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乐的黑翅长腿鹬

汾河哺育

汾河湾里火烈鸟

汾河湾里母与子

汾河湾世泰湖捕捞

我的家乡文水县保贤村就在汾河西畔，虽然离河岸还隔着邢
家堡一个村子，但对河的印象就是从这条滋养着英雄故乡热土的
母亲河开始的。看着那流淌的河水，想着远方的大海，给童年插上
了梦想的翅膀。

春天，汾河水从渠道流到地头，流来了农家的希望，老农额头
上又多了一份祈盼；夏天，人们在河里游泳嬉闹，流过了阵阵欢笑；
秋天，丰收的农民摸一把汗津津的脸，再把汗衫在河水中甩一甩，
一身的疲倦随河而去；冬天，孩子们跟上农闲的后生们，坐在自制
的溜冰车上，在结冰的河面上来回穿梭……

我们村离刘胡兰的家乡云周西村也就两公里，我想，在刘胡兰
小时候发生的村民与财主家因浇地争水的故事，争的一定就是汾
河水。而当年刘胡兰参加妇女培训班的贯家堡村，就在汾河西岸，
她的足迹也会留在汾河岸畔……

那年，我从汾河岸，走出了家乡，走进了外面的学校。
汾河承载了我对故乡的几多眷恋，几多思念，几多牵挂，那里

有父老乡亲，那里有亲朋好友，那里更有父母姊妹。不管在什么地
方，每当我路过汾河，总要多看几眼，毕竟那是流过家乡的河流。

前些时候，应朋友相邀去汾河拍鸟，我才发现汾河两岸已是平
坦的柏油公路了，而宽阔的滨河西路正在向晋中、吕梁延伸。宽阔
的河道内，碧水粼粼，水草青青，微风摇曳着岸边的树叶。汾河里
修筑起一道道活动坝，一处处的汾河湿地景观也正在建设中，岸边
是漂亮整洁的人行步道，人们或漫步河堤，或拍照留念，这道生态
风景线成了网红打卡地。后来我几次到汾河拍鸟，从胡兰大桥向
南或向北的那段河面上，不时有飞来飞去的各种水鸟，有白鹭、苍
鹭、夜鹭、琵琶鹭、海鸥、黑翅长脚鹬、绿头鸭、天鹅、黑鹳、翠鸟、金
翅雀等，还有的叫不上名字来的水鸟。草水相环的河滩上有几群
羊在悠闲地吃草，绿草与碧水间，一群群水鸟在嬉戏着、欢叫着，一
片片河滩农田，一湾湾河畔鱼池，还有那池塘里开放的荷花、莲花，
这里已成了一处处的湿地公园。

以这段汾河为界，河西是吕梁的文水县，河东是晋中的祁县。
当然，河东也有文水的两千多亩地，那是西社村的，西社有座通往
汾河东岸的石桥。

有趣的是我们在这段汾河里，不仅拍到国际二级保护动物天
鹅、白琵鹭，拍到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
陆生野生动物反嘴鹬；而且还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和火
烈鸟。那火烈鸟还给我们演绎了一段美好的故事。

那还是寒冬季节，我在文水境内汾河中偶然拍摄到一只世界
珍稀鸟类——火烈鸟。而后它一直在刘胡兰汾河大桥北的河中活
动。半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依然在这里拍到它孤
独的身影，并发现它有只翅膀的一缕羽毛受伤了，这更引起我们对
它的关注。又过了十来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汾河的时候，火烈鸟成
两只了。原来，那只留在汾河里受伤的火烈鸟飞不起来，前段飞经
这里时落队在这里，来寻找它的也许是它的配偶。接着发生的事
非常感人，这只没有受伤的鸟一直陪在那只受伤鸟的身边，一会儿
用长长的嘴梳理一下那只鸟受伤的翅膀，一会儿亲亲它的脖子，一
会儿又引着它试试飞翔。最终那只受伤的鸟也没能飞起来，但它
能跑出一段距离了。它们一直踱步、捉鱼，形影不离。在金色的晚
霞中，它们像一对情侣，牵手散步……

