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说

一池荷风
冬雪夏荷

一
梦里的那只红蜻蜓
停立在童年的村口
听蝉鸣夏日枝头
翅膀颤抖一样地等候

二
一池月光涌上荷的心头
荷香推开岁月的门窗
清风拂花醉月影
一条锦鲤游弋在深邃星空

三
荷叶下跳跃一两声蛙鸣
荷叶上跌落一个丰满的童话
偶然点亮花开半夏
浩淼的梦载不动一叶蚱蜢

四
月光流过青青冢
夜色总是忽暗忽明
夜莺的歌咏听者可懂
一支柳笛扬不起盛开的荷梦

五
时光深处水也朦胧
涟漪总想起细雨微风
荷香承不起夜深露重情深意浓
黑夜过后是天明

六
晨曦裁出荷的盛装
任时光打碟，不再翻唱月色荷塘
心中的故园临风低吟
荷韵三千年意绵情长

七
等你，一池清水映荷红
明亮是当下的心境
艳丽写意风荷举雅静
映日荷花不负时光，不负盛情

八
一次邂逅，余生不将就
蜻蜓点荷美了哪一窗灯火
遗世独立，是画图，还是结果
懂得，盛开永远不凋落

九
杨万里的夏荷热情似火

执手相看，对坐浅酌
轻风微醺那一天的温柔
碧水流彩映出潋滟的山河

十
世间无爱，也无盛开
无过往，也无未来
荷开或不开，都是内心的世界
此生，为荷而来

十一
荷，一张美丽的明信片
写满夏日的浓烈与精彩
置身红尘，却独立于红尘之外
淤泥之中，荷的清逸姿态似神仙

十二
有光，就有看见
见荷，见莲，见青莲
在唐朝，青莲是一位居士
更是一位神仙。 诗仙，酒也仙

十三
你在，连池水都弥散高雅优美
月光下，阳光里
你用清新画容颜，圣洁塑灵魂
用香随风依爱自己、香远益清

爱众生

十四
慢慢地靠近你
我的身体生长出荷叶、 荷花、

荷塘
打心底漫过欣喜。 而后，又趋

于平静
我融于荷，荷成了我

十五
锦鲤、蝉鸣、蛙声、红蜻蜓
塘里塘外合奏故园情
爱吗？ 哎呀，以荷为美，为荷而醉
如果爱，请以荷为贵。 心生慈悲

十六
荷，深居盛夏，寂于清秋
有时候，也会感受到飘洒的雪花
还有向荷而来的城市与乡村，

落寞与繁华
须臾之间 ，日月在发芽 ，生长

出无尽的春秋冬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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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 鹰
刘彦章

您知道吗？
小鱼鹰是老母鸡孵化的 。
过罢年 ，开了春 ，万物复苏 ，公

鹰就开始怀春了 。 一向除了吃鱼啥
也不想的公鹰坐立不安 ， 情绪很不
稳定 。 当年过古稀的老何给它喂食
时， 这家伙竟然翻脸不认人 ， 用锋
利的鹰钩嘴 ， 突然啄向主人 ， 老何
的手背立即流血了 。 他也不恼 ，嘿
嘿一笑 ，说 ：“老伙计 ，发情了 ？ ”

母鹰也开始闹腾 ， 离开平时站
立的鹰棚下的木架子 ， 不断地叼起
麦秸柴火搭建新窝 。 搭好后坐进
去 ，左扭右摆 ，吃力地把蛋嬎出来 。
老何喂它 ，它也不动 ，抓它起来 ，屁
股下面暖暖的 ， 有些烫手———一枚
青色的鹰蛋新鲜无比 。

要知道 ， 鱼鹰平时的体温都有
四十多摄氏度 ！

鹰蛋的大小几乎与鸭蛋一样 ，
正常的母鹰两天嬎一枚 ， 或泛青 ，
或发白 。

一

老鹰把式都知道 ， 母鹰两岁后
才能下蛋 ， 但一年就下几个 。 三岁
后 ， 一年能下一二十个 。 母鹰下蛋
期间 ，公鹰 、母鹰要分开 ，确保各自
的体力和营养 。 因为 ， 隔一天要让
公鹰与母鹰压次蛋儿 ， 渔民叫作
“踩蛋儿 ”。 动作嘛 ，跟鸡鸭一样 。 公
鹰见到母鹰 ， 会迫不及待地跳到母
鹰背上 ， 母鹰会主动把尾巴翘起
来 ，约莫半分钟 ，完事儿 !

