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3年11月21日 星期二
主编 何军林 美编 郑翔
投稿邮箱 dbbkbjb@vip.sina.com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巴渝文学

海鸥科普
文学

岁月
沉香

马鞍山

苏州园林（外一首）

诗花
烂漫

□王成志

千里迢迢，滇池打卡，是我们此次旅
游的第一个目的地。其实，滇池耍事很
多，样样精彩别致，赏心悦目：垂钓、船
游、看日出日落、赏月观星、看西山“睡美
人”，夜晚还可以在滇池大坝上与网红歌
手一起快乐歌舞……哪一样都令人愉
悦，让人迷醉。

还在来昆明的路上，就有朋友告诉
我，去滇池玩，耍事很多，但一定要去看
滇池精灵——海鸥，那才是滇池最惬意、
最开心、最有诗意的耍事，也是滇池边一
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初始，我不明白，海鸥不是在海上
吗？怎么跑到高原明珠滇池来了呢？在
朋友的强烈推荐下，我决定第二天一早，
就上滇池大坝看海鸥、喂海鸥。

我曾当过海军，早就近距离接触过
海鸥，在我的印象中，海鸥应该是在风景
如画的港湾，在轮船停靠的码头，在蓝天
白云中自由飞翔，时而绕着轮船的桅杆
向船员们致敬，时而俯冲到海面觅食鱼
虾。海鸥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海浪拍
打着礁石卷起冲天巨浪，它们不畏风浪，
追逐着浪梢顽强地与海浪搏击。它们是
大海的天使、大海的伙伴，是不畏风浪的
象征。

我喜欢海鸥，喜欢它的搏击精神，为
此，次日早上，我买了几十元的软糯面
包，带着去了滇池大坝，我要观赏、喂养
海鸥。

早晨，凉风习习，大坝人流熙熙攘
攘。果然，人们都在看海鸥、喂海鸥、拍
摄海鸥。面对浩瀚壮阔的池面和铺天盖
地的海鸥扑来时，我瞬间惊喜，甚至被震
慑住了。

眼前的五百里滇池碧波荡漾，像一
块温润的翡翠镶嵌在高原之上，远处水
天相接，滇池成了飞天仙女飘摆的裙
裾。周边楼房鳞次栉比，倒影错落浮在
水面，颇有海市蜃楼之感；苍茫西山屹立
对岸，笼罩在一片晨雾中，像是世外高人
的隐居地；湖中海浪拍打堤岸，激起层层
浪花。

成千上万的海鸥漫天飞舞，在湖面、
在轮船周围、在堤坝、在人们的头顶上盘
旋。那些海鸥不但多，而且还不怕人。

快乐的海鸥是滇池的主角。它们随
着波浪一起一伏，上下翻飞，仿佛翡翠般
的波涛是它们生命的最好见证者。它们
飞翔时，张开两翼、收紧腹部、挺直双脚，
身体平滑如流水般向前，动作流畅自如；
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俯冲湖面，当
翅膀飞速掠过水面后，又猛然变向，像箭
一般冲上天空，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犹
如空中芭蕾舞表演。不知谁在引导，每
隔数分钟鸟儿会有一次集体起飞，“嘎、
嘎、嘎”声齐鸣，毫不贪恋身边的海鸥粮，
往同一个方向百米冲刺、盘旋、返回。

我看着啄食后飞离湖面的海鸥，看
着它们啄食小鱼小虾后的身影，脑子飞
快思索，很快我悟出是什么道理了。原
来海鸥们啄食鸥粮这么精准，这是它们
赖以生存的本能！它们的生存方法就是
要在飞翔盘旋的过程中，能够准确判断
食物的所在地点，并且能够在飞翔俯冲
中一啄成功。就是凭着这些代代相传的
看家本领，在物种的进化过程中，在生物

界残酷的优胜劣汰过程中，凭着眼睛的
敏锐、超强的判断力，飞翔中控制能力强
这些本领，海鸥才得以保留生存下来。

它们的愉悦，它们的灵动，它们的丰
盈，它们的昂扬，这一切的一切在湖面上
每天演绎，上演的是生命最华彩的乐章。

滇池作为海鸥的第二故乡，它们在
此被善待，人与海鸥互不攻击，每一次互
动都有朋友般的信任与亲昵。

当我掰开面包，一块块举过头顶，伸
向空中时，它们准确飞来，停滞空中，用修
长且尖利的嘴精准地从手中叼走；当我撒
向地面时，它们又能快速围成一圈啄食干
净；当我将面包放在手心，平摊伸出来时，
它们只是俯冲抢食，而绝不啄手伤人。

