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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春寒料峭，山谷空旷。
通往竹林谷的路上，寒霜还未褪尽，路边土石湿漉漉

的。核桃树注入了绿色的汁液，树干饱胀成深绿色，野桃野
杏迎着还寒春风，枝头暴出一个又一个赭红色的小圆球。

老李一步步走上斜坡，脚下发出橐橐声。到摄影棚边，习
惯性地往四周望望，便向面前的空地走去。林中，小家伙在那
里探头探脑，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从胳肢窝取出装有苞
谷糁子的塑料瓶，倒出一把，点豆子似的一堆一堆放在假山石
上。拍拍手，拿起挂在胸前拴着红绳的哨子，“瞿”地一响，山
坡上、竹林里，一个个脚步轻盈、姿态优雅的红腹锦鸡蹦蹦跳
跳，扇动着长长的翅膀，扑棱棱飞过来。这些小精灵轻轻一
跃，飞到假山顶上，啄起苞谷糁来；几只还围着假山飞来飞去，
扑上去争食。老李忙打开瓶盖，倒一把撒在地上，嘴里吆喝：

“甭争，都有！”一只性急的锦鸡飞到他的手上，埋头啄食，老李
便静静地托着它，把自己站成了一根老树桩。

这是2月27日早晨的一个场景。这样的场景，在老李的
生命中已经出现了五年多。

从20米到零距离

2010年，老李迈入59岁。那年3月的一天，他准备到前
面那座叫高岭子的坡上挖药。刚走进沟，就看到一只只红艳
艳、拖着五彩尾巴的鸟儿在荒地里走动。听见响动，便哗哗
啦啦连飞带跳地上了坡，钻进树林。

“太稀样了！”老李一下子呆住了。在山里生活了一辈
子，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

上山拾柴，挖药割草。偶尔，老李就会有这样的“艳遇”。
老李讨问村里的老者，这是啥稀奇鸟？老者答，可能是

锦鸡！过去山上林子砍得多，多年都没见过了，这东西怕人，
灵醒得很。

时光匆匆。2015年冬，一场大雪过后，老李到沟里一户
人家传个话，无意间，便见到这样一个画面：皑皑的雪地里，
修竹被大雪压弯了腰，火红火红的锦鸡在雪地里徘徊、跳跃，
老李没敢惊动。他想，这些鸟应该是找不到吃的了。

第二天早上8点多，老李出了门，怀里揣着苞谷糁子，偷
偷摸摸地向沟里走去。

山谷空气冷冽。老李拿出油纸袋，走到空地中间，一扬
手，糁子便如黄雾般飞了出去，落在雪面上沙沙响。等了半
天，林中似乎有扑棱声，却不见一只锦鸡的影子。

第二天，同样如是。
第三天，第四天……
腊月里，村里几个人不约而同问老伴，你家老李给哪家

女子说媒，脚腿跑得那么勤谨？
老伴笑笑，就是说媒哩。一天两次往沟里跑，加上最近

糁子和小米少了恁些，她早从老李口中套出了秘密。可老李

不让她给人说，丢人哩！
她问老李，你撒的东西那野物吃了没？
老李点头，吃了吃了，就是没见过踪影。

“喂那有啥用，连个稀样样都不让你看！”
“山上没啥吃，不给喂看可怜的！”
第二年霜降一过，老李又在山林里瞄到那火红的身影。

“来啦！”他欣喜若狂。一连几天到沟里看，两三只锦鸡
在山林间穿梭，有时也到荒地里寻食。撒一把糁子，猫腰站
在20米开外的土塄下，那一身麻麻子的母子似乎不怕他了，
扑棱棱下来啄食。过了两三天，颜色艳丽的公子也一跃一跃
下山了，边啄食边机警地看着他。

20米，15米，10米……
鸟儿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次来了四五十只。
高岭子的栲树叶黄了三回，老李终于走近这些山野精

