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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

最近，我的耳畔总响起一
阵阵歌声，那声音从村庄的竹
林深处飘来，勾起了我绵绵的
思乡之情。竹林深处，炊烟袅
袅升起，升腾成一朵朵缥缈的
云。清风徐来，竹子轻轻摇
动，竹林沙沙作响。

我的村庄，地处云南省勐
果河流经的坝子，那里背倚青
山，面临平畴，白墙黛瓦的村落
掩映在茂密的竹林中，远处看
去，好像一幅优雅的山水画。

村庄盛产青皮竹，那一丛
丛竹子从河道旁、田地边、房
前屋后拔地而起，高耸入云。
因为取材方便，勤劳的村民喜
欢用青皮竹子编制篾货，如竹
篮、簸箕、撮箕、竹凳、篾帽
等等。农闲时节，走进村庄的
农家小院，多半可以看见中老
年男子在编制篾货的情景，他
们把砍回来的青皮竹子剖开，

再用小篾刀将竹皮和竹心分割
开来，然后用竹皮编制凳子、篾
帽，用竹心编制篾篮、撮箕。

村庄的竹林隐藏着我很多
美好的回忆：一场春雨过后，竹
林里冒出很多竹笋，白白的，嫩
嫩的，煞是令人喜爱。我和小伙
伴们争先恐后地来到竹林，开
始抢采那些鲜嫩的竹笋。

竹林也是小鸟们赖以生存
的家园。白天，成群结队的小鸟
在竹林里叽叽喳喳、飞来飞去。
夜晚，飞倦的鸟儿蹲在竹枝上
休息，我和小伙伴们打着手电
筒，悄悄“潜入”竹林，对小鸟发
起攻击。在我们长时间的攻击
下，竹林里的鸟儿逐渐少了。

长大一些，老师告诉我们
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我们要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鸟儿。我

们逐渐意识到以前伤害小鸟的
行为是不对的，发誓从此以后
要爱护竹林里的小鸟，不再让
它们受到任何伤害。随后，我
们天天盼望着小鸟重归竹林。
几年后，我们看见成群的小鸟
真的又飞回了竹林，霎时间，
竹林又变成了鸟儿的天堂，鸟
儿们又在竹林里欢快地唱起歌
儿。目睹此景，我激动得热泪
盈眶。

竹林不仅是小鸟的家园，
也是村里人的乐园。盛夏昼长，
劳顿了一天的村里人都喜欢到
竹林下纳凉，有的三五人约着
打扑克、有的吹牛聊天、有的在
竹林里喝茶、有的在绣花缝鞋
垫……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跟
着母亲到竹林里玩耍。竹林里，
我能遇到很多伙伴，我们相约
着在竹林里玩捉迷藏、老鹰捉
小鸡等游戏，玩得不亦乐乎，直

到月光照在竹林里仍然恋恋不
舍，月光下竹林里回荡着我们
的欢声笑语。

竹林里，我也时常能够听
到优美的小曲儿、幽默的笑
话、有趣的“新闻”。村庄上
很多“会议”都是在竹林里面
召开的，很多消息也是在竹林
里面传播开的。

如今，身居县城，我却时
常回忆起在竹林深处玩耍的日
子。竹林是一支美妙的小夜
曲，总在有月光的夜晚响起，
点燃我绵绵的乡愁；竹林又像
一首清新的诗，总在我思乡的
时候泛起淡淡的诗韵，让我久
久地沉浸在童年往事中。那抹
记忆、那道风景，将永恒定格
在我人生画册中，时时闪耀着
熠熠的光泽。

夏季观鸟野鸭湖
赵永健

竹林深处
张明昆

素有北京“夏都”之称的延
庆，三面环山一面邻水，特殊的
地理位置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
较热岛效应明显的市区凉爽很
多 ， 夏 季 平 均 最 高 气 温 只 有
25℃。一个假日，我和鸟友们相
约，前往位于延庆西南边的野鸭
湖湿地公园，既为乘凉避暑，更
为在湿地欣赏自然风光和观赏各
种鸟类。

鸟类天堂

站在野鸭湖环顾四周，只见远
处群山青翠，云雾缠绕，近处水波
荡漾，苇草茫茫，古老的长城沿着
山脊匍匐守望。在巍巍海坨的山脚
下，妫河缓缓地自东向西流淌，水
流拥抱着野鸭湖，最终一同倾入官
厅水库。万物在盛夏肆意地生长，
野鸭湖的芦苇里、大树上、灌丛间、
草地中、河滩边，总会有新的生命
诞生成长，其中，鸟类超过百种。这
里是鸟类的天堂！

