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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民

冬天来了，爷爷比平时更加忙碌，不但要照看养
殖场的牛羊，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为山里的动物
准备过冬的口粮。

20多年前，爷爷承包下近千亩的荒山，那时候的
山岭上，树木稀少，花草不盛，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
水土流失和沙化现象，承包合同签下后，爷爷几乎把
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植树造林，荒山治理上，
经过 20 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在的荒山，不但树木丛
生，花草繁茂，各类动物也随之而来，刺猬、花栗
鼠、瞎耗子（土拨鼠）、山兔、蛇、狐狸，甚至省级保
护动物飞虎 （鼯鼠） 也见到了踪影，更有灰喜鹊、蜡
嘴雀、啄木鸟、猫头鹰、松鸦、野山鸡等飞禽蹁跹而
至，爷爷巡山劳作的时候，每每与这些动物见面，都
开心不已，回到家里不厌其烦地和我们讲，今天见到
了飞鼠，又看到了一条镐把粗的乌梢蛇，见提到蛇我
们有些色变，爷爷轻松一笑，告诉我们，所有的动物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只要你不招惹它，它们是不会伤

害你的……
几天前，爷爷召集家里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会

上，爷爷高兴地告诉我们，通过观察，山上的飞禽走
兽有20多种，而且数量很多，动物多了是好事，可它
们的食物来源肯定会出现紧张，所以，我决定为它们
投放一定数量的食物，为避免动物争抢食物出现互相
伤害现象，需要开辟几个食物投放点。

爷爷的想法得到了全家人的一致拥护，于是，爷
爷带领我和哥哥还有年轻的侄子，拿起锹、镐、锤头
一路奔向深山。我们在爷爷指定的位置平整地块，垒
石头，钉木板，建起一个又一个高高矮矮的台子，为
防雨雪，我们还用木竿、树枝搭起了棚架，俨然是个
野餐厅的模样。爷爷说，高的是鸟儿们的八仙桌，需
要钉上槽，防止食物被山风吹走。低的是小动物们的
炕桌，要有斜坡，方便小动物上下，一切都按老爸的
设计建造。

老妈和嫂子姐姐们也不闲着，她们听从奶奶的指
挥，在家里筛选豆荚、地瓜、玉米粒、高粱穗子、蔬
菜的根、品相较差的瓜果，一一进行清理、分类装

好。我们就扛着这些食物上山，撒在一处处台子上，
然后，我们就隐在不远处，开始期待动物们的到来。
没过多久，我们就看到了花栗鼠欢快地跳上石台，抓
起玉米粒往嘴巴里塞，很快把嘴巴塞得鼓鼓涨涨，再
抱起一个地瓜，一跃一跃地跑走了；我们看到了刺猬
爬上石台后，滚动身子，背上扎了好几颗山楂、小
枣、胡萝卜块，慢吞吞地离开了。爷爷说，它们是在
储存过冬的食物呢，这个冬天，它们不会挨饿喽！我
们还看到灰喜鹊、蜡嘴雀、野山鸡一些飞禽，翘着长
长的尾羽，欢快地进食米粒、菜叶、秕谷，它们吃得
很多，像人一样，增加脂肪，好过冬抵御寒冷。

看着这一切，我们的心里乐开了花儿！爷爷更坚
定了办动物餐厅的做法，他安排我们多筹备一些适合
动物们吃的粮食，因为 冬天很长，一旦大雪封山，动
物们觅食就更困难了。爷爷告诉我们，一定要让动物
们吃饱肚子，温暖过冬，这样，冬去春来，动物们将
会繁殖更旺盛的生命，给我们的大山增添无限生机活
力，营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态环境！

（辽宁省岫岩县文学爱好者）

爷爷带我们打造动物餐厅

□郭增吉

大雪节气到了，仰望天上，日头高悬，一片晴朗。看天气预报，近期也没有雪。
不觉又想起有雪的童年。
记忆中，“大雪”前后经常下大雪。一团团，一簇簇，潇潇洒洒，纷纷扬扬，蓬蓬松

松，飘飘摇摇，鹅毛般漫天飞舞，编织成一块巨大的白色绒毯，囫囵蒙在了村落、山梁、田
野上。放眼望去，冰雕粉砌，银装素裹，玉树琼枝，茫茫一片，仿佛成了一个玲珑剔透的晶
莹世界。

