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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连麻雀都该减肥

了
"#

看着窗外房顶上几只懒洋

洋
$

叽叽喳喳的麻雀
%

我心里不

由暗自发笑
"

可能是因为衣食

无忧的原因
%

以前整日里只知

道拼命觅食的麻雀
%

现在也知

道和学会了唠嗑
$

聚会
$

晒太阳

了
"

说实话
%

以前我从来没有

对麻雀如此感兴趣
%

然而在看

了周涛先生的那篇
&

隔窗看雀
'

的优美短文后
%

我忽然发现
%

几

十年来自以为司空见惯甚至令

人讨嫌的麻雀
%

原来竟是这般

机敏伶俐
$

生动有趣
"

而且仅从

周涛先生
&

隔窗看雀
'

的这个题

目上
%

就足以让我有了一种灵

动的意境和美妙的遐想
"

于是
%

从此以后
%

每当我坐

在窗前的时候
%

不由得开始喜

欢隔窗张望
%

总希望也能在探

望窗外麻雀的过程中
%

看到和

感觉到周涛先生笔下那些
!

点

缀在人类生活过程当中的活标

点
#(((

那些枯枝上的
!

逗号
#$

墙头上的
!

句号
#$

一群落在电

线上的
!

省略号
#%

以及成双配

对落在上下树枝上的
!

分号
#"

然而
%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

雀虽

在
%

人已非
"

周涛先生看到的那

些伶俐可爱的小精灵
%

在我眼

里却都是些应该减肥的麻雀
"

看来
%

任何时候人都是要

由自己的境界来决定自己的眼

界的
"

按说
%

我和麻雀打交道比

和书本打交道还要早
%

因为我

从小就知道麻雀是人类的公

敌
%

是
!

四害
#

之一
"

所以
%

从小

我就开始跟随着大哥哥们投身

到了围剿麻雀的
!

人民战争
#

中
%

而且也是在打麻雀的
!

战

斗
#

过程中学会了打弹弓
$

打汽

枪以及包抄
$

迂回
$

突袭等基本

军事技术
"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
%

因为年龄小的缘故
%

我那时并

不是
!

一线作战部队
#

成员
%

只

是一个驱赶麻雀
$

捡石头
$

帮人

提东西的
!

后勤人员
#"

后来
%

不甘于现状的我和

一些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另外拉

起了一支
!

作战队伍
#%

自告奋

勇地投入到打麻雀的战斗中
"

虽然我们没有汽枪
$

弹弓之类

的
!

先进武器
#%

但我们有自己

的办法
"

第一招是
!

守筐待雀法
#"

我们找一个空旷处
%

一根长绳

系着木棍支起一个箩筐或洗脸

盆
%

再往下面放一些小米之类

的食物做诱饵
%

然后我们拉着

绳子的另一端悄悄埋伏在暗

处
%

一旦麻雀进到箩筐下
%

我们

立即拉绳扣筐将其生擒
"

第二招是
!

直捣黄龙法
#"

在屋檐下
$

树枝上找到麻雀巢

穴后
%

踩着桌椅或搭人梯上去
%

一举将其端掉
"

不过
%

第一招难度很大
%

收

效甚微
"

倒是简单
$

实用的第二

招让我们频频告捷
"

然而
%

一次

大获全胜后发生的事情
%

一下

子让我热情大减
%

以致金盆洗

手
%

永远退出了围剿麻雀的
!

战

斗
#"

当年
%

只要我们抓住麻雀
%

一般都会
!

就地正法
#"

但是那

次
%

我从鸟窝里掏出麻雀后
%

发

现是一只小麻雀
"

小麻雀或许

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

它拼命

张着小嘴伸着脖子四处张望
%

以为要进食了
"

看着这只可爱

的小麻雀
%

我忽然对这个弱小

的生命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怜

惜和不忍
"

于是
%

我决定把这只

小家伙带回家喂养
"

回到家后
%

我对这只小麻雀喂食喂水
$

精

心照料
%

但它最终还是死掉了
%

这让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感

到十分伤心
"

也就是从那时起
%

我再也没有捉过一只麻雀
"

虽然直到今天
%

学术界对

麻雀究竟是不是益鸟还有不少

争论
%

不过
%!

