见。这说明火烈鸟乃“喜盐趋咸”
之鸟，碧波万顷的淡水湖与它不沾边。

若问火烈鸟：以君之风流倜傥翩翩如
仙，何以钟情于运城盐湖？

火 烈 鸟 若 会 人 言 ，它 必 定 会 如 是
说 ——

运 城 气 候 温 暖 ，运 城 盐 湖 是 不 冻 之
湖。盐水虫等水中生物俯拾皆是。更有
静谧的广袤水面。我们可以食无忧，飞无
边，欢乐无限。其一因也。

运城盐湖风光秀美。中条山如一扇
画屏矗立在盐湖南畔；盐湖似大镜，倒映
中条山。飞在山上，亦像湖中行；游在湖
面，亦像山中穿。是鸟都爱美，何况我火
烈鸟呢！其二因也。

还有其三：运城盐湖近几年彻底结束
了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化工生产，并实施
了大力度的生态恢复工程。目前的盐湖，
已归山林、归江湖、归野性、归自然。文旅
蓝图的大设计、大景观也初见端倪。此举
不仅为人喜闻乐见，也为所有的鸟喜闻乐
见。

再加个其四吧：这里的人，喜欢我；这
里的人，我喜欢。

啊，火烈鸟，你真是精灵！

火 烈 鸟 ，运 城 盐 湖 的 精 灵 舞 者
■管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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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凛冽的寒风裹挟着冬月的气息，
吹过凤城的大街小巷；当街边的树木褪
去繁华，只剩下萧索的枝干在冷风中颤
抖；当人们匆匆的脚步中，透露出对新年
的期盼与忙碌，岁末，这个带着几分沧桑
又饱含希望的时节，悄然来临。

清晨，推开窗户，一股清冷的空气扑
面而来，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然而，那
远处的条山山峦，在淡淡的晨雾中若隐
若现，宛如一幅暖色水墨画，给人一种朦
胧而神秘的美感。街道两旁的树木，虽然
已经落光了叶子，但那挺拔的枝干，却依
然倔强地指向天空，仿佛在诉说着岁月
的沧桑。我的心，也仿佛被一只温暖的手
轻轻抚摸，沉醉在这宁静而温馨的暖冬
之中。

岁末的钟声，宛如关王庙里传来的
悠远梵音，在寒冷的空气中缓缓飘荡，敲
响着岁月的更迭，也敲打着人们的心弦。

“光阴荏苒匆匆过，云卷云舒又一年。”回
首这一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
逝，心中不禁涌起万千感慨。

那些春日里的阳光，温暖而柔和，洒
在大地上，唤醒了沉睡的万物。我曾漫步
在花丛间，感受着微风的轻拂，花瓣飘落
肩头，那一瞬间，内心满是对生命的敬畏
和欣喜。

夏日的热烈，如同燃烧的火焰。蝉鸣
在枝头喧闹，像是为时光奏响的乐章。我
在炽热的阳光下奔跑，汗水湿透了衣衫，
那是对梦想的追逐，每一步都充满了力
量和希望。

而秋天，则是收获的季节。古老的峨
嵋岭上、涑水河畔，到处是农民们忙碌的身影，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我站在田埂上，望着那一片片金黄，心中满是对生活的
感恩。

“春风得意马蹄疾”“夏日炎炎似火烧”“秋水共长天一色”“冬日
暖阳照心田”。故乡这些鲜明的四季特征所构建的艺术画面，为我的
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意象资源，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这一年我重
点笔耕散文写作，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美丽盐湖春天的生机勃勃、
夏天的热烈奔放、秋天的丰收喜悦以及冬天的宁静沉思，歌颂盐湖城
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讲述盐文化、关公文化、舜帝德孝文化
传承创新故事。尤其是多次参加国内“银杏源杯”征文、“季羡林杯”生
态散文奖等专题散文征文赛事并获奖。全年在国内报刊和主流文学
网络平台发表散文、纪实文学作品 58 篇，计 17 万余字，以点滴行动为
铸就盐湖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添砖加瓦，一定程度也体现了自我人
生价值……

