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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鸟态观”
文 周颂鲁

去年，我居住的金虹苑小区精
品改造，新建了一个生境花园。花园
中央还竖起了一座海拔 3 米，面积
5.5 平方的观鸟台。我是一个爱鸟
人，从小喜欢鸟。随着长大变老，攒
了不少鸟的故事，想写点生态方面
的稿子。家门口有了观鸟台，打心眼
里高兴，便兴致勃勃地将这些故事
抖落出来，梳理成文，戏称之“我的
鸟态观”。

爱鸟的孩子
追根溯源，爱鸟护鸟是我最原

始的“鸟态观”。外公曾说起过，
1951 年夏，5 岁的我跟他去茶馆
玩。茶馆里座无虚席，四壁挂满了鸟
笼。那些貌似“养尊处优”的小家
伙，用鸣叫和肢体此起彼伏地诉说
着各自的无奈和痛苦。这种压抑感
折磨着我，让我难受。正巧，身边鸟
笼里有一只黄雀向我求救。目睹此
状，无法忍受，毅然打开鸟笼将自由
还给了小家伙。我的“大义凛然”被
当场抓了“现行”。一位“白胡子”
将我扭送到了外公面前。外公好说
歹说，最终还是赔了五角钱。那个年
代五角钱已经不少了，在淮海路“光
明邨”面馆能吃一碗上好的虾仁面。
另据母亲回忆，这个夏天，我还做过
一件“治病救鸟”的好事。某日中

午，一只翅膀受伤的麻雀掉进了天
井。我没有把它扔走，将其安排在阴
凉处，给它吃米、喝水，还找出了红
药水。第二天，麻雀能飞了。母亲告
诉我，“飞走的一刹那，小东西感恩，
扭过脑袋在空中朝你拍了拍翅膀。”
可惜，我少不更事，没有知识，

爱鸟护鸟只是出于“人之初”的“性
本善”。“性本善”本不是坏事，但没
有科学知识的支撑，易碎，靠不住。

从无知到包容
上世纪 50 年代末，粮食匮乏。

在人的印象中，麻雀已经沦为偷吃
稻谷的“害鸟”了。1958 年春，我
12岁，小学快毕业了。受舆论影响，
又加上缺乏知识，人之初的“鸟态
观”就此颠覆。在一场全市性的灭
雀行动中，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站上
屋顶，竖起稻草人，敲锣打鼓，使出
浑身的解数轰赶麻雀。在“无知”的
驱赶下，我几近疯狂。弱小的麻雀如
惊弓之鸟，精疲力竭，纷纷坠地......
随着“性本善”的分崩离析，我已经
不是那个爱鸟的孩子了。
当年入秋，我上初中，新开了一

门“动物学”。课余，还参加了由范
老师主管的“动物兴趣小组”。这位
年轻的女教师挺有意思，第一个月
四次活动玩的都是麻雀。她先带我
们去野外观察麻雀吃些什么。还上
了一节解剖课，解剖了一只麻雀的

胃。知识就是力量，分析了麻雀的
食性后，我终于明白了它是益鸟。
范老师亲自主持的两节讲座也很给
力。她从“错怪麻雀”说起，告诉大
家动物有缺点也有优点，需要科学
分析、正确对待、千万不能想当然.....
.从动物复杂性的各种实例中，我第
一次接触了“包容”，感受到了科学
知识的美丽和魅力。那阵子，我常
常在想，麻雀被冤枉，一定很伤心，
估计还会哭鼻子。可是没有，小东
西们生来胆小，一有风吹草动依然
像做贼似的轰然逃亡。见到它们，
泪目的常常是自己。不久，为了将
“包容”落到实处，兴趣小组又有了
新花样。同学们组织起来，戴上红
箍，课余在校内外没收“弹弓”、禁
止掏鸟蛋，还大张旗鼓地宣传爱鸟
护鸟...... 那时候，我特别佩服范老
师，她教了我 3 年，是范老师把我
从“无知”带进了“包容”。

我的长情告白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新疆建设

兵团，又先后在江苏和上海的两个
农场工作。满打满算 40年，几乎一
辈子都在上山下乡。农村是我广阔
的天地，也是鸟的广阔天地。在这
美美与共的广阔天地里，也有不少
鸟的故事。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要
数 1987 年 9 月在海丰农场邂逅
“徐秀娟舍身救鹤”的那段经历。

海丰农场地处江苏盐城，是上
海的一块“飞地”，属于上海市管
辖。我供职的对虾养殖场在黄海之
滨的滩涂上。9月中旬某日深夜，盐
城自然保护区的领导来电说，“鹤
场有一位养鹤姑娘，为营救两只失
踪的丹顶鹤在滩涂上失联了，请求
协助。”我当即找了两个同事，心急
火燎地驱车救助。在对方指定的区
域里忙了一晚上，一无所获。两天
后，保护区总机电告，“养鹤姑娘牺
牲了，找到她的时候，躺在滩涂的小
河里，倦缩着身子，像睡着了。她叫
徐秀娟，才 23岁。”
几天后，我去鹤场办事。恰逢徐