鸟是人类的朋友
#

已成为我们人类的共识
"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
%

当一

个人或一件事被说成是绝对的

好或绝对的坏时
%

就已经失去

了它的可信和真实
"

可信和真

实可能也是任何一种生命安身

立命的基础和根本
"

正如我们

对麻雀的认识过程一样
%

无论

是它的过去还是现在
%

无论说

它有害还是有益
%

麻雀依然还

是麻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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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456

汩汩兮
%

一线弱水
%

悠悠

哉
%

千古淇河
"

出林滤之阳
%

源

太行之侧
%

东指黎阳
%

南抵朝

歌
)

汇淇门
%

入卫河
%

清爽甘洌
%

明亮澄澈
"

波底鹅卵密布
%

藻间

鳖蟹时伙
%

河平如鉴
"

倒天光
%

现云影
%

水长似带
%

系沃野贯深

壑
"

夏秋之时
%

多而深也
%

浩浩

巨流
%

奔腾而出
%

气势如虹
)

春

冬之际
%

少而浅也
%

涓涓细流
%

蜿蜒而来
%

恬静如歌
"

波及处皆

蕴秀气
%

流历时多染丽色
"

诚豫

北之极美形胜
%

实华中之最佳

场所
"

曩时者
%

淇滨水土湿润
%

气

候温和
"

故诗云
*

瞻彼淇奥
%

绿

竹如箦
"

似今之亚热带
%

为古时

小江左
"

春雨时霈
%

夏阳如火
"

竹苞松茂
%

木秀草多
"

川谷列山

珍
%

原野缀花果
"

古人类沿河居

处
%

老祖先因水过活
"

今考古发

现者
%

计有旧石器遗址晾马台
%

新石器古迹数花窝
%

刘庄仰韶

文化遗址
%

河岸龙山时代邱坡
%

大赉店殷商古迹数见
%

小辛村

周卫墓地多座
"

陶片俯拾皆是
%

铜器偶掘即裸
"

横水古通衢
%

临

河俗都亳
"

钜桥鹿台
%

曾藏征夷

钱粮
%

而今空留名迹
)

酒池肉

林
%

先起亡国兆信
%

早已不在水

侧
"

武王得捷饮战马
%

懿公失民

放闲鹤
"

斩竹制箭
%

河内淇园惠

光武
%

遏流通漕
%

枋头宿胥助孟

德
"

圣贤似汤武
%

暴虐如纣桀
%

莫不践此土
"

牧黎庶
%

临斯水
%

建家国
%

英雄豪杰安在哉
+

山川

河流仍默默
"

阅遍人间废又兴
%

淘尽世上善与恶
"

昼夜不息
%

血

食永祚
"

人文的祥源
%

历史之长

河
"

览之中外大水
%

古今名河
%

鲜有毋作溃患
%

莫不屡成圮祸
"

淇之为水也
%

可谓奇特
%

少见灾

异
%

多所利乐
"

若夫旱时
%

千川

断流
%

万谷干涸
%

而此水不绝如

缕
%

石出水落
%

可饮人畜
%

可溉

田禾
"

岂河伯独钟此流乎
+

盖以

之有活水源头
%

且少分剥
"

至于

涝季
%

九州水界
%

一派泽国
"

然

此河循轨遵道
%

平流安过
%

无毁

村寨
%

无害农作
%

其水神欲报彼

祀哉
+

实因其具广川深渠
%

并无

碍塞
"

询之水边父老
%

或曰
*

河

道途中多泉眼
%

有暗河
"

上流水

虽少
%

下游水或多
"

故泛滥之

时
%

水潜石底
%

干旱之际
%

泉涌

河坡
"

是以百年无洪灾
%

四季有

清波
"

尤其神妙者
%

洪水竟具药

效
%

勘起沉疴
%

浸洗能治皮干面

癣
%

煎熬可疗胸闷气塞
%

祛脓肿

复体肤原貌
%

消炎症促伤口愈

合
"

水边窈窕淑女
%

肌肤粉白
)

岸上康健寿老
%

精神矍铄
%

皆由

久润
%

多因常喝
"

民国四年
%

阳春之朔
)

动河

渠之议
%

兴水利之说
"

官府督

导
%

民众倡和
%

捐资赢粮
%

荷镐

负簸
%

集石筑坝
%

以截碧水
%

筑

堤开渠
%

用分绿波
"

故成渠焉
%

名之天赉
)

因得利也
%

赖其恩

泽
"

水越长坝而垂短瀑
%

如浣女

之凉素缟
)

流击巨岩而翻碎玉
%

似神笔之画雪荷
"

皓似黑妹之

葫齿
%

洁比仙娥之葱脖
"

清透白

亮
%

软款柔薄
"

一水恰成人形
%

河道为撇掠
%

渠沟作捺折
"

二县

均占惠益
%

下游能避洪
%

上隈可

溉禾
"

如川府之都江
%

似秦地之

郑过
"

渠水淙淙
%

流金漂玉
)

藻

团舒舒
%

浮光耀色
"

堤柳依依
%

莺飞蝶舞
%

岸草茵茵
%

兔起鹰

落
"

万古琴鸣
%

千顷原沃
"

历百

年利用未替
%

养一方功德不磨
"

水之上有桥也
%

且大小多

座
"

欲问淇梁几时有
%

古时桥形

究如何
%

今难得其详
%

吾不知其

可
"

其三代即有之
+

太史殷记载

钜桥
%

名迹至今未更讹
"

拟两周

尚无耶
+

诗风氓蚩记涉淇
%

有桥

!"#$%

!

