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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成都市民对白鹭并不陌生。有
人说“白鹭是成都的一张绝美名片”，非常准
确。而诗圣杜甫在成都写下的诗句“两个黄鹂
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更让人过目难忘，
对成都的自然之美心向往之。白鹭就像一只
只可爱的精灵，飞翔在城市的天空、江河，带给
人们快乐与祥和！

这么多年，我看见白鹭出现比较多的地方
有：九眼桥头至望江公园旁的锦江，白鹭常在
江面掠过，轻盈的身姿像仙子一般；老南门大
桥的江边，成群结队的白鹭轻盈地站立在湖
畔，优雅而高贵；浣花溪公园的沧浪湖，其名源
于屈原之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
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沧浪湖周围环境优
美，湖水清澈，常有白鹭在此飞翔栖息，吸引了
众多游客的目光，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前
来拍摄。百花潭公园那里的白鹭，也为数不
少，它们在锦江翩然起舞，带来几多诗情画意。

虽然看了多年的白鹭，也拍了一些照片，
但基本上都是远距离观看，很少近距离了解。
今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下午，我前往高新区江滩
公园一游时，却意外地发现这儿有不少白鹭和
苍鹭在湖中小岛茂密的树上筑巢，我便在距离
不远的步道上停留，饶有兴趣地观察了许久，
发现了它们一些有趣的事儿。

小岛四面环水，是无法进入的。一眼望
去，高高的树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鸟巢，有已
筑好了的，还有不少是“半成品”。我看过喜鹊
在锦江边树上筑的巢，像脸盆一样大，粗犷豪
放。白鹭的巢比喜鹊的要小一些，也主要由树
枝筑成，不像白头翁等鸟儿的巢那样“精致”，
这也与它们的体型相吻合吧。

我看见，绝大多数“半成品”的巢中，有一只
白鹭在守护，另一只白鹭则在外面去寻找“建筑
材料”。当它叼着一节树枝飞回巢中时，巢中的
白鹭便抬起头，张开修长的喙去“迎接”，然后将
树枝插放在巢中。而找“建材”的白鹭则小憩一
下，又张开翅膀，向远处飞去继续当“搬运工”。
有意思，想不到它们分工还挺明确的呢。

有一只大白鹭叼着一根和长筷子差不多
长的树枝飞回巢中，迎接它的白鹭张开喙，但
可能树枝太长了，它起码有几分钟也没接住。
我有点纳闷：为啥叼树枝的白鹭不把“建材”扔
在巢中呢？而非要将树枝放在伴侣的喙里？
看来，它们也是讲“原则”的吧？

有一只白鹭很会“就地取材”，它并不像其
他白鹭那样飞到小岛之外的地方去寻找树枝，
而是飞到小岛一棵小树上，用喙叼住一节比较
干枯的树枝，晃动着小脑袋，左一下右一下地
准备将树枝“掰断”。我心想这也太有难度了
吧？但白鹭锲而不舍，努力坚持了约三四分
钟，终于将树枝“掰断”，然后拍打着翅膀，飞到
另一棵树上的巢中，得意地将“战利品”交到伴
侣的嘴里。哈哈，这小家伙也太聪明了！

当然，白鹭也有功败垂成的时候。一只白
鹭叼着一长节树枝从远处飞回巢中，谁知正在
办“移交”，巢中的白鹭没接稳，树枝滑落掉下，
两只白鹭显然很扫兴，彼此都鸣叫起来，不知
道是不是在互相“指责”或是表示“惋惜”？过

了一会，负责“外勤”的白鹭又张开翅膀朝远处
飞去。鸟儿们筑巢真是辛苦啊，不知要飞多少
个往返，无数次寻找，才能搭建好一个巢。

我还看到一幕“小两口”筑巢时的无计可
施和焦急。一般来说，鸟儿筑巢，都会选长得
比较茂密的树和有3个枝丫的地方，这样巢才
好搭建和稳固。因湖中小岛的树不太多，而好
的“口岸”又被那些长得壮实的白鹭和苍鹭占
据，这一对体型比较小的白鹭只好在一棵单薄
的树上准备筑巢。这棵树枝丫很少，一看就是
不适合筑巢的。但这“小两口”实在找不到好
的地方，只好硬起头皮到这棵树上筑巢。它们
各自叼着一节树枝，在树上左看看右瞧瞧，跳
上跳下，就是找不到下嘴的地方。但它们又不
愿放弃，就这样在树上僵持着，互相看着对方，
一筹莫展。我看着它们的模样，心里暗暗替它
们着急。是啊，没有“新房”，怎么进“洞房”，怎
么繁衍后代？无可奈何，只有一声叹息！