自 1997 年成立野鸭湖县级自
然保护区以来，野鸭湖逐渐建设
成为北京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保护区开展了湿地植物修复、野
生动物救助、候鸟监测等多项生
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截至 2021
年底，野鸭湖记录的鸟类超过
360 种，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鸟
类迁徙中转站，也是东亚—澳大
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内重要的鸟类
驿站。

最好的观鸟时间是一早一晚
的晨昏时段，其他时间可选择树荫
下乘凉。乘凉时，偶然也会在荫凉
处看到一些隐蔽的小鸟在活动。

晨起观鸟

早上趁着游人还少，我们走
进野鸭湖湿地公园的大门，沿路
直行到大湖旁，一眼看到了凤头
鸊鷉和骨顶鸡。作为湿地最常见
的夏候鸟，它们体现出了不同的
繁殖特征：刚出生的小凤头鸊鷉

脖颈上有着像斑马条纹一样的保
护色，身上的羽毛还不防水，凤
头鸊鷉妈妈会将雏鸟驮在背上过
河，很有趣味。

成年骨顶鸡的额头背甲是白
色的，刚出生的雏鸟头顶有着红
棕色的稀疏羽毛 （雏绒羽），已经
能游泳了，第一窝出生的稍大一
点的骨顶鸡雏鸟，还能帮助照顾
第二窝的弟弟妹妹们，具有家族
式的繁殖策略。

苍鹭是湿地中最常见的繁殖
鸟类，每年野鸭湖苍鹭繁殖区通
常能容纳数百个苍鹭家庭。最早
的苍鹭2月底冰雪还未消融的时候
就到了，经过长达 3个月的营巢、
产卵、孵化、育幼过程，在秋季
开始南迁。苍鹭亲鸟每天寻找大
量食物给孩子充饥，在没有高大
树冠遮挡的芦苇丛，不管是骄阳
似火还是大雨滂沱，苍鹭都会张
开翅膀为萌宠的小苍鹭防晒挡
雨，诠释着母爱的伟大。

林中午憩

中午虽然天气炎热，还是可
以在湿地公园看到绿头鸭、斑嘴
鸭、黑翅长脚鹬、黑水鸡、草鹭
等这个季节的常见繁殖鸟。

要说谁是芦苇中最聒噪的鸟
类，我投东方大苇莺一票。它们
奋力地“呱呱叽，呱呱叽……”
叫个不停，但它们中有很多“倒
霉蛋”，因为辛辛苦苦筑巢繁殖却
被大杜鹃寄生了。

沿着观鹤台向西南的康西草

原眺望，能看到在水中踱步的黑
翅长脚鹬、草中躲藏的扇尾沙
锥、凤头麦鸡驱赶着进入领地的
喜鹊、赤嘴潜鸭在水里浮潜、芦
苇里蹦蹦跳跳的文须雀，在水边
两侧的柳树上，还可以见到中华
攀雀夫妇共筑爱巢。

躲在湿地公园里杨树林的树
荫下，能邂逅一些林鸟：在树干较
高的树枝间常有黑卷尾、红尾伯
劳、黑枕黄鹂、黑尾蜡嘴雀繁殖。银
喉长尾山雀幼鸟已经成功出巢，多
个家庭采取共同照顾幼鸟的抚养
策略，所有幼鸟在横枝上排排站，
像幼儿园一样接受托管。

日落鸟还

站在高高的望湖楼上，等一
波儿风吹来，看着左右拂动的芦
苇肆意飘荡，让人心旷神怡。在
这个角度，偶尔能看见紫背苇鳽
掠过绿油油的草间，迅速消失在
厚厚的蒲叶中。在此间，还有跟
紫背苇鳽同科的栗苇鳽、黄斑苇
鳽、大麻鳽，他们会在晨昏时活
动觅食。再往远看，湿地深处传
来大麻鳽喉囊舒张形成的 “空”
鸣声，震彻整个旷野。

