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鸸鹋属鸟纲鹤鸵目鸸鹋科
的唯一残存种，在澳大利亚的
国徽上，左是袋鼠，右是鸸鹋，
可见其深受澳洲人民的喜爱，
考拉都未能“上榜”。尊贵自有
尊贵的道理。鸸鹋是仅次于鸵
鸟的一种鸟，身体呈纺锤形，羽
翼退化得比鸵鸟厉害，不是非
常时期，几乎看不到隐在身体
两侧的翅膀。鸵鸟双脚趾，而鸸
鹋是三脚趾，和大多禽类一样，
如果脚上有水，走过的路上是
一串的“个”字，不过鸸鹋的

“个”字很壮观，像是大手笔。
鸸鹋平时喜欢优雅地踱着

方步，慢慢地走来走去，偌大个
跑马岭非洲动物食草区在它们
眼里仿佛就是它们自己的庭
院，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孔雀也
喜欢漫无边际地四处走动，和
鸸鹋相比，它们的眼里多了份
机警，稍有个风吹草动，轻则慌

得六神无主，重则一点形象也
不顾，亡命一般地逃亡。而鸸鹋
的步履坚实，处乱而不惊，那份
从容和自信是孔雀不具备的。
美，当然首选孔雀，可真和鸸鹋
放在一起，在气质上就降了一
级。因自信而美丽，不仅仅是说
人，动物亦如此。

和鸵鸟在一起，并没有看
出鸸鹋把鸵鸟当老大的样子。
对于这群的确强大的同类，鸸
鹋表现得很淡然，既没有因邻
居强势而谦恭，也没有因自己
略有的差异而自卑，好一个不
卑不亢，有气节。

这群家伙最不好的行为就
是常阻碍交通，喜欢堵在道上
散步。它们似乎觉得它们的天
地并非只是林间，这道路同样
是它们的。不管谁来了，依然我
行我素。别说人了，车也不行，
除非自己愿意让开。大羚羊当

初散养的时候，半个非洲区的
路径全部被它们堵住，迤逦在
那片刺槐林排开，人与兽，人与
鸟共行在一起，鸟追兽逐，欢声
笑语，夹杂着槐香阵阵，多感人
的和谐场景啊！后来那半个区
域就不通车了，改为步行，为的
是这种不易有的场景再现。

鸸鹋像个没大有心眼的孩
子，一点戒备心都没有，堵着道
的时候，你给了食物有时能让
你脱身，有时迈着大步紧追不
舍，直到你兜内空空如也方才
罢休。它们讨要食物和猴子不
一样，绝对没有强盗行径，你必
须是心甘情愿地给才行，吃东
西的时候也尽量保持着那份优
雅，不像猴子饿死鬼一般风卷
残云。

鸵鸟的蛋个头大，基本上
是圆形的，鸸鹋的蛋和它们的
身体一样，是椭圆形的，颜色是

那种在海里才能见到的深墨绿
色，漂亮极了。

也不能说鸸鹋是张扬的，
可它们喜欢打鼓。它们的腹腔
里不知是不是安放了一个功率
很大的功放机，在那里发出一
种深沉而有力的鼓声，咚咚咚
咚响个不停。是不是想着为大
舞蹈家鸵鸟击打舞蹈的鼓点
呢？细细听来，这急促的节奏不
是华尔兹，也不是探戈，这是爵
士鼓的节奏，激扬而澎湃。

幸福着自己的幸福，快乐
着自己的快乐，这应该是鸸鹋
的生存准则。它们的内心是不
是也常常豪情万丈？它们是不
是还有另一个为我们所不知
的精神世界？总之，外表仅仅
是外表，有很多的事情都有其
不为人知的多个面，仅看表象
就匆匆下结论，往往会犯很多
错误。