岁末的天空总是格外高远，铅灰色的云层像是岁月沉淀的痕迹，
偶尔有几只飞鸟掠过，留下几声孤寂的鸣叫，便消失在天际。城市的
街道上，五彩斑斓的霓虹灯闪烁着，试图驱散冬日的严寒，可那寒冷
依旧无孔不入地钻进衣领，让人忍不住裹紧棉衣。然而，在这看似冰
冷的岁末，我的心灵却在感慨之余，仿佛被一层暖光笼罩，那些过往
的人和事，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

记忆的时针拨回到童年时期的岁末。那时的冬天，雪总是下得很
大，纷纷扬扬的雪花像是天空中不慎洒落的鹅毛，将整个世界装点成
一片银白。每当岁末，我们一家人总会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父亲拿
出积攒了一年的瓜子和花生，放在覆盖于炉口的一块铁皮上炒烤。炉
火正红，满屋飘逸着浓香。那“噼里啪啦”的响声，像是在演奏一首欢
快的岁末乐章。我和哥哥则一边剥着炒熟的花生，一边眼巴巴地望着
锅里煮着的饺子，馋得直咽口水。

那时候，岁末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没有
烦恼，没有忧愁，也没有春节之前的忙乱，只有满屋子的温馨与欢笑。
夜晚，即使躺在冰冷的被窝里，都会感觉无比温暖，因为我们晓得，岁
末翻过就是新的一年，一切都会充满希望。那是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幸
福，如同冬日里的第一缕阳光，不掺任何杂质，直直地照进心灵深处。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末的含义也渐渐变得复杂起来。求学时期的
岁末，总是伴随着紧张的期末考试和对寒假的期待。那些个挑灯夜战
的夜晚，窗外是寒风呼啸，窗内是煤油灯昏黄的光亮和堆积如山的书
本。压力如影随形，可每当看到日历上的日子一天天接近年末，心中
又会涌起一丝喜悦与期待。

后来，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岁末便更多地与忙碌和疲惫挂钩。年
终总结、述职考核、工作交接、各种应酬，让人应接不暇。街上夜晚霓
虹闪烁，办公室里却依旧灯火通明，键盘的敲击声在空旷的夜空回
荡，仿佛是一曲没有旋律的岁末悲歌。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常常会
感到迷茫和彷徨，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有意义，不知道未来之路在
何方。

然而，即使在最疲惫的时候，岁末也总有一些温暖的瞬间让人铭
记。也许是同事递来的一杯热茶，也许是朋友在电话那头的一句问
候，也许是街头巷尾那熟悉的渐进的年味儿，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
枝末节，却如同寒冬里的火把，照亮了自己前行的道路，温暖了疲惫
已久的心灵。

今年的岁末，格外寒冷。我独自走在街头，看着行色匆匆的人们，
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孤独。曾经的那些同事和朋友，如今都已年逾花
甲，从满头的“发如雪”到满脸的“五线谱”，有的甚至去了“极乐”世
界。眼瞅着手机里的通讯录很长很长，生活中交流的圈子却一天比一
天缩小，真正能在岁末这个时间节点陪我聊天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即便如此，那些多年来曾经陪伴我度过岁末的人，他们的音容笑
貌却依旧萦绕在我的脑际；那些曾经一起度过难忘岁月的知己，虽然
如今联系渐少，但那些共同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了心底。也许，这就是
岁末的意义吧，它让我们在回首往事的同时，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和
身边的人。

思绪飘忽中，不知不觉已是傍晚时分。街道上的灯光璀璨夺目，
将整个城市装点得如诗如画。我漫步在街头，贪婪地感受着这临近岁
末之夜的宁静与美丽。

路过南风广场东北角的“河东书房”，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这
里很安静，只有翻书的声音和轻柔的音乐。我在书架间穿梭，寻找着
一本能够触动心灵的书。最后，我选择了一本散文集，坐在角落里，沉
浸在文字的世界里。

书中的每一篇散文，都像是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不同的人生风
景。有的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有的表达了对未来的迷茫，有的则是
对过去的回忆。在这些文字中，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也找到了
内心的共鸣。

此刻，我站在这岁末的门槛上，静下心来，仔细盘点这一年的经
历。那些曾经的挫折与困难、迷茫和落寞，如今都已化作成长的基石；
那些曾经的成功与骄傲、喜悦和感动，亦成了心灵深处最珍贵的宝
藏。