灵。看着它们在他脚下吃食，在他身边打闹，歪着头等他撒
下糁子或小米。

一到冬季，老李就在隔壁养牛的侄子那里打苞谷，一次
就打六七十斤。侄子知道他的“傻事”，边打边劝他，伯你闲
得没事干啦，有这粮还不如喂鸡！儿子李科文也冲他嚷，弄
那做啥嘛，糟蹋人哩，瞎耽搁工夫。

老李听得着气，一连两天，不往沟里迈一步。第三天早
上，阳光打上东边的山墙，他再也坐不住了，抓了两把小米就
往沟里走。

刚到空地上，竹林里便稀稀拉拉钻出几只，空中也扑
棱扑棱飞下几只，一齐向他奔来。站定后，一双双圆溜溜、
黑乎乎的眼睛盯着他，有的似乎还不好意思，侧过身子，在
他身边踱步。一把金灿灿的小米撒下，它们便一拥而上，
低头啄起来。

8年的守护

老李原名李振民，家住秦岭深处的商州区北宽坪镇张河
村白庄子组，他喂鸟的地方叫佘沟，摄友给起了一个富有诗
意的名字——竹林谷。据资料记载，红腹锦鸡似凤非凤，曰
鸡非鸡，母鸟羽毛棕黄，公鸟赤橙黄绿青蓝紫皆具，华贵艳
丽，观赏性极强。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鸟种，一般生活在海
拔500～2500米的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林缘疏林灌丛地
带，冬季常到林缘草坡、耕地里觅食，我国陕、甘、川、滇和两

湖地区均有分布。北宽坪森林覆盖率90%以上，山大沟深，
水清云白，正好适合红腹锦鸡生长。

老李能招来锦鸡，渐渐传出了名气，一些摄影爱好者闻
讯而来。

“哎呀，太美了！”摄友边拍边赞叹，丝毫不顾野草籽沾了
一身，黄泥巴弄污了昂贵的运动鞋。

老李很自豪，有人喜欢，就说明自己做的事有价值。
一天，商州区摄影家协会会员来此采风。拍摄间隙，顾

克杰扛着相机与老李闲聊，这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哩。
“啥，二级保护动物？这么金贵！”
“你当哩！可不敢让人逮，让娃们拿弹弓打，犯法哩！”
“那不会。”老李忙提高嗓门，连连摇头：“爱都爱不过来，

咋可能让人伤它。”
老李更勤谨了，一天两次投食，一次都不少。
可有人惦记。
见频频有背着背包的摄影爱好者出入沟里，拿着长枪短

炮咔咔个不停。村人就跟他开玩笑：“老李，那么值钱，卖一
两只就发了！”“可不敢。”老李一下子严肃起来，我不会干那
事，谁也别打这馊主意，有国家法律管着！

最让他生气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2019年冬的一
个晚上，老李刚上床，便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边的男子
询问一番，最后给老李亮明底牌，你抓几只给我，我们做标
本，价钱好商量！老李一下子火了，一辈子没给人发过脾气，
冲着电话就吼：“这么好看的东西，你咋忍心杀它，你是没人
格了，你！”说完气呼呼地把电话扔到被子上，胸口一起一
伏。一旁的老伴赶忙劝他，看你这人，又不是真的来杀了。

自此，老李隔三岔五到附近山坡转转，看有没有受伤
的锦鸡；沟口停有陌生的车，他撒脚就往沟里撵，怕坏人
伤害它们。

摄友给他提意见：山谷地面积太小，不利于拍摄；竹林太
浅，锦鸡藏不住身；它们喜欢吃黄粉虫，可适当喂一些；搭个
摄影棚，拍摄时让锦鸡能安心吃食……

老李一一照办。租地，雇人挖竹栽竹，搭摄影棚，托娃从
网上买回黄粉虫投喂，装上激光灯防鹰鹞……

8年间，老李在这些锦鸡身上，折腾出去两万多块钱。侄
子问他，伯你又贴粮又贴钱，图啥？

老李嘿嘿一笑，图啥？就图个好看，图个喜欢！

从半个小时到5分钟

2月14日早上9点多，竹林谷。
老李正在给锦鸡投食。翠竹搭起的摄影棚内，秦皇岛的

摄友纪春喜咔咔咔按动快门。突然，他低叫一声：“成了！”旁
边的摄友凑上去，屏幕上，锦鸡展翅围着老李盘旋，又立在老
李肩头，画面唯美，动感十足。纪春喜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
连声赞叹，太漂亮了！我太喜欢了！

