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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朝霞，灿烂了半个天空。
被五彩祥云笼罩之下，一只鲜活的狮
子在跃动。抖擞精神，迈动铿锵的步
伐，腹腔鼓动，气流从鼻孔涌出，未
曾吼叫，便生风惊鸟，它向世界狮族
宣告——王者，在这里。

雄浑的身躯，威严的气势，华美
的配饰，灵动的双眸，背负莲花宝
盆，昂起的头颅，张开的大口。不
错，它就是沧州铁狮子——“狮子
王”“镇海吼”。虽为静物，的确有王
的特质：身未动，雄风凛凛，八方草
偃；声未吼，威慑以远，百兽压音。

铁狮子必定不是凡物，它承载着
希望与信仰。背负的莲花盆上是受人
顶礼膜拜的文殊菩萨。居于开元寺，享
受千年香火。岁月轮回，世间兴衰变幻
无常。不知何年何日，寺庙坍塌，菩萨
身躯离铁狮而去。铁狮也不再居于香
火寺庙，曝身于旷野风雨之中。

铁狮习惯了旷野中的春花秋月、
夏雨冬雪。突然，一阵狂风大作，大
海扬波，大地卷毛，飞沙走石，夹杂
着狂野呼啸。铁狮顿觉头晕目眩，四
肢无力，硬生生栽倒地上。下颚、腹
腔破碎，尾巴断掉，样子十分凄惨。
铁狮倒下时，是清嘉庆八年三月。

自此，铁狮跌落神坛，侧躺荒
野。那些快乐少年在它身上爬上爬

下，在它腹腔钻进钻出。到了咸丰初
年冬天，来了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
帽的学者，把铁狮打量了又打量，又
钻到铁狮腹内，拿着放大镜，秉烛细
探。事毕之后，突然惊呼：奇哉，壮
哉，美哉！他发现了铁狮身上所有铭
文：“狮子王”“大周广顺三年铸”

“山东李云造”等关键信息，还发现
铁狮腹腔内有《金刚经》铭文。这位
学者是南皮名士金石家王国均。咸丰
初年续写《沧州志》，王国均实地采
访历代造像、金铭、石碣，所得甚
夥，集金石三卷，附于州志。

铁狮在王国均面前，献出了深藏
的密码。铭文的发现，不再让人想入
非非，以讹传讹，铁狮的前世今生有
了确切名分，让国宝有了立身之本。

铁狮在大地上整整躺了 90 年
后，被沧州署州事宫翌派了一些泥瓦
匠将铁狮扶起。宫翌成了让铁狮重新
站立的功臣。

铁狮如此庞然大物，天下极品，
必定出自饱学之士、奇才工匠之手。
那个“山东李云”便是高人，他不但
铸造了铁狮的形体，还为铁狮注入了
灵魂。无疑，是个高明的设计师、工
程师、总监工。从铁狮铸造的艺术层
面审视，他是艺术大师、雕塑大师。
在 1000多年前就铸造出这样震撼世

界的奇迹，应是铸造科学家，并熟谙
佛教和美学。这是一次复杂的高端铸
造，绝对严谨、缜密，丝毫不差。需
要一呼百应、指挥若定的领导者，将
个人感召力和群体爆发力高度聚集与
凝结。熔炉喷射着智慧火焰，范内熔
铸着艺术结晶。他铸造的不仅仅是铁
狮，还铸造出沧州人脚踏实地、不屈
不挠、勇往直前、守护家园、造福一
方的精神。

咸丰年间是多事之秋。太平天
国、洋人入侵，内忧外患，欲将中华
民族逼入绝地。也恰在这个时候，铁
狮铭文剥落殆尽前夕，王国均发现于
濒危时刻，虽未能阻止继续锈蚀，他
却用拓片记录下那未曾殒殁的时刻。
他是狮子王秘密符号的发现者，功不
可没。

王国均发现铁狮铭文后，咸丰《沧
州志》续修总纂叶圭绶也感到惊讶，之
前近千年的所有《沧州志》竟没有载入
者，这是重大发现。他对王国均大为赞
赏，将此发现写入咸丰时期的《沧州
志》并给王国均写信说：“狮王得兄一
番赏鉴，据以入志，何幸如之！近在本
志，而旧志从不在其文字，岂知造之年
月、之人，凿凿铸在狮身上，此番修志
再一含混，狮子埋没千古矣！”叶圭绶
是将铁狮准确信息写入《沧州志》的

