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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红梅

鸡在古时候是一种野生飞禽，它们的外貌是头
带红冠，身披彩羽，后有金色的雉尾，后来变化成
鸡。在古书中，鸡有许多名字，如《庄子》称“时
夜”、“鲁鸡”; 《礼记》 称“翰音”; 《尔雅》 称

“蜀”; 《古今注》 称“烛夜”; 《千金·食治》 称
“家鸡”;《论衡》称“酉”等。而“金鸡”，则是
人们送给它的美称。

“鸡”“吉”谐音，古人认为鸡是上天降临人
间的吉祥物。神话中的三足鸟、火鸟、凤凰，都是
它的先祖。周亮工《书影》记载:“正月一日，贴
画鸡……中州贵人尤好画鸡于石，元旦张之，盖此
地乎鸡为吉，俗云室上大吉也”。在山东曲阜，人
们待客宴饮时，有“无鸡不成席”的习俗，鸡用红
公鸡，作为第一道菜，取“万事鸡(吉)当头”之
义。鸡作为吉祥之物被运用至各种民俗艺术中。如

“鸡头鞋”是婴儿满周岁时外婆赠送的礼物，民谣

说:“过岁不穿鞋，长大不成才”，鸡头鞋造型有
趣，寓意吉祥。再如鸡枕，据老人说:“娃娃枕鸡
枕，乖巧又聪明。”此外，民间寓意吉祥的工艺品
中还有：鸡香袋、鸡围嘴、鸡兜肚、鸡枕边、鸡围
裙、鸡坎肩等。

在中华民族的吉祥符号和文化象征中，凤凰的
地位仅次于龙。它是中国古人对多种鸟禽和某些游
走动物模糊集合而产生的神物，其形据《尔雅·释
鸟》 郭璞注:“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
五彩色，高六尺许”。“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
海之外，过昆伦，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
见则天下安宁”。所谓“羽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
长”(《格物总论》)。而鸡，则是凤凰的比较重要
的取材对象之一，按《说文》所言，鸡是将自己的
长喙尖嘴贡献给了凤凰。《乐叶图》称“凤凰至，
冠类鸡头”，这是说凤凰头上的冠类似于鸡冠。

更多的时候，古人认为“凤凰为鸡”或“以鸡
为凤凰”。如徐整《正律》称“黄帝之时，以凤为

鸡。”《山海经》 载，丹穴山有一种鸟，“其状如
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孝子传》记，“舜父
夜卧，梦见一凤凰，自名为鸡”。《桂海禽志》载一
种凤，其颈毛类雄鸡。雄鸡善鸣，有司晨的功能；
凤凰也善鸣，所谓“凤凰鸣矣，于彼高岗”，“百兽
率舞，凤凰司晨鸣”。汉代李陵有“凤凰鸣高岗，
有翼不好飞”的诗句。这“有翼不好飞”，也该是
鸡的特征。在中华传统菜肴中，大凡以“凤凰”为
名的，一般都是鸡。如鸡爪被称为“凤爪”、鸡翅
被称为“凤翅”、鸡腿被称为“凤腿”等，陕西商
洛丹凤县的凤冠山亦称鸡冠山。谚语中的“鸡窝里
飞出金凤凰”、“凤凰落架不如鸡”等，既说明凤凰
和鸡是有区别的，又说明凤凰和鸡是相近相关的，
似乎可以这样理解:“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是说鸡
可以升华、“神化”为凤凰；“凤凰落架不如鸡”，
是说凤凰也可以降格，“俗化”为鸡。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江南新区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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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森

