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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
儿时，我并不知道“龙抬头”的寓

意，只是听父亲念叨过。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龙一直被视为祥瑞之物，它呼风唤
雨，是农耕社会的重要图腾。二月二恰逢
惊蛰与春分之间，万物复苏，春耕伊始，
象征着生机与希望，人们在这一天会通过
各种习俗来祈求风调雨顺。

这一天，小城的南大街醒来特别早，
一条麻石板铺就的千年老街上，平日并不
起眼的理发店渐渐热闹起来。剃头匠是个
哑巴，一大早便忙着打扫店铺，生灶烧
水。不一会儿，男人们便鱼贯而入，排队
等着“剃龙头”，把本就狭窄简陋的小店
挤得水泄不通，这种繁华景象恐怕一年也
就这一天。“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
精神头！”哑巴一边剃头一边比画着，他
手脚麻利手艺精湛，十来分钟便可搞定一
个“龙头”。他老婆打下手，倒茶续水，
洗头收银，夫妻俩忙得开心快活。

王奶奶抱着大头孙子也来凑热闹，
“不好意思，各位爷爷叔叔，我要插个队
了，我家小宝宝刚满月，今天图个吉利，
给他剃胎毛。”老家是有这个习俗，二月
二给婴儿剃胎毛，意味着长大会前途无限
出人头地，家长还要给剃头师傅包红包或
送红鸡蛋。胎毛一般不全剃光，剃头师傅

会在小孩的脑壳后面留下一撮毛，像根老
鼠尾巴，算是宠儿的标签吧！

这一天，人们还会吃“龙食”。吃水
饺叫吃“龙耳”，吃春饼叫吃“龙鳞”，吃
面条叫扶“龙须”，吃馄饨叫吃“龙眼”，
平日里吃的大米饭在这一天都叫吃“龙
籽”，如此等等，反正都要跟龙攀上点
边，寓意沾龙气，行好运。

母亲是北方人，做面食是她的拿手绝
活。这天一早，母亲便开始揉面、剁饺子
馅，忙得不亦乐乎。揉面是体力活，也是
技术活，母亲像是杂技演员，一大团白面
在她的手上来回翻转，肆意滚动，不一会
儿就变得光滑柔和，呆头呆脑。母亲说，
揉面的标准就是做到三光，手光、盆光、
面光。此时母亲额头上已沁出细密的汗珠
来，却掩不住脸上的笑意。面揉好了，上
面铺一层纱布，放一边省着，便开始剁饺
子馅。即便是刚过完正月，猪肉还是稀罕
的，需凭票供应，只能点到为止，饺子馅
以时令蔬菜为主。韭菜是姐姐刚从街上买
来的，碧绿鲜嫩，香气扑鼻；荠菜则是母
亲在郊外田埂上挖来的，还带着春天的气
息。饺子馅看似油星不多，但绝对是土生
土长原生态，那种天然的味道现在真的难
寻，想想都是一种奢侈。一家人围在一
起，母亲负责擀面皮，父亲和姐姐负责包

饺子，我不会包，只能干些烧火添柴的粗
活，弟弟妹妹啥都不干，围着锅台团团
转。饺子放在簸箕里，一圈又一圈，像一
串串元宝，更像一朵朵绽放的花瓣，也神
似一只只龙耳。饺子皮薄馅大，咬一口满
嘴清香。父亲斟上一杯酒，说是要先祭

“龙神”，祈求家宅安康好运延绵。大家说
着笑着，空气里弥漫着幸福的滋味。

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嬉
戏，手里攥着自己扎的五彩风车。风车在
春风中呼呼转动，洒下一串串欢快的笑
声。我来到西郊三里街的河边，河水在阳
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岸边的柳树已抽出了
嫩芽，像一串串翠绿的珍珠。我俯下身，只
见水里游过一尾尾小鱼儿，银色的鳞片在
阳光下闪烁，仿佛是龙王爷派来的信使。

