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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上下班，习惯从单位院内的中心花园
穿过，一是可以亲近大自然，愉悦身心；二是顺便
检查园内的绿化和卫生状况，这也是我工作的
一项内容。岁月如梭，转眼我已在西北饭店工
作了二十多年。这个花园面积大约 5000平方
米，有各种绿植、花卉和果木，还有一些珍稀树
种。最引人注目的是花园中央那个椭圆形小
湖，以及湖心矗立的假山。有山有水，草木葳
蕤，自然吸引不少鸟类飞禽时常光顾。

冬日的清晨，刚到花园边，一眼就看见一只
硕大的白鹭正站在湖边。在初升的阳光下，它
洁白如雪的身影闪烁着细微的金色光芒，就像
一位穿着素白长裙的仙女，配上那长而尖的青
色嘴巴和纤细的黑腿，格外优雅。我赶紧举起手
机，屏气凝神，蹑手蹑脚地想靠近它，结果还是被
这个小精灵觉察到了。它用那双黑亮的小圆眼
睛看了我一眼，轻轻扇动翅膀飞上了天。尽管只
是惊鸿一瞥，但那双深邃神秘的黑眼珠闪烁着
警觉与智慧的光芒，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

白鹭也叫鹭鸶，被称为“大气和水质状况的
监测鸟”，享有“环保鸟”的美誉。白鹭聚集，跟

当地人居环境优美、生态环境良好有着密切关
系。如今，白鹭在中国难得一见，几乎处于濒危
状态。记得郭沫若写过一首赞美白鹭的散文
诗：“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
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
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分则嫌白，黛之一分则嫌
黑。”诗人眼中的白鹭不仅是上帝的尤物，更是
诗人情怀的象征。在我的视野里，白鹭是雪衣
雪发青玉嘴，是一树梨花落晚风。

今冬，这是初次与这只白鹭相逢。其实，它
在我们饭店院子活动已经好几年了，也没什么
规律，似乎冬天来得稍频繁些。它一来饭店花
园，就围着湖转悠，踅摸着里面的鱼儿。偶尔飞
上假山，像个雕塑一样静静眺望；或栖息在枝
头，宛如一朵洁白的莲花，给人带来宁静与美
好。大多时候这只白鹭都是形单影只，但自得
其乐，丝毫看不出有什么落寞寡欢。白鹭是候
鸟，每年 10月都会迁徙到南方过冬，然后在次
年三四月回到北方繁殖。许多个冬日看见这只
孤独的白鹭，我都暗自思忖：它是掉队了还是迷
路了，抑或被它的团队甩掉了？不得而知。

记得 2021年疫情封城期间，我的值班室在
饭店主楼六楼靠南的一个房间。那段时间儿
子正在一个封闭学校读高三，已近乎一个月没
有回家了，也没带手机。当时形势严峻，我时
常隔窗眺望南山，以舒缓情绪。一天午饭后，
我又掀开纱帘望向窗外，洁白的雪花在天空
漫天飞舞，隐约看见一只白鹭在湖的上空盘
旋飞翔，时而飞向半空，时而俯冲下来用长喙
在水面轻轻点过，时而在湖边踱着方步逡
巡。当我把手机镜头拉近，才发现湖边竟然
还有只小白鹭，它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
一尊汉白玉雕塑。那只大白鹭把捕捉来的小
鱼，一点点喂给小白鹭。

一连几日，这对母子都在湖边打捞鱼儿。
不同的是，小白鹭也学着妈妈的样子，开始把嘴
慢慢伸进水里捕食，动作起初有些笨拙，但每天
都在进步。它们有时在清晨的阳光下翱翔于蓝
天白云中，有时在结冰的湖面上翩翩起舞。天
下的母爱都一样，是支持、照顾和引领，是带来
往前走的安心和信心。我观察它们走路，步履
优雅笃定，既不像鸡吃食那样火急火燎，也不像

