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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弈
圣 刚

    整个夏天，几乎没有做过园林修剪
工作，后院越来越像“原始森林”了。

后面最远的那片竹林，近年来疯
长，有几根竹子已侵入到后
面的公家地里。公家地是一
大片真正的原始森林，那里
古树参天，野藤缠绕。因为
没有篱笆隔开，野藤也向竹
林方向反扑过来，已经缠上了几根竹子。

这种藤，名叫“克族”（Kudzu），原产
日本，非常厉害，可称“森林杀手”。它属

多年生藤本类，主干可粗达像人的小腿
那样，藤枝自行分杈，藤叶大如巴掌。一
遇树或其他植物，它就藤、绕、掐，将“猎

物”团团覆盖，紧紧勒住。短
则一两年，长则三四年，受侵
植物因缺水缺光，纷纷倒毙。

离竹林后面较远的地
上，躺着四五棵腰粗的枯树，

都是克族的战利品。
一圈“考察”回来，心里在想：文明若

不拿起武器，绝不是野蛮的对手。

建立全民健康机制
庞兆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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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上路
王丽萍

    刚刚学拍小视频时，我拿手
机对着红烧肉拍啊拍，发誓要拍
出红烧肉的油光锃亮与肥瘦之间
的颤巍动感。我把素材发给北京
的叶静，她是我学习拍摄小视频
的老师，她说：你想当美食博主？
我说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学习，不
一定要精通，但至少我要会吧！于
是叶老师说：拍什么都要有故事
性。记住，人的故事最有意思！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拍了花

市、菜市、超市，与文字娓娓道来
不一样的是，视频素材让我始料
未及。例子一，我先生很爱逛的菜
市场，我去拍的时候，竟然无意中
拍到卖蛋饺的阿姨坐在摊位上，
拿着“老头乐”伸向后背抓
啊抓，然后那个“老头乐”
就放在蛋饺边……我把视
频给我先生看，他沉思良
久后说：那么，以后，我们
就不去她家买蛋饺了吧！例子二，
在大饼油条店，老板跟我胡天海
地聊着天，脱口而出如今的彩礼
行情，他痛心疾首地说：50万哇！
现在我们那里的男孩，娶个媳妇，
起步价，要 50万哇！镜头一下子

晃了，我吓得手都抖了。
这些是我以往写作时没有的

经历，现场逼真，栩栩如生，稍纵
即逝的事情有了定格，那时那刻
那情那景有了回味与记忆。我很
快学习了剪辑、配音，然后想：与时
俱进的新事物，我总要会一点点，
人是需要保持好奇心与热情的。

2月 23日，从在沪全国政协
委员跟沪上媒体的
见面会上得知，因
为今年防疫工作需
要，大部分记者不
能亲临两会现场，
所以希望我们委员可以多多传递
两会精神，展现委员风采，也介绍

委员提案。我想，新手上
路，我不知道能不能完成
任务呢？

3月 3日我们从上海
出发的时候，已经有委员

拿着自拍杆在工作了，等我手忙
脚乱在找自拍杆时，大巴正要开
动，我放弃了自拍杆，拿起手机拍
着笑容温暖的委员，他们挥手、微
笑，充满了期待的样子，实在是太
美好了。大巴上，我遇到了葛均波

委员，我问葛委员：您的感想？他
洋洋洒洒说了为健康中国建设努
力的感想，我当时有点小激动，因
为能采访到葛委员很不容易！飞
机上，我们在放行李，朱同玉委员
从我身边经过，我问：朱委员您今年
几个提案？朱同玉伸出手来：四个！
起飞前，我把素材给马笑虹

老师看，她说你给我们新民晚报
吧！在我到达北京
以后，新民晚报“上
海时刻”发布了我
拍的视频。“丽萍在
两会”的专栏也开

了起来，我吓得不敢睡觉，掐着自
己算：怎么样开好会、履好职、提
好案然后再拍好视频？我决定早
上少睡一个小时晚上再迟睡两个
小时，应该可以试试看。
从 3月 3日到 3月 10日，我

一共做了 12期视频，被中央电视
台等多家电视台和媒体采用，与
此同时，我与奚美娟委员的提案
也颇受关注，我们的提案是“丰富
和规范在线公共文化内容供给迫
在眉睫”。
现在想来，真的有点感叹万