享用美食后的海鸥显得身姿丰满，
浮游于湖面随波浪起伏，大光圈镜头下
好像变成一颗颗硕大的珍珠。它们有的
在照镜子，整理羽毛，将最美的一面向爱
侣展示；有的与同伴追逐，兜兜转转，也
许是在享受浪漫。这是属于它们的惬意

时刻，不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吗！
回来后查阅资料，才了解到滇池的

海鸥名叫红嘴鸥，大部分来自俄罗斯的
贝加尔湖，还有一部分来自黑龙江等
地。这么远的距离来到滇池越冬，可真
不容易。海鸥每年夏季在北方生儿育
女，一进入深秋，北方气温急剧下降，很
快就天寒地冻。进入冬天后许多昆虫蛰
伏、植物凋萎，海鸥没有适合生存的气候
环境和条件，加上没有相应的食物，海鸥
只有集群迁徙，飞到温暖的南方越冬。

红嘴鸥的迁徙是十分悲壮的，它沿
途不仅会遇到自然灾害，如雷雨、风暴、
雨雪，沿途晚上栖息时还会被猛禽和野
兽伤害，以及人类的捕杀等等。每次迁
徙都要死伤过半，只有不到一半的红嘴
鸥能够到达越冬地点。红嘴鸥迁徙途中
前面一批倒下了，后面一批又跟上，为了
生存，它们为了生存坚忍不拔、勇敢顽
强、前赴后继，不达目的地绝不罢休，它
们这种精神是很值得人类学习的。

一池清波，引来一群珍禽，红嘴鸥迷
恋绿波荡漾的高原湖，是因为翠湖美丽、
梧桐引凤。滇池之约，约了红嘴鸥，约了
我等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人，约了一度
度的春花秋月。

红嘴鸥在滇池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给当地市民的生活添加了喜气，增
加了愉悦，也给来滇池旅游的人们增加
了无限的乐趣！

清风徐来，绿波荡漾，红嘴鸥翱翔
于滇池之上，朱唇羽衣，掀起一波波美
妙舞曲；玲珑娇丽，装点山水。我们热
爱自然，共享自然，更爱这湖面的娇俏
小精灵！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市公安作
协会员。）

□赵瑜

北宋嘉佑元年，苏氏三父子自嘉州
乘船东下去汴京赶考，船至恭州（重庆），
惊见长江主流南岸段一条顺江巨大石梁
被巧夺天工劈开，可容船只进出浩内。
苏轼叹大自然美景，就把岸边村落江口
村取名“龙门浩”。

半城山水一条路，是龙门浩的空间
轮廓，山是“主城肺叶”南山、揽胜长江的
马鞍山，水是润泽万里的母亲河，路是依
山傍水、通达古今的南滨路。

龙门浩处于“两江四岸”核心区，依于
大山，附于大水；既有山水颜值的禀赋，也
有人文气质的担当，古朴而时尚，游人云
集。王尔鉴，清雍正八年进士，修成《巴县
志》。他评出老巴渝十二景之一“龙门浩
月”，欣然提笔：“石破天开处，龙行俨禹
门。魄宁生月窟，光自耀云根。”

龙门浩在重庆历史上刻下的重要一
笔，是公元1891年，重庆开埠。由于沿江
水码头的便利，英、法、日、美、德等国在
长江沿岸境内设海关，开洋行，圈租界，
建军营，立公司，开展出口贸易、航运等
商务活动，火柴业、猪鬃加工业、棉织业、
缫丝业等飞速发展，繁华风光。

那时的马鞍山，有重庆最大的电池
厂，有西式建筑和重庆吊脚楼融为一体
的洋人别墅，有管理英国和四川盐贸易
业务的办事处。迅速成为重庆最老的

“外企”聚集地，一时辉煌。
“马鞍山234号”，四层洋楼，白柱青

砖，木板石阶，楼房正中有高大的青砖拱
门，是有名的万国医院旧址。1920年，
著名传教士、慈善家马嘉礼医生在南岸
马鞍山购地建房，1921年，万国医院开
张。它是南岸区最早的西医院，也是重
庆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30张病床，抗
战时期救助了大量难民。据重医附二院
所编《宽仁大讲堂》精选介绍，“1916年
秋，马嘉礼从布道团退休，之后与夫人一
直在重庆行医和做红十字会工作。20