鸭子那样颤颤巍巍、左右摇晃，而是慢慢地抬
腿、慢慢地放下，即使落在水里，也掀不起水波。

不由得想起儿时终南山下的家乡，每到盛
夏，一群群白鹭徜徉于田间地头，或低头觅食，或
展翅低飞在一碧万顷的稻田上空，或躲藏在荷田
里乘凉，或调皮地栖息在黄牛背上优哉游哉休
憩。聚时一片白，散时如星点，美不胜收，与田间
劳动的农民形成一幅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
画卷。如今，这样的盛景在故乡早已看不到了。

在银装素裹、万木萧萧的冬日邂逅一只白
鹭，于我而言是慰藉，更是温暖。同时，也在我
的内心掀起了阵阵涟漪。毛姆说：“一个人能观
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
把他怎么样。”我愿像这只湖边的白鹭，即使身
处冰天雪地，也要在心中修篱种菊，学会在孤独
中让自己内心丰盈、强大。

人生往往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回头看，
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重
要的不是逃避，而是如何在苦中作乐自渡过去，
或者把一地鸡毛捡起来做成鸡毛掸子。

（单位：西北饭店）

□闫群

湖 边 的 白 鹭

小寒夜，读完
了《额尔古纳河右
岸》，心情久久不能
平复。有对山峦森
林湖泊的神驰向
往，但更多的是对
命运的怅然若失。

生命中有太多
的意外和未知，生
活中有太多的不甘
和执念，命运中有
太多的无奈和无
助，有时候会让人
死寂或者疯狂。在
幸与不幸之间，有
人选择刀刃向内
吞噬自己，有人选
择芒刺对外摧残
别人。

生命中有太多
的意外和未知，睡梦中冻死的列娜、雷
击而死的林克、马背上睡着冻死的拉吉
达、死在熊掌的下瓦罗加，或许死亡真
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将经历，
只是不尽相同。我在想，如果列娜不骑
那只主动来驮她的灰色驯鹿，林克不冒
雨去阿巴河畔换取驯鹿，拉吉达是架着
滑雪板寻找驯鹿而不是骑马，瓦罗加看
电影时不喝那么多酒，该有多好。可是
生命没有如果，只有眼角淌下的泪和流
进心里的血。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甘和执念，一心
想找狼报断腿之仇的老达西、一生纠缠
在蒙古姑娘心结中的伊芙琳，前者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拥有了短暂的幸福，后者
在生命的尽头才活回了自己。

当然，还有铁匠伊万，嘴上虽然说
“想走的人，是留不住的”，但他却等了娜
杰什卡一辈子，让人不免认为当年他从
俄国安达手里救下娜杰什卡，不只是因
为简单的怜悯，可叹他至死都没等回来
娜杰什卡和一双儿女。坟前竖着的十字
架和回来为他吊孝那对白狐狸，或许是
对他最大的安慰。

命运中有太多无奈和无助，即使拥
有神力的萨满，也无法摆脱命运所给予
的枷锁。

命运悲惨的还有拉吉米捡回的弃
婴马伊堪，拉吉米偏执扭曲的心理、自
私极端的保护，还有变质的精神寄托，
毁灭了马伊堪的青春和浪漫，致使马伊
堪经受不住心灵痛苦和精神折磨，突然
失踪后未婚生育，给自己找了个替代
品，在西班两岁后跳崖自杀，以死求得
解脱，令人叹惋，寒战不止。还有因为
被认定会生傻孩子，爬上山滚下来流
产，最后吃毒蘑菇殉情的杰芙琳娜；因误
杀弟弟安道尔，过不了心坎，酗酒过度而
死的维克特……

一切经历，或幸福或苦难，都是一种
承受。有人一辈子不间断地耿耿于怀，
跟自己抬杠，与时光较劲，对命运矜骄；
有人一生都在不停地与自己和解，放过
自己，享受幸福，也享受苦难。

那些爱而不得的人、力不从心的事、
失而不返的机缘、悔不当初的抉择和渐
行渐远的情谊，相比未知的生死和当下
拥有的生活，都应坦然释怀和轻松放
下。不是为了妥协，是为了余生的光
芒。因为生命的精彩，在于经历与承受，
也在于不能重头来过。