回家后我查了火烈鸟的资料：火烈鸟主要分布于中南美洲、非
洲、中亚、南亚等地区，在我国十分罕见，属于世界濒危野生动物，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火烈鸟的喙比较特别，上喙比下喙小。通
体长有洁白泛红的羽毛。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来的羽色，而是来
自其摄取的浮游生物。其实这两只火烈鸟羽毛就以灰色为主，没

有明显的红色。
惊喜的是一年后我们再次在这段汾河里看到了火烈

鸟，是三只羽毛发红的火烈鸟，是那两只火烈鸟
和它们的孩子重游故地吗？我不敢肯定，但它
们的到来吸引了太原、晋中、吕梁等多地的摄影
爱好者前来拍摄，也成了汾河的一道靓丽风景。

汾河，家乡美丽的汾河。每当太阳从东方
缓缓升起，那一群群飞鸟腾空而起，向着太阳飞
去。那飞翔的鸟带给汾河无限的生机，带给农
民丰收的希望，带给家乡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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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我与家人一起自驾车去了离石区彩家
庄。

彩家庄村至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过去村里
人以经商为主，繁盛一时。现有保存基本完好的清
代民居青砖四合窑院 20余处，从黄土中取材的民
居建筑错落有致地与周围的黄土高原浑然一体。

吕梁当地流传有“驮不尽的碛口，填不满的吴
城，看不尽的彩家庄”的古话。近年来，村里独特的
地形地貌和历史文化吸引了多家剧组前来取景，其
中有电影《吕梁铁骨》，电视剧《千里雷声万里闪》

《荒城纪》等。很多美术、书法、摄影爱好者也慕名
来此采风。2012年，彩家庄被列入第三批全国传统
村落名录。

据说，彩家庄的李姓人是明代李自成的后裔。
明末清初，李自成起义失败后，清廷在陕西米

脂县大量搜捕其亲属，李氏家族被迫纷纷逃离家
乡，有一大部分来到了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后来，
李家人又有一些人从大槐树迁到了临县西坡村，在
此落地生根，分为上中下三院。清顺治年间，中院
的李氏后人李孟清、李兴兄弟二人，为逃避饥荒，离
开西坡村，来到彩家庄，开荒伐树创立了家园。

当时，村子周围种的都是棌树，为避免“李姓”
后人再受追捕，于是用“棌”的同音字“彩”起名为彩
家庄。李孟清、李兴二人勤劳生产，子孙兴旺，在这
十年九旱的黄土高坡上创建了李姓家族的村庄。
村子主要分为上街、下街两大群落，上街为李孟清
的后代，下街为李兴的子孙。

彩家庄古村落的形成要归功于李家后人李秉
濯。清康熙时，李秉濯经商发迹，要在村里建一座
像样的庄园。彩家庄的山形如凤凰展翅，李秉濯亲
自设计，并请名匠施工，将民宅建于凤头、凤背、凤
翅处，寓意与凤凰齐飞。沟壑处，由人工填土夯
实。每日施工结束，用铁棍打入夯实处，然后灌水，
到第二天水未渗完才算合格。村里缺水，人畜吃水
尚且困难，而修建如此庞大规模的庄园，需大量用
水。当时人们从招贤水泉塆、卧虎山等处挑水，来
回一趟就 20来里路。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将庄园
建成，建筑期前后长达 20年。

建筑群分为上街和下街，有楼房三座，宅院 20
余处。院落为正偏结构，部局严谨大方，设计简洁
精巧。每个院落都起了名，有楼子院、书房院、弓房
院、乐善堂等。脊雕、壁雕、柱头木雕等意义丰富，
蕴含着天官赐福、三星高照、招财进宝的美好愿望。

彩家庄村庄整洁、干净，房屋错落有致，一些破
损处进行了及时修缮，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小路
是人工用石头砌成的，路边加修了护栏。这说明离
石区重视文物的保护和景区建设的开发。

彩家庄村庄不大，住户不多，但故事神奇，吸
引着文人墨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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