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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轻向日暖，
冰寒已消残。
红褪悄悄落，
绿嫩枝头染。
欣雨洒地溅，
街巷蓝花伞。
农夫唏嘘舒，
萌动二月天。

卯兔年·雨水
□春草

雨水在二十四节气中位居第二，每年的 2
月 19日前后到来。雨水节气开始，意味着人
们进入气象意义的春天。此时气温回升、冰雪
融化、降水增多，故取名为雨水，是反映降水现
象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正月中，天
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
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
意思是说，雨水节气前后，万物开始萌动，春天
就要到了。我国古人将雨水划分为三候，且五
日为一候。

一候獭祭鱼。据说在这几天里，蛰伏了一
冬的水獭开始出来活动。水獭是一种哺乳动
物，喜欢吃鱼。捕捉到鱼后，水獭会将捕获的
鱼排列在岸边进行展示，如同陈列供品，似乎
要先祭拜一番后，再享用美食。这也说明天气
开始转暖，动植物开始活动，自然界慢慢恢复
了生机。

二候鸿雁来。大雁开始从南方飞回北方，
候鸟随天地阴阳之气的变幻而往来，以适应气
候。想我少年时，雨水节气的麦苗好像有一拃
高了，绿莹莹、直愣愣，常常看见大雁成群落在
麦田里休憩觅食。我与小伙伴们曾顺着河沟
悄悄趴在土坎上偷看它们，那华丽的羽毛，笨
拙的身子，或卧或立，散淡休闲。放哨的大雁
在外围不时扭来走去，伸长脖子警惕地看着四
周。我们和大雁距离很近，好像一伸手就能抓
到它，但真正一露头，雁群便“嘎嘎”地叫着仰
天而去，地上只留下我们匍匐的痕迹和大雁排
泄的几堆粪便。

三候草木萌动。天地间阴阳交泰，冰皮始
解，泥土微润，氤氲之气，化为雨水。散落泥土
的草籽，潜心构思，经过整整一个冬天的隐忍，
横叶竖茎悄悄拱出地面，这些纤细得能够穿过
针眼的青草，星星点点地在雨水的季节里萌
动、增加。风也温柔了许多，不再硬生生地刺
脸，也不再直通通地往怀里钻了。抬头看看柳
枝，好像已由干涩的褐色变出了一层似有似无
的绿。草木开始萌动，在“润物细无声”的春雨
中，草木抽出嫩芽。

天上有雨，地上有水，水活万物，称谓雨
水。我盼望下场春雨，让雨滴打在树木、打在
屋顶的瓦片上，房檐水吊线线，细细的涓流从
房上、从树梢上流淌到地面，带起浓重的泥土
腥味，让大地尽情地吸吮。

于是，谛听一个节气的跫音。闪亮的犁
铧，在细雨里走进原野。“哗啦啦”翻开每一块
黄土，绽放出一串串绵延不断的浪花，纯净而
馨香。听风听雨，听水声潺湲，流过梦里的家
园，掌心里的每一捧春光，都宛如新生……

□马科平

润 物 细 无 声

舞狮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
统。每逢节庆，都要举行丰富多彩的耍狮子
活动，特别是狮子舞、狮子滚绣球等表演，妙
趣横生，活灵活现，给人带来极大的艺术享
受。还有小孩们玩的狮子灯，做工精湛，色彩
鲜艳，惹人喜爱。

说起狮子，人们自然会想起西安大雁塔
慈恩寺门前的石狮、北京天安门前的巨狮、颐
和园门前的铜狮、卢沟桥栏杆上雕刻的狮子
等等。在西安美术学院、曲江南湖公园、关中
民俗博物院等地方，聚集了众多的拴马桩，上
面都刻有狮子的形象。一个个狮子栩栩如
生，憨态可掬，成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狮子是一个美好的文化形态，可狮子的
老家并不在中国，狮子的原产地在非洲和亚
洲西部。自张骞开拓丝绸之路后，沟通了与
西亚和欧洲的联系，从而扩大了与外界的交
往。据历史记载：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
安息国派遣使者送狮子，从此中国才成了狮
子的第二故乡。