这边这“小两口”为筑巢而苦恼不已，那边
的一棵树上，两只白鹭已筑好一个巢，“夫妻
俩”很开心很放松，不顾众目睽睽，忍不住公开
秀恩爱，那个甜蜜劲儿，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

正看得起劲，感慨颇多，突然白鹭苍鹭云集
的树上一阵喧哗，两只不同巢中的白鹭不知为
何原因打了起来，互相用喙猛啄，彼此追逐。一
只白鹭体力不支，从树上逃到树下，躲进草丛
中，它身上的羽毛也被对手啄下一片，在空中飘
落。争斗，在动物世界也是无处不在啊！

一棵光秃秃的树枝上，站立着一只白鹭，
一声不吭，望着天空，显得孤独无助。我用手
机“变焦”功能将它放大拉近，发现白鹭的脚掌
部分缠着或钩着一长节像鱼钩的东西，估计是
它在其他地方觅食时不小心“中招”了。真是
可怜！我想起有的人居然在锦江边用弹弓打
鸟，令人愤慨！

夕阳西下，江滩公园筑巢的白鹭们纷纷从
四面八方返回，辛苦一天的它们也该歇歇了。
放眼望去，公园的四周，则是大片的高楼大厦，
那一个个密集的房间，与“鹭岛”上白鹭们筑的
巢何其相似。渴望、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应该
是我们与它们的共同心愿吧！

上山采茶，是大邑人每年不变的踏春
活动之一。说“活动”似乎不妥，准确地说，
应该是劳动。采茶一词貌似诗意，仿佛《采
茶调》的旋律一响起，身穿蓝花布裙、腰挎
竹篓的采茶女便跃然眼前，轻快优美，实则
并不轻松，人站于茶树前，身体前倾，目视
前方，手臂前伸，一芽接一芽地采撷。不谙
此活的人，估计两丛茶树没采完，胳膊就酸
得发胀。没耐心的人，可能采不了二两就
心猿意马，像童话里钓鱼的小花猫，跑去一
边跟蜻蜓玩了。

我们的采茶地点在斜源山乡的一个小
山村，名叫太子坪。大约在3年前，几个朋
友合伙租了山民的几分茶地，每年上山摘
些茶叶，也收购一些农民的鲜叶，再拿去附
近茶厂，请师傅做一批红茶，各家分点，可
以吃上一年。

所谓斜源，斜江之源也。高山丛林中
的无数条溪瀑，聚拢合流为斜江，最终融入
滔滔岷江。春日雨水多，透过车窗看去，水
面明显已涨，明晃晃倒映着山影云影，以及
两岸参差的杂树和庄稼。三四月的山野，
满世界都是绿的，树叶、油菜荚、麦穗都是
青绿一片。青山绿水，真实不虚。

山区海拔高，节令已过春分，早晚仍
然寒凉。走在山坡上，看到三三两两的采
茶人，有些老阿姨还穿着羽绒服。茶树正
在萌芽，铁绿的枝叶丛中，冒出一颗颗鲜
芽，小脑袋一样翠嫩可爱。石缝间、悬崖
上的春兰也正在开花，用悠远的香气抚慰
躬身忙碌的人们。飞鸟在比赛美妙的歌
喉，曲调如泉水般清灵。人听不懂鸟语，
但从它们的对唱中，分明能感觉到一种愉
快心情。

太子坪的这片茶树处于半野生状态，
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集体时代栽下的
老川茶。老品种的茶树，与今天扦插的良
种茶不一样，它们以种子繁殖（有性繁殖），
长势不甚健旺，加上产量低，经济价值不
大，无人管理，茶树基本靠天吃饭，久之渐
被遗忘。

书上说，老川茶的根系可伸展到数十
米之深之远，去寻找水分和营养。我们脚
下这片石头遍地的山林，正是老川茶扎根
的家园。茶圣陆羽说：“茶者，南方之嘉木
也……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
黄土。”何谓烂石？从字面上理解，就是