世纪40年代马嘉礼去世，葬于江北嘴。”
在距离医院100米处，有马嘉礼夫妇居
住的别墅，马去世后，重庆电影界著名人
士夏云瑚于1942年从马嘉礼夫人手里
买下作为别墅，对外称仁厚堂。

“马鞍山57号”，亚细亚火油公司旧
址，系著名壳牌汽油前身，修建于1923
年，为亚细亚洋行大班、二班修建的豪华
别墅及办公之用，洋行的大班、二班相当
于总经理、副总经理。陪都时期，英国大
使馆曾在此办公。固房屋顶上为红色琉
璃瓦覆盖，故人称“红楼”。亚细亚火油
公司坡下还有一座大楼，此楼建于抗战
时期。

“马鞍山265号”，南洋兄弟烟草公
司和华福卷烟厂宿舍旧址，前身由旅居
南洋的简氏兄弟创办。1938年 10月从
汉口内迁重庆，取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
司重庆分厂，厂址设在南岸弹子石。当
时的产品主要有“花王”“金斧”“红花”

“双喜”“高塔”“金黄龙”等牌号香烟，日
产香烟300箱。1956年公私合营后，将
建华、同成烟厂并入该厂，1968年更名
为重庆卷烟厂。

在马鞍山，这样有文脉的“洋房子”
很多，串珠成链，可谓移步换景。见证了
重庆辉煌的对外开放历史，凝聚着龙门
浩以及南岸的精华。然而百年风霜，岁
月荏苒，曾几何时，马鞍山名声大噪的

“洋房子”们，在岁月的风沙中，慢慢褪去
了昔日的荣光，悄悄地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尽管诸多细节可窥见当年洋行的繁
荣与华丽，但风雨的侵蚀令老宅逐渐出
现问题。曾几何时，很多门、木柱脚等地
方不同程度腐朽，墙壁开裂、砖瓦破碎、
白蚁危害，部分年久失修的房屋已被鉴
定为危房，只有“文物保护单位”的标记，

还在默默诉说那些年、那些事。
旅英作家虹影少年时生活在这附

近，她在成名作《饥饿的女儿》中有对江
边的家乡的描写——“南岸的山坡上，满
满地拥挤着简易穿斗木结构的小板房、
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偏偏
房，朽烂发黑。”那时的南滨没有大道，荒
坡空地、江流礁石，吊脚楼上挂着“万国
旗”，到处都是青石板小路，下河街、上梯
坎，顺着巷子，左弯右拐。

南岸的建设者没有忘记这里。马鞍
山的旧屋砖墙罅漏间，仍有百姓代代生活
的丝丝温情，雕花木门上铭刻的历史、围
墙天井里流芳的故事，饱含了一代代人的
生活记忆。如同人体的新陈代谢，自我更
新是城市永恒的主题，是城市保持活力的
源泉。在城市发展模式发生深刻变革的
当下，老建筑改造必须更好展现时代风
貌、回应时代命题，让老百姓看得见久远
的历史，闻得到熟悉的味道，摸得着建筑
的质感，将悠远历史文脉显露出来。

如今的马鞍山，融合了历史文脉与
都市时尚文化，南滨路成功创建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大好机会也让创业
者陆续入驻，马鞍山逐渐形成一种以文
化促进产业升级的良好生态。年轻网友
们评价：站在这里的入口，仿佛穿越到电
影《千与千寻》里，有一种大片的魔幻感。
街口的两边，黄葛树如盖，烟火气息扑面
而来。老旧斑驳的民房墙上，有绿荫荫
的藤蔓。长长的梯步两端，以前老重庆
人赖以生存的老行当：茶馆、杂货铺、挑
挑面演变成今日的咖啡馆、时尚火锅、别
致的民宿。虽日新月异，但这里的节奏
更慢一点，都市的人们更喜欢这种闲适，
散漫的节奏里有着生活的精致美。在马
鞍山，什么都鲜活起来：依山而上的街巷
是鲜活的；滚滚长江是鲜活的；来此打卡