（单位：陕西交控宜富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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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去神州风光秀，龙吟天下万象新。按照我
国历法的习惯，迎来春节便是龙年，即农历的甲
辰年。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也是中国文化的
象征。龙的精神蕴含着团结、奋进、勇猛、智慧
和力量，所以中国人都喜欢龙，重视龙，并将自
己称为“龙的传人”，由此可见人们对龙有着多
深的血肉情感。

龙是一种聚合之物。古书上说：“龙，鳞虫之
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潜渊。”而且能呼风唤雨，主宰天象。
这种形象和功能是任何具体动
物都不具备的，而是我们聪明
的祖先将某些自然现象生物化
了，再加上某些动物的形态，即

“多元一体化”，从而产生了龙
的形象。龙，朝气蓬勃，威武雄
壮，不屈不挠，福臻祥和，一直受
到人们的欢迎。所以，每逢龙年
来临，人们总是满怀对未来的美
好期待，希望这一特殊年份能为
人们带来好运和幸福。

甲辰这个龙年似乎很热闹，早在去年 12月 2
日，中央电视台就发布了龙年春晚主标识——龙

“龘龘”（dá dá），接着龙年春晚吉祥物“龙辰辰”又
亮相荧屏。今年1月5日，国家邮政部门又发行了
龙年生肖邮票“天龙行健”和“辰龙献瑞”，再加之
央行发行的龙年纪念币和纪念钞，龙年真是群龙
聚集，龙腾华夏，福瑞吉祥。

龙，历来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审美取向。每逢
喜庆或新春佳节，无论城乡，人们都要舞龙，以表
达喜庆和快乐。这一活动源自古人对龙的崇拜，

舞龙时，龙跟着绣球做各种动作，不断地展示扭、
挥、仰、跪、跳、摇等多种姿势，所以人们就以舞龙
这一方式来祈求平安和幸福，以至成为全国广泛
的一项群众文化活动。之后，舞龙和舞狮便传播
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

龙的形象在民间绘画、剪纸中也很常见，人
们通过画笔和剪刀，就将一幅幅千姿百态，活灵
活现的龙展现出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还有端
午时的赛龙舟，它既是一项文化活动，又是一项
体育活动，人们通过这一活动，增加团结、凝聚、

合作和奋进的力量。此外，耍龙灯也是民间常见
的表演形式。龙灯是一种传统的手工艺品，通常
由竹子、纸张、丝绸等材料制成。龙的身体可以
灵活伸展，头部通常装有彩灯，使整个龙灯栩栩
如生，寓意飞腾欢快、生机盎然。

龙在建筑中的出现，主要表现在装饰方面，
所以建筑中的龙就成为人们对祥和美好的追
求。如汉唐建筑上的瓦当、砖雕上的图案，形象
生动，简练明快。北京北海的九龙壁、天安门前
华表上的浮雕龙、西安护城河桥头的石雕龙，
都是建筑艺术中的精品。在西安兴庆宫公园，

近年又新建了一座龙堂，里面有一座“飞龙在
天”青铜雕塑，长宽各 8米，神情生动，气宇轩昂，
令人震撼。

龙的文化博大精深，龙的成语、民间传说、古
典诗词更是不胜枚举。唐代诗人杜甫就有“斯须
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诗句。而韩愈
的诗句则这样写道：“天昏地黑蛟龙移，雷惊电激
雄雌随。清泉百丈化为土，鱼鳖枯死吁可悲。”唐
诗人应物将龙与水写得别有一番景致：“石激悬
流雪满湾，五龙潜处野云闲。暂收雷电九峰下，

且饮溪潭一水间。”宋人辛弃疾
的“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
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将上元
夜人们耍龙灯的情景写得惟妙
惟肖，热闹至极。现代诗人郭沫
若更是以“龙门有灵秀，钟毓人
中龙。”来赞美史圣司马迁，可谓
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龙在十二属相中排名第五，
寓意着五福临门、五谷丰登。龙

