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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太原义井，脑海中是不
是已经浮现出那条热闹非凡的小
吃街？没错，义井这个名字总是
与烟火气相关联。而我这次将要
踏上的并非是那条闻名遐迩的小
吃街，而是那处名叫“义井公园”
的地方。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 90 年代
初那段热火朝天的岁月。年轻的
太化工人们，他们用一捧捧水泥
和一锹锹黄土，在义井街南三巷
４ 号 这 片 土 地 上 ，建 起 义 井 公
园。它的北门高大阔气、古色古
香。至此，在化工园区密集的义
井，多了一抹欢快的绿意。

义井公园的中心，是一片由
水泥涂抹光滑的花圃，呈现出花
瓣的造型，里面种植着月季这种
花期很长的花。南面一个水泥墩
子上，刻着“1991”这串数字。也
许你并不知道，其实水泥也是一
种化工产品。这片由水泥建造的
花圃，既时髦又不失优雅，宛如公
园中的绿洲。漫步其中，欣赏着
娇艳的花朵，你会发现，不少游客
都忍不住在花圃前驻足，与这些
美丽的花朵合影。在这里，每走
一步都是一幅画，每一刻都值得
珍藏。

每一帧定格的合影，记录下
化工人伴随着化工企业不断转型
发展、一起前进的身影。可以说，
义井公园和周边的化工人一起见
证了这 30多年来义井的变化。

如今走进义井公园，那座镌
刻着“1991”字样的花圃依然伫
立在那里，花圃的月季依然灿烂
鲜艳，迎接着每一位走进这座公
园的人。一条水泥路，将方正的
公园清清楚楚分成两部分。东面
有一块草坪被铁丝网围拢着，一
排丝棉木后面是儿童游乐场。西
面是太原市第六十三中学校，其
余三面均为居民区。

值得一提的是与公园北门
融 为 一 体 的 警 务 室 ，这 里 正 是

“ 人 民 警 察 爱 人 民 ”的“ 义 井 精
神”发源地。小小的公园是学生
与居民共同活动的场所。义井派
出所设立的服务站，多年来一直
为大家守护着一方平安。每当中
高考的脚步渐近，民警们提前半
个月便开始了紧张的宣传和布置
工作。而义井公园，这片宁静的
绿色天地，仿佛成了学子们考前思考、考后反思的芳草地。它见
证着年轻梦想的孕育、汗水的挥洒，也承载着他们的欢笑与
泪水。

平日里，太化集团将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作为文化活动的
热土。他们在这里播放电影，在这里举办消夏晚会，这些活动丰
富了附近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而在公园的西南角，爽朗的打球声总是那么引人注目。一
个塑胶篮球场，一个露天乒乓球场，这些运动场所如同活力的源
泉，吸引着太化集团的年轻人。太化集团每年都会在这里组织
职工篮球赛，他们用汗水和激情点燃整个公园。

义井公园的儿童游乐场满含岁月的温馨。那些曾经建设太
化的年轻人们，在这里播下了梦想的种子，也收获了成熟的喜
悦。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在长辈曾经为之奋斗的地方，骑
着旋转木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每当木马旋转过来，孩子
们都会将父母的笑容深深印在心底，成为他们人生中动人而温
暖的回忆。

可以说，义井公园不仅仅是一片绿地，它更是一代代太化人
青春的见证者。它看着他们在这里挥洒汗水，看着他们用强健
的体魄建设化工企业，也看着他们的梦想在这里生根发芽，绽放
出绚烂的花朵。

这就是义井公园啊，与家的距离如此贴近。再次环顾这座
与化工相伴的公园，朴素的外表，火热的内心，如同一代代建设
化工的人一样。

我眼中的龙，不是真实存在的动物，而是神话中
的生物。它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有着长长的胡须、
大大的嘴、尖尖的牙、还有金灿灿的鳞片。它雄伟的
身姿，永不服输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

