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自然，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神奇的

生 命 。 今 天 我 们 去 了 海 洋 极 地 动 物

园。看到了不一样的大自然。

我们先去了极地馆，里面有各种各

样的冰川生物，海狮，海豹，企鹅，北极

熊应有尽有，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不一

样的一面。而万众瞩目的还是鲸豚表

演“海上生花”。 随着灯光的亮起，海

豚也逐渐亮相。在驯兽师们的指挥下，

海豚们一会儿翩翩起舞，一会儿又潜入

海中来了一个漂亮的后空翻，赢得人们

的赞赏。而最精彩的是“海豚骑士”。

只见“骑士”们骑在海豚身上，抓住脊

帆。突然他们又跃入空中，跳下。但不

一会儿，又重新浮出水面，跳了一段“人

豚交谊舞”。美妙的身影在灯光下时隐

时现。好看极了。

接着我们去了海洋馆，里面有各式

各样的海洋生物，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

小丑鱼，五颜六色，花花绿绿，好看极

了。人们常叫它“小丑鱼”，但它其实一

点也不丑。

你知道吗？小丑鱼和海葵其实是

“好伙伴”。两者是自然界罕见的共生

关系。小丑鱼为海葵提供食物，而海葵

则为小丑鱼提供保护。两个不同的物

种却能相互依靠，大自然可真是神奇

呀！

海底除了有迷人的海葵，还有各式

各样的海草，如果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

海草附近有一种微小的生物，它的名字

叫做海马。朋友，你可知道？小海马可

是有海马爸爸来养育的哦，大自然是不

是很神奇呢？

海草从中除了海马，还有另一种神

奇的生物海龙。它如同一根线长着黑

白条纹的线，嘴中有一根细细的管子吸

食海蚤。

而更加奇妙的生物当属珊瑚。各

式各样的珊瑚在海洋中绽放了独属于

它的美丽。你知道这么美丽的珊瑚是

怎么出现的吗？其实珊瑚是一种昆虫，

他们将生下的卵子顺水漂流，最后吸附

到其他的石头上等待孵化。那些孵化

出来的再吸附到石头上，于是越来越

多，越来越多，最后形成了珊瑚礁。

除此之外那里还有各种螃蟹、小

虾、小鱼、海星、贝壳和海螺，令人目不

暇接。

最后，我们还观看了海狮、海象和

美人鱼表演，去了冰雪乐园，才恋恋不

舍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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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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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横今年 25岁。