狮子来到中国，人们没有让它在中国大
地上安家落户，繁衍后代，而是让它风光无
限，备受尊崇，一下子成了百兽之中的崇拜之
物。我们的祖先真是聪明，想象力极强，没几
年工夫，就将狮子中国化、艺术化，于是在民
间就出现了狮子舞。之后，代代发展，经久不
衰，狮子舞、狮子滚绣球、狮子杂耍、狮子雕刻
等，早已成为国粹之一。

至于狮子和建筑结缘，那是汉代的事
了。那时的狮子都雕刻成双翅的神狮。唐代
时，中国政治上包容开放，经济上繁荣昌盛，
所以在建筑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鼎盛期。唐时
的狮子雕刻雄浑有力，手法上善于夸张，显示
出昂扬威武之势。如乾陵、顺陵等石狮都是
如此，展示出宏大、气派的风格。宋代的建筑
技术趋于成熟，形制更加规范，艺术风格向秀
丽方面转变，狮子也展示出俊美姿态。

狮子作为庙堂、寺院、园林建筑中的饰
品，造型千姿百态，以铜狮、铁狮、石狮最为常
见。古代帝王宫殿和府第门前的狮子是有等
级和讲究的，一般都陈列一对石狮或铜狮。
常见的是，雄狮居右，雌狮居左。雄狮左爪下
踏着一个球，俗称“狮子滚绣球”，象征着权势
辉煌和功业不朽；雌狮右爪下踏着一只小狮
子，俗称“少师太师”，象征着子嗣昌盛，继往
开来。有的石狮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铛，
这实际上是个装饰物，给狮子增添了几分情
趣和可爱。人们还会发现，在一些石狮子的
口中，还有一颗能够灵活转动的圆球，但只能
把玩而不能随意拿出。这是传说狮子爱玩

“夜明珠”，才在它嘴里镶了一个球形珠。
说起狮子舞，更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吉庆

娱乐活动。这种舞蹈式的表演，经过民间艺
人千百年来的创造和提高，逐渐有了一套较
完整、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例如狮子舞
中，二人合演的称太狮，一人扮演的称少狮，

还有手持绣球专门引逗狮子的武士。在表演
中，有时为表现狮子的勇猛剽悍，在武士的引
导下，做出一整套跳跃、跌打、登高、踩球等惊
险动作；有时却表现出温顺、顽皮，做出翻滚、
卧地、抖毛、舔毛、挠痒痒、打哈欠等一系列有
趣的动作。

狮子舞在海外也很流行。每到春节，凡
是有华人的地方，都要把当地唐人街装扮出
隆重的节日气氛。街道上、广场上，舞狮表演
异常活跃，洋溢着浓浓的春节气息，向世界传
递着中国文化。

2014年央视春节晚会上，匈牙利艺术家
就上演了一个《符号中国》节目，他们用人体
巧妙组合，呈现出一个中国建筑石狮子的剪
影图像，令人赞叹不已。可见中国文化对世
界的影响。当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对卢
沟桥的狮子作过描写和记载：认为卢沟桥是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桥，并且特别欣赏桥栏
杆上石刻的狮子，称它们“共同构成美丽的奇
观”，是最美的艺术雕刻。

我国有一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
数不清”，说明卢沟桥的狮子数量确实太多
了。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工作者对卢沟桥考
察时，发现了两个身材瘦长的石狮子风化十
分严重，断定为金代遗物。可以肯定，卢沟桥
上的石狮子在金代建桥时期就有了。卢沟桥
上到底有多少个石狮子？这一直是个谜。
1964年国家文物局统计为 485个，1983年丰

台区文物所的统计为498个，1990年夏季的一
场雷电，又使数量减少到 497只。近年来，经
有关部门批准，相关机构已修复了被雷电等
原因损坏的3只小狮子。目前，卢沟桥狮子的
准确数字是501只。