游玩的青年也是鲜活的。走到这儿，恍
惚中奇遇了开埠时风云际会的场面，触
摸到老街巷的岁月沉浮。长江水养育了
吃苦耐劳的南岸儿女，水码头的人在这
里肩挑背扛讨生活，旧梦里有叶子烟的
烟雾缭绕、老荫茶的热气、龙门阵的悠
闲，老年人在这里找到了传承和怀念故
土文化的载体；年轻人也可以来此寻美
食、参加各种聚会，“如故花园”“非白”等
有名的网红店打卡拍照，或者步入“龙门
浩街道作协”书屋冲泡一壶香茗，翻开本
土作家一本好书；这里即将开放重庆开
埠文化遗址公园，更是让人期待。华灯
初上，站在山顶，看轨道上天入地、索道
凌空飞渡、游船横渡长江，车船流光，浪
卷金花，老街夜游，如梦似幻。看马鞍山
如今壮美新气象，古老又年轻的龙门浩
就浓缩在此情之中。

开埠、初兴、建设和发展，一路走来，
马鞍山，诉说着龙门浩的光荣与梦想。
来这里，感受江南岸的文化灿烂，岁月鎏
金，品味“重庆味道”，留住城市记忆，它是
一个时代的寻根索引，更是新时代的文脉
流芳。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文联）

那山
那水

古道湾

□伍安平

金秋，天高云淡，金风送爽，正是出
游赏玩好时节。趁着好天气，周末，邀三
五好友，兴冲冲地去璧山古道湾公园游
玩。这座历时两年、耗资2.7亿元倾力打
造的公园因集中呈现璧山古道文化而得
名。它以成渝古道东大路为主要文化背
景，重现了历史上经过璧山东大路、东小
路和渝合古道上的驿站、递铺文化和历
史遗迹，深度挖掘了成渝地区历史文脉，
传承了巴蜀古驿文化。

同行中的一位友人对我们璧山的历
史文化颇有研究，若不是有他解说，逛这
古道湾公园，只能看个表面的热闹。友
人介绍道：“古道湾公园面积约1200亩，
水系全长约3公里，由五段组成，由北往
南分别是九仙湖、大凤湿地、小凤湿地、
牛公桥湿地和晴耕桥湿地，南边紧接枫
香湖儿童公园。园内有古战场、古驿站、
古栈道等10余个主题。”另一位友人说：

“来这里感受古驿文化，寻根璧山文脉，
我觉得很有意义。想想古代先民在这片

土地上生息繁衍、劳动和战斗，保卫家
园，建设家园，把勤劳和智慧代代相传。
作为璧山人，还是很自豪。”

我们由南向北而行。经过“古代驿
道”，崖壁上的雕刻十分引人注目。一匹
匹快马，追风掣电，星夜兼程；骑在快马
上飞奔的人，襟飘带舞，日行千里，只为
把消息或物资尽快送达。成渝古道，滨
水临崖，尽显成渝险峻。行走古驿道上，
仿佛穿越了一幕幕历史的烟火，见证了
古时人们马不停蹄的风火岁月。

尽管古驿道上尘土飞扬，如白驹过
隙，然而和当今的汽车、高铁、飞机相比，
古道快马仍是“从前慢”。我笑着对朋友
们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
的今天，体味一把‘从前的车很慢，邮件
也很慢’的古驿文化，让脚步慢下来，让
心静下来，也是一种难得的放松和享
受。”大家都点头称是。

公园内有一些特别打造的景观，很
适合拍照。比如，在一个观景平台上有
一轮弯弯的“月亮”，其实那是一盏造型
别致的景观灯。我轻轻走上“月亮”，坐
在“月亮”上遥望远方，不禁生起嫦娥飞
天的缥缈遐思。脚下，九仙湖湖水碧波
如镜；岸边，三三两两的游人穿红着绿，
悠闲地赏玩古道风景。仿古的桥梁横跨
水上，宽阔的公路笔直地伸向远方，鳞次

栉比的楼房耸立在绿树红花之中。再往
远处看，几块翡翠似的湖散落在公园中，
一直连到儿童公园的枫香湖。目之所
及，一片清新。

古道湾公园的“梯田花海”是另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借着天然的山势，这里
打造了一片波浪式梯田，层层叠叠，蜿蜒
向上，汇集着片片花卉，形成一道层次丰
富的大型景观。在这里，春夏秋冬，一年
四季，花海鲜花不败，景色各异。不管是
哪个季节，梯田都是五彩缤纷的，宛若一
条条彩带，镶嵌在公园的山坡上。此刻，
红艳艳的玫瑰，金灿灿的菊花开得正艳，
姹紫嫣红，瑰丽壮美。流连花海，我们拍
下一张张美照。