千。我跟冯远征委员说拍视频我
有很多的困难。他说：没关系我在
大巴上帮你。于是，就有了我们文
艺组 26组委员在去大会堂途中
大巴上的镜头；录制“三八节”祝
福视频的时候，我在餐厅门口等
宗庸卓玛委员，她说：我在上海音
乐学院读书的时候，看过新民晚
报！她特别去了卫生间梳理头发，
漂漂亮亮出现在镜头里，还讲了
她在今年央视春晚上唱的那首经
典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真是
人善歌美！
我录黄绮委员那期，她特别

谈到为两会传播所作的努力，她
在朋友圈里分享了 15期的“两会
预热”；会议期间，又根据自己所
见所闻所思所想，做了 32期的
“传递两会”。她有一句话说得特
别好，她说：这些记录都是有意义
的，有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现在，我坐在书桌前继续我

的写作，在经历了一点点视频的
拍摄实践后，我更沉浸于一笔一
划的文字天地，那就勤勤恳恳耕
耘，认认真真劳作。春播秋收，人
间美好。

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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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的
敦
煌

王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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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佳节期间，我看了中国文联春节大联欢《百花
迎春》中的杂技《逐梦飞天》，那精彩的表演、优美的造
型，再现了敦煌飞天的浪漫瑰丽与诗意梦幻，不由得使
我想起了前不久的敦煌之行。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也是遐迩闻

名的中国艺术圣殿。
在游览了鸣沙山月牙泉后，我们便驱车来到了向

往已久的莫高窟。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在甘肃敦煌市东南的鸣沙山

与三危山之间的河谷，早在 1961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进入莫高窟，但见在那高耸的红色断崖上，分布着

上下一至四层不等的洞窟，虽然大小不一，但排列规
模，气势恢宏。镶嵌于正中的莫高窟标志九层楼，飞檐
翘角，红柱花栏，层层递进，气宇轩昂，外观轮廓显得巍
峨壮观，凹凸有致。特別是那翘角的系
铃，在风中发出悠扬的音响，似悠长时光
的回声，邂逅着春秋的梦幻。这些雄峙千
年的佛窟，凝聚着历史的风云，守望着岁
月的轮回，惊艳着辉煌的记忆，呵护着尘
世的遐思。无论是鼎盛期的荣华，衰落期
的冷寂，还是如今振兴期的繁盛，莫高窟
展示的是信仰的伟大力量、追求的是卓
越的工匠精神。正因如此，“莫高窟”牌楼
下，不少旅友在此摄影留念。
莫高窟现有洞窟 500多个，以建筑、

绘画、雕塑为其三大艺术精华。洞窟的形
制主要有禅窟、佛龛窟、中心塔柱窟、佛
坛窟、涅槃窟、七佛窟等。壁画分为尊像
画、经变画、故事画、佛教史迹画、山水画、供养画、装饰
画等。雕塑类别有彩塑圆雕、浮雕、影雕等。我们共参观
了九个经典性的洞窟，如最高的九层楼内的弥勒大佛，
是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佛，高达

35.6米。而那些经变画，穿越汉风晋
霜，唐月宋雨，至今依然色彩艳丽、笔
致精湛。如《神话故事图》将伏羲、女
娲、朱雀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绘制灵
秀飘逸，线条工致畅达，色彩华丽鲜

亮，既有民族特色，亦有西域风情。这些佛塑壁画已存
在了千年，但佛祖的神采、观音的慈祥、飞天的旖旎、金
刚的威武、罗汉的禅思，至今使人感到他们还像有生命
似的和我们相逢。莫高窟是不朽的，敦煌是永恒的。
我们最后参观的是编号为 16~17号洞窟。窟前有

倚崖而建的三层木构窟檐，显得古朴庄重，俗称三层
楼。1900年，王道士正是在 16窟甬道北侧发现了藏经
洞（后编号为 17窟），这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次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发现，由此催生了世界性的“敦煌学”。藏经洞
是一个长宽各 2.6米、高 3米的方形洞窟。十一世纪初
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西夏军队，将大量的佛经、佛画、
法器及其他宗教、社会文书等 5万多件秘藏于此，然后
砌墙封门，墙面画上壁画。一千多年后的王道士偶然发
现后，经多次上书当地官府乃至清廷，均不被重视。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莫高窟，用 200两
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 24箱写本和 5箱其他艺术
品，敦煌藏经洞文物外流由此开始。