年至，国运兴。今年的春节很特别，第78届联合国
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
为联合国假日。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成为国际性
假日，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龙吟春早，万象更新。新年新月新气象，新天
新地新面貌。在这喜迎龙年新春之际，让我们以
龙马精神，龙行虎步，去描绘新的图景，开辟新
的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龙腾虎
跃，拼搏进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苦干
实干，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单位：中国航天科工七院）

龙吟天下万象新
□王雄文

“回家过年啰！”
人们喊出最响亮、暖
心的话语。中国特有
的称谓“春运”之声，
响遍华夏大地。无数
儿女双脚行走在回家
的路上，母亲期盼的
目光也铺在路上。

租住高楼的人，
抬眼望，面对万家灯
火，似乎熟悉却又感
到陌生。夜阑人静，
尤觉茫然，下意识地
寻找属于自己心目中
那盏最明亮的家灯。
于是携着妻儿，手里
牵的、背上驮的，拉箱
拎袋，大包小兜，里面装的全是对父母的思
念和愧疚，汇入到车站、机场、码头的人潮。

有句歌词唱道：母亲在家就在。故乡
有亲人的家，就像巨大的磁场，吸附着无限
的力量。江海隔不开，高山挡不住，再长的
路途也挡不住。人们怀揣着喜悦的心情，
就是奔着那盏温馨的年灯而去。有位作者
写道：人生之幸，莫过于有家可回，有亲人
在等，有年夜饭可吃。好话欢笑皆在灯下
所得，亲情温暖都在灯下所聚。

年灯由过去的火把灯、煤油灯，过渡到
如今五光十色的电灯。大小城市的古城
墙、广场、公园、街头、路口，无处不是七彩
灯辉。逢龙年扎制龙灯，腾起冲天气象；虎
年高架虎灯，呼啸城乡发展之威；羊年昂首
羊灯，散发着崭新的年景。千家万户的红
灯笼、红春联相映吉祥，释放着春阳一般的
光，灯灯祝福，心心祈愿，汇成灿烂的节日
文明。

在此之前，多少爹娘思念孩子，近乎掰
着手指头数着他们的归期，直数到年灯亮
了，他们的心也就亮堂了。平日里，母亲想
好了一肚子的话，待儿女们回到身边要絮
叨一番，包括平日里的孤单、冷清、偶有头
疼脑热没有亲人在身边，生出莫名的委屈，
只能自个儿忍着扛着。当儿女真的回到了
农村的家，煌煌灯下，一家人围着锅台转，
团圆饺子沿着锅里转。再看看孙子孙女们
的嬉戏打闹，埋在心底的憋屈全被高兴冲
掉了。

年灯下的欢声笑语，足以在她心里存
蓄一年。小品演员岳云鹏一次年节回家，
事先没给母亲打电话，当他突然出现在母
亲眼前时，母亲急问：“你咋不先来个电话
呢？”云鹏说：“想给您老一个惊喜呀。”母亲
嗔怪：“你提前一星期打电话，我会高兴一
星期；你提前一个月来个电话，我会高兴一
个月。”质朴的话语中，饱含着沉甸甸的爱。

老家在赣南的小廖，已在西安工作十
余年了。每年过年回家乡，母亲早早就给
备好了最好的笋干、梅菜干、香菇干、腌肉
块，平时都舍不得吃，留着积攒给小廖姐弟
仨，一直把早已为人母的女儿当娃娃一样
疼爱。那一年，小廖在电话中说好大年三
十天黑前到家。然而，母亲做好年夜饭，左
等右等，把饭菜凉了热、热了又凉，在锅里
反复倒腾，弄得肉烂骨离，汤汁干枯，菜肴
焦煳。原来女儿搭乘的火车晚点了，母亲
还没有手机。小廖一回到家，边吃年夜饭，
边口口声声夸赞：“妈妈做的饭菜真香啊！”
母亲激动得两眼泪光。

