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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欣赏过长春全域内几乎所有的野生鸟

类。

长春作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

和迁徙通道，除常见的游隼、喜鹊、麻雀、雉鸡

等大量留鸟外，燕子、伯劳、野鸭等夏候鸟也

来这里作窝孵蛋育雏，而一些鹤、雁、鹬、鸻类

旅鸟则会于初春深秋途经这里，在越冬地和

繁殖地之间往复。它们或栖息觅食于河湖湿

地树林，或翱翔鸣啼于天际高空云端，在天地

间构建起一个色彩缤纷、超凡飘逸的灵羽世

界。我则追随这些精灵的踪迹，或屏息聆听

它们的天籁之音，或凝神赏析它们的灵动倩

影，或按动快门定格它们的美妙瞬间。

听 鸟

每一个清晨，我都在麻雀叽叽喳喳的叫

声中醒来。天刚蒙蒙亮，一大群麻雀就聚集

到我家窗台，整理羽毛交谈打闹，然后惬意

地啄食我撒的米粒，啜饮我置的清水。它们

边吃边“偷窥”我的一举一动。吃饱喝足后

呼啦一下全部散去不知所踪。这些小家伙

每天为我衔来第一缕晨曦，催我起身开始一

天的生活。

我喜欢聆听各种鸟的叫声。它们有的也

许并不婉转动听，甚至夜晚听来不免令人发

怵，比如猫头鹰的鸣叫，但在我听来都是美妙

的歌唱。千差万别的旋律、声调皆是对生命

和爱情的吟咏，这样的歌唱怎能不悦耳悦心？

我在街角听燕子呢喃的情话，在公园听

歌鸲对伴侣的呼唤，在河岸听苇莺宣示它的

主权，在山顶听雁阵对故乡的眷恋。我还在

旷野、在幽谷、在田野、在农田搜寻鸟类的声

音，每有收获都心旷神怡，迷醉良久，虽不能

清晰录下这些歌唱，但却早已深深刻进我的

脑海，尽可独自反复聆听回味。

我能通过叫声辨识很多种鸟，甚至个别

种类雌雄的微小差异也能了然于胸。这简直

成了我的特殊才能，让同好艳羡不已。今年

春天在八一水库边上徒步，突然听到水边几只金眶鸻异样的叫声。我下意识停下脚步，初步判定有

一只雄鸻受了伤，但隔着浓密的水草无法看到具体情形。同行的老朋友对我的判断将信将疑，执意

要探个究竟，并以两瓶啤酒为赌资。

当他发现并摘掉缠在金眶鸻脚趾上的旧渔网时，远远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小家伙从他手上

飞走的那一刻，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满脚污泥连蹦带跳地跑回来，“走，我请你喝酒去！”

观 鸟

“你的一切移动左右我的视线”，每有鸟儿出现在我眼前，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句歌词，我

会屏息凝神欣赏它们的飞翔、跳动，直到移出我的视野。

鸟儿是天使的化身，不仅拥有华美的羽衣、俏丽的容颜、婀娜的身形，还能在天地间任意去留，

甚至到水下潜游。它们眼里的这个世界比我们看到的要斑斓丰富好多倍。这份人类可望不可及的

能力就藏在它们娇小而柔弱的身体里，甚至千百年来引领着人类执着追逐翱翔天空的梦想。

鸟类本能地与人保持着距离，让人很难近距离看清它们的眼波流转。这其实是人类的悲哀。

为此，我不得不买来观鸟望远镜，通过一层又一层的玻璃镜片拉近与这些精灵的视线距离。我把观

鸟镜架在伊通河畔，看春天成对的红嘴鸥在水面飞舞，在南湖公园看夏天忙碌的灰喜鹊捉虫育雏，

在小区楼顶看秋天孤傲的游隼盘旋狩猎，在街边路旁看冬天成群的太平鸟采食红果……

我经年累月一次又一次地观察，那些天使的身影由陌生变得熟悉，但凡看到一只都可以准确地

叫出它的名字，也知道它们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我把对它们的呼唤放在心里，以无声的方