后世之临淇卫贤

皆建桥
%

尤以天赉渠畔多
"

中有

日人所建制
%

只剩桥墩三五厝
"

废迹庞固
%

记中华民族之屈辱
)

形制粗笨
%

类大和人种之体格
"

西则京广铁路桥
%

飞架通南北
%

落虹渡宾客
"

一国主动脉
%

亿人

大经络
"

东则安郑公路桥
%

物资

供应
%

交易运货
%

互通有无
%

方

便生活
"

更于其东
%

新桥建设
"

高速公路因沿
%

豪华国道赖托
"

墩多庞大
%

面皆宽阔
%

适应现代

社会之快节奏
%

缓解运输交通

之繁结疙
"

于是焉
%

车流如织
%

往来穿梭
"

淇上村庄
%

尤得近水

楼台之便
)

水畔人家
%

独享因水

交通之乐
"

日于桥梁间劳作
%

营

几许衣食供养
)

夜聆车辆之轰

鸣
%

望数盏华灯流火
"

国家经济

之发展
%

于兹可见明证
)

人民生

活之提高
%

凭此即窥斑驳
"

三里

之内
%

具展中国桥梁之千载大

观
)

一水之上
%

写就民族兴衰百

年史册
"

淇河奇哉
%

桥亦独特
"

美髯公
%

幸也者
"

早岁交友

水滨
%

曾偶见其美
)

近年结亲涯

畔
%

得常游之乐
"

寒假归省
%

辄

登岸临眺
)

暑期闲居
%

每下水洗

濯
"

心为之牵系
%

情为之摇曳
)

气为之清爽
%

神为之洒脱
"

或于

堤林行吟
%

或于滩草偃卧
)

或于

坝头漫语
%

或于柳阴高坐
)

或于

石隙抓蟹
%

或于水窦捉蛤
)

或于

河坡拣奇石
%

或于沙砾拾彩壳
"

间尝自家所采
%

时购渔人之获
"

淇中水产
%

蟹成网里常物
%

鲫为

食中殊奢
"

鲫之于淇
%

尤可道

说
%

体为片腹游移
%

顺流可驰
%

逆流可溯
)

背生双鳍摆动
%

入水

则分
%

出水则合
"

形状既奇
%

实

生物种类罕见
)

数量亦少
%

无鳞

界别属众多
"

其淇鲫美味
%

堪称

鲜馔
%

比黄鲤名肴
%

可共宴桌
"

每一来此
%

顿忘人生烦恼
%

乐不

思返
)

久未临之
%

必生城市嚣

厌
%

怀之若渴
"

曾存想既妄
%

常

怀望之奢
"

他年卜居静地
%

异日

筑茅乐所
%

与此形胜盘桓
%

同兹

佳迹蹉跎
"

诵诗披史
%

儒道布

衣
)

耘霜钓雪
%

仙家笠蓑
"

啸傲

山水
%

以淇作友
)

俯仰天地
%

与

世为客
"

而今吾又来也
%

复见此河
"

景仍旧景
%

我非故我
%

触物乃

尔
%

感慨良多
"

人固欣嘉节
%

我

却苦顿挫
"

虽有良朋乍会
%

匆匆

别未及畅论
)

岂无妻子常伴
%

嗷

嗷乱不堪唱和
"

意茫然而心孤

寂
%

气飘忽而神艰涩
"

叹世道之

多舛
%

悲人情之隔膜
"

临此水也
%

竟有风流自

赏之嘲
%

怀才不遇之

惑
"

太公钓渭
%

虽耋龄

而终得识用
)

髯翁亲

淇
%

恰当年其长此困

厄
"

悲夫哉
%

痛也者
"

然吾之所悲所叹

者
%

不维一我
%

也为此

河
"

淇水古注黄入海
%

得正归宿
%

庶几不负清

波
"

而后黄道南改
%

淇

不得已而注卫河
"

而今之卫水
%

污水横排
%

臭泥淤塞
%

鱼虾潜

影
%

鸟虫断绝
"

余尝寻访淇入卫

处
%

漫步汇水河坡
"

见世间奇

景
%

看一水二色
%

卫河缓流在

右
%

淇水急冲于左
%

两边分黑

白
%

中流多旋涡
"

如此者三四里

许
%

二水始同流合污
%

一河成浑

灰寡褐
"

人皆晓泾渭分明
%

孰又

知淇卫清浊
"

淇之入卫也
%

吾尝

喻之曰
*

犹之美艳鲜花插牛粪
%

靓丽韵女嫁憨人
%

又曰八斗高

才事庸主
%

千年良木置灶台
"

惜

之不得其遇
%

未归其所
"

人与河

俱有同遇
%

能不为之浩叹
%

岂不

为之悲歌
+

眉为之皱
%

腕因之

扼
"

然曾几何时
%

卫水亦是一清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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