一个人的旅行

尚志归来兮

【历下亭】

□徐勤玲

鸸鹋：快乐的鼓手【跑马岭纪事】

□赵峰

今年，儿子送给我的生日
礼物是他亲自绘的一幅骆驼
图。在雪白、绵细的餐巾纸上，
儿子用黑色水笔涂画出三只骆
驼，每只骆驼旁边写着一个英
文单词“Camel”。三只骆驼大小
不同，一只较大，一只较小，还
有一只介于两者之间，它们都
有着健硕的身体、颀长的腿和
高高的驼峰。

儿子画的骆驼图，使我立
刻联想起沙漠旅行者的形象：
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中，一个勇
敢坚毅的旅人，与一头骆驼为
伴，艰难前行。收到这幅骆驼
图，我照例去找一本书，把它夹
在书页里。过去儿子曾经为我
画过樱花、小猫等图画，我把这
些画都分别保存在不同的书页
间。于是，一幅画，一本书，就成
了一个故事，一段记忆。

今年暑假，儿子独自旅行
的渴望终于可以实现了。他选
择了北京作为旅行的目的地。
他上网查找旅游信息，确定在
北京要去的地方及交通线路，
查找旅馆、火车车次，并预订旅
馆、购买往返火车票，然后收拾
行装，打包。看着儿子有条不紊
地独立做着这一切，我的眼前
忽然浮现出我们第一次带他出
门旅游的情景，那时他只是一
个充满稚气的三岁幼儿，如今
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可以独立面
对世界的青年人了。我既为儿
子的成长而喜悦，又为不得不
面对的离别而生出淡淡的伤
感。

儿子启程去北京那天，我
送他到火车站。儿子走进候车
室，我站在候车室外，看着儿子
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忽

然想起龙应台《目送》里的一段
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
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
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
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
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
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
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送走儿子后，我回到家中，
忽然感到孤零零的。平生从未
单独出门旅行的我，在孤独中
竟然生出巨大的勇气——— 我也
要独自一人去旅行。于是，我去
了泰山和曲阜的三孔，进行了
短途的两日游。在泰山，我从中
天门一步一步爬到玉皇顶，真
正体会到了“一览众山小”的意
境。在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
参观，我才真正理解了儒家文
化何以影响中国两千多年、成
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儿子在北京的五天时间
里，参观了国家博物馆，游览了
北海公园，品尝了全聚德的烤
鸭。晚上，他在一家充满艺术氛
围的咖啡馆里，一边喝咖啡，一
边安静地读书。他大约用了一
整天的时间，徒步行走在北京
的街道上，他把所走过的街道
的名称、位置都了解得清清楚
楚。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在
其著作《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
始》中说：“能够一个人旅行是
独立人格的标志。”这次我和儿
子各自一个人的旅行，是我们
母子分离的前奏，也是独立的
开始。在陪伴儿子成长的过程
中，我也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
因此，伴随儿子成长而到来的
分离，带给我们的是彼此走向
更加广阔的世界。

□孔雯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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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时节，我又到百花公
园游玩，这里的山楂红扑扑的，一
串串一簇簇，呈现出特有的“山楂
红”，俏皮可爱，有别样的朴实美。

在公园里种植果树，既赏心悦
目又接地气，春天赏花，秋天赏果，
在此期间还可以观察到果的生长
过程。百花公园里种了多种果树，
比如石榴、山楂、木瓜，这里不仅是
花园，还是果园，简直就是花果园。
春天桃花、杏花、梨花开了以后，山
楂花也开了。山楂树普遍不高，两
米左右，形成一个直径大大的近似
圆球状植株。公园内自然起伏的坡
地上一株株山楂树美得像童话世
界。那满树白花热热闹闹，挨挨挤
挤，簇拥着，层层叠叠，虽没有桃花

