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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燕子，穿花衣，年年岁岁来这里……”小区里小朋友唱的儿歌

常常让我不禁想起久违的燕子朋友。

鸟族中，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家燕。它用近在咫尺、同宿同

眠证明了人间原来并不可怕。它以登堂入室、梁上真君子的落落大

方证明了市井的慷慨和温情。“燕衔春泥向谁家。”人们一直把燕访视

为大吉，欢天喜地地恭迎，小心翼翼地侍奉。

小时候，几乎家家房檐下或房梁上都有燕窝。老人们告诫调皮

的小孩不要掏燕窝、捉小燕，谁捉了小燕会得眼病。孩子们信以为

真，保护燕子的传统也就保留下来了。

燕子出双入对、辛勤奔忙、生儿育女，以动物的伦理鼓舞和提携

着人类的伦理，奠定了祥鸟、瑞鸟、爱情鸟的地位。在人类栖息史上，

喃语绕梁、人燕同居堪称最伟大的佳话和传奇。在我看来，这是比

“风水”更好的自然成就，乃是天人合一、安居乐业的象征。

后来，农村的草屋变成了平房，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一个颠覆性

的居住时代来临了。开放变成了幽团，亲蔼变成了严厉，盛情变成了

冷漠，慷慨变成了吝啬……无论城市，或是乡村，皆是冷酷的窗户和密

闭的防盗网，燕子没了以前的幸运，“燕子归来衔绣幕，旧巢无觅处。”

燕子无法“安家”，天天要经历风吹雨打，在钢筋水泥林立的黑森林里，

燕子无法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久而久之便不再回来了，美好的故事成

了遥远的回忆。人类在囚禁自己的同时，也羞辱了认亲的燕子。

不知人类的祖先是否与燕族有过长相守的盟约。如今闭门谢

客，算不算背信弃义和严重毁约呢？

上年，一开春，燕子便在办公楼一楼的廊檐下建了两个窝，在存

放自行车的大厅横梁边也开始建窝。保洁员因为地板上不时掉有泥

巴，想把燕窝捣掉。几位同事劝他们说，有燕子能来搭窝是好事。这

才保住。“片片仙云来渡水，双双燕子共衔泥。”这样的情况和怀想才

能更长久了。保洁员用旧报纸铺在地板上，接住燕窝里掉下来的泥

巴、鸟屎和食物残渣。这样，每天上班便可见燕子飞出飞进，忙忙碌

碌地衔泥搭窝，几天时间就搭好了。

花开柳拂，夏风熏蒸，不记得哪一天听到燕窝中叽叽的鸟叫声，

电动车防盗器一响，燕窝边立马伸出五个刚长出绒毛的鸟头，嘴边带

着一溜黄，个个欢快的叽叽叫着，以为是母燕觅食回来了，特别有趣。

“晴丝千尺挽韶光，百舌无声燕子忙。”时时见到燕子轻盈迅捷的

身影在大院里飞舞，捕捉飞虫或觅食归来，心中默默祝福小燕子快点

长大，不知不觉，雏鸟长出了羽毛，嘴角上的黄色慢慢退去，能站在窝

边扑棱着翅膀，展翅欲飞。也不知道啥时候，燕窝空了——五只小燕

子不见了，心中不觉怅然，好像失去了什么。又过了一个多月，燕窝

里又响起了叽叽声——第二窝的小燕子出生了！燕子们更加忙碌

了，它要在冬天来临之前把这批孩子养大，然后带它们飞往千里之外

温暖的南方。这一家归去来兮，巢空巢满，上演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小河再现鱼游蟹舞，大山重见兔走雉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我们都在期待今年燕归来！ （作者单位：县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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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豫西乙村的大兵从部队转业回来，乡亲们去

看他，邻居麻二迈过门槛说：“侄娃子，多晚回来了？”大兵热情地一边

往里让坐，一边递烟说：“昨晚（碗）上。”麻二接过带把儿的“大前门

烟”点上火吸着说：“你这孩子，见面头一句话就跟老叔哩气（开玩

笑），从大老远的地方回来，不坐飞机也坐火车，坐碗上咋行啊！”在场

的娄三说：“你真是土条子、土老冒，人家大兵说的是洋话。”麻二说：

“羊话，大兵在部队里放过羊！”坐在一边的郑四看不上了说：“大兵！

去叫他俩嘴上那带把儿的烟夺鸡巴喽！给他俩弄一个狗晒蛋！嘴上

叼着人家敬的好烟，还骚侃人，狗咬出宫——不使人敬。真正见那端

架子拽文的人，屁也不敢放，头还缩肚里呢！”麻二和郑四是针尖对麦

芒的骂友，麻二接过话茬就呛：“放你娘那个拐弯狗臭屁，穿几天有裆

裤，好赖话都听球不出，懂哩那黑羊蛋是烟熏里，还是墨抹哩！”

