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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曹是非林业高校毕业的知名老记，从事了近
30年的林业新闻报道，生态报道只是他职业而已，不
见得他开始就喜欢上这个专业。去年休假时他说自费
去江苏省盐城看鹤，我以为他说着玩的。盐城因湿地
麋鹿而闻名，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群 27 个城市中唯一
的世界自然遗产，我很多年前采访过。没想到曹很快
就发回了仙鹤翩翩起舞的照片和视频。我还以为他
这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行为，没想到他对湿地动物有
了更大的兴趣。去年底，他乘高铁自费去山东荣成看
冬天的大天鹅；今年年初又自驾去天津滨海观海鸥，
均制作了小视频，发给要好朋友看，当然包括我。我系
出林业大学之名门，自然对湿地不陌生，但是对于他
勃发的热情，还是感到大吃一惊，这让我回想起湿地
的不少事来。

《诗经》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就是所
谓的湿地。老家安徽省不但有很多溪湖，还有长江和大
河。和溪湖的安静比起来，长江、淮河更热闹一些。长江
两岸，芦苇起伏；江上江鸥飞起，白鳍豚、刀鱼等在江底
遨游；摆渡船、货轮、客轮，穿梭不停。更北一点的地方，
淮河流过的地方，人口稠密，经济发展。长江、淮河都是
大湿地富集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前大家还没有湿
地这个概念，直到近30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加
大，城市林业飞速发展，生态步道一砖一木建到江河湖
海边，方便人们闲庭散步观光时，大家才明白，湿地果然
很“诗”，适合诗意栖居。

审视湿地，发现它有很多重要功能。作为众多野生
动植物的栖息地，湿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生存区域，国
际鸟群迁徙通道都落脚在这里；湿地中一部分沼泽水停
滞地表形成地表积水，而另一部分蓄贮于沼泽植物体
中，它是蓄水库；湿地排除有毒物进入水体，湿地是自然
之“肾”；湿地可以调节和控制洪水，像我国的长江每年
在汛期都将过量的水流到湖南的洞庭湖和江西的鄱阳
湖，避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水泛滥；湿地能调节气候，影
响地方小气候；湿地还是重要的生态旅游胜地，令人目
不暇接，美不胜收。

盘点我国湿地资源，可谓极其丰富。我国有湿地
高等植物 172 科，495 属，1642 种；有水禽 257 种，主要
是鹤类。全世界鹤类15种，中国湿地鹤类就占了9种。
白鹭、苍鹭、大雁、红嘴鸥、棕头鸥、白鹳、黑鹳等都很
常见，大众喜爱的仙鹤就是湿地鸟类。我国湿地类型
还特别多。从寒带到热带，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
山都有湿地分布。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地就是典型的沼
泽草甸湿地；湖泊湿地是重要湿地类型；河流湿地占
有一定地位；海岸湿地指滩涂湿地，包括红树林湿地
等；还有很多水稻田、水库等人工湿地，一起构成了中
国湿地大家族。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森林、海洋和湿地
被列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湿地的生态价值是最后被
发现的，但是湿地保护工作特别上轨道。自1992年加入
《湿地公约》以来，我国不断加大立法保护、科研监测、
科普宣传、国际合作等力度，把重要湿地纳入生态保护
红线，湿地保护工作走在世界前列。全国湿地面积达
5635万公顷，建成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2200多个，拥
有国际重要湿地82处、国家重要湿地58处、国家湿地
公园903处、国际湿地城市13个。还规划将1100万公顷
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管理。在深
圳市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提高了国际湿地工作成效。
湿地生态旅游、湿地自然教育等蓬勃兴起，为美丽中国
建设贡献湿地的力量。

2023年的世界湿地日中国主场宣传活动上，我国发
布了2022年度湿地生态状况监测成果。我国国际重要
湿地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湿地总面积比上一年有所
增加，水质呈向好趋势，水源补给状况保持稳定。生物多
样性丰富度有所提高。黑龙江、湖北、山东和海南等地的
退化湿地得到有效恢复。根据相关规划，到“十四五”末，
我国将恢复湿地100万亩，营造红树林13.57万亩，修复
红树林14.62万亩。

每年的 2 月 2 日是“世界湿地日”，再次重温一下
湿地的现代概念。湿地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类
型，它介于陆地与水体之间，兼有水陆两者的生态功
能。科学上湿地的定义是：“不论其天然和人工，长久
或暂时性的沼泽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
咸或咸的水体，包括退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海域。”
这些都称作湿地。通俗点讲，湿地就是水岸的家。水是
导致湿地的形成发展、演替、消亡与再生的关键，所以
无水就不成湿地。

湿地一直为地球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让我们充分
认识湿地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学会认识湿地、爱护湿
地和保护湿地，在湿地建设中呼吸人与自然和谐的空气。