人，名标沧州志册。
动乱也是历史，但最摧残文物。

自咸丰时期中国进入动荡时期后，沧
州这块兵家觊觎之地更是少有太平。
咸丰、同治、光绪3次续修的《沧州
志》也已失传。王国均发现铭文之
事，只剩下《河北通志》和《沧县
志》有所转载，但拓印铁狮铭文来源
依据又不复存在，又一次陷于无证难
信的地步。

时光已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沧
州地区行署文化局来了一位学识渊
博、热衷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王敏
之。他为保护铁狮、破解铁狮前世今
生密码倾毕生精力。苍天垂青降实证，
王敏之慧眼识证慰国宝。铁狮存世千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当大任者非王敏之先生莫属。

1979年的一天，约定好征集文
物的日子。南皮县潞灌村的一位老画
家出售自己珍藏的名人字画和碑帖，
这位老先生可谓树大根深，他就是咸
丰年间发现铁狮铭文的王国均后人王
翌。随身带来了王国均集传的信札
——《往贤遗墨》一册。这个册页不
是出售品，也许是为了衬托所卖字画
的年代和品位。本来是眼前一晃而过
的事情，凭着职业敏感，王敏之发现
了信札中有咸丰时期续修《沧州志》
的主篡叶圭绶写给访采金石资料的王
国均的那封信。喜出望外，拍案叫
绝，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虽然主人
不卖此物，但王敏之用相机拍下信件
实物。信中把王国均发现铁狮铭文，
和入《沧州志》的原委讲得很清楚。

这封家藏书信，竟成了佐证文物的信
史。

王敏之视铁狮研究为毕生责任，
他要把铁狮的前世今生画出一幅明晰
的图画，给沧州父老一个交代。查阅
大量资料、史料，寻找真谛，为求物
证，多地考察，出没田野，实地勘
测，以实证立言。在实践中摸爬滚打
淬炼的知识更加渊博，视野更加开
阔。不但揭开了铁狮诸多鲜为人知的
秘密，而且以铁狮研究为工具一层一
层剥开了沧州千年历史，重重地叩开
了沧州历史大门。写出了材料翔实、
推理严谨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的《狮城
探秘》。河北文物研究所孟繁峰研究
员在《狮城探秘》序言中，这样评价
王敏之对铁狮的研究成果：“铁狮成
为我国现存最大的铸铁实物，书中采
入对其详细实测的资料，达到了狮毁
凭之而能照样复生的效用，超过前
人，不可或缺。”还说，“经他之手，
无迹有传的铁狮年代和铸造者终至信
而有征，这已经是不世之功了。”毕
生研究狮子王的王敏之，也自然成了
当之无愧的“狮子王”。

读完《狮城探秘》，会对王敏之先
生肃然起敬，他具备文学、史学、考
古学、哲学、民俗学大家的素质。
他研究古代，为了现代精神启蒙；
又为古代创造，提供现代阐释。已
故文化大家史树青先生一见到沧州
铁狮子，惊呼：“中华崛起之象也！”
王敏之研究铁狮，梳理沧州历史始
末，意在唤起铁狮刚健雄风，为沧州
崛起举杯壮行。

风物

狮子王狮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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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

永远巍峨的雪山永远巍峨的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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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
———沧州道德模范系—沧州道德模范系
列列之刘慧敏之刘慧敏
吕 游

把“人”字放平，就成了树冠上
最浓郁、蓬勃的枝丫——
把一棵树放平，就成了一条路
那个路上的行人，是刘慧敏

去往何方？路没有了方向
就是死路一条，而通往大山的路
那么崎岖不平，像脑神经
如果闪烁着爱的电波呢？一条路
就有了生命，有了希望

刘慧敏，就是把路走到大山的人
一颗心抽丝剥茧，织成纵横交错的路
向着茶花村，向着双莲小学，向着
大凉山，向着郑州，向着家乡沧州献县
一张红色的网撒开，捕获的是爱心
一个翠色欲滴的枝头在空中展开
撒下的绿荫，庇护的是低处的生命

一条路一旦从故乡走向他乡
故乡就得到了延伸，有一种爱
一旦从身体里拿出，交给更多的人
就成了大爱，如同喷薄的朝阳
阳光普照的是更多需要温暖的人

分叉的路，让出发有了更多选择
爱一旦成了春天，就会唤醒遍地生命
就会产生磁力，汇聚更多的爱
从天津、北京、河北、山东、湖南、
湖北……从全国各地涌来，向着
贵州、四川、云南、山西、甘肃、广西
向着每一双渴望关爱的手臂和眼睛

