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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辰 龙 年 ，注 定 不 平
凡。很多亲朋踏着逐渐解
冻的大地陆续出游，我因此
收到不少手信，其中最多的
是动物玩偶，有大熊猫、东
北虎、长颈鹿等等。我的孩
子把这些可爱的玩偶当成
朋友，经常呵护它们吃饭、
喝水、上下学，在家开了一
个“微型动物园”。看着他
认真有爱的样子，便想再带
着他去一趟太原动物园。

之 所 以 说 是“ 再 去 ”，
是因为去年夏天曾带他去
过 一 次 。 当 时 让 他 看 鸟
禽，他说味道不好闻，吵着
要 走 ；看 到 有 游 客 给 猴 子
投 喂 香 蕉 ，他 哭 闹 着 说 东
西 掉 下 去 了 快 点 捡 回 来 ；
想带他见识一下老虎的威
风 ，他 却 一 路 痴 心 于 寻 找
小蚂蚁和捡石头。最终还
没 走 到 虎 山 ，他 已 经 消 耗
完 体 力 ，怀 抱 着 一 堆 石 头
躺在推车上睡着了。

岁 月 又 流 走 不 少 ，希
望他内心能成熟一些。料
峭 的 春 日 ，阴 晴 难 辨 。 出
门 时 阳 光 还 暖 洋 洋 洒 下 ，
等到了动物园，天却转阴，
还 吹 着 微 带 冷 意 的 风 ，加
上 园 区 门 口 高 耸 的 松 柏 ，
自带几分凌厉。赶紧把孩
子 衣 服 拉 链 提 到 最 高 ，又
给他扣上帽子。

动 物 园 的 游 客 不 少 ，
到处跃动着孩子们开心的
身 影 ，只 是 动 物 们 还 不 热
衷于在外场活动。我倒是
觉得这为像我这样选择困
难 的 家 长 提 供 了 便 利 ，毕
竟近 2000 亩、11 个动物观
赏 区 ，带 着 几 岁 的 孩 子 一
天是很难逛完的。

依 着 自 己 的 时 间 ，我
们 随 意 走 着 。 进 入 北 门 ，
能看到近在眼前的鸟语蓝
天（鸟禽区）。百鸟苑里设
置了高高的网围，生活在这儿的鸟儿们都能有一定自由活动
的空间，同时，网围留着不小的网孔，园外像麻雀一般大小的
鸟儿也能轻易钻进来，为园内的鸟儿们带去新的消息。站在
观赏区的木桥上，我和孩子正寻着海鸥的叫声捕捉行踪，一只
戴冕鹤振翅从眼前飞过。一阵疾风，一丝羽毛气味，让孩子在
几秒愣神后欢呼雀跃了好半天。

出了百鸟苑，跳过几阶格子，就是鸣禽馆。室内圈养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鹦鹉。有位小朋友把自己爱吃的小饼干放了一
块在网内的窗台上，没几秒就引来一只小鹦鹉。它用爪子攥、
用喙啃，始终不能将饼干咬掉分毫。于是它衔着饼干放在自
己的水罐里浸了几个来回，之后三五口，一块饼干就吃到肚子
里去了。小鹦鹉这聪明劲儿竟是孩子发现的，他还告诉我，

“妈妈，小鹦鹉坚持、坚持，然后动脑筋想办法就吃到小饼干，
宝宝也是这样，唔……”

果然，孩子长大了，会思考了。
顺着小山丘往上走，能看到山丘上有星星点点的雪还未

融化，也有青草已经破土，伸出一茸茸嫩绿。走上山丘是灵长
类动物展示区，除了猴山，还有猩猩、猿猴、灵长三个内馆。猿
猴馆里有一只小猿猴尤其活泼，它会拿着苹果跑到玻璃内侧
的窗台上，展示给玻璃外的小朋友；会飞檐走壁后陡然一跃，
跳在窗台唬你一下；还会在窗台上手掌扶玻璃走来踱去，跟每
个游客击掌互动。几次想带孩子去下一个地方，孩子都沉陷
于这只小猿猴的陪伴中，不舍离开，还告诉我：“妈妈，它在跟
我玩儿，它不想自己孤单地待着。”

