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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0多米外的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叽叽喳喳的
声音也越来越大。鹤爸鹤妈开始变得更加不安起来，它
们的脑袋不停地转动，警觉地四处张望，翅膀微微张开，
一副随时准备攻击的样子，根本就顾不上王小胖在一边
嘚吧嘚吧嘚地说个不停。

这时候，赶到现场的那位老民警，大家都叫他老好
人，他也来了。我知道老好人是谁，就是给我待的纸箱
铺小垫子的人。大夏天的，其实我凉不着，但他这个举
动让离家受伤的我心里特别暖和。老好人赶紧联系了
莫莫格救助站，站里的人听说后，也很快派人赶到了现
场。用宋丹丹的话来说，当时的场面，那是人山人海、盛
况空前。

其实麻雀这家伙一学啥就夸张，现场肯定没有那么
多人，但据说围观者都被派出所的同志给劝退了，他们
怕惊到丹顶鹤，毕竟丹顶鹤一家是重点保护对象。

保护区的同志们闻讯匆匆赶到了现场，他们小心翼
翼地靠近鹤窝，经过一番仔细检查，确认4只丹顶鹤没
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刚刚孵化出来的鹤崽实在太小了，
身体还很虚弱，不能随便搬动，需要在原地好好照料，挺

过15天才能将这窝丹顶鹤带回保护区。
既然暂时带不回保护区，那么就地“保护”的艰巨任

务就落在了派出所的同志们身上。这可真是个棘手的
问题啊！正是春耕的关键时候，要是一动用那些大型耕
种设备，这一家4口丹顶鹤不得被吓跑了呀？小鹤还不
会飞呢，那俩大的要是飞走了，小鹤可就难活了。这事
可得好好和刘大哥商量商量，到底该咋办啊。

曹所当场就把这片稻田地的承包人刘大哥给找来
了。“你瞧，丹顶鹤一家就落在你家这一亩三分地上了。”

一听说丹顶鹤在他家地里孵化出幼鹤了，刘大哥倒
是个爽快人，当即表示那片地不种了，就算今年不能补
种，这片地也要先可着这窝丹顶鹤用。刘大哥说：“这可
是国家保护动物，咱可不能因为种地就不顾它们的死
活。”麻雀说的时候，声音变得轻柔了，我听出了感动，人
类中，还是善良的人更多。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15天里，24小时人工“护鹤”
成了派出所警务工作外的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他
们在离鹤窝10米左右的地方搭起了简易的帐篷，大
家轮流守护，三两小时换一班岗。人手不够的时候，
所里的其他人就把饭菜送到现场。总之，就一个原
则，鹤窝不离人、鹤前不空岗，24小时倒班守护、投食，
时刻防止群众近距离围观，不让丹顶鹤受到一丁点儿
惊吓和野兽侵袭。

那两只成年丹顶鹤一开始对人类还是充满了戒备，
只要有人稍微靠近一点，它们就会发出警告的叫声。但
是派出所的同志们一直都很有耐心，他们每天按时给鹤
一家送来新鲜的食物和水，轻声地和它们说话，虽然鹤
爸鹤妈也许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但我想它们一定能感受
到人类的善意。慢慢地，两只成年丹顶鹤也在与同志们
的共处中产生了感情，不再像一开始那样紧张了，甚至
还允许他们靠近看看鹤崽，这可真是给了派出所的同志
们很大的面子。

经过派出所15天的日夜坚守，在镇南筑巢育雏的
丹顶鹤一家平稳度过绒羽期，在飞羽期终于被保护区工
作人员平安带走了，它们回到了莫莫格自然保护区。

按说丹顶鹤一家被接走了，所里少了一项工作，大
家应该开心才是，可奇了怪了，自从这窝丹顶鹤走了之
后，最初的一段时间，所里的几个人就跟日子缺点啥似
的，整天都有点无精打采。到了周末，不值班的几个人
一商量，居然驱车去了保护区，专门前去探望。我听麻
雀说，他们到了保护区，看到丹顶鹤一家生活得很好，这
才放心地回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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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图片：本报记者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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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东海的散文集《五棵树上空的月
亮》以白城镇赉五棵树村为地理坐标，
在东北方言的韵律与自然意象的层叠
中，构建了一座连接乡土记忆与城市回
望的文学桥梁。这部作品不仅是乡愁
文学的“穿越表达”，更在方言语料、自
然意象群与时代精神的交织中，呈现出
东北乡土文学的独特美学价值。