我知道，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当有人问起爸爸妈妈我

的属相时，他们都会骄傲地说：“我们小宝属龙呀！”在
父母的讲解下，我知道了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也知
道了龙在十二生肖中排在第五。闲下来，爸爸妈妈还
会给我讲解每个生肖的由来以及背后的故事。妈妈
告诉我，龙是一种精神，它代表着积极向上、勇往直
前、永不退缩。人们之所以那么崇拜龙，是因为龙同
时也象征着自由欢跃和完美。

上小学后，偶然在《说文解字》中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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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老师的帮助下理解了这句话
的时候，更加感受到龙的神秘，也更加想真正去了解
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物。于是，爸爸妈妈特意为

我买了一本《山海经》。这本书里，写了很多与龙有关
的故事和传说，《海内北经》《海外南经》《大荒东经》
《大荒西经》这些篇章中，龙被描绘成神秘、威严、强大
的生物，有时是神灵的化身，有时是自然力量的象征。

许多书里都有说到龙的精神。那龙的精神到底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通过阅读和探索，在我看
来，龙的精神就是遇到困难能够勇往直前，不断挑战
极限、突破自我，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积极勇敢地面对，
遇到事情不逃避。

曾经问过爸爸妈妈，为什么给我取小名叫“优优”
呢？爸爸说，因为我是龙年出生，爸爸妈妈希望我能
传承龙的精神，做最好的自己，能够优秀，出类拔萃。
于是我始终牢记着父母对我的期盼，严格要求自己。

对了，我的座右铭是——明确目标是前进的动
力！不管什么时候，我将牢记自己属龙，永远会以龙
的精神鞭策自己，向着梦想奋力前行。

（作者生于 2012 年，属龙，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小
学学生。）

以龙的精神向梦前行
王宣淇

2024年是龙年，3月 20日为春分节气。
按照历年惯例，春分前后，保德县这一段黄河会激动

半个来月——开河行洪。借着开河，上游不远处的天桥
水电站提闸冲沙，于是黏稠的黄河水滚滚而下，水情虽比
不上八月汛期，却也壮观。这时候河鱼会被泥沙灌晕，漂
浮到河面上，有的甚至会翻起白肚皮。因此每年开河行
洪之际，两岸要热闹好一阵子。不少人举着捞兜，沿河徘
徊，寻寻觅觅，奔走捞鱼。每当有人将捞到的鱼举过头顶
炫耀，岸上看热闹的人群便一阵惊叹，开河鱼！民间传说
开河鱼能治百病，金贵得很，捞一条三五斤的，可卖到五
六百元。

2024 龙年，我守在保德县城，坐等开河行洪。从 3 月
20 日开始，每天下午都要到黄河边上转悠一阵。但日复
一日，黄河波澜不惊，只展现一种姿态，流量在每秒 500

立方米左右，满河碧绿，一派春色，毫无行洪迹象。我心
里嘀咕，半个世纪以来，家门前的黄河一变再变，先是水
量大减，继而变清，继而河里没有了河柴和炭块，继而汛
期缩减，难道开河也不行洪了吗？

时间上溯 50 年，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黄河开河是一
件惊心动魄的大事。上游河套地区自不要说，一旦遇到
武开河（以水力作用为主形成的破冰开河，易发生凌汛灾
害），冰凌堆叠堵塞河道，河水便会决堤泛滥。翻看《黄河
大事记》，“凌灾”二字频频出现。由于发生冰塞冰坝的位
置与时间难以预测，故黄河防凌一直是一大难题，因此还
有了“凌汛决口，河官无罪”的说法。黄河保德段一般不
结冰，偶尔结一两次，也因为纬度低于上游，开河早，加之
峡谷地段，不会形成凌灾。虽然如此，每年开河凌汛下来
时，人们还是震惊不已。满河冰凌，小者如碗如盆，大者
如车如船，蜂拥撞击，呼啸而下。这时节，人们都得退避
三舍，大小船只全部停航，名曰“避水”。县城的人平时担
着吃黄河水，此时无法接近水面，只能捡一些冰块抬回
家，慢慢消解着来用。捞鱼捞河柴之类，更是无人敢出
手，也无法出手。

十 天 半 月 凌 汛 退 去 ，河 滩 上 会 留 下 大 小 不 一 的 冰
块。有的冰块立在沙滩上，如同一堵短墙；有的平展展躺
在那里，如同一盘炕。这些冰块半月二十天都消融不掉，