岁末，是一场心灵的洗礼。它让我们褪去一年的疲惫与浮躁，重
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内心。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我们感受到了温
暖，也学会了感恩。感恩这一年来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感恩一路
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所有这些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岁末，宛如一场盛大的谢幕，又似一场悄无声息的开场。回首间，
那些以为永远放不下的执念，也在岁月的磨砺中渐渐释然。这便是时
光的馈赠，它教会我们成长、取舍与放下。

岁末，是终点，亦是起点。它让我们在回首过去的同时，也对未来
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新岁将启，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如那傲雪
的梅花，“凌寒独自开”“为有暗香来”，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
绽放出绚烂的光彩，散发出独特的芬芳，续写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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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勇

一 天 ， 赵 宏
元 爷 爷 对 我 说 ，
杞 杞 ， 你 以 “ 无
声 的 力 量 ” 为 题
写 一 篇 文 章 吧 ！
我 心 想 ， 一 个 人
都 不 能 发 出 自 己
的 声 音 ， 怎 么 产
生 力 量 啊 ！ 纠 结
了 几 天 ， 才 明 白
原 来 无 声 有 两 种
含 义 ， 一 种 是 生
理 上 的 听 不 到 或
说 不 出 ， 一 种 是
精 神 上 行 动 上 的
默默付出！

贝 多 芬 在 无
声 的 世 界 里 ， 奏
出 了 最 响 亮 的 乐
曲 ； 海 伦 · 凯 勒
在 无 声 的 世 界
里 ， 写 出 了 最 强
劲 的 篇 章 ； 邰 丽
华 在 无 声 的 世 界
里 ， 舞 出 最 震 撼
的 人 生 。 他 们 成
功 的 背 后 是 无 数
夜 晚 的 努 力 磨
炼 ， 是 无 数 次 跌
倒 站 起 ， 是 比 常
人 流 出 更 多 的 汗

水和泪水！他们用最静寂的行动，呐喊
出最有力的声音。是啊，谁说无声就会
默默无闻，谁说无声就会软弱无能，谁
说无声就会无所作为！除了这些名人，
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用自
己无声的方式来让社会感受他的力量！

清洁工，他们用“无声”的辛苦，
披星戴月不知成就了多少美丽的城市；
医护人员用“无声”的行动，在一个个
生死关头，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消防员在灾难来临之时用“无声”的胸
怀，保全了多少家庭？还有教师，他们

“无声”的眼神和拥抱，不知激发出多
少孩子前行的动力……

一学生偷拿了别人的手表，班主任
老师把全班学生眼睛都蒙起来，挨个摸
着 走 过 讲 台 ，让 手 表 借 助 讲 桌 归 还 失
主。最后老师说：“我眼睛也是蒙着的！”
这里没有批评、没有训斥、更没有打骂，
可谓“无声”的教育！后来那位学生考上
了博士，聚会时，他给老师买了一块金表
说：“当年偷手表的人是我！”老师和这位
学生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给学生留有
悔悟的空间，给予保护尊严余地的“无声
胜有声”的教育方法真是绝妙之至！

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卢嘉锡
学生时代在伦敦留学考试时误将 11.3 加
6 写成了 1.73，考试分数打了 94.5，排
在全班第六名。他找到老师萨格登说：

“ 只 不 过 小 数 点 标 错 而 已 ！ 我 难 道 连
11.3 加 6 都不会吗？”老师给他加了 5
分，成了 99.5 分。公布分数时，老师将
他的分数写成 9.95 分，排在最后一名。
萨格登老师用独特方法“无声”教育学
生，从而使卢嘉锡受到了深刻的自我教
育。所以教育学生的方法不一定是训
斥、批评、劝导，有时候“无声”教育
比“有声”教育力量更强大，它促使卢
嘉锡真切认识到自身错误并下决心改正
错误。

无声时能胜有声，很多时候，“无
声”反而能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无
声
的
力
量

■
赵
娅
杞

过去，在新年钟声敲响前，我都要到
解放路文化市场买一本挂历挂在客厅里，
一是为了装饰门面，二是为了查看日期，
三是为了提醒儿孙“又要长大一岁了。新
年要有新打算，你们想好了吗？”