立春甫过，芦苇滩便抻动了自己的筋骨，从冬的
沉寂中，缓缓醒来。

力量，在春天的悸动中暗涌；所有的生命，都在
被春气唤醒，蠢蠢蠕动。

积冰，在融化；清寂的夜晚，临近芦苇滩的人
家，能听到冰块破裂的声音，嘎吱嘎吱的；有时，还
会发出沉闷的阵响。

隆隆，如地面趟过的滚雷。大地，在做深沉的呼
吸，在分解自己冻结的肉体。

整个芦苇滩，在酥软，在萌芽。空气中，蒸腾着
湿淋淋的水汽。

春渐深，水潭的积冰，慢慢化开，一变为汪汪潭
水。

因了枯水，滩地上便露出一些陆地，地面湿漉漉
的，土质疏松，脚踏在地面上，松软如绵；滋滋的，
土地在呼吸。芦苇，就从这松土中，从这潭水中，静
悄悄地冒出它的嫩芽，白白嫩嫩的苇芽，像婴儿的白
嫩的手指；带着一份娇气，带着一份生命的清新。掐
一段，放入口中，慢慢咀嚼着，一种清甜的味道，在
口中弥漫开来，是一种早春的味道。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滩岸边，村口上，确是有几株桃花开着；桃花灼
灼，为芦苇滩镶上了半弯俊眉，绰绰约约的，一脉风
流。潭水中没有河豚，却有着数不清的鲫鱼，村里人
家，就把家养的鸭子，呼啦啦地赶进芦苇滩中，家鸭
扑棱棱地嬉戏、追赶，尽情地享受追鱼之乐。“芦芽
短”，短短的芦芽，肥而嫩，鸭子也喜欢。

大量的野生水鸟出现了。
最多的，是一种叫做“水燕子”的水鸟，脊背灰

褐色，腹部白色；色彩，灰白相映，似乎暗合了天地
和谐的征象。

更多的鸟儿，人们是叫不出它们的名字的，只是
笼统地称之为“水鸟”，只因它们就是为了一条河而
来，为了因一条河而形成的一片芦苇滩而来；或许，
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为了水中的鱼儿，滩上的水草，
乃至于草虫而来。

我喜欢站立芦苇滩边，看水燕子上下翻飞的情
状。灵动、飘逸，力量的爆发，和性情婉约的展示；
晴阳下，水燕子洁白的腹羽，闪烁着明亮的光，天地
间划过一道道闪电，照亮空间，也照亮时间。人，则
在这时空中，享受鸟儿飞翔，给人带来的快意；目
光，追逐着鸟儿，实在就是在追逐自己难以实现的某
一种愿望，或者理想，比如：飞翔、天空、自由，心
灵的放飞，甚至于一份肆无忌惮的放肆。

我心飞翔，理想情趣，不妨安置在一只鸟的翅膀

上。
竞争和角逐，似乎无处不在。芦苇滩上，野鸟与

家鸭争食，放鸭人看到了，会蓦然发出一声长啸；啸
声震动了芦苇滩，芦苇滩中，随即便是一阵扑棱棱的
混乱和喧嚣：鸭叫声，鸟鸣声，翅膀的闪动声，长啸
在空中的回荡声……世界，变得如此热闹，仿佛，所
有的生灵，都在共同谱写一首春天的协奏曲：低音、
高音，长音、短音，雄浑的、柔婉的，快乐的、悲伤
的，深沉的、激昂的……

天籁之音，或许差可表达。
春醒的这段时间，早晨的芦苇滩，大多被水雾笼

罩；似乎，越是晴好的早晨，雾气就越浓。天朗朗，
雾浓浓；磅礴、浩荡，凝重、黏稠，整个芦苇滩，都
完全沉陷、迷失，酣醉于自己白色的梦境中。洁白如
乳，轻风吹过，缓缓搅动，潺湲流淌，肤如凝脂；若
然疾风骤起，雾气便骏马奔腾般，滚滚涌动，滔滔
然，气势汹涌。宁静的天气，雾气会随着太阳的升
高，渐次散去，一股股，一片片，一缕缕，一丝丝
……