“烂掉的石头”。石头在风雨剥蚀中自然
风化，形成富含多种矿物质的碎屑物，于
茶树生长特别相宜，质地疏松，孔隙大，透
水透气。相比之下，山下广袤的田畴，雪
水滋养，土壤肥沃，盛产粮食和蔬菜，却不
能产出优质好茶。

太子坪是个老地名，究竟从何得名，
我问过几次村里人，皆语焉不详。这是
一片相对开阔的山地，北纬30度，岷江山
系邛崃山脉，大小山峰，重峦叠嶂，山山
相环。烂石之上，遍生好茶。与茶树伴
生的，除了青冈、马桑等杂树灌木，间或

有几株亮眼的野樱桃、李子树，以及成片
丛生的慈竹林、斑竹林。上下坡坎，折耳
根、鹅脚板、马齿苋、蒲公英……各种野
菜，遍地都是。

话不多说，开始采茶。领头的老王说，
抓紧时间，上午云雾多、光照弱，芽中的茶
氨酸含量相对增高，做成的茶格外爽口。
他扭头瞥一眼还在拍照、挖野菜的那几位，
大声喊道：“每人至少一斤鲜叶，完不成任
务，谁也别想吃午饭！”

采茶不能用指甲掐，要用拇指和食指
捻住茶芽，朝天空方向用力掰扯，动作轻快
爽利，让茶芽齐根而断，整齐匀净，不伤及
叶芽上的茸毛。老王说，春分前来采过芽
茶，芽苞太难采了，熟手一天也采不过一
斤，制成干茶不足二两。眼下做红茶，采的
是一芽二叶，饶是如此，也很需要耐心，一
芽一芽地采，快不起来。

当然也有心灵手巧的人，我就亲见当
地村民双手采茶，左右开弓，上下翻飞，简
直是在弹琴，看得人眼花缭乱。那年编辑

《图说大邑》一书时，我见过一张拍摄于
1959年的黑白照片，记录着茶山上开展的
双手采茶训练班，场面真是热火朝天，一群
村姑俯身于茶树，满脸认真的表情。算一
下时间，也许村里某些老阿姨，正是当年的
采茶能手吧。

采茶之事，从几千年前到几十年前，再
到AI高速发展的今天，仍是纯手工劳动。
想想在这个一味求快的时代，安安静静，不
慌不忙地采茶，还真是治愈。吹着风，闻着
花香茶香，心里即便有焦灼也会被平息了
吧。并且，经过这样的劳作，品饮时更觉茶
味浓醇，“一芽一叶，当思来之不易”。

采茶拼的是手速，制茶则要求鲜度。
采下的茶芽需要第一时间送去炒制。从前
山里人家做茶，一般都是炒青绿茶。我见
过几次村民炒茶。煮饭的大铁锅洗净，柴
灶烧旺，倒入鲜叶，便以双手伸入锅中，捧
起茶叶开始翻炒，抓、抛、揉、洒，时间温度
力量全凭经验拿捏。

最近这些年，大家发现山野茶更适合
制成红茶，汤色金黄，香气饱满，而且茶气
幽邃、经久耐泡。红茶的制作更复杂，摊
放，杀青，揉捻，发酵，初烘，复焙，拣剔……
以发酵为例，成功发酵的话，茶叶里的花果
香、蜜香层次分明，沁人肺腑；倘若发酵不
足或者过了，或有青草气，或有焦苦味。看
着做废的茶叶，心痛得很。

翌日傍晚，我们吃到了今春的第一口
红茶。干茶条索匀整，油润泛金。取来滚
沸的山泉，盖碗出汤，澄澈的金蜜色，让人
一看就喜欢，入口饱满顺滑，香气丰富。
晚餐贪吃了几块老腊肉，一壶茶饮毕，肠
胃顿时舒坦，恍觉清风两腋习习生。山里
的夜来得早，我们坐在农家院坝里品茶，
前后都是黛绿的山，一弯新月皎如古玉。
山风轻拂，山林回响，这一口茶味润喉咙，
养心神。