那一刻，我极其认同他的感受。
走出猿猴馆时，天色已经微微暗下来。我们向南选一条

路准备返回，顺路经过长颈鹿和大象展区，孩子脱口而出：长
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动物，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不
知什么时候给他讲过，他竟清楚地记得。而且说话时，那认真
的眼神里，有亮光。老家有句俗语，叫“见世面”，如今有了孩
子才真正体会到，世间存在的一切都有它的奇妙与力量。

看着继续暗下来的天，匆步走向园区大门。再望向门口
的松柏，反倒觉得它们的枝丫变得柔软了，颜色更显翠绿了。
枝头挂着松果的这些树，带着过去一年的记忆和痕迹，开始新
一轮成长。偷眼看身侧的孩子，他早将帽子摘掉，正从包里翻
出水壶喝水。突然看到我盯着他看，便把水壶捧到我面前：

“妈妈，你也喝一口，走得好累吧？”
时隔一年，那个坐在推车上不肯走一步的孩子，不仅已经

能与动物共情，更懂得照顾我了。
恍然想到 10 年间几次来太原动物园所看到的变化。铁

笼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场景式”展区。路宽了、树多
了，更多的动物出现在宽敞的露天草地上。空间设计，能越来
越多地窥到自然景观的模样，也能感受到动物的生活环境越
来越好。

细细思量，这也是人与动物、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人类用
双脚丈量着土地，从森林山谷走向城市，从远古蒙昧走进现代
文明，慢慢发现，脚下的土地却是不曾改变的。人与自然、动
物，向来都是共生互成的，这都是世界本来的模样。

身为千禧之年出生的我，家里人总是会
叫我“小龙女”。小时候，我总会问妈妈这是
为什么？她便耐心地告诉我：“你在龙年出
生啊！”

儿时，对生肖属相没有任何概念，也不
会关心每一年是什么生肖。只是每逢春节
去超市采购年货，会发现都是关于一种属相
的玩偶、对联、挂件等物品。也许是小女生
的 缘 故 吧 ，我 的 家 里 摆 满 了 十 二 生 肖 的 玩
偶，那时候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属相玩偶，统
统要缠着爸爸妈妈买回家。

自小，就被家人要求，本命年应该穿红
色，但那时候内心充满抗拒，尽管父母告诉
我这是习俗。高考那年，作文中提到“2000

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世
纪宝宝出生”。那时候想，为什么会被称为

“世纪宝宝”呢？正因为这个机会，开始关注
属相，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本命年”。本命
年穿红色，不仅仅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
是一种生肖文化。这一年，对于小时候为什
么有“小龙女”的称谓，以及为什么“穿红色”
都 有 了 答 案 。 常 常 听 人 说 ，本 命 年 会 遇 到
坎，但穿了红色，就如同过年要放鞭炮吓“年
兽”一般，会避过一些坎。在中国，龙被赋予
了吉祥、神圣、权威等含义，所以从我出生那
一刻，就被赋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学习
好，希望能够飞黄腾达等。正因如此，我才
明白父母为什么为我取名“博闻”。这个词
最早出自《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
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形容知识丰富，
记忆力强。

家中大人说，我出生那年的“龙宝宝”属
于金龙，做事果断、待人热情、善于交际。我
的姥姥给我起了乳名“萌萌”，就是希望“做
事果断”能和“萌萌”相互融合。

进入初中，每天都会跑操，为中考体测
800 米 奠 定 基 础 。 记 得 校 运 会 男 女 生 4×

200米接力比赛报名时，同学们都在犹豫，害
怕 跑 不 好 拖 班 级 后 腿 ，我 却 主 动 举 手 报 了
名。接力比赛，体现的是团队的默契，那时
候天天放学练习，但总有人掉棒，就在大家
为 是 不 是 要 换 人 而 纠 结 时 ，我 果 断 坚 持 换
掉，之后比赛获得第一名。这次活动让我信
心大涨，之后又参加了市运会比赛，并选择