渭河畔惠家坡村有一对老夫妇，想孙
子快想疯了。儿子儿媳都在乌鲁木齐市上
班，自从孙子降生后，就一直没有回过陕西
的家。在电话中一听说四岁半的孙子也带
回来，老两口激动得一宿没合眼。平时，虽
然在手机上常与儿孙视频，但孙子总是与
老人略感陌生。在年轻父母催促下，只是
很勉强地低声喊声爷叫声婆。那年腊月二
十九，正好下大雪，夫妇俩一早起来就扫
雪，扫净一层雪，又下一层白，从家门口直
扫到村路口。过路的村人问他：“他爷他
婆，你老两口过年学雷锋呐！”老汉一脸高
兴，半是揶揄半是得意地说：“咱哪有雷锋
的本事，是迎接我那孙子碎怂娃哩，孙子爱
蹦跳着跑，怕他摔倒。”路人啧啧感叹：“这
哪儿是扫雪，分明在化解冰天雪地呢。”

我以为，过年就是重启。回家过年，
意味着旧的一年已过去，迎来新的年头。
很多人从家乡爹娘身边重聚又离开，年
灯，无疑是家中的火炬，重启生活的光源
——充够了电，铆足了精神，回到城市，开
始新一年的打拼。

（单位：西安市临潼区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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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去天津学习，正好赶上了天
津的大雪。作为从小在陕北长大的孩子，这
样的雪我司空见惯，但是对于南方的室友来
说，看到雪的他开心得像个孩子。

放学路上，他在视频电话里给母亲看北
方的大雪，当着同学们的面讲着自带喜感的
四川话，一聊就是半个小时。我跟着笑了一路，但
总感觉心里痒痒的。

回去之后，我也给母亲打了电话。我给她讲
了刚才室友打电话的事情，母亲在电话那头一直
听着，没怎么说话，只是叮嘱我穿暖些别感冒。挂
了电话后，母亲给我发来了几张榆林下雪的照片：

“咱们这儿也下雪了，应该比你那儿还下得大吧。”
之后的几天，室友几乎每天都会给他母亲打

电话。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问出了那句大家
都想问他的话：“你都工作了，怎么还每天给你妈
妈打电话呢？”

“有没有可能大家都是这样，只是你不知道
呢？”室友回答道。

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很害怕他，母亲

就像避风港一样，有什么事情我都会给母亲说。
后来经历了高中住校、外省上大学、进入职场，我
和母亲聊天的次数越来越少。这本来是人之常
情，但细想之后，令我震惊的是和母亲聊天频率的
减少，已经被我视作理所当然。和亲戚朋友这段
时间联系少了，我都会想着是不是关系淡了，但是
对于母亲，我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只是在心里
默认，母亲一定能理解，孩子大了都这样。

后来听室友说，他的母亲是一位从事了几十
年慈善事业的社工，他非常以母亲为骄傲。我的
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公务员，小时候，每年的3·15晚
会我们都一起看，一边看一边听母亲讲她的工
作。那时候放学去外婆家吃饭，只要母亲不在，我
就会缠着外婆给母亲打电话。久而久之，母亲的

同事甚至领导，都能跟我聊上几句。
我工作之后，父亲反而像变了个人一样，

没事就爱给我打电话。每次下班前在办公室
接到父亲的电话，问我晚上在哪儿吃，想吃什
么，我总是小声回一句“随便”就匆匆挂掉
了。而母亲似乎知道我在同事跟前不好意

思，有什么事都在微信上说。
一个月之后的现在，我来到重庆参加轮岗学

习。这里温度远高于榆林，但我却总能感受到一
股不同于家乡的冷。我放好行李，设置好早起的
闹铃，打开床头昏黄的夜灯，室友的那句话在这个
时候猛地一下又浮现在脑海里。

真的是这样吗？
朋友学会开车之后，每天早上都送父母上

班。同事放假了，带着母亲去南京看演唱会。室
友来到重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打电话报
平安……

我拔下充电器，拨通了那串熟悉又陌生的
号码。“有没有可能大家都是这样，只是你不知
道呢？” （单位：陕煤运销榆中公司）

给母亲打电话
□孙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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