方言叙事：
乡音的肌理与情感的温度

在作者的笔下，东北方言词汇运用
比比皆是，比如“那嘎达”“干啥”“咋的”
等，这些并非简单的语言点缀，而是作

为情感密码与地域身份的标识，嵌入叙
事的肌理。这种方言的“在地性”与城
市视角的“疏离感”形成张力——当作
者以移居者的身份回望故土时，方言成
为唤醒记忆的钥匙，既重构了童年场景
的鲜活，又凸显了城乡文化碰撞中的身
份焦虑。正如《北京文学》评语中对语
言“讲究”与“结构精巧”的强调，作者将
方言的粗粝感转化为文本的呼吸节奏，
让乡愁在语言的褶皱中自然流淌。

自然意象：
原生态美学的符号系统

散文集中反复出现的“五棵树”“田
野大院”“野草”“公鸡”“花猫”等意象，
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乡土符号系统。这
些意象既承载着东北地域的自然特征
（如“五棵树”作为地标的历史沉淀），又
通过拟人化书写被赋予情感重量——
例如“花猫蜷在磨盘上打盹”的场景，既
是乡村日常的切片，又暗喻时光停滞的
永恒性。这种“草木有灵”的书写策略，
与《山中芝兰》对云南山村“草木淡雅幽
香”的象征性处理异曲同工，但赵东海
更强调意象的“功能性”：果树见证家族
繁衍，野草隐喻顽强的生命力，公鸡啼
鸣则成为乡村时间秩序的标尺。这些
意象群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逝，因而
其书写本身便构成一种文化抢救。

时空交错：
乡愁的双重维度

作者以“城市长大的人”视角展开叙
事，形成双重时空的交错：一方面，童年记
忆中的乡村是“未被规训的原生态乌托
邦”，如《父亲的马》中幻想之马对自由的
隐喻；另一方面，现实中的乡土在现代化
冲击下面目模糊，成为“回不去的田野”。
这种张力在《五棵树上空的月亮》中体现
为月光意象的变奏——记忆中的月亮“悬
在五棵树梢头，照着谷垛和萤火虫”，而今
却“被高楼切割成碎片”。这种时空对比，
恰如万玛才旦小说中“传统规矩与法律冲
突”的现代性困境，但作者通过诗性语言
将矛盾升华为美学沉思，使乡愁超越个人
怀旧，指向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的集
体记忆。

乡土文学的内在价值：
从地域性到普世性

该散文集的深层价值，基于将东北
方言与地域经验转化为人类共通的情感
结构。作品中“深沉的时代精神”并非直
白的社会批判，而是隐匿于细节：如“野
草从砖缝里钻出”暗喻乡土生命力的顽

强，“乡间大院门楣褪色”见证家族伦理
的变迁。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
与《高原的“野牦牛”》通过个体命运折射
时代图景的路径相通，但赵东海更注重
日常生活的神性挖掘——在《牧风人》等
篇目里，放羊老汉的烟袋、母亲的酱缸都
成为文化基因的载体。这种书写使东北
乡土文学突破地域局限，成为当代中国
城乡转型的微观史诗。

古 树 故 事

文图来源：《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

保 护 古 树 名 木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祖师树：
二级古树，树龄 450 年

此树枝繁叶茂，远看似鸾凤摆尾、蛟龙出海；近观似天蓬笼罩、密不透
风。相传，1659年瑞安活佛在庙宇奠基仪式上祭拜此树并发下大愿，发
誓用3年的时间建成此庙。1662年古庙如期建成，故名此树“祖师树”。
此后几百年间，凡来此寺院的香客都会祭拜此树。

祖 师 树

♠树种：榆树，榆科，榆属。
♠位置：通榆县向海乡香海寺内。
♠等级：二级古树，树龄450年。
♠状态：树高13米、胸径93厘米、冠幅12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良

好，现存状态正常。
♠古树历史：该树于1574年自然生长。

太白是星，黎明在东称启明、入夜在西称长庚，
就是金星，因为明亮，故称太白。太白是人，是唐朝
大诗人李白。《新唐书》记载：“李白，字太白……白之
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原来李白的字来源于星
辰。太白是山，秦岭主峰，在眉县、太白县、周至县交
界处。前蜀杜光庭撰写的《录异记》记载：“金星之
精，坠于终南圭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其精化为白
石，若美玉，时有紫气覆之。”《录异记》属于志怪小说
一类，不足为据，姑且一听。三个太白，太白星是源，
李太白和太白山是流。

有一首诗把名为太白的星、人、山全包含了，这就
是李白的《登太白峰》：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
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出发向西，攀登太白
峰，在日落时分才登上顶峰。开头两句可谓开门见山，
从登峰之晚可以想见山峰之高。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太白星同我对话，为
我打开天关。太白是最亮的星，也是黄昏第一颗出现
的星，有时候太阳未落都能看见。随着夜色渐深，众星
逐渐现身，这就好像是太白星打开了天门，让人看见众
星。诗人也叫太白呀，三个太白全部出场了。