狮子也象征着友谊。2014年春天，习近
平主席访欧，在中法建交 50周年大会上发表
演讲，他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中国是一头沉
睡的狮子，当这头狮子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
发抖。”接着他话锋一转：“中国这头狮子已经
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
子。”立即博得与会者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赞
赏。狮子代表了我们民族亲善友好、和睦相
处、雍容大度的精神风貌。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天安门广
场群众游行活动中，有一个情境式行进“雄
狮”方阵，格外引人注目。这些由 900多个孩
子组成的“雄狮”表演队伍，年龄在 9到 16岁
之间，他们或翻腾或跳跃或奔跑，表现出活泼
奔放、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表演中，他们时
而围拢聚集，时而圈点成圆，展现出团结凝聚
的力量。整个节目威武雄壮、震撼人心，寓意
不断崛起和日益强盛的中国，正焕发出强大
的生机和活力。

今天，当舞狮这一传统活动在城乡表演
时，人们无不怀有欢乐喜悦的心情。通过舞
狮，人们振奋精神，积蓄力量，向着宏伟的目
标迈进，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活！

□王雄文

源远流长的狮子文化

立春过后，气温日渐
回升。偶尔有“倒春寒”，
却也是很短暂的。每当
天朗气清，煦暖的阳光都
给人一种明媚之感。

走进小区旁边的公
园，率先进入视野的是四
季常青的风景苗木，此时
已泛出簇簇新绿，却不怎
么惹眼。倒是弯弯的垂
柳，几天前还是光秃秃的
枝丫，倏然间已有了鹅黄
色的米粒附在上面。再
往前行，只见临水的桃树
已开满红艳艳的花朵，很
是吸引人眼球。在这早
春天气，这株桃树占尽地
理优势，临溪傍水花先
发，呈现出“万绿丛中一
点红”。

春天里，如果说树绿
花开展现的是一种静态
之美，那么放风筝则是一
种动感之美。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广场变得十分热闹。爷
爷奶奶牵着孙子孙女的
手，乐颠颠地跑到卖风筝

的小贩跟前，依着晚辈心愿东挑西选，享受含饴弄
孙之乐。年轻夫妇领着小孩，手拽风筝线奔跑着，
由于摸不准风向，风筝如喝醉了酒般摇摆不定，耐
不住性子的孩子又喊又叫，亲子之乐就这样四处洋
溢着。几经摸索，在大人小孩共同努力下，一只只
风筝徐徐飞上了天，蝴蝶型、老鹰型、蜜蜂型、飞鸽
型、金鱼型……春天因风筝而生动起来。面对此
景，我总心生感慨：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如此富足的
时代，可以轻易拥有乐趣，但那种通过劳动获得成功
的喜悦，却怕是难以体会得到。

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在春天放风筝。可那时农
村家境多半贫寒，连念书的作业本、铅笔有时都没钱
购买，花钱买风筝来放着玩耍更是奢谈，但玩乐的童
心总是让想着去动手创造。

在那草长莺飞的季节，放学回家后，不是想着做
作业、看书，而是想着“忙趁东风放纸鸢”。将书包往
家里一丢，几个小伙伴聚拢到一起，商量着制作一只
风筝来放飞。先根据设想画出理想中风筝的样图，
再列出所需材料清单，任务分解给每个人后，大家便
分头到家里寻找制作材料。等到找来废弃的竹子、
细铁丝、废塑料膜、麻绳、尼龙绳之类做风筝的材料，
我们就按照分工各显身手，用菜刀将竹子削成富有
弹性的篾条，互相交叉着用铁丝绑扎成一个五角星，
再蒙上废塑料膜，找准平衡点系上风筝线，并在风筝
下面拖上一条长长的稻草尾巴。一个简易的风筝，
经过两天的辛苦，就算制作完工了。