20 岁前，熊横的日子过得像在天堂里

一般，他一生下来，楚怀王就格外喜爱他，

立他为太子。熊横每日里林间逐猎，宴饮

寻欢，过得是不能再舒服了。直到他过了

二十岁的生日不久，日子就翻天覆地了。

以前有多舒爽，现在就有多憋屈。

那年，张仪用六百里商於之地作饵，骗

楚怀王与齐王翻脸，撕毁了齐楚盟约。随

后，楚怀王派人去接收商於之地，却被张仪

告知：我答应的仅仅是我自己封地的六里

地。六百里？恐怕是你家楚王听错了！

楚怀王大怒，出兵伐秦。结果先败于

丹阳，再败于蓝田，蓝田、汉中皆落入秦国

之手。屋漏偏遇连阴雨，楚国西线这边一

败涂地，北线又传来噩耗。本来，齐楚同

盟，楚国北线一直太平无事，但是楚怀王撕

毁盟约，齐王当然不会受这等窝囊气，他联

合魏韩讨伐楚国。双方在垂沙发起决战，

结果楚军惨败，主帅唐昧被杀，联军乘胜直

逼楚都。楚怀王无奈，两害相权取其轻，他

忍气吞声，派太子熊横入秦为质，向秦王求

援。秦国派出大军，逼退齐魏韩，楚国暂时

算是安稳了下来。

熊横贵公子哥当惯了，身在秦国，依旧

是那般高调奢华。当然他也有高调的资

本，因为楚国虽败，但毕竟是南方大国，底

蕴深厚。楚怀王又心疼儿子，送他去秦国

做人质是迫不得已，担心他受委屈，所以，

准备无数的钱财任他调用。

无论在哪，有了钱，人总会高看几眼嘛！

于是，熊横在秦国，继续如同在国内一

般，可着劲地玩闹炫耀。时间不久，他身边

就聚集起一帮秦国的公子哥们，大家在一

起，玩得简直太过开心了。这期间，免不了

发生各种狗血事件。偶尔有些事弄得太过

分了，有人上报到秦王那里。秦王听了，微

微一笑，摆摆手，不置可否。再有人来说，

秦王就笑道：“他有钱，就让他花。在秦国

花钱，花多少，我们都欢迎。至于这些小事

情，只要不过分，就随他去吧。”

熊横哪能想到这些呢，他见出了啥事都

没事，越发嚣张起来，终于惹出了大祸。为

了争夺美女，熊横失手把一位秦国官员给杀

了。私斗杀人，这在秦国，可不得了。秦法

严禁私斗，违者重处，若因之而杀人，斩立

决。熊横再嚣张，却也知道秦法的严苛，他

慌了神，没有办法，只好一走了之。楚怀王

看到太子不告而归，吓了一跳。了解情况之

后，他本来应该与秦王把这事好好谈一谈，

好歹给秦王一个面子。但他心疼儿子，就当

这事没有发生，准备蒙混过去就算了。

楚怀王这样做事情，对于秦王来讲，心中

实在是乐开了花。他本来就想找茬再攻楚

国，现在楚国自己把理由送上门来，那就不客

气了。于是，秦王以此为借口，发兵攻楚，一

口气打下楚国几座城池。楚怀王吃不消了，

没有法子，便向齐国求救。刚刚和人家翻了

脸，现在就舔着脸求救，对于楚怀王来讲，也

是很没面子的事。但现在性命攸关，也顾不

了许多。为了表示诚心，太子熊横便又来到

齐国做人质，换来齐国出兵救楚。

秦王见齐国出兵，也不好继续打，便暂

时休兵。他提出个要求，要楚怀王前来武关

会盟，商议休战和楚太子杀人事件的解决办

法。楚怀王被逼无奈，只好前往武关。这一

去，就被秦王挟持至咸阳，扣留起来，威胁他

割让土地。楚怀王这次颇有骨气，宁死不

屈，结果被囚禁。目前楚国王位虚空，乱作

一团。身在齐国的太子熊横，时时刻刻想逃

回楚国，为父报仇。但齐国防范非常严密，

他无隙可乘，只能待着，无可奈何。

这一天，孟尝君前来拜访他。

熊横一见孟尝君，不觉双目泪下，道：

“嬴稷小儿背信弃义，囚禁我父王。我心如

同刀绞。”

孟尝君唏嘘道：“我在秦国时，曾拜见

楚王，他对谁都不肯说话，满头白发，苍老

了许多。”

熊横听了，顿时掩面大哭。

孟尝君厉声道：“熊横，你父被人欺辱，

你不知报仇雪恨，在这里哭哭啼啼，算什么

男人？”

熊横闻言，一口咬在臂膀上，鲜血直

流，咬牙道：“我日日夜夜，都想着要吃嬴稷

的肉、喝嬴稷的血！可是，你看看我现在的

处境。我只不过是贵国的一个人质！一个

囚犯！这栋宅子外面，围着几十个全副武

装的士兵！我自身难保，我能怎么办？”

孟尝君见他这样，面色缓和下来，道：

“假如，放你归国，又能如何？”

熊横听了，抬起头，盯着孟尝君，道：

“我将竭尽楚国之物力，换回我父王。”

孟尝君道：“嬴稷扣押楚王，就是为了

割让楚国土地。楚王若是同意，嬴稷早就

放他回国了。你答应了嬴稷的要求，你觉

得，这是你父王想要的吗？”

熊横道：“那怎么办？”

“假如楚国另立新王，楚王失去了利用

的价值，嬴稷或者会放了他。”