而船只等不及，已经启航。扯船上行时，船工穿不成鞋，
只能赤脚踏冰而行。民谚说：“春拔骨头秋拔肉。”那一股
寒气从脚底直蹿脑门。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上游陆续建起一系列水电
站，每年开河时节，从刘家峡开始，各水库拦蓄上游冰凌，
控制下泄流量，同时河套三盛公水利枢纽开闸分凌，为乌
梁素海等水系生态补水。于是每年开河，黄河保德段再
无冰凌相涌，水势也大减。虽然如此，开春之际来一场浩
浩荡荡的大水，捞几条开河鱼，对小县城的人们来说依然
是一件值得观赏的事情。但 2024 龙年，春分过后一星
期，眼见得河边柳树也努出了鹅黄色，却依然不见开河行
洪。到 3 月 28 日，看到了开河结束的消息：“记者从黄委
防御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获悉，3
月 27 日 9 时，黄河内蒙古河段开河，标志着黄河安全度过
2023-2024 年度凌汛期。本年度黄河凌情总体平稳，未
发生凌汛灾害。”开河结束了。

黄河开河未行洪，河水全部拦蓄利用，这是古老黄河
的又一个新变化，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春风起，吹不完的是思绪。
提笔书，书不尽的是思念。

这 是 姥 姥 离 开 的 第 九 个
月。九个月来，我始终没有勇
气向旁人谈及。姥姥，您可知
道？您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中
盘旋，在我梦境中萦绕，我一直
觉着您从未离开。昨日您又出
现在我的梦境中，今日鼓足勇
气，我提笔与您倾诉衷肠；您倾
耳 ，接 收 来 自 外 孙 的 问 候 与
挂念。

姥姥，您知道么？去年春
季您在老家院中播种的青菜长
势旺盛，已经吃了两茬，很青很
嫩；院落中的几株玉米也收了，
我尝过了，像往年一样，很甜，
是您喜欢的那个味道。姥姥，
知道您爱整洁，院子里的杂草
父亲已经打扫干净，堆放在床
上的被褥母亲也带回市区清洗
了。对了，姥姥，咱家的二咪还
在，每次回去，它都会回家，我
依旧会给它喂食，只是不见了
大咪的身影；小小咪在我身边
生活得很好，长大了，也胖了，
但很是淘气，总是爱乱咬东西。

姥姥，这段时间，我经常
想起幼时在您身边度过的假
期时光。夏日老家的清晨很
是清爽，我在阵阵鸟鸣声中醒
来，您帮我梳洗好后总会带我
在院中玩一会儿，伴着鸟鸣，
呼吸着新鲜空气，很是惬意！
早饭是您最爱的小米粥。您
记得么，我最喜欢端着碗和咱
家的大黄狗一起吃，那时您总
笑我说：“真是个傻孩子！”收
拾 完 碗 筷 ，您 总 会 再 回 到 正
房，给您最爱的月季、四季春、
万年青、文竹……浇水施肥，
还会踩响缝纫机，缝缝补补。
您的手工活儿很是精细：菱形
的枕头、花瓣式的门帘、还有我
很喜欢的背带裤……都是您一
针一线缝制，姥，您还为我的玩
偶娃娃缝过花裙子，那时的我
别提多开心了！每到傍晚，您
喜欢和老姐妹们坐在一起聊家
常，而我总喜欢在院子里喷水
浇地，耳畔不时地会传来您的

提醒：“看，你的鞋子湿了！”“天凉了，快去穿衣服！”“别玩
了，手都冰凉了”……一句句，一件件，好似昨日，清晰而遥
远，咫尺而怀念，可是以后，我再也听不到您的呼喊，再也吃
不到您给我做的晚餐。

姥姥，打您跟我生活的最后两年是我最幸福的时光，清
晨换我喊您起床，为您穿衣梳头，傍晚下班进门的第一眼总
会看到您端坐在沙发上，慈爱地看着我，询问着：“宝，下班
了？”“宝，外边冷不？”“饿了么？”……姥，您知道么，一天的
疲惫在您慈爱的关切中消散，您温暖了我的整个寒冬！

姥，多想再扶着您走几圈,多想再给您换换衣服鞋袜！
姥，多想再给您喂几口饭，剥个鸡蛋 !