了大家不愿触碰的 800 米、1500 米、3000 米
长跑。

高中时，学校半军事化管理，两个月才
能回家一趟。当时，学校每两周要将各班班
主任及任课老师半个月来的量化考评分数
打印出来分发，考评分数与班会记录、每周
作业是否交到作业组、宿舍卫生情况等相关
联，可谓是各位班主任及老师的大比武。班
主任将每周班会记录以及报送政教处的任
务交给我，结果是我们班的分数最高，政教
处的老师也都认识我了。在我毕业之后，当
时宿舍楼的宿管还向我的班主任打听：“你
们班那个见老师就会问好的姑娘现在在哪
里，发展怎么样？”

转头想想，自己的为人处事、性格方面
或许有“金龙”的因素。

我与“龙”有特别的缘分，也许是“龙宝
宝”的缘故！

我的父母都比较喜欢集邮，每一年会通
过邮局订购邮票。他们曾说，我很小的时候
总喜欢翻阅家里的邮票集，每次翻到虎年、
蛇年的邮票都会吓哭，但翻到龙年的邮票却
会爱不释手，甚至会抱着“咯咯”笑。看到电
视 上 有 赛 龙 舟 的 活 动 ，也 会 目 不 转 睛 盯 着
看，甚至在家里还摆积木模仿龙舟的造型，
模拟划龙舟的场景。

考大学填写志愿时，纠结了多次，最后
第一、二志愿是山西晋中与临汾，没想到结
果是被太原的学校录取。后来慢慢了解到

“太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此后的先秦
典籍多有记载，取“大而加甚谓之太”“高而
平坦谓之原”之意。太原称“龙城”，与历史
上多个朝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最为著
名的是唐朝时期。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起兵
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在唐朝时期，太原
被封为“北都”，与长安、洛阳并称为“三都”。

在“龙城”读大学，认识了人生中的很多
“贵人”，也让自己后来大学时光及工作的简
历增加了精彩的一笔。

又一个龙年，身在异乡的我，突然意识
到自己已是“花蓓年华”。但不会忘记，自己
依然要像“金龙”一样，昂首前行。

（作者生于 2000 年，属龙，太原市作家协
会会员。）

花蓓年华的龙行路
李博闻

太原动物园狒狒一家太原动物园狒狒一家 牛利敏 摄

他戴着大红花他戴着大红花
从南海退伍归来从南海退伍归来
她手捧着鲜花她手捧着鲜花
在太原机场迎接着他在太原机场迎接着他
他归心似箭他归心似箭
她情不自禁她情不自禁
接机大厅的门口接机大厅的门口
是他俩憧憬的地方是他俩憧憬的地方

他走出来了他走出来了
英俊高大英俊高大
她看见了他她看见了他
她站在那里她站在那里
端庄优雅端庄优雅
他认出了她他认出了她
他伸开双臂他伸开双臂
她扑向他的怀抱她扑向他的怀抱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把她高高地抱起把她高高地抱起
让她分享保卫祖国得来的荣誉让她分享保卫祖国得来的荣誉
她热泪洗面
紧贴着他的胸膛
向他倾吐着守望的甜蜜
顷刻间
同机归来的人停住了脚步
接机的人群送来了祝福的语言