“灼灼其华”的艳丽，也没有梨花
“一枝春带雨”的妩媚，但那种清
新、雅致也颇为动人，在新发的翠
枝嫩叶衬托下，愈发诗意盎然。

花落后露出小小的山楂果，青
绿色，躲藏在叶子下慢慢长大。山
楂，又叫“山里红”、“仙果”、“牧狐
狸”、“红果”，在民间广有人缘。“累
累红果络青篾，未霜先摘犹酸涩。”
这时的山楂积蓄的营养和能量尚
不足，味道酸涩。沐浴着阳光和雨
露，山楂的青涩渐渐褪去，颜色也
转为淡红。立秋以后，经历风霜的
洗礼，山楂的红色愈加浓墨重彩。
下午金色的阳光照在山楂树上，满
树的山楂闪着红彤彤的光泽，让人

驻足凝视，舌底生津。有几
只喜鹊、麻雀在山楂树上兴
奋地跳来跳去，它们也正对
这可爱的果子咽口水呢。

山楂在古诗中与山野、
田园融为一体。杜甫在诗中
描绘“草阁柴扉星散居，浪
翻江黑雨飞初。山禽引子哺

红果，溪友得钱留白鱼。”山间鸟儿
招呼幼鸟啄食山楂，亲情暖心感
人。陆游在诗中叙述“行路迢迢入
谷斜，系驴来憩野人家。山童负担
卖红果，村女缘篱采碧花。”山童挑
着担子卖山楂，这是一幅多么充满
生活气息的画面。

苏联歌曲《山楂树》描写了一
位姑娘对爱情的向往，以及面对一
样勇敢可爱的一个钳工小伙和一
个锻工小伙，在情感选择上的淡淡
茫然感伤，“哦，那茂密的山楂树，
白花开满枝头……哦，你可爱的山
楂树，为何要发愁。”歌曲抒情舒
缓，歌词描绘了清澈的湖水、茂密
的树林，以及白色的山楂花、整齐
的工厂、奔驶的列车、嘹亮的汽笛
和崎岖的山路，那是一幅和谐自然
画卷中的纯真愁绪。

小说《山楂树之恋》是由美籍
华人艾米根据好友的经历写成的
爱情故事，故事异常凄美，被称为

“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小说”。根据该
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山楂树之恋》，
也让人们看得泪眼婆娑。文革时期
青年老三和少女静秋机缘巧合而
相逢，他们互相爱慕，乍惊乍喜地
表白、小心翼翼地相爱，最后因时
势隔阻以及老三因病早逝而天人
永隔。传奇的是，见证他们相知相
恋的是一棵开着罕见红花的山楂
树。老三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的

“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了，我
也不能等你到二十五岁了，但是我
会等你一辈子……”让无数读者和
观众心痛不已。

说起来，在我国的文化传统
中，山楂树本不是爱情树，但在近
代因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不同艺
术形式的呈现，山楂树逐渐承载了
脉脉温情和爱意。艺术来源于生
活，又观照生活，或许是山楂那酸、
甜、苦、涩的味道，契合了苦恋尤其
是初恋的滋味。这种文学意象正延
伸到现实中，获得了大家的情感共
鸣和心灵回响。

□秦红梅

山楂红了

【休闲地】

略有余暇，找出《老残游
记》，颇有兴致地读起来。当读
到第三回时候，有一段话把我
吸引住了。老残写道：“出了趵
突泉后门，向东转了几个弯，寻
着了金泉书院。进了二门……
再望西去，过一重门，即是一个
蝴蝶厅，厅前厅后均是泉水围
绕。厅后许多芭蕉，虽有几批残
叶，尚是一碧无际。”这一景色，
很是不错，为了体验一下老残
当年的情趣，找找自己的感觉，
便决定去亲眼看一下。

一日得空闲，又天高气爽，
于是兴致勃勃地直奔趵突泉景
区中的金线泉。走到金线泉畔，
驻足西看，一所典雅的小院展
现在眼前。我绕道向前厅南门
走去。至时抬头一看，门额匾牌
上写着四个大字：“尚志书院”。
心想，这就是老残当年所说的