纪春喜还有好几个身份——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志
愿者，秦皇岛摄协会员。退休前，曾担任中央电视台摄影频
道秦皇岛工作站编辑。这几年，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拍
过无数个鸟群，唯竹林谷这个摄影基地最让他满意。

“我在甘肃、四川拍红腹锦鸡，都没有这儿的颜色艳丽。”
纪春喜兴奋地对围观的人说，老李哨子一响，山上呼啦啦一
片，全都跑下来，一下子就有20多只，在其他拍摄地，顶多看
到两三只。高兴之余，纪春喜建了一个微信群，将全国200多
个摄影家拉进群，不少摄友在群内联系老李，前来拍摄。

安康市摄影家协会的钦徐际一行年前年后来了4次，他们把
在竹林谷拍的照片做成相框送给老李。如今，这些照片就挂在老
李家墙上。他们纷纷夸赞，这里是他们去过国内拍锦鸡最好的摄
影基地，锦鸡数量庞大，交通便利，老李人又淳朴，收费很低。

老李在一旁憨笑，末了说：“去年冬天这条路修好后，确
实方便了。以前我喂鸟，经常是两脚泥，走一出要半小时。”
现在，他骑个“电驴”，不到5分钟就来了。

老李的善举，得到商州区文联及摄协的支持，他们每年
春节前给他送来钱物，不时给他出谋划策。佘沟聚集了越来
越多的人气，镇上干部喜上心头。近几年，北宽坪镇秉持“红
色宽坪，绿色发展”理念，深挖当地历史人文资源，发展红色
旅游，依托蟒岭绿道、北宽坪红色教育基地、王家大院等景
点，实现串珠式发展。而佘沟，无疑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
出彩的景点。这几年，通往沟内的水泥桥建好了，拍摄基地
面积扩大了，镇上出资建起33个机位的专业摄影棚，修了停
车场，把进沟的路硬化，两侧栽上红腹锦鸡喜欢的柏树。

“去年，张河村做了商州区红腹锦鸡游观基地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报，目前正在申请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呢。”
镇党委书记白朝阳对发展全域旅游有一个长远计划——这
里有锦鸡，还有白鹭、画眉等各种鸟和珍稀走兽，今后他们要
在蟒岭沿线多种油菜、连翘、芍药等，动员群众改造民居，吸
引更多摄友和游客拍摄旅游，把人引进来，把农产品卖出去。

听了镇村的规划，老李笑容满脸：“那我高兴嘛，既护了
鸟，又能带动乡亲们挣钱，多
好的事！”

春风抚遍山沟里每一棵
草木，一切都在萌发中……

老 李 和 他 的 红 腹 锦 鸡
吕丽霞 杨 鑫

青松是极其寻常的树，它的身影无处不
在，随处可见。然而，它又是极其不寻常的
一种树。

每每野外散步，或是乘车，当看到沿途
傲然屹立郁郁苍苍、生机勃勃的青松之时，
虽只是匆匆一瞥，一株株松树一晃而过，但
它们那种精神抖擞、不畏风霜的姿态，却使
人油然而生敬意，久久难以忘怀。

你看那一株株青松，不管它是在悬崖
的缝隙间，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只要有一
粒种子，一株小树苗，它就不择地势，随遇
而安，不畏严寒酷暑地茁壮生长起来。既
不需要施肥，也不需要灌溉。狂风吹不倒，
洪水淹不没，干旱旱不死，严寒冻不坏。它
总是那样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以不屈不挠
的斗争精神，不畏狂风暴雨，不畏严寒酷
热，与命运作最顽强的抗争。青松的意志
何其坚强！青松的斗志何其昂扬！青松的
生命力何其强大！