如果可以，我愿再为您多输几次血，换您多陪我两日！
我还有好多话还没有对您说！

岁月匆匆，少年的梦还没醒。
悠悠路途，我爱的您已走远。
还记得最后一日，唢呐高亢，鲜花萦绕，陪您在家的最

后一晚，旋律起起伏伏，亦悲悲戚戚，人来人往间，再也没有
那个熟悉的身影，忙忙碌碌亦恍恍惚惚，再没有那声熟悉的
回应。家，空荡了不少，心，落寞了很多。看着您逐渐消失
的路口，您用最后的背影告诉我，不必伤感！泪水涟涟望向
您远去的地方！

姥，我知道您放心不下姥爷，姥爷我们依然带在身边，
一日三餐，饮食起居，母亲都照料得很好。与以往不同的
是，姥爷常会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发呆，同我们一样，他也在
想念您！

姥姥，越长大越孤单。以前看您需要坐车，现在看您，
却是在每个夜晚我熟睡的时候。本想着您离开的那天我最
伤心，却不承想在后来想起您的每一刻才最难熬，您还没有
看到我成家，没有给我留下嘱托，您怎能舍得离去？

姥姥，我给您买的鲜花您可收到？这次我把白菊和黄
菊换成了玫瑰，您可喜欢？我给您准备的零食还可口么？
怀而不在，念而不得。每次与您在梦中的相见，都是对我的
馈赠，我忘不了，也不会忘。

相遇不再见，相识不再应。此生一别再无归，此生一跪
再无答。愿您常来梦里，叨絮旧事过往，哪怕静坐相视，哪
怕就匆匆一眼。您安，我念；我念，您就在！

退休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热衷拍鸟。
这些年，鸟禽拍摄的群体日渐壮大，追求极致者，在

设备、精力、时间都跟得上时，喜欢搜罗珍稀鸟禽的入镜，
很少去拍“菜鸟”（拍鸟者对常见普通鸟类的谑称）。而
我，设备低端，性情疏懒，不能忝为正宗“鸟人”（鸟禽摄影
者自称），而又固执地认为，鸟本无分贵贱，哪能厚此薄
彼？于是，不避讪笑，多拍“菜鸟”为娱。

住在这座城市里，最常见的鸟禽是麻雀，再就是斑鸠
了。家里没养宠物，于是，不时在阳台上撒些陈粮旧米，
吸引鸟类来啄食，以当作非家养的宠物来饲。麻雀胆小，
情态一惊一乍，不具连续观赏性；而一对体态优美的斑鸠
频频光顾，红足黑喙、斑羽圆目，让人心生喜欢。因为常
撒食物至形成条件反射，一待阳台上有人出现，斑鸠即从
对面树上看得真切，联羽翩然，翻翅而下，等着投食。无
人时，它们为肚腹所困，也会抵窗而望，咕咕有声，样子很
萌，如在邀宠。久而久之，这对斑鸠就形似家养，亲近到
触手可及。于是，投喂之余，架起相机拍摄它们。斑鸠不
避镜头，啄食时搔首弄姿，很能增添画面美感。本文所配
照片，即是在我家阳台上与斑鸠不足两米距离时所拍。

斑鸠亚种很多。在太原城区多见的是珠颈斑鸠，也
称环颈斑鸠，即颈上有大半圈黑白相间、类于珠串的斑
点。鸠是鸟禽专用字，原本无分好坏，但在我早年的文化
启蒙中，它并非好词。原因则是《红灯记》中，有个鬼子队
长叫“鸠山”，阴险狡诈。这“鸠”字为坏人所用，当然好不
起来。再就是有两个成语，由于歧解，也给我留下很坏的
印象。一为“鸠占鹊巢”，有喻不劳而获；一为“鸠形鹄
面”，似说长相丑陋。其实，这对鸠鸟极为不公，它们的原
义并非如此。先说前者，《诗经·国风·召南·鹊巢》篇中
写：“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维鹊有
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维鹊有巢，维鸠盈
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这首诗，其意历来多解，但有
一点共识，是说女子出嫁的场景。女子出阁住往夫家，旧
说是“泼出去的水”。所谓“鸠占鹊巢”，是此诗首句演化
而成，其引申应该是人伦之常。却不料语义嬗变，于今居
然成为贬义。再说后者，鸠形鹄面，本义也并非贬义，是
中性，喻人因饥饿而面容枯瘦。