不远处传来了喧闹的锣鼓声，城关镇
里的舞龙队开始上街表演了。金色的龙身
在阳光下翻腾，时而昂首朝天，时而俯身
探地，活灵活现，惟妙惟肖。龙头在前面
引路，龙身摇曳着苗条的身段，上下翻
飞，循环起伏，在春风中划出一道道优美
的弧线。

一阵春风吹来，带着泥土的芬芳，带
来生命的律动。仰望天际，我仿佛看见了
那条巨龙，昂头在银河中畅游。

二月二，龙抬头，春天真的来了。

龙抬头
叶 炎

大巴车似蛇蜿蜒到乡间公路上。这是趟
两天一夜的长途车，沿线多数城市已通高
铁，车难以满员，停靠随意。

牛头山到了，乘客们打着哈欠到唯一的
饭店吃晚饭。

司机进了里间雅座，一对中年夫妻抱孩
子跟进去，女人摸包中华递给司机，司机点
点头：“在这吃吧！”

一岁多的孩子醒了，睁眼瞧着陌生的场
面，哭喊妈妈，声音大得出奇。妇女哄着怀
里的孩子：“妈妈要工作，我们回老家，过几
天妈就回啊！”她对司机笑了笑。

司机说：“还以为是二宝呢！”
男人有些尴尬，讷讷地对司机说：“我们

结婚早！”
女人喝道：“扯啥，冲奶粉！”奶粉冲

好，男人把奶瓶浸在装了冷水的瓷缸里。司
机起身去后面的卫生间。女人试了试温度，
对男人瞪眼：“还不放‘糖’？”

“糖？什么糖？”
女人狠狠地剜他一眼，用拇指和食指比画

大小，男人明白过来，摸出一粒胶囊，抠掉一端
胶衣，将糖粉往奶瓶里磕。一胡子拉碴的寸头
挤进来，手背有块显眼的紫蝶状疤痕，他也知
道司机的特权餐，想蹭点汤喝，见只上了冷菜、
火锅，就踅摸着要出去。男人磕糖粉的手像被
烫了一下，糖粉洒出一多半。女人立刻说：“小
孙子脾气大，天都能让他哭出窟窿，儿媳嘱咐
要放点药粉预防喉炎。”

寸头咬了一口手里的馍：“只听说放糖，
没见过掺药，你家媳妇厉害啊！”

女人忙不迭说：“是……就是啊，哥……
你说的真不假，我们也是……待不住……才
想把孩子……带回老家。”孩子喝了奶粉很快
就沉入梦乡。司机和中年夫妇吃完饭上车等
候着旅客。寸头又踅摸过来扫了一眼餐桌，
见一碗西红柿蛋汤还剩不少，箭步前去端在
手，试了不烫，一仰脖颈，直接灌进喉管，
这功夫是他在伐木工地喝啤酒练出来的。寸
头在车外溜达，他想让鼓起的肚腹瘪下去，
最好上车前再撒泡尿，途中就安生了。

大巴回转高速，向目的地奔驰。半夜，
襁褓中婴儿哼哼叽叽，一会又大哭起来。中
年妇女轻拍着哄婴儿，不时有轻微的哈欠响
起，表达着不满。乘客想不通，带孩子不坐
高铁，这样遭罪，大人也受不了啊，真是。
就好心提醒：“饿了吧，喂奶呀！”中年男人
摸出奶瓶，撕包奶粉磕进去，女人摸出颗糖
胶囊，男人一把捂住，侧身遮着奶瓶，去了
一端包裹胶衣往奶瓶里磕，大巴一个轻刹拐
进服务区，男人身体一晃糖粉又抖去一些。
女人在男人的腿上狠掐了一把，男人咧着嘴
去驾驶座后面接水冲奶粉。