熊横惊道：“另立新王？”

孟尝君道：“对。你回国继位！”

熊横叹道：“就是要人继位，也轮不到

我。我在贵国，寸步难行。何况，国内几大

势力，肯定早已经有合适人选了。”

孟尝君道：“你是楚国太子，最合法的

继承人。齐王已同意你归国继位，特令田

章将军率兵护送。”

熊横惊道：“当真？”

孟尝君微笑道：“千真万确！”

熊横大声道：“我继位后，楚齐永为兄

弟之邦。”

次日，田章率领齐军，护送熊横归楚，

楚国群臣奉熊横为王，这就是日后的楚顷

襄王。熊横继位后，整顿军备，积极备战，

派人出使秦国，要求送归楚怀王。秦王得

知楚国另立新君，而且这个新王，居然还是

杀人潜逃的太子熊横。他勃然大怒，将书

信撕得粉碎，让人把楚怀王带来，当面威

胁，说只要你出面谴责楚国群臣，下令他们

驱逐新王，我就放你回去！

楚怀王白发萧瑟，冷冷地盯着秦王，一

言不发。秦王在楚怀王冷冰冰的目光下，

忽然也觉得有些理亏心虚，挥挥手让把楚

怀王带下去。

大臣嬴矩劝谏道：“现在楚国有了新

君，楚王留着也没有什么用，不如把他放回

去吧。”

秦王想起楚怀王那种眼神，由不得怒

气上升，道：“这个老儿，胆敢如此蔑视我。

我偏不放他，我要把那个杀人犯抓来，将他

们父子关在一起。”

公元前 298年，秦伐楚，兵出武关，天下

震动。 （待续）

那年正月，与朋友相约去宋家庄，参加市文化

馆组织的摄影艺术沙龙活动。开车十几分钟，便

到达目的地。只听得铿铿锵锵的声音穿云破雾般

传来，还夹杂着人的说唱声，这是当地群众正在表

演传统的孝义地秧歌。眼前一片红红绿绿，是表

演者穿的各种颜色的衣服，他们边走边扭边说边

唱。霎时，富有地方特色的闹红火的热闹之气在

这个古老的村落升腾而起。

街道两旁人挤人，摄影的、观看的，大家都被

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都在找着合适自己的角

度。闹秧歌的则按着套路，郑重而认真地表演

着。正月里，讲究的是个热闹气氛，窜街游行看红

火，这对于辛苦了一年的农人来说，是不错的精神

享受。过去，在我们汾孝一带，逢年过节、儿娶女

嫁等特殊时段，都会闹秧歌，锣鼓花棒的声音裹挟

着民风民俗豪迈地传来。多少年，光阴流转，世代

更替，很多东西改变了，但闹秧歌，耍皮影木偶，这

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却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闹红火的这条街，是村子的老街，古称“十槐