“金泉书院”了。这厅，肯定不是
当年的蝴蝶厅，然而它还是应
该叫蝴蝶厅，因为它有后门，敞
开着，前后门相通，是一个通
道，两侧对称布置，像只蝴蝶。
出了蝴蝶厅，站在厅北门，放眼
一看，显然不是一碧无际。虽不
是无际，但一碧还是有的。婀娜
的翠竹，娇艳的玉兰，高大的国
槐，尚有时鸟欢歌，着实可人。
天上飘着淡淡的白云，溪中流
着潺潺的绿水，地上矗立着玲
珑的山石，颇具诗意，这正与南
厅北门悬挂的丁宝桢所撰楹联
的联意相合：“鹤有仙心花为人

意，山随画活云为
诗留。”

我信步行至院
中，院中偏南，矗立
着一具山石，为宋代
遗物，名谓“待月峰”，
瘦长，遍体空透，若在夜
晚，明月朗照，清辉可透
过洞穴洒在地上，形异多
变。故有诗赞曰：“精灵俊逸
玉玲珑，神工鬼斧浑然成。
一年三十六轮月，变换俱在
此石中。”石南有泉，名曰“尚
志”，清澈如镜。水依山流，山因
水活，顿出妙景。这时我忽然想
起了孔子的两句话：“智者乐
水，仁者乐山。”在这里，儒家文
化体现出来了。

是的，“尚志书院”是儒家
文化的载体。北厅颜额所悬的
匾牌，上面题写的三字，就是

“尚志堂”。何谓“尚志”？“尚志
之意，孟子已明言之，“仁义而
已矣。”“仁义”二字，是儒家思
想的核心，是君子、士人都必
须遵循的，这正如堂前楹柱上
吉常宏教授所撰写的楹联所
云 :“尚志齐贤士人事，礼门义
路君子行。”进得堂内，除了左
右橱柜中摆放的儒家经典著作
外，迎面屏风上看到的是“进
德修业”四字。可以说，这是画
龙点睛之笔。记得，有位哲人
讲：“欲做事，必须先做人，不
做事，也 要 做 人 ，应德 才 兼
备。”说得太好了，但愿国人都

应如是。
参观完书院，坐在院西侧

的曲廊栏板上小憩。曲廊的外
侧，溪水岸边，有漫人的绿篱，
廊上翠柳披拂，绿荫柳廊景观
出焉。东廊与西廊相似。两廊将
厅堂连起，形成一所园中之园，
显得异常幽静。静能生思，这时
的我浮想联翩。首先想起了丁
宝桢《新建尚志堂记》中的话：

“仁义之学，自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孔子，道统递承。历千
有馀载，降至战国，功利之锐
炽，仁义之道晦，赖有孟子出，
力行仁义，而后数圣人相传之
统不堕。”“今功利之中人也，视
战国时尤烈。”鉴于斯，丁宝桢
于清同治八年建“尚志堂”，令
各州府县学，选送敦品穷经之
士，讲习其中，以光复大道，回

归仁义。此堂延至解放前夕废
为荒墟。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
天，又重新恢复起来，其用意岂
不是与丁宝桢类同？答案是肯
定的。我不禁欢欣，自语道：“尚
志归来兮，仁义复兴矣。”

这时的我，脑海中又浮现
出古人学习的情景，耳边响起
了朗朗的读书声，那一则则孔
子格言，从学子口中迸发出来：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
志于仁矣无恶也”、“人之过也，
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顿
时，心胸豁然开朗，其理自明
矣，在物欲膨胀的今天，只有立
足于尚志，遵礼行仁，才能有正
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对那
些贪污者、受贿者、予民不作为
者、唯利是图者，也必然起到巨
大的震慑、净化作用。

书院内保存的出版书籍。

本 版 投 稿 邮 箱 ：
qlwbxujing@sina.com

C13华不注2014年9月9日 星期二 编辑：徐静 美编：牛长婧 <<<<今 日 济 南


	C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