在大湖南侧的土坝旁，突然
闪过蓝翡翠流线型的身姿，他们
常营巢于土崖壁上或河流的堤坝
上。蓝翡翠比普通翠鸟更喜山地
水系，且体型更大，除了鱼类，
邻水环境的两栖类和昆虫也是它
们的食物。

在这个区域，小乔木、灌木、藤

本、草本构成的复杂生境，给擅长
伪装的鸟类提供了环境支撑，普通
夜鹰模拟一段树皮在一棵树干上
一动不动，由于食物种类丰富，红
角鸮经常光顾这个地方，它们都有
着树皮般的保护色。

傍晚时分，众多水鸟准备夜
栖，白尾鹞也趁此开始活动，上
下盘飞仔细观察，伺机而动寻找
捕捉时机。太阳即将结束一天的
照射，渐渐向山背隐去，落霞与
孤鹜齐飞，晚归的苍鹭缩着脖子
滑翔，最终消失在厚重的芦苇丛
中。普通鸬鹚成群结队沿着山脊
线穿过即将落下的红日，湿地环
抱的水面被染成一片温吞的金黄
色，一只夜鹭“啊…啊”叫着从
头顶划过，直到天色暗淡，万物
皆化成水中的剪影，最终野鸭湖
重归宁静。

夜宿农家

夏季乡村，晚风微凉，夜深
静谧，我们选择在山脚下的农家
院住宿。远离城市的光污染，抬
头肉眼可见银河，耳畔虫鸣蛙鸣
此起彼伏，可以听到红角鸮的叫
声，它们共同奏响一曲大自然的
交响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
的农家院向来有着最健康、最新
鲜的美味。我们在农家餐厅品尝
了延庆最出名的豆腐。豆腐做菜
种类很多，若搭配上田里的有机
蔬菜，就一个字形容：鲜！还有
官厅水库的招牌菜红烧嘎鱼、农
家的香椿炒鸡蛋、香辣河虾等也
值得一尝，炒傀儡、葱花饼是经
典的当地主食。

饭后，我们坐在小院子中饮着
香茶，望着星空，感叹千百万年来，
鸟儿一直与人类相伴而生。如今，
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却对周
边的环境、身旁的鸟类知之甚少。
随着近些年生态保护意识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望远镜参与到
观鸟活动中，足迹访遍公园、郊野。
观鸟的过程，不仅积累了自然科学
知识，更通过自然观察，进而产生
尊重、爱护生命的认知心。湿地风
光无限好，野鸭湖畔任鸟飞，大自
然中，我们与鸟儿以及所有生物，
共同构成了生命共同体！

（图①云 天摄、图②赵永健
摄、图③溜达王摄）

秋千抬阁:流动的立体画
李晓红 章恒全

秋千抬阁:流动的立体画
李晓红 章恒全

在安徽，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古老
的民俗活动，只为祈求风调雨顺，人
寿年丰，展示心底美好的诉求，其
中，宣城市绩溪县湖村的“秋千抬
阁”便是重头戏之一。

湖村地处绩溪东边的大山之中，村
口几十株苍老的古树将村子隐得严实。
一条绿水绕过湖村，形成一个特大的

“S”形，从空中俯瞰，湖村竟是一个天然
的阴阳八卦太极图。村里胡章两族的先
祖之墓，则恰到好处地处于阴鱼阳鱼两
点之上。由此一来，“太极湖村”的名称
不胫而走。

清道光间，外出经商而席丰履厚的
徽商，将秋千抬阁从苏州搬进绩溪，之
后流行于湖村、瑞川、坦头、庄川一带。
后来湖村举办观音会时，将其列入观音
会游艺活动而流传至今。我们今天看到
的秋千抬阁便是其中最精髓的部分。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绩溪非物
质文化遗产——秋千抬阁。

在村子的古老街道上，村民们簇

拥着秋千抬阁前行。秋千抬阁其实是
一个活动的舞台，秋千由半径约2米的
风车组成，架于花船之上缓缓转动。
花船由8位壮汉抬着行走。十字转轮四
端悬挂着活动彩椅，四少女扮彩旦，
著红、绿、黄、白古服，缚坐在椅子
上。她们吟唱着 《采莲》、《赏荷》 等
徽调，唢呐吹奏，锣鼓擂响。

抬阁为木制方箱，四周镂花。令
人惊叹的是，抬阁上用钢筋按人物造
型分层次把小演员固定其上，巧妙天
成，不露破绽，惊险奇观。幼童们均
扮成历史戏曲人物，或凤冠霞帔，或
峨冠博带，或金盔铁甲，他们或坐或
立，且行且表演。