从 2019 年元旦起，我就不再买挂历
了。因为从那时始，盐湖区非遗传承人李
惠芳年年都要送我一份装裱好的“剪纸挂
历”，已经坚持 7年了。

第一年，我接到挂历后，欣喜若狂，用
微信问她：“你能告诉我剪纸挂历是怎样
制作出来的吗？”她用语音解说了 9 秒钟，
又用文字回复如下：“宣纸印成挂历底衬，
装裱成挂轴，剪好窗花再裱上去。”寥寥数
语，却道出了她制作挂历的几道工序和艰
辛程度！从她制作剪纸挂历的过程，也证
实了她对“剪纸”忠贞不贰的态度。

初识李惠芳，是 2018 年 9 月的事。当
时，我向《运城日报》投稿报道了李惠芳的
剪纸事迹，为此，她年年春节前都要送一
份剪纸挂历给我。那年，她 54 岁，是北城
初中的物理老师，因为剪纸，她成了“新闻
人物”。她的作品，时代性很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时，她创作了《民富
国强福满园》；庆祝建党 90 周年时，她创
作了《欢乐》；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1 周年
时，她创作了《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

桥》《激战腊子口》《奇袭明阳堡》《地雷战》
《会师吴起镇》等作品；在廉政建设方面，
她创作了《路路清廉》和《清正廉明》等剪
纸作品；在德孝文化建设中，她设计了《德
政千秋，美梦成真》等 24 幅作品，还创作
了《周恩来十条家规》 等系列剪纸作品；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时，她创作了 《安居
乐业》《国家富强》 等剪纸作品；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时，她创作了 《龙
腾盛世》《凤舞九天》《连年有余》《鱼跃
龙门》 等“十套剪纸服装秀”；为了迎接
2022 年冬奥会，她创作了 《中华腾飞》
等剪纸作品……

剪纸，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谋生创
收手段。但李惠芳特别爱搞公益剪纸。
2014 年，中宣部组织创作《图说“我们的价
值观”》公益剪纸活动，她自告奋勇完成了
赵亚夫、徐克成、周思义、朱彦夫四个共产
党员光辉形象的创作；2015 年是农历羊
年，中宣部组织剪窗花公益活动，李惠芳
重病不下火线，设计剪成了“福泽绵长”图
案，即一个“福”字当中，有“羊”，有牡丹
花，有丝瓜，寓意羊年生活富贵吉祥，福气
多多，绵长不断。这次剪纸公益活动，运
城只有李惠芳一人入选。入选后，中宣部
在她的作品中添加了“中华有福，诚信是
福 ”和 核 心 价 值 观 24 个 字 。 2016 年 至

2024 年 ，李 惠 芳 又 参 加 了“ 迎 新 春 联 谊
会”、盐湖区各届桃花节、各届关公旅游
节、各届果品博览会等剪纸公益活动。

非遗的关键是传承，李惠芳视“传承”
如生命。多年来，她在社会上免费教学剪
纸技术，学员大的 78 岁，小的 4 岁，其中不
乏国际友人。她先后培养了两千多名剪
纸爱好者，2015 年在北城初中校长支持
下，将非遗列入学校课程。该校十个班坚
持每周一节非遗课程，还成立了剪纸社
团。李惠芳编写了上、下两册共十余万字
的校本课程《剪纸艺术》，其间，又组织 500
名学生参加“亲情剪雪花，万人迎冬奥”活
动。由于成绩突出，北城初中 2017 年 10
月被省教育厅评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
承校”，2017 年 12 月被教育部评为第二批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校，2018 年
被山西省剪纸协会评为“剪纸示范基地”
和国家级“民族非遗与课程融合创建工程
示范基地”。后来，李惠芳又参加盐湖区
党群服务中心开设的四点半公益课堂，甘
当志愿者，教好剪纸课。

退休后，她又参加了运城市和盐湖区
的许多剪纸公益活动，特别是夜晚回到家
里后，她一有空就设计构图，构好图就画
图，画好图就剪纸，而且一拿起剪刀就忘
记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剪纸非遗事业
中。

挂张年历过元旦，看来仅是一件微不
足道的小事儿，但我家却把它当成一个简
单而平凡的跨年仪式，特别是李惠芳送我
的剪纸挂历，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祝福。这提醒我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都要珍惜当下，热爱生活，迎接每一个新
年的到来。

挂上“剪纸挂历”迎新年
■王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