秀娟头七，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挤
满了人，这是一个缅怀逝者的座谈
会。我办完事便蹲在里边听。徐秀娟
是东北妞，出生在齐齐哈尔的一个
养鹤世家，打小跟着父母养丹顶鹤。
1985年，她被家乡推荐去东北林业
大学进修，学的是动物保护专业。小
姑娘家庭贫困，学费减半也不足以
支撑学业。吃饭经常是馒头就开水，
晚上还要挑灯夜战自学英语。钱不
够花，瞒着老师和同学去卖血。卖血
的事是去世后在她用英语写的日记
里发现的。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徐
秀娟不得已将两年的学业压缩成了
一年半。但结业考试的成绩没有压
缩，11门功课依然有10门是“优”。
下午，继续蹭会。结果得偿所

愿，了解到了更多徐秀娟的优秀事
迹。1986年 5月结束学业后，小徐
从老家坐火车去盐城保护区的鹤场
工作。一路上还孵着三枚鹤蛋，用一
个旅行包，一个暖水袋和一个温度
计穷对付。火车上有热水时，她将蛋
焐着热水袋放在旅行包里。一旦断
了热水，就只能贴着肉揣在怀里了。
全程 2300 公里，坐火车难，坐汽车
的一段路更难......就这样倒腾着，三
只活灵活现的雏鹤变魔术似地破壳
了，这是她送给鹤场的见面礼。进了
新单位，还有比玩“变魔术”更难的
事在等着徐秀娟。那年头，低纬度越
冬孵化是世界级的难题，但“世界
级”没吓着小徐。她开动脑筋、土法
上马，用老家打土炕的办法建起了
孵化设备，硬生生地剁掉了这个不
可一世的“世界级”。
这就是徐秀娟，这就是她对丹

顶鹤的爱，对“生态文明”和“环境
友好”的理解。35 年前，她的故事
写成了歌、拍成了电影。今天，该怎
么告慰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环保
烈士？在我的心目里，家门口的“观
鸟台”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象征
着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凭栏眺望，我
告诉徐秀娟，“在这座城市里，你的
‘爱’和‘理解’已经成了千千万万
人的追求。我要向你学习，做一个像
你一样的人。”这就是我全新的“鸟
态观”，也是我的长情告白。

【诗歌】

端阳
文 刘祖年

去年今日此门中，
贺客端阳祝寿翁。
虎岁亲朋何处去，
龙舟不见沐清风。

疫语
文 杨松涛

蛤蜊炖蛋初尝春，
伫望窗外杏花村，
但见花艳垂柳枝，
难觅恋花踏青人；
寒门苦对同林鸟，
禁足笑问封门神，
何时菩萨福祉降，
莺歌燕舞泽众生。

壬寅
文 杨松涛

封控一月二更天，
忧愁三区四筹膳，
五月解放六六顺，
七八九十可浪漫；
收官两月迎瑞雪，
同心沪城共患难，
宅家疫战书峥嵘，
喜看明珠多璀璨。

春晓
文 杨松涛

黄浦江畔新冠闹，
国运之战剑出鞘，
八方驰援大白忙，
凡人微光助降妖；
缺食少药只等闲，
动态清零是正道，
千舟竟发送瘟神，
万家灯火迎春晓。

夏日
文 刘祖年

凉风习习早晨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小院荷花窗上映，
冰茶入口暖心田。

解封
文 杨松涛

防范管控也有险，
禁足防疫守底线，
男女老少齐行动，
合力护墙防阳缠；
和风纾难稀缺物，
细雨滋润邻里间，
六一无恙迎解封，
举杯同邀明月赞。

十年板报
一腔情
文 周以人

自幼习爱彩涂鸦，
书画美术伴生涯。
文化阵地勤耕耘，
校园企业赢赞嘉。

退休岂能空闲暇，
激情燃烧似晚霞。
请缨装点宣传栏，
特色板报品位佳。

精湛内涵不掺假，
科学保健远离邪。
文章警句贴生活，
图文并茂功夫下。

十载文创志愿大，
余热奉献行美雅。
七彩平台争殊荣，
时代发展绽新花。方国珍 摄

方国珍 摄

陆海雄 摄

陆海雄 摄

《新泾·社区晨报 》是
一份覆盖新泾镇地区的属

地化报纸，说的全是“自家
门口这点事”，涵盖衣食住
行、 生活服务全方位的信
息，每月 1 期，送达家家户
户。 目前长宁区域已有新
泾、周家桥、仙霞、华阳、天
山、虹桥 6 张社区晨报。 如
果你喜欢我们的报纸 ，想
报名登上栏目， 或者对我
们的报纸有任何建议或者

意见，欢迎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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