缓缓地飘入空中，升腾着，飘逸着，婉约、柔
美，如梦如幻，如同仙女降落人间，舞动她轻盈的水
袖，仙气纷然。

春尽的时候，芦苇滩，就满是泱泱的绿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

春醒芦苇滩
河流如野马要脱疆

草木齐刷刷归心似箭
雨加雪是春和冬的拉锯战

我仿佛是个阴阳脸
半面沐浴春风
半面乍暖还寒

小伙儿把梦的纸鸢放飞在春天
姑娘们含羞的心事等待春风出版

我也收到了春天的请柬
无论到那里，都在奔赴一场盛宴

归燕衔泥把新房筑入在农家小院
迎春花被春风已撩拨的心花怒放

撒欢的耕牛在田野写下歪歪斜斜的诗行
那老农在满脸皱纹里播种了春天的希望

我一个书呆子执笔走进旷野
本想在生命中留下这又一个春天的印记

却被春天的玉液琼浆灌的酩酊大醉
倒在那春天的路口，已酣然入睡……

（作者单位：区纪委）

《走进春天》
○张运海

□张光恒

小时候，每到正月十五的时
候，爹就会为我做一盏红红的灯
笼。

爹的手极巧。灯笼的骨架是用
干高粱秸插起来，该弯曲的地方，
就用火钳烙一下那个部位，烙得只
剩下了一点软软的高粱秸皮，软软
的不易折断，用手轻轻的弯过来就
能搭好，过不一会儿，一个圆圆的
灯笼架就做好了。然后用脆而透
明、上有画图的红塑料纸裹上，就
成了。爹简直是个天才的画家，那
些他画在灯笼上的小兔啊、老虎
啊、梅兰竹菊啊，简直就像活的一
样，神韵具备，呼之欲出。可惜我
们家里穷，爹小时候没能上学，要不，想想现在准
是个大名气的画家。

点上一根红红的小蜡烛，用钉子固定在灯笼下
部，就有红通通的光照射出来，喜喜庆庆的，温暖
着挑灯和周围的人。爹说，去吧，到大街上去吧。
于是，压着心中的喜，颤颤的挑起灯笼，向大街走
去。

正月的空气里，充满了放鞭炮的浓硝烟香，天
上那轮圆圆的月亮，把清辉洒向大地，家家门口守
门的面灯，饱蘸菜油的灯芯跳跃着，散发出菜油的
清冽香气。天气依然清冷，好多的灯笼被孩子们提
着，来回穿梭，慢慢游走，把街道映照得好象天上
的宫殿般辉煌，整个村庄，同神话般美丽异常了！
那些红红圆圆的灯笼，引逗得孩子们叽叽喳喳说个
不停，有的就禁不住欢叫小跑起来。

平日寂静的街道徒然热闹起来。我们把灯挑到
脸前，大声嚷着：照照脸，不害眼！照照腚，不害
病！这是讨个希翼健康的彩头。一会儿，孩子们开
始比拼起谁的灯笼大、圆。二狗蛋得意地把他的圆
折叠式纸灯笼，挑起来晃了晃，大声说：“看我
的，是俺娘在集上买的，你们是自己做的！”不想
蜡烛歪了，轰隆一下，灯笼燃着了。狗蛋愣住了，
随即，细长的如娘们般的哭声，很亮地响起来。

每年的小年，邻居王奶奶，也总是把一盏红红
的灯笼，挂到村头老柿子树上。孤零零的一盏灯
笼，映照出老树的虬枝弯曲和周围不大的一片地
方。王奶奶在往树上挂上灯笼后，就会佝偻着腰，
手拄拐棍，出神地望着东南方，有时，晶莹的泪
珠，被灯光照得亮闪闪的，顺着满是皱褶的脸滴下
来。我们见了，害怕极了，飞跑回家，告诉爹。爹
听后，长叹一声，抚着我的头说：“你王奶奶想你
王爷爷了，他早年在台湾，但不见人了啊。”以后
的小年，爹有时就会再做一盏画有大圆月亮的灯
笼，吩咐我及早给王奶奶送去。每年的小年，王奶
奶都照例，把灯笼挂在村头的老柿子树上，望着远
方，黯然伤神。再后来，王奶奶就在灯笼下，焚烧
起了纸钱……

后来我才知道，小年的大红灯笼，不光能给孩
子们带来欢乐，分明更是离散亲人、盼望团聚的一
颗大大的“红泪珠”啊！

（作者系滕州市文学爱好者）

十
五
的
灯
笼

《梅香》 汤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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