走过的路，跌倒，一旦重新站起
还是一棵树，不，是成片成片的树
长成一片森林，爱的森林
春风化雨，承载着刘慧敏的微笑
爱心一旦成了接力赛，在手中
传递的接力棒，就是刘慧敏
那么多人奔跑，踩出的路
还在延伸，向着全国各地，向着
那么多人心头，我们看到的路
是立体的，是怦怦跳动的

最宽阔的路，是刘慧敏
当她倒下，再站立，她的路
是向上走的，向着蓝天，向着黎明
向着太阳，在高处，须仰视

评论

在轻盈和沉重之间飞翔在轻盈和沉重之间飞翔
———肖靖—肖靖《《鹤骨笛鹤骨笛》》赏析赏析
野 渡

《鹤骨笛》（原发 2022 年 7 月
29日《沧州日报》），是一篇构思
巧妙内涵丰富又意味深长的作品，
值得认真品味和欣赏。

作品的故事大体上由三个主要
情节构成。第一个主要情节是主人
公女孩一鹤高考结束后来到母亲工
作的货场，对母亲谎称落榜，并且
替母亲干活。第二个主要情节是工
作结束后，一鹤躺在货物缝隙里休
息，吹起了鹤骨笛以及由此引发的
对亡父的追忆。第三个主要情节是
工作了半个月的一鹤不仅仅身体有
了奇妙的变化，而且收到了清华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故事情节的安排
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释悬反转的
模型结构，这也是小小说比较典型
的结构之一。

再来看具体情节以作进一步分
析。

因为父亲过早离世，母亲用孱
弱的身体靠搬运货物承担起了家庭
的重担。看到母亲的劳累，高考结
束后的一鹤决定利用假期替母亲分
担一些责任，也体验一下母亲的艰
辛。

一天的劳累让一鹤疲惫不堪，
让她更能体会母亲的不易，也让她
更加思念起父亲。这个时候父亲留
给她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只鹤骨笛
被她吹响。清越的笛音让她忘却疲
劳，也让她在思绪中回到了过去，
回到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这是一段通过一鹤的回忆而出现
的插叙，讲了鹤骨笛的来历，讲
到了父亲的考古研究工作，也讲到
了父亲勉励她要“虚怀若谷，坚韧
不拔……展翅高飞”。需要注意的
是，鹤骨笛是小说的核心道具，而
此处第一次出现了飞（翔），而由
鹤骨笛引出的飞翔后来多次出现，
又别具象征意义，成为引领主题关
联作品情节发展和转折的关键。

早晨起来一鹤又开始了第二天
的工作，并且一鹤还打发走了让她
回学校准备复读的母亲。这一段情
节展开的同时，也是对不存在的落
榜悬念的加强。

半个月过去了，繁重的体力劳
动让一鹤“白嫩的皮肤晒得黝黑，
双手长了无数的毛刺”，而身体却

“变得越来越轻盈”，并且“似乎
变成了一只鹤，真的能飞到天上
去”。而这个时候，她也收到了清
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她也仿佛
变成了“一只轻盈的鹤，抖动着全
身的羽毛飞过大运河，穿过层层雨
幕冲向蓝天”。而故事也在这样浪
漫的诗意想象中结束。

由此可以看出鹤骨笛这个核心
道具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是
记录了特殊信息的父亲的遗物，是
一鹤和父亲之间联系的特殊媒介。
其次，因为鹤骨笛引出了飞翔的意
象，代表了一鹤想要努力继承和实
现的父亲的梦想。笛声清越动人，
能够穿透云霄，能够顺着大运河的
水流淌，就像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能让身体轻盈，并且有了翅膀一样
在不同时刻、在想象和梦境中、在
沉重与轻盈间，朝着高处的梦想飞
翔。

飞翔的本质是轻盈，母亲搬运
货箱是沉重的，就像生活本身的沉
重一样。作品的表现形式也有虚实
相间的特点，一鹤帮母亲干活和部
分的回忆是实，有沉重的特点。一
鹤吹响鹤骨笛，想象和睡梦中的飞
翔是虚，有轻盈的特点。虚和实，
轻盈和沉重饱含寓意又极具张力，
赋予作品深刻的内涵。