如今，藏经洞内空空如也，似可听到“嗡、嗡”的
回声。这是先辈心灵的悲鸣，还是历史无奈的叹息？
那道打开的小门，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记忆中一

道永远难以愈
合的被撕裂的
伤口。为此，陈
寅恪先生曾感
言：“敦煌者，吾
国学术之伤心地
也。”我想应当感
谢从常书鸿、段
文杰到樊锦诗等
敦煌守护人，正
是他们以青春的
贡献、信念的坚
守、生命的燃烧，
使敦煌才能穿越
岁月，沐月当歌，
迎日而舞，流光
溢彩。

我的游泳传奇
张百年

    我的故乡是江苏建湖，河网密
布，水乡也，水的面积占了三分之一。

有个同学教我游水，就是将我推
到水深处。我不会游呀，拼命挣扎，他
有时拉我一把，有时不拉。几回下来，
我会游了，姿势是狗爬式，这时我 8岁。

我 16岁参加革命，被分配在华
东公安部工作，住在一个叫上草湾的
群众家里。上草湾就在淮河边，比我
大两岁的同事金起强
也会游水。我就是想
到淮河里游一游，不
枉此行。我俩可不是
就在河边玩玩，而是
要游到对岸去。这一段河面特别宽
阔，有 200米的样子，河水湍急，滔滔
南下。冒险呀，好奇呀，我俩这就下水
了。已经不是自己游，而是被河水冲
向下游，也算到了对岸了，费时大约
30分钟，但已下去三四百米，我俩也
已精疲力竭了。幸亏有一艘民船经
过，才将我俩送回。

我俩返回时，被处长狠狠地训了
一顿，关了 3天禁闭，写了检讨书。

第二年，我调苏北滨海农场工作。
怎么啦？河、湖都游过了，现在就

差游大海了。这一游，以后对同志、朋
友、儿孙，也好夸夸海口。然而，毕竟

离海三十多里，
又没机会离开

单位，虽蓄谋已
久，但未能游海。
不过，单位面临着一条大河，就是全长
60多里的新淮河，河水清澈，幽幽雅
雅，宽不过几十米，游过来游过去，小菜
一碟，这也算是过了过游泳的瘾头。
我十九岁那年，被调到上海延安西

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保卫科工作。真
是得其所哉！该单位原为美国乡村总会，

有漂亮的舞厅，更有两
个游泳池，一个是幼儿
的，一个是成人的。除非
情况特殊，夏天我是天
天下池的。因为我爱游

泳，有两年的冬季，单位工会又让我去上
海市体委温水游泳池学习。所以，这两
年，我每年游泳超过 100次。当然，我也
学会了蛙泳、蝶泳。我是单位的游泳安全
员和教练员，老同志称我为“水军大都
督”，好像我就是“三国”里的周瑜了。
退休了，家在浦东张家浜附近。那里

曾经是条臭水浜，政府耗资几个亿，清理
好了，河水清清。当然，我也下水游泳了，
游了 3次。那天有人呼喊：“喂！老先生，
不可以游泳的，快上来！”是的，一边是竖
着禁泳牌子的，我只好老老实实上岸了。

那我就回身去游泳馆，可是，65岁
就不让进馆了，而那年，我已经 81岁了。
这样，我 73年的游泳生活，就这样结束
了，我不觉感慨连连。

留
住
一
只
燕
子
窠

高
明
昌

    前几日回家，看见二
妹家阳台的水泥地上，铺
着一只蛇皮袋，袋的两边
都用花盆压着，盆里的花
是月季花，一盆盛开着，一
盆花苞刚形成。两盆花南
北距离在一尺左右，花枝
对望，却不碰撞。中间的袋
面上堆着一堆鸟屎，灰里
有白，白里带黑，顺
势微微隆起着，在
灰青的地上，硬是
显山露水，有点不
和谐，便问：好好的
水泥地上放这个干
什么？二妹呵呵，又
笑笑：有鸟粪。
鸟粪？我突然