风筝做得美不美无关紧要，对于我们这些孩子
来说，注意力只集中于能否飞上天。一只小小的风
筝，由于是自己亲手制作，对它就像宝贝似的呵护
着。每当放风筝时，我们总是选择去村庄外无垠的
田野。由于怕风筝有损伤，几个小伙伴，有的牵着风
筝线，有的握着稻草尾巴，有的怀抱着风筝……就这
样蹀躞到田野。从田埂上掐点草头，往空中一扬，便
找准了风向。在风力作用下，风筝有上升迹象，可往
往在我们还未来得及欢呼雀跃时，不是因稻草尾巴
太短太长，让风筝失去平衡，就是缘于春风总是一阵
一阵的，致使风力不足，眼睁睁看着风筝重重地一头
栽下来。为此，我们反复讨论琢磨，一次次试验。功
夫不负有心人。当看着风筝在空中几经挣扎，最终
随着手中尼龙线的不断放长，开始爬坡似的缓缓上
升，我们好似将卫星送上天般兴奋。待风筝飞到一
定的高度，由于风力过大，牵着风筝的尼龙线被风鼓
得紧紧的，发出呜呜直叫的声音。这就需要几个人
合力牵着，稍有闪失，风筝就将不知飞往何方。

为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功，我们全然不顾泥
巴裹满鞋子，遥控着那高空中的风筝，使它像一只快
乐的小鸟一样飞来飘去。无际的旷野，湛蓝的天空，
留下我们自由自在的身影，也让我们尽享自己制造
的无限欢乐。

□
辛
恒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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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路”相逢 李世平 摄

这一轮“敖包相会”中的月亮，不经意就
从心海深处升到了草原尽头的天空。清凉的
光晕抚过每一株草、每一滴露、每一个蒙古
包。微风里，草浪涌动，草的影子摇曳中斑斑
驳驳。那浪尖之上，跳跃的爱与力量，不经意
就化成诗人的词句，不羁、真实并饱含热情。

这夜就是初生婴儿，所有的不安分莫名
且短暂，闹够了就累了，也不认生了。他依偎
在我这个过路人的肩上，匀称地呼吸吹着我
面颊。我闻着他淡淡的奶香，听他跃动的心
跳，这禅意让人嫉妒。

牧人苏都其其格一家已经睡着了，鼾声
如酒，开了瓶，便将香味传得很远。酣睡是劳
作人的福分，而我却没有这个福气。忽然之
间，我居然想要庆幸失眠。在无眠的夜中，我
不用担心有不速之客破坏这月轮、草原、微
风、马群构成的画面，也不用担心谁与我抢夺
这份感觉。这伊金霍洛的夜充满奇幻，它好
似瞬间就能化作能歌善舞的蒙古族女子，邀
我去跳一曲草原上最忘情的舞蹈。

从包头到西安，要路过成吉思汗陵。每
次刚进入伊金霍洛地界，我内心就不平静起
来。仿佛在草原深处，马群裹挟着旧时烟尘
正从史书里奔腾而出。注目远处的“成陵”，
我挺直腰板，像要跨过年轮，将自己纳入风尘
仆仆的马队。白天在陈列馆里，瞻仰蒙古铁
骑征战中的器物——蒙古弯刀的刀锋暗藏寒
光，箭镞与矛头锈迹里透出锐利，如椽的矛柄
足以让人想象出这个民族横扫欧亚的雄风。

马背上的民族敬畏天理，热爱自然也深
谙进取在生存中的意义。在他们的精神家园
里，“箭镞虽利，不射不发”的训诫锻造出善于
骑射无所畏惧蒙古汉子的体魄。“与其流泪，
不如握拳”的信条练就出深入骨髓的刚勇。
进攻是一种哲学，战马嘶鸣与金戈挥舞对于
这种哲学解释更明了，它胜过所有故纸堆，胜
过所有充满造作的高谈阔论。

白天遇见了苏都其其格的丈夫，那是个
典型的蒙古族男人，健硕的体格让人想到骏
马隆起的后背。他走在前面，摇摆的样子像
蒙古跤手的“鹰步舞”，笑声足以惊飞门口旗
杆顶上的鸟。与他交流，我的陌生感瞬间也
与鸟一起飞走了，一瞬间，蒙古汉子的豪迈也
化解了我骨子里的优柔。