这篇作品总体上采用了传统叙
事的方式，但又大量使用了象征、
隐喻和虚实相间的手法，是一篇内
涵丰富又极具内在韵律的作品。作
品构思巧妙语言生动而有感染力。

不过作品似乎也存在个别不够
细致和自然之处。比如，就像作者
在创作手记中谈到的，鹤骨笛这个

“信物与人物故事的黏合度不够，
不能完全融合”。仔细阅读作品也
发现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从故
事情节的安排上能够看出，假如以
与鹤骨笛的关联程度看，作品是可
以分为比较明显的前后两个部分
的。前面三分之一多一点其实和鹤

骨笛关系不大，而后面的近三分之
二又几乎总在围绕着鹤骨笛。不能
不说前后的衔接是有点生硬的。

假如以鹤骨笛的笛音构成某种
情节去做开头，把作品的整个氛
围带入到一个轻盈的诗意的虚的
状态，然后再进入到帮母亲干活
这种沉重的实的状态。这样也算
前后有所呼应，而衔接似乎要好
一些。这样的处理似乎可行，也
相对简单。

另外，个别具体情节似乎也
有点问题。一鹤后来是考上了清华
大学的。能够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
一定是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常理而
言，这样的优秀学生对于自己的考
试成绩一定是有基本的判断的。也
就是说并不存在她担心自己会落榜
的问题，可能会有担心自己不一定
能考上清华。这样的情况下，一鹤
以谎言的方式有些粗暴地对待母亲
其实是缺乏足够的理由的。她不必
说谎，她也不必“粗鲁”。我猜想
也许作者的本意可能是想要表达这
样的意思：一鹤对于自己能否考上
清华，心中也没有把握，而她又特
别想要考上清华。那么这种不安和
有些焦虑的情绪才造成了一鹤有些
反常的表现。要是这样的话，作品
情节构成之间的逻辑联系就完整
了。不过假如真的如此，最好加入
一个情节，一鹤的父亲就是清华大
学历史系毕业 （清华没有考古专
业）。而一鹤出于对父亲特殊的情
感，考上父亲上的大学，去继承父
亲未竟的事业是一鹤内心深处长久
的执念。这个情节其实作品的结尾
有所暗示，但肯定还不够。假如增
加这个情节，感觉似乎会更合理一
些，对于主题也可能会有一点帮
助。

理想是轻盈的，生活是沉重
的；回忆是轻盈的，现实是沉重
的；父亲在世时的完整是轻盈的，
父亲去世后的残缺是沉重的。而生
命注定了要在轻盈和沉重之间起
舞，去向着心中崇高的目标飞翔。
这也是作品要带给我们的启示。

野生的春天野生的春天
张洪清

打开窗户
我把暖气养殖的春天放生了
让野生的春天进来了

野生的冬天
已被藏进冰箱里
继续制造霜寒，制造雪花
封存一方洁白，记下一季冷艳
避免物腐虫生，鱼烂瓦解
继续保持新鲜

我来到一处河边
看到野生春天，在野生暖风里抒情
把野生河水和点点浪花孵暖
又弯腰给一棵野生垂柳洗头梳发
梳出一挂绿色风暴
——一丝不挂的绿色风暴
席卷了河流、大地、天空、心灵
我也被卷入绿色风暴眼

一条野生小路，蜿蜒
爬向一处野坡
坡上野草、野菜和野生野长的植物们
喜泪拥抱着喜泪，释放野生情爱
这些野生诗人们
积蓄了一冬的激情
创作出一首首野生抒情诗
发表在野生的春天里

有人也想当个野生诗人
就冲着一群野生喜鹊
不断呼喊，把表情夸张放大
喜鹊们喳喳叫几声不认可
然后，呼啦一声飞走了
把一片野生喜悦发布在天空

我饱餐了一顿野生春天的风景
剩下的几处，也打包带回家

天空又高出一筹，白云又缥缈了眼
眸！穿过四季的风，有些东西会在不经
意间溢了出来……

这让我想到那座雪山。
父亲，正是年轻力壮。脚穿雪地

靴，肩上扛着五四式步枪和一个水壶及
背包，脚下是没过膝盖的厚雪。他说，
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北风呼啸，
雪花并没有因为与他初次见面而有所收
敛。反而是更加张狂，更加肆无忌惮。
好在同行的还有6个人，大家一起相互
鼓励着往前走，往上爬。