下意识地想到了燕
子，想到了燕子窠。

抬眼寻去，就
一惊，我看见了一
只燕子窠。燕子的窠，离地
三米有余，贴着弯转而垂
落的水泥墙壁，顺着壁
檐，鸟窠就贴在壁檐上
面，像是切了两次的西瓜
截面，一面紧挨着墙壁，一
面悬空在墙壁的外面，利
落、孤寂、宁静，很像墙上
雕刻出来的灰白浮雕，沉
稳里夹着苍老。

一只燕子飞了过来，
也没有盘旋，直接飞进了
窠里，慢慢地露出半个头。
我看见了燕子的尖喙，尖
喙如钩，十分硬派。它朝我
望望，我朝它看看，大家都
觉得面熟陌生。我没有笑，
没有出声。燕子的头不断
地旋转，像是环顾的样子，

居然没有一记叫
声。它有些警觉，开
始狐疑：下面怎会
有人？我等着它开
口，等了几分钟，没
有听到。后来燕子
飞出去了，从楼房
的檐底飞出，再朝
上，再朝南，几秒钟
里，我看见的只是
天空，天空碧蓝，燕
子去了哪里，我无
法知道。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看得最多的不是燕子，而
是麻雀，麻雀满天飞。
麻雀是不愿意衔泥式

地劳作的，这个活儿太艰
苦，麻雀比人懒，喜欢在茅
草屋的檐口钻个洞，就当
作生儿育女的窠了，再龌
龊也不管。燕子爱清洁，是
劳碌命，从不喜欢现成的

东西，总要寻一个地方筑
窠，后来就在我家屋梁的
第二根梁柱上做起了窠。
燕子喜欢夫妻同劳动，一
只飞出去，一只飞进来，一
天天过去，窠中从几根草，
变成一堆草，变成了一只
窠，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粘上房梁的，也不知道为
什么不会脱落坠地，大人
们也从不向我们解释这是
什么原因。大人只告诉我
们，燕子是好鸟，不要惊
扰，不要嫌弃它们落下来
的草草泥泥，更不能将窠
撬落地面。燕子也懂事，要
尿尿了，就飞出去。后来我
们家造了楼房，没有了三
角屋面，燕子的窠没有地
方筑了，燕子就到对面的

大树上去，挑了一处枝丫相
碰的地方筑窠，虽然风吹雨
打，毕竟有了家。我那时会
问，窠会湿掉吗？母亲答，
当然湿的，天晴了就干了。
天晴了就干了，天连

续几天下雨呢？
现在看到了燕子窠，

就觉得自己心善，心善要
坚持下去。二妹说，留下这
只燕子窠。我说，是
的，必须留下这只
燕子窠。
留住一只燕子

窠，就能在家里看
见飞燕，飞燕能勾起对自
己美好的童年想念；留住
一只燕子窠，就是想象茅
草屋的逼仄与温暖，能够
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知
足就有了依据，有了根
基；留住一只燕子窠，就
可以在窄化生活里去菜
园锄锄草，去花圃看看
花，闲适就有了田地，有
了话题；留住一只燕子
窠，就可以让燕子归来时
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家
园；留住一只燕子窠，就可
以在蒲公英花絮里听见孩
子们天真的笑声，长大的
蔬菜里闻见田园丰收的气
息；留住一只燕子窠，就能
看见湛蓝的天空，就能懂
得飞翔的壮观；留住一只燕
子窠，就能看见天伦之乐的
表达；留住一只燕子窠，就
可以常常看到燕子，常常
想到自己。

燕子窠悬在头顶，就

像头顶悬着的一盏明灯。
燕子窠里空荡荡，没

有燕子的燕子窠是冷清
的，冷清是暂时的。燕子出
去飞翔了，飞翔就是劳动，
劳动终归有收获。燕子一
定会回来，如同我一定回
老家一样。我到老家就是
串串门，烧烧饭，说说话，
随意随性，母亲从不说我，

母子连心，说什么
不说什么，都能知
道与理解。燕子还
没有到我这个地
步，这是我的责任，

我要先善待它，认识它，保
护它，先给它微笑与问好，
等到相识那一天，我相信
燕子一定会仔细看着我，
看了几秒后，会对我微微
笑，会对我轻轻说。

我估计我可以听懂燕
子呢喃的意思。

一览众“山”小 （摄影） 沈丹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