那年花开
那时缤纷。春风得意
所有的花朵，都会不辞而别
逝去的，无需眷恋
重生的，又是那么平凡而惊艳
仿佛春天的预言
在一地落英上，破茧成蝶
那一天，我追着蝴蝶的影子
走向无边的旷野
将雨水与青春的故事
留在三月的废墟。多年之后
我所笃信的雨季
已看不透，如此陡峭的河山
也说不服那些涌动的人群
整个春天，他们——
从绿色的外套和缭乱的花事中
挣脱出来，站在东山之上
叫卖春光。风是粉红的
遐想也不例外

春日阳和
走进江滩公园
凝神间，春风辽阔
阳光自由。谁还会在意呢？
那些缥缈的雾气
已幻化出楼阁的层次
季节的影子，开始清晰起来
这是一个属于海棠的早晨
等不及春雨，几时潇潇
园中的海棠，已提前找回了
丢失的春意
有阳光照拂，有海棠芳菲
一群草色的园丁，实在坐不住了
他们俯身于三月的园地
种花、种草，种下一片麦冬
也能长出一个春天

春雨如酥
春雨如酥，花过眼
习以为常的季节，并无二致
比如阳光似春水
从时间之孔，倾泻而来
桃李井然有序，野花杂乱无章
那个顽劣的少年
走过明晃晃的春风，走过
荒芜已久的田园
身后的落叶，是你卑微的注脚
你走到一树桃花下
伪装杜鹃的叫声，瘦骨伶仃的样子
寄托于阳光，或者比阳光
更为自由的天空
——美好的时光容易流逝
又一年过去了
高山与流水，可以各执一端
但野草与闲花，却无法随意挑拣
从旧茅屋走出的人
对春风的属性，并不陌生
但我更愿意亲近，风日之上
独占芳菲的杏花

水龙舞
每年的七八月，洛带镇举办的水龙节吸

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与。
现在人们常说的洛带客家龙其实也就是

指刘家龙了，这支刘家龙是清初从江西赣州
入川时带来的，集中在宝胜村刘家大院，外界
称之为“上川龙”，至今已经300余年。刘家龙
分水龙和火龙两种，舞火龙一般是在每年的
正月初一到十五以及春分时节，舞水龙多在
七八月水龙节。1949年前水龙的作用主要是
祈雨，如果是大旱三年的话，刘家龙就会以非
常隆重的仪式祭拜后再舞水龙祈雨。祈雨
时，他们会首先到刘家祠堂祭祀，然后搬开洛
带甑子场八角井里的石头，掏干井里的淤泥，
最后才开始舞水龙祈雨。据刘大祥说这是非
常灵验的，刚一开始掏八角井的淤泥时，天气
就会变了，风起云涌，既而天就下起雨来。他
说有的刘家舞龙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正式的
这种舞水龙祈雨方式，因为大旱三年的日子
不容易遇见。

刘家人最后一次舞水龙是1948年，当时的
水龙是用原生态的谷草和翠色柳条扎成的九节
草把龙，耍龙男子赤膊上阵，头戴柳条圈，众人用
淘八角井之水泼洒水龙求雨，得以度过当年的干
旱。1949年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舞水龙的
习俗一度中断，仅保留了火龙和彩龙。

现在每年七八月政府举办的水龙节多为
表演性质，作为“非遗”保存下来，从2001年恢
复以来，共举办20届了。

2001年，龙泉驿区在成功举办两届火龙节

的基础上，于7月举办了1949年后首届“西部
客家水龙节”，刘家龙在保留原水龙舞法的同
时，在内容、形式和参与方式上作了较多的完
善和补充。舞龙共有游、穿、腾、跃、翻、滚、戏、
缠组图造型等动作和套式，充分展现龙的精、
气、神、韵。龙能否舞动起来，它的必要条件
是有一众能各司其职的队员，还需要有深谙
舞龙技艺的教师，以及一套活灵活现的龙具，
要求选手有武术、音乐的基础，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聚集在一起打磨。舞龙的步伐和距离
最重要。步伐的口诀是：“龙脑壳走龙心脚，
二三节参（左右迈开）两脚，过了的脚踩脚（踩
前一个人的脚印），龙尾巴对龙脑壳”。舞龙
者之间的距离要求亦有口诀：“龙头跨一尺，
二节跨一尺二，三节后递增一寸”。据刘大祥
说，只要满足了这个条件，由龙头控制，牵一
发而动全身，这样舞出来的龙才具有灵动性，
才是活龙，否则就会成死龙、懒龙。最前面耍
宝的人（喂宝入龙头）的人要讲究配合，因为
他一个人在前面，行动比较灵活自由，要替龙
队规划好行进路线，并选择驻足表演的控制
点。刘家龙有摆阵、破阵、钻龙格、扯龙须4种
表演形式，且以滚龙、蟠龙、行龙、仰龙等为
主。风格粗犷质朴，再配以川剧的打击乐器
锣、鼓、钹等，声势浩大热烈。现在的水龙节
热闹非凡，纯为娱乐性质，吸引了很多游客来
参与。舞水龙时，游客们拿着水桶、脸盆等舀
水往舞水龙的人身上泼，游客之间也会互相泼
水，特别是看到帅哥靓女，很多就会使劲往其
身上泼水，还有个说法是身上的水被泼得越
多，来年运气会越好。