湿地：现代的一个视角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

流。”这几年的自然天气一如人世脾气，
跌宕难测。冬月中旬了，西安不冷反
暖，毫无下雪征兆。于是从刘禹锡的诗
句里借来片绺寒流，醒醒脑壳。寒流与
春潮，各有其德也。

不过心底的季节情绪，是任谁也无
法预报的。偶起微澜春波，也不必惊艳。
同楼的刘胖子，校友，迷书法、爱美酒、
好善言。经常夜里拎来佳酿，对酌闲话。
三次要我搬出《群山绝响》手稿翻看，称
某收藏家有意；又谬奖说当代作家拿毛
笔写长篇，未闻第二人吧？呵呵。胖人爱
笑，呵呵已醺。又问出版六年了吧？该再
版喽！肥掌相击，啪啪带响。值得吗？我

反问道。胖刘说四大名著为啥一版再
版？因为是毛笔写的。猛一听，颇为雄
辩；细一回味，不禁哑然。哂笑这人一发
胖，逻辑也同步紊乱了。

上网巡游，方知传看与诵听者，一
直兴味递增着。专家析文与读者评
论，字数超过百万了。签名本高价倒
腾，且发现盗版……看来再版事宜，可
以列入日程。

然而书运如人运，只看是否遇见
青眼编辑。《群山绝响》能够再版，全因
幸逢贵人。天意作美，人事鸣谢。鸣
谢编、审、校，及美编设计所付出的才
华与心血。

此志。

《群山绝响》再版记
方英文

初春，烟云不知疲倦地汇聚，化作弥漫四野的
风。这风，是初春纯净的仪式，承载着生命最初的梦
想，流淌着浪漫的诗意。它是我心之所向的自由飞
翔，在月色下奏响轻快又迷离的韵律。一条小溪悠悠
地仰望着星空，故乡仿佛在此时开始解读那枚遗落的
种子，探寻着生命的奥秘。

推开窗户，沉寂多年的记忆如潮水涌来，茶语
的芬芳在空气中荡漾，眼前似有那醒来的桃花之
水，缓缓流淌，满是春的灵动。匍匐在土地的蒲草
之上，一只黑白色的虫蛹，悄然填补了那片孤独的
空白，让弱小的心灵，萌发出蔚蓝的春意，宛如黑暗
中点亮的微光。

初春，雨是村庄最卑微却又最深情的呼唤。大
地深处，隐匿着的等待已久的渴望，终于收到来自
远方海洋的信息。山水之间，枯荷内心的淡定，终
于融入那片紫色的浪漫，盼望着雷鸣与电闪，那是
生命力量的宣泄。

春风如绸，轻柔地拂过。让我与那些卑微的草木
一同，奔赴辽阔的田野。我拥有高远的云烟，要将这
个春天所有的记忆铭刻。母亲韭菜地里的马齿苋，还
在执着地等待，等待那朵历经世事的桃花，幻想着与
之携手走过这旖旎的春日。

春风带着诱惑的缠绵，季节的声音纤弱却又朴素
温馨。春风浩荡，吹遍千里，大地上苏醒的万物，皆是
春风馈赠的礼物，每一片新叶、每一朵初绽的花，都诉
说着新生的喜悦。

春雨如圣手，治愈了那些沉寂的枯草，优美如水
的影子，在初春的大地上雀跃。鸟鸣轻柔，小草嫩绿，
那些奔跑的快乐，是这个春天写下的最美诗意，是生
命对自由的颂歌。

村庄的原野，宛如朱自清笔下的春天，小草怯生
生地探出柔软的头，花苞羞涩地爬上柳条，池塘的水
刹那变得明净。向往春天的树木，疏影横斜，风姿绰
约。低处苔花如米小，那些温暖的拥抱，给予静默的
衰草以奢侈的蓝天，让渺小的生命也能拥有广阔的梦
想。风云辽阔，苍茫再起，白云下，谁在苍茫中隐匿？
谁又是四野沧桑的见证者？

春天，钟情于雪后放晴的梅花，那深深浅浅的香
气四下飘散，带来清清爽爽的记忆。回眸曾经相守的
时光，又有谁能将这份美好遗忘？夜色撩人的高远，
源于凝滞的静好，无法绕开的憧憬，唯有钟情于那处
空谷幽兰，那是心灵深处的宁静向往。

去吧，在无需诸神祈祷的黄昏，那些落魄的裸奔，
也不会离开那片炊烟袅袅的旧物。那是家的方向，
是心灵的归宿。月色下，一座古寺从容地保持着梵
语的幽静，山间闪击的雷鸣隐匿了小兽的足迹，增添
了几分神秘。寺庙旁，一条瘦弱的溪水，在寒风中缓
缓流经那株娇嫩的蒲草，潺潺的流水之声，隐喻着蒲
草内心的深远辽阔。时间无法改变远方，蒲草静静
地匍匐于春野的溪水旁，纯净高雅，不染人间烟火。
已然二月，蒲草依然傲慢地等待着生命的眺望，坚守
着自己的倔强。