大兵见气氛不对，话带火药味，赶紧劝：“伯！叔！甭抬杠，甭抬

杠！您侄儿出去两年口语变了，一下子改不了，以后一定慢慢改，可

甭因为我弄得不美气喽。”娄三说：“大兵！心放肚里吧，这俩人到一

起不嚼（骂）两句，饭还吃不出味哩！一天嚼八回也不会恼。像我刚

才说的真一百二没有骚侃你的意思。要说街坊邻居住在一堆子里，

见面正经话能有多少，开玩笑除烦恼，两个人说几句粗话骂着玩，虽

不老文明却乐了一群人呢！”

一个说：“这话有点儿道理，人要是天天像陪娘家正客吃桌那样，

正襟危坐像周武郑王那才不自在呢！”在座儿的哄堂大笑。

（作者单位：肖旗乡乔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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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的午后，我喜欢临窗而坐，捧一本书，静静地品读人生。

四十三个春秋，很多过往早已模糊不清，但那些关于书的往事，

却灼灼闪亮，记忆犹新。

10 岁那年的暑假，父亲常带着我到他上班的镇供销合作社去

玩，父亲工作单位的对面是一家书店。那个时候的书店都有个柜台，

把顾客和书架隔开，去书店的人只能买书，而不能抱着一本书坐在那

里看。父亲和那位在书店工作的李叔叔是老相识，父亲知道我喜欢

读书，就求他让我在书店看看书。李叔叔看了看我说：“闺女想看书

可以，不过只能在柜台里面看，不可以把书拿出去，也不可以把书弄

皱弄破。”我听了很是激动，连连说了三个“好”。李叔叔上班的时候

我坐在他旁边安静地捧着书看，他下班的时候我就帮着打扫书店的

卫生，算是讨个人缘。对于读书，我没有过分的要求，只要是能够让

我感动的都爱不释手。那个暑假我都是在李叔叔上班的书店柜台里

面度过的，快乐而充实。我读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激流三

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夏绿蒂·勃朗特的

《简·爱》《飘》等，我与主人公一起兴高采烈，一起垂头丧气，一起欣喜

若狂，一起忐忑不安。读书真是其乐无穷。

天有不测风云。16岁那年，患心脏病的母亲又突然得了脑梗，

左边半个身子没了知觉。为了方便照顾母亲，我退学了。在照料母

亲的日子里，我会推着母亲去村头散步，走累了就坐在庄稼地旁，我

给母亲分享《故事会》，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母亲的笑容越来越

多。母亲也常常夸我知道得多，更加鼓励我多读书、多学习，做一个

知书达理的人。

在父母的鼓励下，我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利用空闲时间加强阅读，

并踏上了自学考试的道路。自考的过程是艰苦的，但结果却是可喜

的。在自考的路上，我认识了一个同城的朋友，我们互相留了电话，经

常联系交流学习心得，相约一起去市里参加考试。三年后，我顺利拿到

了河南大学的专科毕业证。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刻，母亲喜极而泣，抹着

泪水说：“闺女，是我拖累了你，要不是我这病，你还可以考个更好的学

校！”我拉着母亲的手笑着说：“娘，我很知足了，娘好就是一切都好。”

在自考的三年里，我还结交了江苏、安徽和江西的几个文友。她

们中有自然资源作家协会的会员，有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每次和她

们交流，我都是收获满满。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便是我们友

谊的桥梁，飘着墨香的书也成了我精神世界里的一座灯塔，在知识的

海洋里指引着我前行。

如今，读书对我来说改变的是心境，受益的是自己。在读书中我

感触最深的是社会性小说，让我能在文字中感受社会、融进社会，用

自己的思维去认识社会，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一隅之地，仿佛应了那句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书的好与不好，只有读

过了才知道，再说了，书好与不好每个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我来

说，一本书读过之后，能在书中学到新鲜事物、新的知识，能被书中的

理念深深打动而得到启发，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它就称得上是一

本好书！

“养心莫如静心，静心莫如读书。”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沏上一

杯香茗，读一本好书，茶香盈盈，墨香淡淡，给自己浮躁的心灵寻找一

所幽静的花园，让美好的时光在文字的行间定格，并致以即将到来的

世界读书日。 （作者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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