总算挨到天亮，晨光照进车厢，孩子热
了，又哼哼起来。司机说：“上厕所，马上发
车啊！”司机打开空调，凉风吹起来，半截胶
衣，红红的，吹在寸头脚下。离家半年的寸
头突然觉得胶衣像妻子红艳的嘴唇，他弯腰
捡起，吹，闻，舔，突然愣住了。

孩子还没喝到晨奶，又大哭起来。寸头
忽地站起来：“咋带的孩子，吵了一夜。”中
年夫妻一再道歉，寸头不依不饶。乘客都在
看新鲜，无人发声。寸头更来劲：“一晚没睡
好，影响登高干活，要赔我工钱。”

中年男人说“这——孩子小，难免啊！”
“一天不能干活，老板要扣我两天工资，

你不赔谁赔？”女人的手肘在男人的腰上蹭，
摸出张红票子，手中攥着讪笑：“真不好意
思，吵你了，你看我们就——”

“不行，精神损失呢？要赔精神损失费！”
车厢里一时静默，司机开腔：“精神损失？

不好定价呀！”乘客纷纷附和。一个老年妇女
转身朝寸头嚷：“你这小伙儿，家里没小孩啊，
哪个孩子的不闹人啊！”中年妇女把钱往寸头
怀里一塞：“我们下车，行了吧，不吵你！”

寸头做过天柱林场伐木工，铁钩般的双
手钳住女人的胳膊：“不行，精神损失，你
要赔偿！”

车厢一时大乱，乘客纷纷指责寸头蛮
不讲理。

寸头听见有人报警，一丝浅笑隐现在
嘴角。

警察上车，寸头松手，嘴唇对婴儿努了
两下。警察会意，看了一眼婴儿又瞄一下摸
出的照片，向寸头颔首，转身对乘客说：“有
人涉嫌拐卖儿童，他们要去派出所协助调
查。”寸头在一片惊讶声中摇晃着手里的半截
胶囊，洋洋得意——他伐木时手背被断茬刺
穿，服用过这种麻醉药。

伐木工
董本良

初冬的白果树，比任何季节都要伟
岸。枝干上那些稀疏的叶片，似眷念大树
而晚归故土的蝴蝶。四季你推我搡地逼将
过来，当光阴的脚步逐渐向晚，又有谁的
倔强，可以跟时间抗衡？只要风的力量再
大一些，这些开春就跑出来的孩子，就会
被大地母亲统统唤回家去。果然，思绪还
在游荡，一阵哗哗哗的声响已经抵达耳
畔。风没有喘息片刻，就把枝头的蝴蝶撵
回了家。金色的蝴蝶一落地，就枕着温婉
的冬阳瞌目睡去。

生 如 夏 花 之 绚 烂 ， 死 如 秋 叶 之 静
美。一直很喜欢泰戈尔的这句诗，这满地
的白果叶，也似这诗句的碎片一般散落一
地。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前半句诗中寻到
了安慰。用心刺绣生活，阿朵没有辜负生
如夏花之绚烂的含义。而每次面对花草树
木枯萎凋零的时候，我总会将风，当成摧
毁美好的祸首。这柔情而又冷酷的风，
始终与这大地上万物的枯荣脱不清干
系，就连阿朵豆蔻生命的陨落，我也确
信是受到风的迫害。

春天如约而至，那些平铺在山坡上的
葱茏变得深浅难测。一栋彝家木屋的青瓦
上有炊烟缭绕，有曼妙的朝霞倚于门扉。
阿朵家门前，翠叶剪剪的白果树没有将鸟
声接住，那些鸟儿，一早就不曾安静过片
刻，仿佛，安静是一种耻辱。瓦屋的不远
处，叮咚作响的河水，正在寻求幸福的山路
上奔跑。山坡上的暖阳才探出容颜，地埂
上的露珠已经被早起的脚步绊倒在地，春