“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我愿乘清风离去，飞
行于浮云之间。太白峰海拔3700多米，夜间自然是清
凉之风，而云气就在四周飘荡。见到此情此景，一般人
都会心旌摇荡，何况浪漫的李白呢？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举手就可以触摸到

月亮，向前飞好像已无山峦阻挡。这是一种居高临下、
自由自在的感觉。

“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一旦离别武功而远
去，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呢？唐代，太白山在武功县，此
处用武功代表太白峰。高峰之上不可久留，长安可以
久留吗？似乎也不可以。还能再回来吗？不知道。全
诗以问句结束，表达的情绪比肯定句更加丰富。

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30岁，第一次入长
安。李白有政治抱负，到了长安，历抵卿相，却不被赏
识，也没有见到皇帝，只能悻悻而去。

天宝元年（742年），李白42岁，第二次入长安。
这次是应诏入京，李白以为机会来了，饮酒高歌，“仰天
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诗得到唐玄宗
的喜爱。但是李白恃才傲物，并不适应翰林供奉的角
色，结局是李白上书请求离去，皇帝赐金放还。

有学者认为，《登太白峰》作于李白第二次离开
长安之前。在离开长安的途中，他登上了太白峰，写
下了这首诗，表达了对仕途失意的感慨和对自由生
活的向往。

李白是不得意而离开长安的。不过，李白终究是
一个乐观主义者，即使是不得意而去，仍然相信天生我
材必有用，还未离开就开始想“何时复更还”了。

而一诗三太白，《登太白峰》可谓独一无二。

乡 愁 的 根 系 与 方 言 的 呼 吸
——散文集《五棵树上空的月亮》的文本价值与乡土叙事

●刘焱

一 诗 三 太 白
●王月光

结语：
散文集《五棵树上空的月亮》以

方言为舟楫，以自然意象为航标，在
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的河流中溯
游。它既是对东北乡土美学的深情
重构，也为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文
化失语症提供了疗愈方案。这类创
作打开了本土作者作品走向读者的
广阔天地，而其更大的启示在于：乡
愁不应仅是怀旧的挽歌，更可以成
为重审现代性、重建精神家园的叙
事方法。当五棵树的月光照进城市
读者的窗口，那些被方言点亮的记
忆碎片，终将在文学中凝结为永恒
的乡愁晶体。

作者简介：
刘焱，白城市作家协会会员、援

疆教师。



辽北省政府办公旧
址。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这座戴着“T”形勋章的红砖
建筑，曾在殖民时代的寒夜里蟋
缩成独身者的囚笼。当1937年
的第一块红砖嵌入地基时，它或
许不曾想过，88年后，今天的我
们会踮脚数着砖缝里的年轮，我
们触摸到的不仅是未褪尽的昭和
十年砂浆——更是一个城市将伤
痕锻造成史诗的勇气。

时空折叠术

2023 年的春天，时光的针
脚将这座4558平方米的时空褶
皱细细熨平。45间展厅像打开的
魔盒：旧石器时代的隧石火种还
在黑陶罐底闪烁。

这座面阔80.09米的红色建
筑，如同平铺在洮儿河畔的活字
印刷版。7.8米至11米渐变不同
宽度的墙体，在阳光下形成琴键
般的韵律。这栋楼像固执的历史
学家，把每个时代的体温都揣在
怀里。

当年日本工程师设计的标准
柱距，如今悬挂着契丹铜镜、陈列
着 蒙 文 典 籍 ，45 个 展 厅 在
2725.38平方米的肌体里生长出
13个文明年轮。

文明的接力者

当 500 件文物在恒温展柜
中醒来，这座建筑突然变得拥
挤——鲜卑牧民的骨哨与当代
艺术家的钢铁雕塑在平行时空对
话，拓荒者的马鞭与新时代的全
息投影共享同一束光。建筑本身
也成了最珍贵的展品。

当春风再次吹过明仁南街，门
廊下那排修复如初的铸铁雨水管，
仍在用1937年的倾角讲述着土地
的故事。

生长中的纪念碑

每个走进这里的人都知道，真
正的建筑永生术是让历史的年轮
与时代的脉搏在同一个空间共振。

有人问，历史馆存在的意义
是什么？或许就是当海外游子的
乡愁与契丹春捺钵的箭羽共鸣，
这座红砖筑就的时空方舟便完成
了最庄严的使命：它不展览历史，
而是让每个走进来的人，都成为
历史的续写者。

建筑会老去，但记忆永远
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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