式与它们交流。我知道对鸟类最好的爱护就是静静地远观，不打扰、不干预，让它们自由地来去，而

绝不是锁进笼子美滋滋地欣赏。

我不确定鸟是不是把我这个常常出现在它们周边的人当作朋友，但我确信它们并不惊恐我的

陪伴。只要静静地待上一会儿，鸟儿就会无视我的存在而专注自己的事情了，甚至好奇地飞到我的

近前探头探脑。每有此景，我便好似与它们共情：我们是朋友！我知道这就是鸥鹭忘机的境界。

我家小区每年都会有伯劳来筑巢繁殖，我从树下走过它们照常孵蛋，甚至嘴上叼着食物回来喂

食也毫不迟疑，全然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乐意做它们的“安保人员”，发现某个淘气的小孩子觊觎

鸟窝，我都想尽办法阻止，有时甚至坐在树下蹲守，直到幼鸟离巢为止。回顾一下，搬进小区的九年

来，我看护过的鸟巢至少有二十几个，平安离巢飞走的伯劳少说也得有一百多只。

拍 鸟

应该说，我的摄影爱好就缘起记录鸟类活动的渴望，也起步于拍摄老家房梁上的那对燕子。随

着摄影技术的成熟，鸟类在我镜头里定格的瞬间也越发绝美。我相信如果鸟儿也会欣赏照片，它们

一定会惊叹自己的美艳，也会折服于我瞬间的抓拍技术。

当相机焦点对准鸟儿眼睛的刹那，我能看到它们天然纯净的灵性，也能体会它们无拘无束的欢

快。即使太过投入而忘记按动快门，我也断不会懊悔半分，一样心跳加速，一样兴奋不已，那兴奋劲

儿不啻自己飞上了天。我不能苟同于把拍摄鸟类照片戏谑为“打鸟”的说辞，虽然此打非彼打，但对

这些生灵的轻视让人难以接受。我甚至为此在某网站表述心声，收效可以忽略不计。好在这些年

全社会环保意识显著增强，爱鸟护鸟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这着实让我释然很多。

鸟类摄影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摄影门类，不只是经济上要投入很多，更多的付出在于精力体

力和时间成本。我也曾参加摄影团队远赴外地拍摄过珍稀鸟类，但收获均不令人满意。于是，我重

又把精力放在拍摄长春本地的鸟类上，成本降低的同时，对环境和拍摄对象的熟悉也增加了拍到满

意片子的概率。多年来，我拍摄保存了5000余幅鸟类照片，每有闲暇便坐在电脑前浏览一番。遇

到机会也会拿出来展示或用于投稿，当然入不敷出，全作自娱自乐。

随着长春环境的日益向好，拍鸟在长春已不是难事儿，几乎到处都能找到心仪的鸟种。偶尔拍

到罕见的珍稀鸟类也不足为奇，我就曾在净月潭拍到过中华秋沙鸭、翘鼻麻鸭，在农安拍到过大鸨、白

鹤，在德惠拍到过蓑羽鹤等。市区内拍到雀形目类等小型鸟早已司空见惯，也是我存下最多的照片。

南溪湿地是我拍摄凤头䴙䴘的主要“根据地”，4月中旬冰面刚开始融化便能发现它们谈情

说爱的身影。它们独特的求偶舞蹈是我着力抓拍的重要情景，在漂浮的巢上孵蛋，幼鸟伏在亲

鸟背上接食的温馨画面也不容错过。几年下来，我几乎记录了这种

从不上岸的涉禽的全部生活细节，不能说张张精彩，但足以引来同

好们的惊呼。

长春到底有多少种鸟？我多年来多方求证只得到一个概数——

270种左右。原因就在于这是个变量，用一个具体数值作答显然不够

严谨，而呈现在我照片上的鸟的种类正逐年接近这个数字。我也深信，

终有一天我拍到的照片会达到或超过这个数值。

鸟鸟 趣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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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我喜欢收集有点历史感的东西，