此起彼伏的鸟鸣，围绕着村庄温柔的炊烟，相依
相偎，等待着雪花之后的紫色睡衣，那是春天更绚烂
的装扮。我是幸福且幸运的，在微寒清晰的晨曦中，
真切地体验到了春天的气息，那是生命的蓬勃力量。

昨夜的风格外轻柔，痴迷不悟的影子，用一生所
爱去聆听溪水的瘦弱之声。那种禅意的语言，至少可
以还原为最初的梦幻，回归生命的本真。夜色弥漫的
低处，寂寞难耐的梅子，在初春诗意的朗诵下，终于发
出了季节的呐喊，宣告着生命的不屈。

我依然钟情于一株蛰伏的蒲草，那是岁月的记
忆，也是乡村难以承受的淡淡忧伤。我打算捡拾一株
蒲草和一块凹凸不平的石头，放置在办公室的案头，
古朴的苗草色里隐着些许草绿，也透着几分禅意，无
量心，无量自在，让这份自然的宁静伴我左右。

执一盏青灯，静坐蒲团，一念一清净，心如莲花
开，静静地感悟大自然的赋予，体验生命那缕烟雨依
依的瞬间，在自然的怀抱中找寻心灵的道场。

初春微寒，糜草开始生长，穿过风骨的记忆，它是
一种向阳的语言，诉说着生命的坚韧。初春的远方是
一种卑微的承诺，故乡的池塘被水葫芦的尸体宁静地
覆盖，看不见天空的倒影，也不见鱼儿跳跃。然而，池
塘边经过一场夜雨的泥土，却出人意料地焕发出积蓄
了一个冬天的生机。

大自然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永远生机勃勃，每一
个角落都是亦真亦幻的诗，冬日里的阳光便是那最美
的诗篇。微醺的阳光下，衰败的小草也显现出少有的
柔软，有着超越乡愁的静美；一些落叶开始融入那枚
遗落的果实，它们唇齿相依，逐渐有了冬天雪语的梦
幻，在生命的轮回中找寻新的希望。

村庄的一切都是纯净的，弥漫着草木灰卑微香味
的空气，几处枯萎的荷叶，寥寥几缕炊烟，难得一见的
几位老者朴素的唠叨，四周空寂的静，那些沉寂于泥
土之间的糜草，甚至整个村庄弥漫的记忆和远方，皆
是纯净的，宛如世外桃源，不染尘世纷扰。

那些深浅低落的惬意，那些退隐江湖的斜阳，将
在另一片夜色遗留的苍茫之中，幻化为一株蛰伏于骨
头上的糜草，轻轻地接纳自己随风而至的跌落，在生
命的起伏中，找寻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

春月的野趣
李春林

少年时代初次遇见纸翻花，是灯节
时在临汝镇临四大队业余剧团的唱戏剧
场里。那个儒雅可亲的老爷爷的摊位上，
摆满了形状各异的纸翻花，有的像彩虹
桥，有的像石拱桥，更多的是形形色色的
绽放花朵，五颜六色，姿态优美，栩栩如
生。看我直勾勾地盯着那些纸翻花，老爷
爷说：“这叫纸翻花，能变换好多种造型
呢！”一边说着，一边随手拿起一个纸翻
花，变换各种花型给我看，一会儿是一支
叫不上名字的花朵，一会儿又变成了一
只展翅欲飞的小鸟，一会儿是色彩绚丽
的彩虹桥。我被这神奇的变化深深吸引，
心中充满了惊喜和好奇，问清价钱后，立
即买了一个。

买了纸翻花后，我兴冲冲跑到了看
戏的座位上，照着老爷爷教给我的方法，
变出了一个又一个美不胜收的花型。身
旁的小伙伴们露出羡慕的目光，纷纷向
我打听在哪个摊位上买的，问家长要了
钱后，也雀跃着去买。

自从有了纸翻花，它便成了我最好
的伙伴，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
好的时光。每当放学回家，我总会迫不及