泥未干，村头村尾的桃花已是咄咄逼人。
正是犁地松土的好时节，隐藏着无限希望
的水西土地，正为丰收埋下万千伏笔。

在这个春天，在这栋青瓦木屋下，彝
家女阿朵正对镜梳妆。

阿朵，这个名字如花的女孩，你想到
她的时候，总会想起来花开的样子。阿
朵，这个杨阿公掌心里的宝贝，上天赐予
她的容貌，足以让鲜花羞愧。除此之外，
上天还赐予阿朵一颗玉洁冰心。五岁的阿
朵站在春光里，那场带有暖意的风，像大
富人家谦卑的穷亲戚一样躬身而来，祈求
草木拔节，恭请果树开花。风，还不失时
机地招惹阿朵玲珑的心意。五岁开始，阿
朵就不舍昼夜地剪花绣帛，花鸟鱼虫、生
猛百兽，通过阿朵的纤纤巧手，梦幻般地
活到了绢帛之上。年幼的阿朵，过早懂得
将世间美好穿插到生活的清苦当中。

世人只在白果叶金黄即落的时候，
才想起来去解读和白果树相关的一切。
深夜才肯绽放的花朵，藏着神秘和暗喻。
天地万物也一样俗气，总会用各种方法展
示自己的生命如何与众不同。四野阡陌的
鲜花，都成了阿朵绢帛上的风景，可家门
口的白果树却迟迟未见花开，从此，那子
时开卯时谢的白果花，成为阿朵心头的惦
念。无论哪天哪夜，我都要等到它开花
了我才甘心。等，阿朵等来了白果花
开。可那场花难，也将阿朵带去了无病
无灾的天堂。

满月望着大地，星宿眨着鬼祟的眼

睛。关于阿朵的处境，关于阿朵即将面临
的灾难等等，大地上的风物统统三缄其
口。那些原本温婉谦卑的风，已经撕下面
具，怀揣利刃躲在峭壁的背面，只等阿朵
掌灯而来。春天快要结束的那一夜，门前
的白果花挂满了枝头，当一串串娇嫩的花
朵绽放在阿朵面前，她的目光泛出涟漪，
欣喜的泪，零落而下。

花儿无法逃遁，它融化在阿朵清澈的
眸子里。白果花终于被阿朵绣在了绢布
上，人们得以识得花颜。而阿朵，终因身
感风寒及劳累病倒。阿朵始终是花做的筋
骨，不胜凉风摧残，她和春天分了手。

关于阿朵的早逝，我更愿意相信，阿
朵原本就是路过人间的仙子。阿朵来到
世间，只为告诉世人应该去关注花草生
灵，她来教会人们，该如何对待生活。阿
朵在白果树下等花开，长期风寒，使她娇
小单薄的身体变得更加瘦弱，不久，她就
离开了人世。为了记住这个美丽聪明的姑
娘，人们把这个村子唤作阿朵寨。

人跟花草本无区别，最终都要败给
奔跑的时间。哪个都留不住阿朵，就像
有一天也留不住我们自己一样。他们，
都那么说。

今天，那些在田间劳作的人，那些身
在远方的游子，他们都在替阿朵活着，都
在以阿朵的方式而活。而我，日夜堆砌文
字，日夜诉说大地的苍茫和温暖。所以，
我也在替阿朵活着，以她的方式，爱着这
个世界。

阿 朵
卓 美

世情小说世情

世情人间小景

下班路上，天气特别好，蓝色的天空像幕布一样，既
真实，又虚幻。太阳正在西沉，天幕一览无余，有一颗星
星特别亮，那是金星。东边的银月已经出现了，如果再
仔细看，月亮旁还有一颗亮闪闪的星星，那是木星。这
时，天空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地面上的树枝这时闪现出
来，枝枝杈杈，因为树高，举在天空，和天空叠加在一起，
构成精美的图画。我不禁举起手机，把它们拍下来，一
时想起我们身边的生态话题。