远处的成吉思汗陵没有了白天的喧嚣，
世人眼中的风景还原了它作为“图腾”的真
实。它在夜的深处，呼唤着远去的帝国，我也
好似听到了西征的铁骑声声。

注目远处的“成陵”，我感到了跨越时空
的生命链接。那是平庸与伟岸的链接，愚钝
与智慧的链接，也是对生命探寻的短浅目光
与浩瀚宇宙深不可测的链接。在神秘的链接
中，生命里已知与未知的双面书页让我心生
感叹。我惊诧生命已知书页里的因果与关
联，而这种关联又触发了我对未知书页中的
好奇。正如黄昏时分，我陶醉草原尽头交相
辉映的霞光，而它又勾起我对霞光之外那遥
遥天际的憧憬。

草原的夏夜已有些凉意，我披着睡觉的
毯子在蒙古包外行走，蒙古包内射出的灯光
将我的影子拉得好长。围边的铁丝网将马儿
的活动地与人隔开，我就像一个了解星相的
巫师，贪婪地吸着这夜的精华。

历史是海，今夜我就是海里漂泊的一片
叶子。前一秒涌起的浪尖把我带入惊奇，惊
魂未定的时候，对另一个惊奇的期待又让我
莫名欢喜。这已知生命逻辑里的必然让我享
受可控的踏实，而认知之外的魔幻，让我体验
到了蕴含于普通岁月的奇妙。

在“成陵”供奉着成吉思汗用过的鎏金马
鞍，还有一个神秘的银盒，据说从来没打开
过，其中的秘密只有守陵人知道。也许在勇
者心目中，死亡只是另一种方式的存在。成
吉思汗并没有留下属于自己的画像，现在供
奉的画像只是后人根据其孙子的长相画就。
也许在这位勇者生命之火燃烧正旺的时候，
他就对真正的“永生”有了自己的理解。

尊贵的勇者，800多年前您战马踩过的
地方，正像棋局一样变化。您隐入浩渺烟波，
连真实的安葬之所也未示人。也许这所有的
未知正是一部寓意深厚的经略。冥冥之中，
您告诉后来的人——再恢宏的时刻，在天宇
中衡量，也如草上的一滴露水面对整个草原
一样渺小、一样微不足道。

尊贵的王者，如果血肉以外不存在别的
内容，那么生命对于死者便无足轻重，但所有
生者相信精神的不朽。在遥远的天际，您的

智慧正闪着光亮。您训导的马鞭会落在所有
愚者与卑劣者身上，启发他们的心智，洗礼他
们的灵魂。您的目光像今夜的月轮一样，注
视着这草原上每一个火苗一样的梦想。蒙古
族人心目中大汗，请接受 800多年以后的这
个夜晚，一个汉族男人的拜谒。

这伊金霍洛的夜，就是我这个路人的朝
圣之夜。

据说，“成陵”大殿内长明灯的火种保持
了 800多年不熄。白天，有皮肤黑黑的达尔
扈特人匆匆经过，他们敬畏的神情也让我相
信这一切的真实。专职的守陵人已经延续了
38代，他们一代代守护着自己的精神领地。
那份执著足以让草原上每一个生灵注目、每
一块石头落泪、每一朵花儿盛开。也许在他
们心中，精神不朽，一切都未曾离开。

月光如水，夜的婴儿在我的肩膀上熟睡，
它也唤醒了一个远行人藏在内心深处的母
性。那思绪中的金戈铁马与身边的安宁共处
同一幅画卷，呈现出我从未领略过的安详与
和谐。

伊金霍洛笼罩在朦胧月色里，清新而肃
穆。如白天面对着成吉思汗的画像一样，我
的灵魂也沉浸其中。在夜的墨色深处，我隐
隐听到受惊马儿的嘶鸣，就如听到灵魂打磨
的声响，触碰到猎猎旌旗的一角。

夜深了，身体也有些凉意，我轻轻走入蒙
古包，摊开松软的毡毯，却无法入眠。这伊金
霍洛的夜晚啊，让我好多的梦想复活起来了。

□□成宏斌成宏斌

伊 金 霍 洛 之 夜伊 金 霍 洛 之 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