秋千抬阁不仅需要一支娴熟的表
演队伍，还要有完整的剧本资料，仅化
妆绑扎钢筋架这一项绝活，族中规定不
得轻易示人。现在，这项地域绝活是省
级非遗项目。

秋千抬阁随游艺队伍在村中穿古
巷，过老桥，锣鼓喧天，乌铳鸣炮，震山

壮威，万众跟随，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秋千抬阁像一首流动的诗、一幅立体的
画，演绎在村庄、旷野与天地间。

“秋千抬阁”的传承人对祖上宝贝
的坚守与传承，使得这项古老的民俗
文化得到很好的保护，它像积着经年
老灰的古董，却在最不起眼的角落留
存着历史的记忆，愈是走近，愈能看
清它的精美。

秋千抬阁随游艺队伍在村中穿
过。 李晓红摄

竹林深处。 周秀鱼春摄 （新华社发）

黑翅长脚鹬

钝翅苇莺

野鸭湖湿地公园风景。 赵永健摄

东方大苇莺喂食大杜鹃雏鸟

在岭南，逢简水乡就像一位
不出闺阁的女子，不主动出击，
难觅它的芳踪。但是它的美和诗
意，定会让你一见倾心，有相见
恨晚之意。

自广州南站下车，乘坐公
交，可直达逢简村委会。这是一
个属于美食之都顺德的乡间古
村，地处佛山顺德杏坛镇北端，
锦鲤江畔，水资源以及水环境极
优，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村内空气清新，河水碧波荡
漾，岸边古木葱郁，古石桥横跨
河间。明清时期的古屋遍布村
里，青石古道纵横，道旁绿树红
花，鸟鸣花香，颇具诗情画意。
走进古村，焦躁的心会瞬间得到
安抚，好像曾经的过往都像是一
种修行，只为今天的邂逅。

踏上河道中的乌篷船，可以
体会到水乡的精致典雅。穿着橙
黄救生衣的老伯，摇动着双橹，
用广式“普通话”跟我们讲述水
乡的历史：逢简水乡是“广东四
大水乡”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
西汉，村内曾发掘出汉代文化遗
址。两座省级文物的三孔石桥建

于宋代，多间明代的古祠见证着
古村的兴衰与繁华。

我们一边听着老伯的介绍，
一边观赏着河道两岸的风景。船
桨击起的水花溅在身上，清凉的
风迎面扑来，把夏日的酷热一扫
而光。船行河道内，阳光透过密
密的榕树叶洒下来，打在河面上
形成影影绰绰的斑点，仿佛给河
道穿上碎花的裙子。

下船后，我们走进古镇街
道，这里是美食的天堂，可以品
尝到“均安蒸猪”“凤城鱼饼”

“双皮奶”“陈村粉”“白切鸡”
“脆皮烧鹅”“炒牛奶”“顺德鱼
生”等美食。我点了一份“炒牛
奶”，看上去色如白玉，闻着奶
香芬芳入鼻，入口香甜嫩滑。我
心中暗暗赞叹：此品天上物，人
间难得尝。

步行到村内最大的宗祠——
刘氏大宗祠。这是目前珠三角保
存最完整的明代宗祠之一，宗祠
设计简洁大气，古香古色。大门
上挂着蓝底金黄的“刘氏大宗
祠”牌匾，门两边是青云巷，有
左“阁道”，右“台门”两道侧

门，巷门上各
有一明镜，门
额四周装饰精
美。高高翘起
的檐角，显示
着 宗 祠 的 威
严 。 走 进 大
门，两侧是厢
房，正面是庄
严的正殿——
思远堂，里面
供奉着刘氏二
十二世先祖。

出 宗 祠
后，来到觉妙
净院。这里香
火缭绕，诵经
之 声 不 绝 于
耳。在高高的
觉妙殿堂之下，我们变得心安而
神宁。

夏日的逢简水乡，茂树古
桥，苍翠宁静；青石小巷，灵动
诗意；小船轻摇，绿波泛浪；宗
祠寺庙，梵香息心；小品美食，
温润惬意。穿行其间，忘却了夏
天的炎热和人间的烦忧。

右图：逢简水乡一景。
据网络

右图：逢简水乡一景。
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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