文明词叫收藏，也有人戏称“收破烂

儿”。在这些“破烂儿”中有一张1952

年的《中国少年报》征订宣传单。是由

《中国少年报》报社和国家邮电部邮政

总局联合印发的，宣传单正面是红色

的，背面是绿色的，正页右上方印有一

只和平鸽，右下方则印有一幅手握钢

枪的志愿军战士和认真读书的少先队

员。这是我用五幅精美的报头从一个

藏友手中换来的。我之所以肯花血本

换它，是我与《中国少年报》有一段令

我终生难忘的故事，每次想起都是那

么的美好和温馨。

1963 年我已上小学三年级，那是

在放寒假之前，班里来了一位新老师，

我们都管她叫小刘老师，她长着一张

娃娃脸，总是带着微笑。寒假前的班

会上，她说：“明年你们就升入四年级

了，我建议咱们班集体订一份《中国少

年报》，这里面有许多栏目，可以开阔

我们的思维视野，增长各种知识。《中

国少年报》是周报，每月四期，每份 3

分钱，一个月是一角二分钱，全年订价

1.44元。”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望

着大家，然后接着说：“我提议每位同

学拿出 4分钱，咱们班 36名同学集资

1.44元，正好是一年的订报费用。但

我只是提议，这份报订还是不订，由大

家说了算。”小刘老师深知同学们的难

处，在20世纪60年代，4分钱已是不小

的资产。

同学们纷纷表态同意，小刘老师

见大多数同学都同意征订，于是说：

“既然大伙都同意，今天是周六，下周

一大家把钱带来交给班长肖杨，一时

手头没有钱的也不要紧，你们可以捡

一些废品，你们不要卖给推车收破烂

的，郊区有个废品收购站，价钱要高一

些！没有钱也没有废品，这都没有关

系，订报钱不够的话，老师替你们垫

上，保证明年让大家看上《中国少年

报》。”全班同学热烈鼓掌。多年后，我

们才知道了小刘老师的良苦用心，他

不是出不起这1.44元钱，更不是不愿

意出这1.44元钱，这是培养我们的集

体意识，要有合作精神。

到了周一同学们把4分钱都带来

了，肖杨开始收钱，面值有一分的有二

分的有五分的，全班36名同学一个不

少，肖杨整整收了 1.44 元钱的钢镚。

肖杨用纸把一分的、二分的、五分的分

别摞起来，然后用纸卷成三根圆柱，放

到了书包里，准备小刘老师上课时交

给她。

最后一节是小刘老师的语文课，肖

杨从书包中往外拿书的时候，却发现她

放在书包里的钱不见了。肖杨又仔细的

在书包里找了又找，最后把整个书包全

倒出来，书包里头还是没有钱的影子。

肖杨的脸上急出了汗，大声说道：“我今

天收的订报钱不见了！”王阳走过来，把

肖扬的书包里外看了一遍，又看了看肖

杨的书桌堂，确定是没有。于是王阳说

道：“张立、王强，你们俩到门口给我把住

门，不准任何人出去！”然后，又对大家说

道：“谁拿了立刻交出来，就算这件事没

发生过，否则我要一个一个的翻，翻出来

你可就是偷了。”肖杨使劲推他一把，说

道：“王阳，你不要胡闹，你怎么知道是咱

们班同学拿的？不是外班同学拿的？”王

阳扯了扯被推歪的领子说道：“我今天肚

子疼，一上午都没有离开教室，哪个胆肥

敢到咱们班来偷东西？”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争论得不可开交。小刘老师推门进

来，她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后说：“这事

先放一放，咱们开始上课。”

从不提前下课的小刘老师，这堂

课她却提前了五分钟讲完课，她严肃

地对全班同学说：“早晨班长向大家收

取的订报费，可能是哪个同学错拿了，

我希望错拿了的同学在下课后把钱放

到我的讲台下面，如果你有急用或者

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你写一个小纸

条说：我错了。或者在纸上画一个哭

脸儿，再画几滴眼泪，这事就算过去

了。午后，大家进教室都要在我的讲

台后面走，谁不从这走，班长给我记下

来，向我汇报。”

下午上课的铃声响起，小刘老师

几乎是踏着铃声走进了教室。全班同

学连大气都不敢喘。她向大家望了一

眼，然后朝讲台下面看去。 她的眼睛

定格了，抬头看了看大家，又望向讲台

下面。她从讲台里捧出一个纸包和一

些小纸片，纸包里是丢失的订报钱和

一张小纸片，纸片上画着一张脸，脸上

满是泪珠。小李老师让班长肖杨上来

清理零钱，大多是一分、二分、五分的

硬币，仅有一张两毛钱的纸币。同时

在讲台里还有一堆形状不一的小纸

片，纸片上都画着一张哭脸，小刘老师

清点了纸片，一共是36张，也就是说全

班每一名同学都交上一张。小刘老师

的眼泪抑制不住的流了下来，班长肖

杨哭了，不少同学也哭了，在他们幼小

的心灵中，纯真地认为只有这么做，老

师就不会责罚拿钱的同学，只有这么

做，这件事好像就没有发生过。只有

如此天真的孩子才能做出如此天真的

事来，这就是纯真呐。

当年订报读报的我们早已走过了一

个甲子，而《中国少年报》也迈入了古稀

之年（1951年11月创刊）。今天我们的

孙辈们仍在订阅品读她，她像一条闪光

的绸带，连接着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心灵，

它更像夏天里飘飘洒洒的细雨，是那样

的清凉，是那样的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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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每到周末，我的燕窝书馆都会迎来