捧着她的鲜花
用余生来保护她
挎着他的手臂
跟随着他去实现梦想

为

你

等

待

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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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月月 33 日晚日晚，，太原武宿国际太原武宿国际
机场机场，，一位身着海军戎装的年轻一位身着海军戎装的年轻
小伙子小伙子，，退伍归来退伍归来，，归心似箭归心似箭；；一一
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长发姑娘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长发姑娘，，手手
捧鲜花捧鲜花，，满眼期待满眼期待。。当小伙子走当小伙子走
出站口出站口，，与早早等候在那里的恋与早早等候在那里的恋
人重逢人重逢，，这一幕场景这一幕场景，，让整个接让整个接
机大厅熠熠生辉机大厅熠熠生辉，，也感动着在场也感动着在场
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

小 伙 子 叫 伍 鑫 原小 伙 子 叫 伍 鑫 原 ，，20022002 年年
出生于临汾市尧都区出生于临汾市尧都区。。姑娘叫姑娘叫
李冰冰李冰冰，，出生在大同市平城区出生在大同市平城区，，
与伍鑫原同岁与伍鑫原同岁。。他们曾就读于他们曾就读于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院，，同班同同班同
学学，，上学期间确定了恋爱关系上学期间确定了恋爱关系。。
20222022 年初年初，，他报名参军他报名参军，，她全力她全力
支持支持，，他去南海当了一名海军战他去南海当了一名海军战
士士 ，，而 她 继 续 就 学 深 造而 她 继 续 就 学 深 造 。。 两 年两 年
中中，，他们鸿雁传书他们鸿雁传书，，相互支持相互支持，，把把
爱深深地藏在心里爱深深地藏在心里。。

身临其境的我，始终被这一
对恋人感染着，并用手机记录下
感人瞬间。作为一名退伍老战
士，我愿为他们高唱赞歌。

享誉天下的中华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唐太宗以
后的书法家都未能见到真迹。时称冯承素的摹本为“下真
迹一等”，自此后人常以“下真迹一等”来评价摹本之逼真
程度与真迹几乎等同。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一幅“下真迹一等”并溯本求真的
作品——梁秀嶷还原版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山西青年画家梁秀嶷数载专攻张择端之《清明上河
图》，废寝忘食，精益求精，终于再现了原作风采。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也是目前为止全球影响力
最大的中国美术作品。其临本、摹本、仿本，甚至伪本、赝本
之多数不胜数，遍布全球。这些版本虽不能与真迹相提并
论，却因记录了各自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有的也成了

“稀世珍品”，甚至是“无价之宝”。据说，后世以“清明上河”
为题材的长卷，留存至今起码有 170多个版本。其中最具
有代表性的大概有以下三种：其一当然首推北宋张择端的
版本，为该类题材的巅峰之作；其二是明代仇英（款）的版
本，代表着明代苏州一带此类题材的最高艺术水平；其三为
清代乾隆年间宫廷画师陈枚、孙祜等五人合作的版本，代表
了清代宫廷画家此类题材的最佳艺术成就。

仔细比对便可发现，三个版本的作者各自的创作理
念、艺术基调和价值取向大相径庭。张择端版本质朴敦
厚，全卷意境淡雅；仇英版本异彩浮艳，略显哗众取宠；清
院版本浓墨重彩，不免机械呆板。从整体风貌来看，后两
幅作品，构图布局均明显带有张择端版本的痕迹，但艺术
成就根本无法与张择端版相提并论。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将近千年的张择端《清明上河
图》目前已面临难以妥善保存的可能。众所周知，名画是
有保存寿命的，即使再好的修复、揭裱，也无法保证它的永
恒。而古代书画对环境的要求如温度、湿度、灯光等都很
苛刻敏感。一级文物规定展出时间都非常短暂，展出一次
就得“休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
国宝级文物，更是如此，展出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身为国
家文物局原副局长的闫振堂先生早就为此担忧，无数次设
想如果有画家能精准地把《清明上河图》重新临摹下来该
有多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先生的大愿在遇上同是山
西老乡的青年画家梁秀嶷后，竟然实现了！

在闫先生的建议和指导下，梁秀嶷数载专攻张择端之
《清明上河图》。为了完成这幅作品，梁秀嶷从历史的角
度，到绘画的技法，做了全方位的研究挖掘。他首先与张
择端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隔空对话，并从他的名与字开