我们登上梯田花海最高处的观景平
台小憩。俯瞰山下，层层叠叠的花田，不
知是哪一位高明的画家突发灵感，泼洒
着大块的颜料，于是，一抹红，一抹橙，一
抹金，就那样肆意流淌，流淌，一直流到
山下，变成一汪碧玉。眼前的美景着实
令人心旷神怡，哪里有秋天的凄凉寂寥
呢？“我言秋日胜春朝！”

在夕阳的余光中，我们恋恋不舍地
离开了古道湾公园。而那古意，那绚丽，
仿佛一道彩虹，定格于记忆的天空。“是
的，这是璧山，是我的家乡。”我的嘴角又
情不自禁地上扬了，心里再次涌起一股
甜蜜与自豪。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某学校教师）

□黄勇

树，本来是一棵好树
把阳光收进枝叶的时节

一只斑鸠站在上面
将俗世尽收眼底

它张开翅膀，打捞一片
荫凉，意图为行人遮蔽烈日的

灼烤。行道树默不作声

树，自然是一棵好树
尽管店铺招牌怨声载道
尽管临街窗户铁条林立

遮挡店招方便窃贼非其本意
落叶带来凛冬将至的

讯息，也带来被截枝断丫的
结局。行道树无言以对

树，当然是一棵好树
一笼茂密瞬间化为乌有
店招在欢呼，窗户在欢笑

但城市的清秀已黯然失色
只要咬牙昂头挺过这严寒的
季节，来年春风必将再次催发

新芽。行道树蓄势待发
（作者系《四川日报》高级编辑）

行道树

□谢子清

脚步比雨点更密集
即使早已预约千年

排队依然会阻止热望
却恰好把胃口吊足火候

江南在这里缓缓揭开盖头
建筑成全雕梁画栋
石头成全别有洞天
小溪成全曲水流觞
花草成全相得益彰

搭配丝毫不亚于点化
她们逐一替人说出自然的暗语

最难得的是就连鸟鸣
也安排得恰如其分

仿佛每一声都贯穿了风雅颂

看见稻田

在川沙镇其成村
十月的阳光无比大方

天空中分片扎堆的云朵
像极了民宿旁规整的稻田

稻子处于分娩前的最后关头
日渐沉重的稻穗犹如俯首称臣

此时其他地方大部分稻谷
已搭乘时间的末班车重返粮仓
晚熟有时会意味着不合时宜
比如这片城市边缘的稻田

试图用犁头加固阵地
和不远处的楼房对抗到底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高琦

暮秋沐浴暖阳后告别
初冬吹响苦寒前哨
黑夜风高燕南飞
万物渐次枯萎

寒气萎缩了叶上露珠
突如一夜西风来

露水珠儿凝结成霜
点亮了层林百草

撕掉叶子，冷飕寒霜无情
吹生绿叶，暖柔春风有义

秃顶老树在不停发抖
仍顶寒风慢生长

旷野工人农人忙干活
专注寒地谋生计

男子顶风冒雪送子上学

一心为儿图前程，他们
为凝霜季绘就了一抹斑斓

（作者系媒体工作者）

□艾晓林

这是你人生中的第一次获奖
这个奖的题目很大

大得可以激励你奋斗一生
你在四岁的时候获得

“故事大王”的光荣奖

我没有到现场听你讲故事
你妈妈传给我的视频
我一次次反复观看

一次次反复听你讲故事

我看见你落落大方地走上台
站在和你差不多高的话简前

用你稚气的声音讲诉

牛顿与苹果的经典故事
那声音纯净而清朗

仿佛空谷里幽兰之香
亦如春风中清越的笛音

你今天讲诉别人的故事
成为我向别人讲诉的故事

你的故事是外公最喜爱的故事

你不只是讲故事的大王
也应该是故事的主角

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故事

我也愿意做一个故事大王
讲诉你的故事的大王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冬：大雪挺得住（行书）。
作者 方百川

玉露凝霜

故事大王

□唐代贤

架在涉水两岸
或者沟谷之间
对于位置，宽窄

长短……
并不在意

它最在乎的是
稳固，方便

无数行人踏过
它的身体

无数车辆压过
它的身体

它一直保持沉默
从不喊疼

那是因为
它心里，只有

一个执念
无论你从哪儿来

都可托起你
从此岸抵达彼岸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