街”，是因了街道两侧曾栽有十棵古槐而得名。而

如今，街上只剩下两棵了。我想象着十棵树都开

了槐花的样子。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树上，一朵朵

白色的槐花丛丛簇簇地拥在一起。有风吹过，花

香扑鼻，馥郁又清幽。也许，只有这恬淡清幽的槐

树才能与这古朴素雅的老街形成一体，相得益彰。

从西堡门进入老街，一棵粗壮的老槐树雄宏

遒劲地站在那儿，看样子大概需要三四个人才能

抱住。这是一棵一半死亡一半还旺盛的树，树枝

中间已经枯萎，但右半棵树仍然呈现着生机盎然

的状态。我的心中一阵感动，这是一棵有故事的

树，它用自己的生命力，无声地推动一股关于生与

死的伟大力量。它是精神的力量和生命的奇迹。

也许，能够读懂这故事的，只有那些过去的时光和

风。树不说话，但它一直都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庇护着这个村庄的一切。

朋友们陪我走过街道，向我介绍这个村子的历

史。宋家庄原名叫任家庄。聚集在这里的乡民，世

世代代守着这片热土，在平静的生活中经历着春夏

秋冬，永不停息地创造着农耕文明。也有部分人家

通过做生意而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村内曾

有任、宋、万、何四大家族。任家是当地的富商大

贾，业务广阔，逐利四海。到清朝中期，宋姓家族人

才辈出，宋国 任翰林院待诏，宋家在东岳庙以东

大兴土木，建宅造房，从此声名显赫，任家庄改名为

宋家庄。2009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宋家庄为

“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2014年、2020年，宋家庄

两次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十槐街两边是古民居，座座高墙大院器宇轩

昂。村里人说，这条街共有八巷十九门，三十六座

牌坊院，八十多座民居院，风格迥异，十分壮观。

曾有“金宋家庄”之美称。

这座翰林院让人震撼，它建于清朝乾隆年间，

为四进院。院落坐南朝北，正院上房为砖木结构

的瓦房，下房为窑洞。建筑面积约两千余平方米，

有房屋 72 间。院落规模宏大，功能各异，建筑奇

巧，木雕砖雕石雕，雕艺高超，院内窑洞前均建有

木结构廊庑。翰林院的大门门顶曾悬挂有“翰林

待诏”的木雕牌匾。遥想当年，这 72 间房屋是何

等的宏伟，何等的壮观，这也足以说明这家院落的

先祖宋国 任翰林院待诏后，是何等的光宗耀祖。

其实，孝义的古村落与晋中平原的许多村子

一样，习惯建二进门或者三进门的三合院或四合

院。每一个大门，都有历史的痕迹，每一处高墙，

都沉淀着千载的光阴，每一块青砖厚瓦，都留有旧

时的气息。旗杆院、任家院、张家院、申家院、刘家

院、何家院等，都是孝义民居的代表，也是一个家

族曾经辉煌的缩影，它们各具特色又相互辉映。

我走在一条条街道上，走在一个个院落里，忽

然有一种沧桑感。一代一代的人，就在这间老屋

里生长老去，等多少年后，儿孙后辈再回来找寻，

这是一种物质的，也是精神层面的，知道自己的来

处，又在时间流走中清晰自己的生存脉络。

宋家庄村还建有关帝庙、东岳庙、三官庙等建

筑。

中国上古就有祭天、祭地和祭水的礼仪，天官

地官水官，便成为民间流传的三官。村东堡门的

二层，建有三官阁，为砖木结构，内壁有精美壁画，

墙上有两个天窗，上圆下方，好似门楼的两只眼

睛，为旧时防范匪患或作战时的 望口。我们可

以想像，正月或者其它节日，勤劳的母亲们拿着自

己做的馒头、月饼、菜蔬来这里上供。她们的表情

是凝重的，神情是恭敬的。香火旺盛，是旧时春节

或者其它节日的热烈氛围。而对先祖、对神灵所

产生的敬畏感也是从内而外的。这是传统的民俗

文化，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这种影响，再

一代代流传下去。

游走在这些古老的院落之间，可以感觉到，一

座座历经沧桑的大院，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书，读

不完，读不够。这几个院落有的住着一两位老人，

有的已经不住人了，这些房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

历史使命，但它们曾经有过的艺术之美，曾有的旧

时热闹场景，却是让人难以忘记。