小读者。有一次，为了启发思维，我即兴

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一个黑色圆

点，问大家看到了什么？

小读者们异口同声：“一个黑点。”

我点了点头，旋即又摇了摇头，因

为，大家只说对了极少的一部分——“黑

点”，而画中最大的部分，应该是“空

白”。只见小，不见大，这种思维定式，束

缚了我们的想象力，导致视野变窄，很难

突破自我……

还未等我讲完，有的学生已经豁然

开朗，激动地举手回答：“我明白了，老

师。学会换种角度，可能就会有新发

现！”

我赞许地微笑着。这个不起眼的小

“黑点”，果然令大家脑洞大开，反应稍迟

缓的同学，此刻也恍然大悟，七嘴八舌地

讲起学过的课文《画杨桃》——图画课

上，老师把两个杨桃摆在讲桌上，让全班

同学看到什么画什么。坐在前边靠边的

位置的同学，正对着两个杨桃的一端，看

到的却像是个五角星……

思维一旦打开，话题就犹如脱缰的

野马，小读者们纷纷放下书本，热烈地讨

论起“角度”问题。

有的说，横着切苹果，我们会发现珍

贵的“星星”，所以站在别人的位置，我们

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有的说，不仅仅是水

果，花草树木都一样，换个角度就有别出

心裁的美；有的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换个

角度，比如学习、生活、工作、梦想等；有

的说，不光这些，换一种角度，心胸也会

变开阔，既能追求成功，也能坦然接受失

败……

我很欣慰。世界是多元的，生命的

背景千姿百态，诚实而公平地存在着，每

个人眼中都有不同的色彩，有着与众不

同的“小宇宙”。正如奥古斯特·罗丹说

的那样：“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

发现美的眼睛。”

世间万物纷繁复杂，或喜或悲，沿着

时空的隧道，总有很多经典故事，深入浅

出地提醒我们：换个角度，人生或许不

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这首名作，诗

中有画，借景说理，远近高低皆山色，

只有跳出角度的局限，才能脱离认识

的片面性，从而全面把握“庐山”的真

正仪态。

这“庐山”，或许正象征境遇。苏轼

的一生，历经坎坷，跌宕起伏，若是普通

人，面对如此的颠沛流离，或许很难承

受，可他选择了坚强乐观，穿透困境的重

围，换个角度看人生，那些贫瘠、荒凉和

忧愁，就有了新的定义，变成了纯美、旖

旎和洒脱。即使被贬偏远之地，他依然

热爱风景，体察风物，发出“日啖荔枝三

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慨，把苦水

唱成了甜歌。

懂得换个角度思考，苏轼才能拥有

理性的思维。面对无常的世界，他不被

外物所惑，于艰辛的生活中，保持一颗灵

动的心，在逆境中有希望——“莫听穿林

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

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在泥

泞的风雨中，留给后世最倔强旷达的身

影。

小读者们很喜欢苏轼，聆听他的

故事同时，也悟出各自的理解。有的

作出形象的比喻：世界就像一个魔

方，扭一个角度，就会展现另一种模

样；人生就像多棱镜，从不同的面和

不同的角，折射出的可能是阳光，也

可能是色彩。

总而言之，换个角度看世界，我们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正如提到秋天

不免萧条、凄凉之感，刘禹锡却说：“自

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

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积极乐

观、奋发进取之情，令读者怦然心动。

正如提到冬天，刺骨的寒风总令人恐

惧，可换个角度，英国诗人雪莱却说：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如此

浪漫的呼唤，鼓舞无数人走出低谷，奔

向崭新的希望。

将来有一天，小读者们会告别校

园，步入工作岗位，我希望遇到困难

时，他们不忘记这句话：前途很远，不

要怕，换个角度看世界，泥土里也会长

星星。

星 星星 星 在 另 一 角
□□李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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