一定要跨过这座山，才能够与大部
队会合，才算是安全的！

谁也不知道这座山有多高，谁也不
知道这场雪下多久。大家心里都清楚，
反正要想活命，是绝不能停下来的。只
好咬紧牙关，低着头，一步一个脚印往
前走。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慢
慢地就拉开了距离。父亲稍微有点瘦
弱，渐渐感觉体力不支，就被落在了后
面。

他说，绝对不能停，一旦停下
来，就不想走了，迈不开步了，总得
想办法爬过去。不能就死在这里啊，
家里还有老娘等着我呢！想到这，父
亲就把背包和水壶扔掉了，怀里抱着
的除了那把枪，就是他自己了。枪是
用来防卫的，万一突然冒出个敌人怎
么办；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下山时，还
可以当拐杖。因为说不准脚下哪个地方
就有个坑呢！

父亲说，他自己正琢磨着呢。一抬
头，眼看着一个战友就躺下了。他赶紧
大声喊：“兄弟，不能躺下，咬咬牙，
再走几步就下山了！”“兄弟，我实在走
不动了，我要睡一会儿。”说着话，一
骨碌，人就滚到山下去了。

泪，滴不到腮边，就结成了冰。
再抬眼，已经是天苍苍，野茫茫。

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了。此刻已
完成天地合一。

父亲说，自己一个人不敢大意，只

好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确切地说，应该
是爬。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爬了多久。
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丝光亮，算是看到希
望了。

好不容易循着亮光走下来，原来是
山下的一户人家。他顾不上疲惫，踉踉
跄跄走上前去，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一
位长者，门一开，父亲紧着就闯了进
去，却紧着就被这位长者推了出来。

“大爷，我好不容易走到这里，进
屋暖和暖和不行嘛 ？”

“不行！你在外面待一会儿。”鹅毛
大雪仍旧漫天飞舞着。说着，老人家用
盆端了一盆雪过来，说:“快点用手搓搓
雪，用雪搓搓耳朵！”

父亲不明白老人用意，但是容不得
过多思量，摘下手套，就开始搓雪了。

不一会儿，手有了知觉，感觉到热
了。耳朵也热了，脸也是！一盆子雪却
化成了雪水。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笑
脸，这才招呼着父亲进屋。

“来，坐下。小伙子，知道为啥刚
才不让你进屋了吧？害怕你耳朵冻掉，
脸和手冻伤啊！”

父亲害羞地低下了头，腼腆地笑
了：“喝碗面汤，暖和暖和，然后你去
睡一会儿。”

这个时候，父亲四处张望了一下，
除了大娘，没有发现其他人。连忙问
到，“大爷，昨晚有人来过这里吗？”

“唉，小伙子，只要能下来的，都能看
到我这里的光亮。所以我的煤油灯一到
天黑，就一直都亮着。你放心吧！”父
亲点点头，“小伙子，能下来的人不多
啊！你歇一会儿，快去找部队吧！他们
要是下来，我告诉他们。”

父亲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又吃了
一碗面条。和大爷大娘道谢后，就急匆
匆追赶部队去了。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说，那几个战友
就成了一座山，一直矗立在他的心里。

最终，他自己也融入了那座山，并
且原谅了每一片雪花。

文讯

赵卯卯赵卯卯《《牧鲸人牧鲸人》》获获《《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短篇童话大赛银奖短篇童话大赛银奖
本报讯 （记者高海涛） 3月 5

日，《儿童文学》第五届“温泉杯”
短篇童话大赛获奖名单公布。我市
作家赵卯卯的《牧鲸人》夺得银奖。

据了解，《儿童文学》第五届
“温泉杯”短篇童话大赛由中国儿童
文学研究会、浙江省作家协会指导，
《儿童文学》杂志社、浙江师范大

学、武义县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
办。开赛以来，共收到全国32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及
新加坡作者的1123件作品，经过初
评、复评、终评，评出金奖1篇、银
奖3篇、铜奖5篇、优秀奖15篇。

赵卯卯介绍，她写故事总是靠
情绪推动，有些故事在写下第一句

的时候，独属于它的气质就形成
了。它和别的故事不一样，它是活
的，与众不同的，《牧鲸人》也是
如此。在她的电脑里沉睡了整整一
年，直到再次打开它的时候，那淡
淡的忧郁气质仍然击中了她，她知
道，必须把它写出来，就这样《牧
鲸人》出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