地球上的人类对两类话题最感兴趣。第一是“我
是谁？”人们对人类的起源尤其感兴趣，猿猴进化说和
鱼类进化说尚没有获得确定性的结论，将来获得实质
性突破也未可知。毕竟，如果破解了这个问题，等于
可以再造自己，这在哲学意义上存在着悖论。第二是
留意并关注生态问题。原始状态下，人类比较弱小。
那时电闪雷鸣，洪水滔天，人类哆哆嗦嗦，幻想着鬼
神，听天由命。随着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人类走出
森林，来到平原和河边，建造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对
扩大生产乐此不疲。此后，人类经历了农耕文明、工
业文明，快速进化到信息化社会，形成当今社会基本
格局。这个基本格局的基石，都是站在自然资源的基
础上，本质上在挖掘地球天然资源和利用太阳能资
源。可以这样认为，地球资源如果足够多、太阳能源
不会减损、人口相对少，那么人类还是可以安度千年
的发展繁荣。可是，经济全球化后，以化石能源为主
的地球发展模式不能支持人类获得持续的高速发展，
而太阳能、风能、水能、电池化能等新能源，尚不能
完全替代传统能源，世界还要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
显然感到力不从心。边际效用递减、熵增效用约束着
地球的高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提高着
生产效率，但是这是在太阳地球阈值之内的努力，说
得透彻一点是，这种发展模式无限逼近效率的上限，
幸福指数在提升，但是曲线越来越平。在此背景下，
对地球生态的深度关照会获得很多新的发现。

我们该如何生存？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现在有
了新探索的含义。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来没有路，走
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用在此处说明道路是走出来
的，不是坐而论道出来的。当代中国走的是自主发展
的新路，其高维度走生态文明新路具有实操性，很多
人还没有更好地理解。

新中国起家的底子，一穷二白。谁也没有想到经
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这样一个历史负担极其沉重的
大国居然闪耀全球，“当惊世界殊。”国际知名经济学
家纷至沓来，寻找中国奇迹的密码，得出中国奇迹既
有体制的结论，又有中国人勤奋的结论，但是很少有
人留意到中国人在走生态道路。记得20世纪90年代，
索罗斯来中国访问，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座谈会。我
在会上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请问您如何评价中国的
林业建设成就？”他摇摇头说，“抱歉啊，我不了解中
国的生态建设。”当时，我想他只是一个国际金融炒家
而已，自然不懂生态建设。

回溯历史，我国生态建设萌芽于新中国建国之
前。当时虽然国穷，但是国际交流已经开始。以梁希
先生为首的一批生态先驱访学欧美时，已经发现世界
生态建设的秘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重视下，先后成立了森工部和林垦部，双轮驱动中
国的生态建设，拉开了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序
幕。经过了75年的生态建设，我国森林覆盖率从不到
9%、水灾等生态灾难不断的情况下，发展到现在的25%
森林覆盖率。当下，所有的城市、乡村生态建设面貌
已经极大地焕然一新，不夸张点说，除去沙漠地带，
想找点绿化的地方都比较困难。这当然指生态的数
量，生态的质量提升还有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可一蹴
而就。最为可喜的是，忙于生计的中国人还有国家生
态建设的火车头带着，三北攻坚战、国家公园建设、
集体林权改革等国字号生态工程还在轰隆隆进行着，

“将生态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口号虽然没有直接喊出
来，但是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还是突出地表现出来：
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走生态文明道路。

也许还有人说，生态建设不过是花花草草，小打
小闹，建个小花园而已。其实，这是不懂生态有乾
坤。不重视生态建设，必然不重视人的建设；重视人
的自由解放，就一定重视人的生态建设。在这一点
上，中国踏踏实实做了，举世无双，当之无愧。中国
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甩开膀子搞生态建设，生态科技
立国，还把目光投向浩瀚的宇宙，就是理解了地球发
展的困境和本质。自然，中华民族在新的文明理念之
下，必将获得新的世界级辉煌，引领着世界共同走向
幸福时光。

群体的生态

春水弄清影 李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