始着手研究。
藏于故宫博物院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后有金人张

著跋文：“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这是史料中关
于张择端唯一的记载。考其名察其字索其地，“择端”出自
《孟子·离娄下》：“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正道”出自《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
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东武，鲁古
地名，隋开皇十八年（598）改东武为诸城，沿用至今。生于
儒家发源地的张择端及其父辈，与生俱来思想和血液里都
浸透着儒家的思想和美学。交友择端、学道取正，孔子提
出的“绘事后素”的审美思想也一定会深深影响着他。

由此，通过无数次展卷细读并在亲自临绘中感悟后，
梁秀嶷坚信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原作应为素色。就在他
对自己的猜测越来越肯定时，他与故宫博物院原书画部主
任、清明上河图研究会会长余辉先生相识。余先生经过漫
长研究和探寻考证，最终在明代孙鑛《书画跋跋》中找到明
穆宗隆庆皇帝令宫廷画师为此画着色旋又停工的记载。
至此，两人长时间苦苦追寻的《清明上河图》原作应为墨笔
的结论终于得到历史文献及临绘实践的双重印证，更标志
着梁秀嶷与余辉先生的研究殊途同归。

世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
志。事业常常成于坚韧，毁于急躁，成功的秘诀在于全身
心投入工作中。临摹工笔画，必须做到笔画坚而深，体势
真而稳，章法活而贯。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梁秀嶷动手
临摹赵孟頫的小楷《道德经》，以作书的方法作画。因此，
他入手即熟，得形质，得笔法，得神采，得气象，用三年
多的工夫还原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神韵，取
得了令人钦佩的效果。

梁秀嶷还原《清明上河图》的艺术实
践超越了旧式中国画单一的技艺临
摹，带给中国画后学者更多新的艺
术探索和宝贵经验，他的还原版
《清明上河图》无意中成为中
国画坛上一个独特的意象
和存在。闫振堂先生看后
分 外 激 动 ，欣 然 为 此 还
原 本 题 跋 ：“ …… 守 正
溯源，弃后世之艳彩，
还 原 作 之 素 墨 ……
全卷神形气韵，呼
之 欲 出 ，事 无 巨

细，皆肖原作。诚唐人评冯本兰亭所谓下真迹一等是也……”
余辉先生题跋：“……后人临者更有以浓墨重彩现之，甚
失原作笔墨素雅之气。今观秀嶷之作，如睹张择端之原
本……”我也曾多次以大篆为其还原版题名，既是对晚辈后
学的鼓励，也表达敬佩之情。

据梁秀嶷讲述，其在还原《清明上河图》过程中，还有
许多重要发现，这些发现大多为只做理论研究的专家所忽
视。例如他指出，原画前后笔法不同，应该有两种可能：张
择端边观察边创作或者是一个团队集体完成，所以表现手
法有些许不同；通过绘制时对各种物件大小错综交叠关系
的仔细分析，此画应该是从左而右绘制的，最左边上下三
株树几乎重叠，从构图上讲，可视为封笔之意。通过实际
还原，从时间上推断，原作从构思到完工至少应该有四五
年时间，而有的学者认为两三年便能完工，那是根本不可
能的。另外他还发现原画卷尾有一书生独坐阁楼，冥思苦
想，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结合梁先生对张择端
心境的揣摩，认定这是张择端隐藏在原画中的自画像，而
这种构思在古今中外的美术作品中是并不鲜见的。

还原版《清明上河图》为梁秀嶷三年多时间闭门所作。
其以扎实的国画功底、严谨的研究考证，对张择端原作进行
了艺术性还原和赓续，并达到了“下真迹一等”的高度，诚可
谓美术史正本溯源之典范、艺术界传承经典之楷模。

（（图为梁秀嶷还原版图为梁秀嶷还原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局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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