出东堡门，迎面见一新做的影壁，中间的砖雕

是一个大大的福字，两边刻有一副对联，内容是

“风调雨顺岁岁平安彰大有；日华云晖年年丰登现

富余。”美好愿望，尽在字中。影壁虽是新建，与古

门、古街、古村搭配起来，也不失一种美。

走过几条旧街，走过古老几进院落曲折的巷

道，那墙砖斑驳，门窗油漆脱落的老房子，都闪烁

着一种隔世的美，落破的美。这些房子的结构大

同小异，这些村子，也许是宋家庄，也许是苏家庄

李家庄，这些都是上千年来人们聚集居住的地

方。时光沉浮，时代更替，许多美好的东西都不在

了，最后成为一些惘然成追忆的美好片段。但是，

它们是我们生存的载体，是我们心灵的归宿，无论

时代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它们永远是我们心

底里的那一份温暖。

从小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所以真实地讲

以前对“三农”问题关注相对较少。今年 5月

派驻方山县马坊镇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驻镇帮扶工作后，才

初步对乡村日常工作和广大农民朋友的“急

难愁盼”诸多想法有所了解。

7 月 18 日早晨 6 点多，当我沿着乡村公

路健步行走时，看见路旁有一个农民大哥早

早来到田地里锄地，我便主动搭讪。这位大

哥抬起头问我，有事吗？我站在原地问他，锄

啥地呢？他奇怪的眼神盯着问我，你是新来

的帮扶工作队的吧？没有在农村生长过吧？

你不认识这个吗？我惭愧地赶紧低下头，真

不知说什么好了。

憨厚的大哥赶快跑过来安慰我说，没在

农村生活过，不认识这些农作物也是常有的

事，也是能够理解的。然后，他指着刚刚锄过

的苗秧子说，马坊镇这地方气温比较低，他刚

刚锄过的是部分开花较晚的土豆苗子。他拉

着我走到没锄过的地方，自言自语地开始教

学了：锄地，这是农民们生存的一项最基本技

能，是个受苦活，但也是个技术活。锄地时不

能太快，要一铲一铲挨着地皮全部铲过，一是

为了锄草，铲的稍深一点，为了把草根铲断、

草籽刨出。二是为了间苗，把前期多种的秧

苗按照合理间距除掉和补栽，尽量达到均匀

生长。三是为了舒土，特别是雨水过后黄土

结块，不利于秧苗生长。所以，把土块舒松，

草籽外出晒杀后，秧苗就能健康生长。四是

为了保墒，也就是农村俗语“天旱不误锄苗

子”。锄地，就是保持土地水分，就是抑制水

分上行至地表蒸发和直接经土地裂缝蒸发。

他又说，现在农业发达了，他的地块小，要人

工干活。土地面积较大的农家，这会都会用

锄草剂去掉杂草了。一般的田地，在秧苗正

常生长期，应该锄两次就行了。特殊的土地，

再碰上特别依赖土地而又勤劳的人，很可能

锄 3一 4次，希望能有个好收成。

接着，他又兴致盎然地讲到干活工具，

新、旧不一样，锄头刃着利、钝也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锄头越新越好，特别要用起来得心应

手，做到人和锄头尺寸、力度、配合要协调一

致，互有脾气（可能是顺手）！说完话后，就在

离我 3、4米外的地方飞速展示了一遍。真的

是把行家里手！真的是个田间地头的好师

傅！我也赶紧抓住这个锻炼机会，按照他的

指导顺手比划了几下。但是，我因着急不是

铲的太深了，就是锄得太快没彻底铲完地，气

喘吁吁，热汗淋漓，自己也感觉别扭。师傅大

哥说了，这样锄地，有的草籽还窝在地里，一

下雨，杂草就大片地长出地表。锄地不能急，

锄地要次数较少而全面精准，要耐心细致而

精确达效。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干农

活锄草是这样，做其他工作不也一样吗？

乡村大哥，你今天教会我一项农技，我谢

谢你了。

问 技
□ 薛耀祖

古风古韵宋家庄
□ 李怡萍

熊 横
□ 李牧

秋天刚刚爬上树梢

隆冬还在北极

不是凄凉的季节

我还在他的温暖中

度日

一个下午

他行色匆匆

翻过了那座大山

别了

山的那一边

人间烟火

娘在兄长在故友在

他不孤独也不寒冷

我努力的忘掉

他在小城时的情景

我努力的幻想

他前程似锦的样子

我默默的祈祷

他若安好

便是晴天

子 夜

孤苦的灯下

酒杯温凉

寒露时节

候鸟离开了巢

飞往

更温暖的山川

子夜与日出

间隔不到

五小时

失眠与入睡

却是远方和家乡的

距离

离别
（外一首）

□ 高鹏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