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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绘水墨 老张摄

“只有片片白云为她落泪，
只有阵阵风儿为她诉说……”

一曲凄婉的 《丹顶鹤的故
事》，把我又一次带往26年前的
感动……

那时，我参加省委研究室在
盐城召开的会议，盐城市委邀请
我们赴射阳县自然保护区观看丹
顶鹤。

我们刚下车，便见几只丹顶
鹤夺门而出，在我们身边踽踽穿
行，或作金鸡独立状，如画如
雕；或作雄鹰振翅状，若飞若
舞，尽情表达“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丹顶鹤是濒危珍稀、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既有天鹅的娇美，
又具鹤类的灵气，通体洁白，喉
颈乌黑，颈腿细长，以头顶有一
似火的红色得名，自古寓意着吉
祥、忠贞、高洁、长寿。它一身
傲骨，一生忠贞，如果一只鹤受
伤无法南飞越冬，它的伴侣定会
留下陪伴，同受寒，共生死。

管理员告诉我们，身边的几
只都是人工饲养的，野生丹顶鹤
闻声而飞，只能远看。我们拾阶
而上，登上著名书法家武中奇题

字的“望鹤亭”，只见滩涂茫茫，芦苇萧萧，凭借高倍望远镜，可见
天地相接处，十来只丹顶鹤，吻颈摩肩，追逐嬉闹，展翅翱翔，飘
飘若仙。

我们来到一座纪念馆，在这里，我们被一个“丹顶鹤的故事”
震撼……

徐秀娟是渔民、第一代丹顶鹤管理员徐铁林的女儿。她从小与
丹顶鹤相依相伴，幼年时喂养的幼鹤百分之百成活，在她指挥下丹
顶鹤跳跃弄舞，她的驯养天资声名远播。

丹顶鹤每逢冬天，千里迁徙，飞往盐城滩涂过冬。1984年，20
岁的徐秀娟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受盐城邀请，她怀抱3只鹤蛋，一
路用体温暖着，奔波3天3夜，只身从东北来到苏北。那时，保护区
刚成立，万顷荒滩，人烟稀少，缺水缺电。她在两间草棚安营扎
寨，与鹤相伴，以滩为家，同时，开启了人工培育丹顶鹤的世界前
沿课题。她把鹤蛋24小时放在怀里，经过83个日日夜夜，用体温孵
化出了丹顶鹤，把小鱼剪成一小段一小段，每隔一小时喂一次，昼
夜不歇。我们目睹她的《饲养日志》中记下每时每刻的细节……她
的全部乐趣、心血汇入了丹顶鹤，丹顶鹤成为她生命的内涵。

1987年7月的一天，两只幼鹤逃脱，当晚找回一只，她钻进一
望无际的芦苇，整整一夜也未找到另一只。第二天，听说复堆河西
有鹤的叫声，她赶过去跳下河，拼命在河里寻找。丹顶鹤找到了，
她却精疲力尽地陷入河底。夜色沉沉，河滩上只留下了她的自行
车。芦苇摇曳，亲抚她那不朽的英灵；群鹤嘶鸣，呼喊她那动人的
英名。黄海滩上，丹顶鹤群，再无徐秀娟！她曾在一张照片后写
道：“我愿意为我所热爱的事业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23岁的徐
秀娟，用生命谱写了丹顶鹤之歌。美哉，丹顶鹤！伟哉，徐秀
娟！

从盐城归来，我久久不能平静，后来听说，徐秀娟的弟弟徐建
峰，放弃城里工作，接过姐姐的事业。姐姐牺牲27年后的2014年，
他去家乡保护区腹地看护丹顶鹤，摩托车扎进沼泽地，47岁的生命
也献给了丹顶鹤。2016年他的女儿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保护区，成
为徐家薪火相传的第三代养鹤人……