我们会踏着积雪去上学。提一个瓦罐，瓦罐里装满了谷糠和锯末，慢慢地燃着，没有火
焰，但有暗火。手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其实，小小的瓦罐抵御不了彻骨的严寒，只是因
为心里有了一把火，便忘记了寒冷。我们会在口袋里偷偷地装一小把玉米粒，一粒一粒地埋
在火里，一会便会听到“噗”地一声，玉米开花了，蹦了出来，白生生的，香喷喷的，轻轻
地用拇指和食指捏起来，使劲吹去上面的灰，一下子准确地扔进等待已久的馋嘴里。

我们会在雪地里逮麻雀。冬天的候鸟都飞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麻雀。冰天雪地，小东
西们没吃的，饥肠辘辘。我们就扫出一片空地，拿一个筛子，用一拃长的木橛子支开一道窄
缝，把一根长麻绳拴在木橛子上，筛子下面撒一把糠，然后藏在暗处观测。麻雀先是飞下
来，落在筛子旁边，警惕地向四周观看。见没有什么情况，便试试探探地钻进筛子下面，在
谷糠里寻寻觅觅，想找点吃的。这时候，我们会不失时机地拽动麻绳，筛子“啪”的一声落
地，把小手伸进里面，很快便摸到了麻雀，多了，一人会分到一只。大家用细细的线绳子拴
住麻雀的一只腿，一扔一扔地让它飞，绳子短，一飞便被拽了下来。不用几天，麻雀便被糟
蹋死了。我母亲信佛，不让我杀生，我常常是小玩一会儿，便把麻雀放飞。

我们会到野外滑雪，堆雪人。一个个小伙伴凑到一块儿，排成行，从村南面四五米高的
岸上顺着斜坡儿往下溜，像坐滑梯一样。还有的干脆一个无底跟头就翻下去了，一下子摔在
雪地里，浑身像裹了一层雪，摔不伤的，积雪犹如厚厚的海绵垫。沟底，地势平坦、宽阔，
大家在雪地里嬉戏滚闹，你抓一把雪砸在我的屁股上，我抓一把雪，塞在你的脖领里。渴
了，抓一把雪塞进嘴里，慢慢融化，冰冰的，还有一丝淡淡的甜意。我们都看过《林海雪
原》连环画，很羡慕剿匪小分队的滑雪。没有滑雪板，就几个人牵扯着往前滑，一不小心，
一个人滑到了，一串人都会被拽到，嘻嘻哈哈爬起来再滑。直到累得筋疲力尽了，喘几口
气，又蹲在树根前，围成圆圈儿堆雪人。虽然堆得很粗糙，可也有头有脸的。扯一把干枯的
芦苇叶，插在雪人的头顶和下巴上，看起来活像一个须发蓬乱的小老头儿。再折几根长长的
苇杆，用脚踩扁，弯起来把雪人拦腰捆在大树上，一边高喊：“捆住小鬼子啦！”一边拍着手
走开，让那倒霉的“小鬼子”在冰天雪地里受惩罚。

雪又下起来了。我们站在高岸上，任雪花一片一片轻盈地钻入芦花阵里，再俏皮地飞落
到头上、身上。这时，天是白的，地是白的，雪花是白的，芦花是白的，孩子们也是白的，
真辨不清哪是天，哪是地，哪是雪花和芦花，哪是我们自己了。

几十年过去，环境日趋恶劣，气候也渐渐地面目全非，有的年头甚至就是一个干冬。这
雪都到哪里去了？

哎，还是常常想起童年有雪的日子。
(河南省林州市文学爱好者）

○程应峰

白云之上
钢铁也可以飘逸
轻舒漫卷的思绪
蕴藏着琼浆玉液

不能说
有高度才有绚丽

但可以肯定
有高度就一定有惊喜

白云之上
有白云制造的奇迹
阳光以阳光的方式
见证尘世的美丽

云山云水
于空旷无护栏的天穹

随阳光节奏
以生动的方式
教思维崛起

夜色里的故事
夜色里的故事

拉开序幕
洒水车从容驶过

柔软的音乐
水色动人

徜徉于有温度的文字
柔和的灯光

烙印在夜色里
静静抚慰

一颗孤独的灵魂

灯光漂白的空间
茶色玻璃

以无与伦比的优美
让饱满的夜色

在情感世界惬意走动

夜色里的敲门声
如此分明

一个人轻唤着
另一个人的名字
他们以爱的名义

让流逝的分分秒秒
漾开热切的回声

（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

白云之上
（外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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