待地拿出纸翻花，一个人静静地玩耍到
暮色四合，直到去吃饭才放下。后来，我
又将纸翻花带到学校，课间玩上一会儿，
放学后再玩一会。班级里，不只我一个人
有纸翻花，好几个女同学也有，我们常常
在一起交流纸翻花的玩法，议论这种好
玩的玩具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有一次，有
纸翻花的几个女同学提议举行一场纸翻
花大赛，看谁翻出来的造型多。由于平时
玩得多，也可能买的纸翻花好，在这次比
赛中，我翻出来的花型最多最漂亮，惹得
围观的同学们纷纷叫好。我得意极了，少
年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某个星期天，我正专心致志在院子
中玩纸翻花时，突然起了一阵狂风，把纸
翻花吹成了两半截。我心疼极了，尝试用
糨糊重新粘起来，可无论如何都没成功。
看我极端失落的样子，父母又给我了一
些钱，让我再去买一个。遗憾的是，我跑
遍了小镇的大小商店都没有买到。此时，
灯节已经结束，戏场里流动小商贩早已
经不见踪影。无奈，我盼望着第二年春灯
节唱戏时，会有外地的小商贩再次来卖
纸翻花，但这个愿望落空了，甚至以后的

日子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纸翻花。
日子是翩飞的落叶，岁月流转，我跟

纸翻花一别就是四十多年，却没想到，这
次居然在网上买到了我念念不忘的纸翻
花。纸翻花的起源可追溯至清朝昌盛时
期，最初是作为祭祀和节庆活动的装饰
品而诞生的。据传，它由湖北天门市郭氏
家族在清康熙年间发明，被称为“变花”

“十八变”“十八翻”等。制作一个完整的
纸翻花总共要经过罩染等 20 多道（手
工）工序，需要用糨糊把百十来张纸制
成蜂窝形状的粘连纸张，而且上一种
颜色就要晾干一次，仅纸张的制作、上
色就要耗费四五天的时间。历经数百
年的传承与发展，纸翻花逐渐融入了
更多的艺术元素和技巧，从简单的民
间手工艺到受到宫廷的青睐，再到
2014 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纸翻花见证了中华文化的
深厚底蕴与无尽魅力。

如今，纸翻花已不仅仅是一种玩具，
更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宝贵遗
产，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艺术瑰宝之一，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非遗纸翻花
史运玲

世情山川故园

正月十五观花灯，花灯挂在大门口。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

对花灯最早的记忆，就是母亲编制的花
灯笼。每年的正月十四，母亲总要亲手
为我和妹妹各做一个大花灯。母亲先用
几根细细的竹条编制一个椭圆形的框
架，再用一块硬纸板和一段细铁丝做成
一个能提起来的灯托，上面放半根蜡
烛，就构成了灯笼的雏形。为了达到最
好的透光效果，灯笼的外围往往用薄薄
的粉连纸。然后，母亲再剪几个喜字贴
在灯笼外面，只要点亮蜡烛，就是一个
通透、喜庆的花灯笼了。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在我的印象里，最快乐的元宵之夜，莫过
于儿时和小伙伴们一起踏着月光、打着灯
笼、尽情地疯玩。只要十五的月亮一露脸，
我就和妹妹一起提着母亲编制的灯笼走

出家门，东家跑跑，西家看看，和小伙伴比
比谁的灯笼最好看、看看谁的妈妈手最
巧。随着夜深，出来“赛花灯”的孩子们越
来越多，大家聚到一块，跑着闹着，说着笑
着，开口就是灯笼的话题，点点灯火成了
乡村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记得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我们在
“赛花灯”的时候，妹妹不小心摔了一跤，
蜡烛的火焰顿时烧毁了漂亮的灯笼。妹
妹急得哇哇大哭，母亲从家里跑出来，把
我的灯笼给了妹妹，我委屈地流出了眼
泪。母亲便安慰我说：“你是哥哥，就把你
的灯笼让给妹妹吧。明年，妈给你们每人
做两个大灯笼……”第二年的元宵节，母
亲真的为我们兄妹俩各做了两个花灯
笼。但这一次，我却在一个灯笼上发现了
一块殷红的血斑，问及母亲，得知是竹条
扎破了她的手。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些花

灯里，盛满的不仅仅是摇曳的烛光，还有
浓浓的母爱……

前几天，我因过年没有回家，所以带
女儿回乡下看望父母，母亲居然拿出一
个新做的花灯，慈爱地对女儿说：“快要
过十五了，奶奶专门给你做一个灯笼，你
带回县城去玩吧！”女儿捧着那灯笼，一
脸兴奋地说：“奶奶做的灯笼真好看，还
不用装电池……”我从女儿手中接过花
灯，顺手拿出口袋里的火柴，点燃了里面
的红烛。顿时，往昔岁月的画面与情愫，
渐渐地充盈心头。

弦管千家沸此宵，花灯十里正迢迢。
一段往事，满怀牵绊，看着似曾相识的花
灯笼，我仍然能感受到它是那样的美丽、
那样的深情。那份美丽，是我和女儿都能
感受出来的外在之美，但那份深情，唯有
我才能读得懂、悟得透。

元宵花灯
王会亮

世情人间小景

《群山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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