今天，我跟着旋律，击节唱诵《丹顶鹤的故事》，思潮如涌，泪
眼朦胧……极目远望，飞芦荡花、风起云涌处，红点白影，歌天舞
地，那究竟是美丽的丹顶鹤，还是感天动地的徐秀娟，或是簇拥而
来的护鹤人……

2021年10月27日，一群古稀之
年的小老头、小老太把一个84岁的
老老头从一江之隔的无锡接到如皋来
旧地重游。

老老头李老师曾在如皋中学工作
14 年，他称如皋是他的“第二故
乡”，虽是耄耋之人，李老师并无老
态，说话爽利，行动敏捷，只是头发
稀疏、灰白了些。一别41年，学生
见到老师眼里几乎都含着泪花。

我有幸与老老头同庚，当年同教
语文，同度文革，如今同爱笔耕；学
生把李老师接过来共享晚晴，我也在
邀请陪同名单之列，我也就不客气蹭
个饭了。

瘦精精的老老头王老师轻轻地走
过来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坐下给我一
张纸片。我一看纸片，不胜欣喜。纸
片上是他的钢笔手书近作。

王的文字从不轻易示人，我是先
睹为快：

会友有感
斜风、细雨、残柳，落叶铺就沿

河路，水天朦胧使人愁。
酒楼、热茶、笑语，白发皓首忆

往昔，屈指细数石板路。
往事、故人、乡愁，平安快乐每

一天，且饮手中这杯酒。

从遣词造句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化
底蕴，从取景、细节可以看出作者的
知识内涵，一个低调的文化老人的文
化晚年跃然纸上！

说起王我是一声叹息。
王绝对是一位被耽误的人才。

1957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成绩在班上
名列前茅，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与大

学失之交臂。但是母校立即把他揽入
怀中。他凭一手漂亮的手书，教务处
首先把他抢了过去；但他还是走进地
理教师的行列，他的语文功底和绘画
能力令他的地理教学如虎添翼；他还
给学校带出一支相当厉害的乒乓球队
……当年他坐在教室第一排，我坐第
二排，他的优秀和聪明我是亲眼所
见；1963年我回母校工作，在同仁
中唯有他与我有同窗之谊。因而常有
不少共同语言。我长他一岁，但他却
比我稳健、成熟。

大大咧咧的李老师无疑是今天聚
会的主角，他上台讲话无疑是今天聚
会的主题。但是恕我直言，他这位老
老头拿着话筒一口浓重的无锡方言，
我就只能听清楚十之六七，且稀里糊
涂地跟着大伙一起鼓掌。

希望上苍能够创造一次奇迹

好让我能再次遇见你

让我从每天机械穿行的人群中

惊喜地瞥见你的影子

你的影子

在那个夏日的午后镀上了梦的色彩

在那条静淌的河旁湿润了衣衫

人群中我找不到你

我只想遇见你而不必共赴一个宴席

我只想与你坐回那棵树下

听枝叶中的蝉鸣

我只想与你乘一叶轻舟

看你温柔地划桨

划啊划啊

月光划破我梦的衣裳

梦
的
衣
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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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景的诗意（上）

□陈根生

芦花还在飞

在这个温暖的冬季

曾经的那些青年男女

耳边 自行车的铃铛声

悠扬在时间的长河里

背着挎包 吹着口哨

他们依偎在夕阳的怀抱里

所以 回到童年

让生命的一切都在这里

发酵 在这里飞扬

在这里徜徉

他们还在低吟 还在诵读

诵读着那个年代的语录

在吴窑

今天的吴窑

原来不是传说中的那样

是谁说远方不是故乡

冬日的暖阳

和着福寿寺的钟声

也是那样悠长

传说中 龙游的印迹

拥抱着立新的梦想

在红色的热土上

我把心房久久地照亮

光影交错

是数万儿女一直的愿望

也是建筑铁军

用汗水铸就的永久辉煌

冬天的芦花
（外一首）

□彭之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