火龙舞

舞火龙一般是在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
以及春分时节，此时舞龙，是为祈福，祈望
一年红红火火，五谷丰登。刘家人在舞龙
之前，会有一系列的仪式。现在刘家龙在
舞龙前三天，刘大祥也会亲自带着所有参
与舞龙的刘家男子到刘家祠堂祭祀，祈求
祖宗保佑平安，祭祀时会用三牲（全猪、全
羊、全鸡）进行供奉；然后要求所有舞龙的
男子净身三天。

以前的火龙是刘家人自己用竹篾扎成，
烟花也由刘家人自制。舞龙者白天出去拜
年，晚上舞龙，舞龙者赤裸上身，只穿一条短
裤，上下腾挪；观赏者用烟花喷龙，前后追
躲。烟花是吉财的象征，烧得越红，吉财越
旺。因此，舞龙的和观龙的攻防进退，煞是刺
激，因此刘家龙也成为客家文化中最具吸引
力的一项活动。

刘大祥说，舞火龙是需要一些杂技和智
慧的。舞火龙的刘家后人有一部分会专门去
练就一些武艺，以应付出去舞龙时遇到其他
人的刁难。这种情况，充满江湖味。火龙节
与三国文化有一定联系，三国时诸葛亮擅长
摆阵，而舞刘家龙的队伍通常会遇到这种需
要破阵的情况，比如有一次，别人在一个装
满水的大水缸里丢两个生鸡蛋，要舞龙的龙
头不准用手，直接把鸡蛋拿出来，若拿不出
来，这个火龙就得一直舞下去，这便是跑江
湖的人常遇到的一些考验，需要应变者沉着

冷静，迅速作出判断并找到解决的办法，否
则，丢了面子不说，还连累全体舞龙队员。
当然刘家龙的领队也不是吃素的，他憋着一
口气，一个猛子把头扎进缸里，张口轻轻就
将鸡蛋咬起来，完好地将鸡蛋从水里取出
来，赢得全场喝彩。

1999 年“世界旅游日”，“洛带刘家龙”
在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和中央电视台荧屏
上第一次亮相，就博得了满堂彩，客家龙由
此开始崭露头角。千禧龙年春节，首届“四
川客家火龙节”的隆重举行，使其再一次大
展雄风。现在，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以及
春分时节，刘家龙继续展示它的魅力。2009
年 7 月，客家龙舞和客家水龙节被列为省级

“非遗”。

彩龙舞

现在为了庆祝节日增添喜庆气氛，刘家
的男子们多舞彩龙。我问为什么他们不舞火
龙或者水龙，刘大祥说，主要从安全角度考
虑，最近三年舞火龙相对少了，因为火龙需要
烟花爆竹，确实具有一些安全隐患。水龙今
年只舞过两次，据说是因为舞水龙后洛带下
雨特别多，几乎天天下雨，刘大祥说就停下
来了。现在的彩龙舞起来好看，没有安全隐
患，也增添了喜庆气氛。

传承百年的刘家龙，为人们带来美的享
受，我们期待着火龙和水龙这项非遗能够继
续保持下去，也期待刘家龙有更多的发展创
新，给观众带来更多更美好的享受。

刘家龙的故事在洛带已流传300余年。当我约访刘家龙现在的

负责人刘大祥的时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刘大祥是一

个很健谈的人，把刘家龙的故事娓娓道来，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一支客

家人居然是刘邦的后代：相传中山靖王刘胜是他们的八十五世祖，而刘

备是他们的一百零一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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