还有一个生僻成语“邯郸斑鸠”，有趣有识、不能不

提，因为与晋阳城的建设者赵鞅（赵简子）相关。《列子·说
符》载：“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
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
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若欲生
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
然。”意思是，邯郸的老百姓，在正月的第一天，捕捉斑鸠
献给赵简子。简子十分高兴，厚赏献鸠百姓。客卿问，为
什么这样？简子说，我可以用来放生，以表示恩泽。客卿
说，老百姓知道你有放生的喜好，这才竞相捕鸠，造成的
后果是鸠鸟死去比活着的多。你真要放生，倒不如禁
捕。捕而再放，恩遇和过失不能相抵。简子听了，从善如
流，说，是这个道理。邯郸盛产成语，有谓“成语故乡”，这
一成语虽用之无多，但理趣颇富，喻义做事情要讲求实
效，不可图虚名。应该说，这一思想成果是来自斑鸠的
贡献。

鸠是一种鸟禽的大类，如《诗经》首篇《关雎》中“雎
鸠”，据说是指鱼鹰。但一般而言，还是多指斑鸠。或是
得益于鸠字的发声同“九”同“久”，“九”为吉数，“久”为祥
祝，斑鸠在传统中就被认为是吉祥之鸟，也有谓“不噎之
鸟”。据《后汉书·礼仪志中》载：“仲秋九月，县道皆案户
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
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之为饰。鸠者，不噎之
鸟也，欲老人不噎。”大意是，汉时，国家出于敬老，要送拐
杖（美名之“王杖”）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拐杖的手柄是
鸠鸟的形状，因为鸠是不噎之鸟（古旧说，鸠鸟食道宽，粗
细皆食，从未噎住），以此来喻老人饮食如常，健康长寿。

有人称斑鸠为“爱情鸟”，我不清楚出处何在。大约
是见斑鸠双飞为多，以为一夫一妻，夫唱妇随，忠贞不
渝。我不是研究鸟类习性的专家，难下断论。但据实而
观，或并非如此。从我家阳台上的这对斑鸠看，雄鸟在求
偶期，的确是山盟海誓的样子，跟在雌鸟身后，发出“叽叽
咕、叽叽咕”的肉麻情话。最是动作有趣，躬身缩脖，亦步
亦趋，用“点头哈腰”形容，再生动准确不过。我撒米阳
台，雄鸟绝不会先吃，要立在阳台边上不断鸣叫，等它心
仪的雌鸟来后，借花献佛大献殷勤。这很如青年男子热
恋阶段的表现。但，这只雄斑鸠“婚后”，不是这样，有见
异思迁的毛病。我曾真切目睹一幕：它们“夫妇”飞来并
肩进食，用餐时，又飞来一只年轻的雌鸟（从爪趾鲜红、羽
翅鲜亮上判定），立在旁边不敢靠近，怕有第三者之嫌。
这时发生了让我大感惊奇的一幕：雄斑鸠喜新厌旧，居然
将“发妻”撇在一边，它叽叽咕咕，趋近新鸟，开始求欢。
可见，这雄鸟怕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在情感方面多有靠
不住了。当然，这或许只是斑鸠中的个例，花心偶发，并
不具有普遍意义。

《易经·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对上苍生生
不息的赞美。这个“生”，当然不只生人，是指万物风华、
品类之盛，鸟生自在其中。我家阳台上，这对斑鸠时时来
归，风晨雨夕，从无间断，演为风景。读它的眼眸，清澈见
底；读它的羽翅，自由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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