不啻如此，青松还有一种最可贵的品

质——它具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
神。青松是用途极其广泛的木材，又是很
好的造纸原料。它的针叶可以提制挥发
油；它的脂液可以制松香、松节油，都是很
重要的工业原料。即使是它的枝和根，也
是很好的燃料。不仅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
繁叶茂挡住炎炎烈日，好让人们在树冠如
盖的绿荫下休憩、乘凉，而且可以固土护
坡，防止水土流失，具有保护生态、装点山
河、净化美化环境的作用。

总而言之，青松要求于人的很少，奉献
给人的很多。每每想到这些，心里就很感
动，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我敬佩
青松、对其情有独钟的原因。

我们对青松怀有敬佩之心，并非自今日
始。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赞美过它，歌颂
过它，把它作为崇高的品质和精神的象征。
李白《南轩松》诗句云：“何当凌云霄，直上数
千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有句云：“松柏
何须羡桃李，请君点检岁寒枝。”陈毅《咏松》

一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
高洁，待到雪化时。”

你看，那一株株郁郁葱葱的青松，默
默地伫立着，不争春，不浮华，它们就是一
个个勇武的战士，永远挺直了身躯，尽显
军人庄严与神圣。春暖花开，它们退在百
花之后，安享宁静，甘做无名英雄；烈日炎
炎，它们丝毫不退缩，坚守岗位，迎战狂风
暴雨；秋风萧瑟，它们笑着迎接寒风，挺拔
身姿，苍翠依旧，心里装着信念；大雪压
境，它们更是傲然挺立，银装素裹，不畏风
雪，永葆青春本色！

亲爱的朋友，你不觉得我们最可爱
的人——人民解放军，他们就是山上那
一株株、一片片青松吗？总是生活和战
斗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哪怕那
里是荒漠、高原、海洋、雪峰，是世上最贫
瘠、最艰险的地方，他们也在所不辞，毫
不畏惧，勇往直前。

你看，这一株株威武雄壮的青松，不正

是人民解放军的化身吗？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正因为有了他们英勇无畏的战斗和
奉献，有了无数英烈前赴后继的牺牲，才换
来了祖国的崛起强大。

历史不容忽视，英烈不可忘记。铭记历
史，致敬英烈，踏着他们的足迹，赓续他们的
精神，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是我们每一个
当代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义不容辞所应担当
的重任。

青松的品质，就是军人的品质；青松的
风采，就是军人的风采！

我赞美青松，更赞美像青松一样的人民
解放军！

青青 松松
曹曹 矞矞

商
洛
山

商
洛
山

（总第2424期）

刊头摄影 刘发善

面对一棵树

站在高地
面对一棵树
静静的，不说话
像此刻我虔诚的膜拜

光从背后来，风从耳旁过
阳光倾泻
暖暖的刚刚好
面对一棵闪闪发光的树
人 是暗淡的

定格在一棵树上
什么也不要
只要草木之心

咽下去的半片药

每次吃半片药
用牙齿咬开 很对等很均匀的一半
今天咬掉了半片咽下去
突然发现剩下的是一小半，很小的一半

很恐慌
就像计划中的事情突然变化 且无法弥补
比如说好的前半生和后半生

前半生已被咽下 且过了一半
后半生就只剩一点点

淡 然

春天已然来到
小鸟一遍一遍站在枝条聒噪
试图叫醒那些花朵

空气微凉
初春的日子颇有寒意
迟迟不肯步入正题

只有这棵梅树
一半红花、一半白花开得茂盛
年轻人眸子放光，惊叹不已
一位老人坐在树下头也不抬
淡淡地说：年年如此，嫁接的树

定睛看去，老人瘦得像树上的老枝
腰上挂着引流袋 有气无力

春天里春天里（（组诗组诗））

庞庞 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