压蛋儿后母鹰下的蛋 ， 有的受
精了 ， 有的没有 。 没受精的叫作白
蛋 ，是孵不出小鹰娃儿的 。

按常理 ，母鹰应该会抱窝 ，但母
鹰一抱窝 ，就不下蛋了 。 但老何说 ，
他家人老几辈子放鹰 ， 从来没见过
家鹰抱窝 。 他不解 ：“咋与野鹰恁不
同哩 ？ ”

自然 ，孵化小鱼鹰的工作 ，就交
给了抱窝期的老母鸡———而且是有
经验的老母鸡———这与 “鸠占鹊巢”
的性质差不多 。

“恁不知道 ，有的小母鸡 ，抱窝
时 ，立立站站 ，坐卧不安 。 一天能站
起来几回 ，不守窝儿 ，这是假抱窝 ，
只能用鸡蛋放在鸡窝里试验 ， 两三
天还这样 ，就要换掉 。 ”

“头次抱窝的母鸡不能用还有
个原因 ， 就是没有经验 ， 容易把蛋
蹬烂 ， 也不会给蛋翻个儿 ， 受热不
均匀 ，孵化成功率不高 。 往往 ，母鸡
一窝抱蛋二十来枚， 出壳的小鹰只
有几个 。 ”

这不 ， 今年老何从邻居家租了
一只正值壮年的芦花老母鸡 ， 给了
邻居一百元钱 。 老何悄悄地把它身
子下的鸡蛋 ， 换成了鹰蛋 。 芦花鸡
性格温柔 ，满脸通红 ，体温上升 ，一
动不动 ， 夜以继日 ， 经过二十八天
日日夜夜的辛劳 ， 终于孵化出了别
人家的孩子———小鱼鹰 ！

老何称赞 ：“这只芦花鸡好啊 。
两三天下一次窝儿 ， 吃过喝过拉
过 ， 急吼吼又小心翼翼进窝儿了 。
只可惜 ， 放了二十多枚鹰蛋 ， 只孵

出了八只鹰娃儿 ， 其余都是没受精
的白蛋 。 ”

是否受精 ， 怎么分辨呢 ？ 老何
说 ，相比鸭蛋 ，鹰蛋皮厚 ，只有在孵
化一周后 ， 拿出来对着太阳照照 。
受精的鹰蛋 ， 蛋尖儿一头儿内有个
横隔儿 。 没有的就是白蛋 ， 就要拿
出来 ，炒炒吃了 。 “鹰蛋很腥 ，只有
多放辣椒葱姜大料 ， 才能压住蛋腥
味儿 。 ”

不是有孵化箱吗 ？ 孵化箱孵化
小鱼鹰不是更快更好吗？

老何说 ：“实践证明 ，绝对不行 。
孵化箱靠电生热 ， 太干燥 ， 小鹰成
活率很低 ， 即便能出壳儿 ， 养不到
一周 ， 慢慢地就干死瘦死了 。 有的
勉强成活 ， 也先天不足 ， 看着像痨
病患者 ，寿命短 ，能力差 。 沙颍河流
域的漯河 、平顶山 、周口等地 ，从南
方买来的鹰娃儿 ， 也都是用老母鸡
孵化的 。 ”

从第二十五天开始 ， 雏鹰相继
出壳 。

二

雏鹰是自己啄开蛋壳出世的 。
老何说 ，一般来说 ，小母鹰比公

鹰早出壳儿两三天 。 越是晚 ， 出公
鹰的几率越大 ， 身体越健康 ， 以后
逮鱼的能力也越强 。 鹰民希望孵出
更多的小公鹰 ， 他们管母鹰叫拐
子 。 母鹰体型小 ，重量轻 ，鹰钩嘴短
小 ， 主要作用是下蛋繁殖后代 ，而
捕鱼的主力多是公鹰 。 公鹰体大力
猛钩子长 ，逮鱼多 。

“公鹰就是劳力 ，和人差不多 ！ ”
老何打着比喻 ，抽着烟 ，身子前倾 ，
坐在马扎上 ， 褐黄的脸上沟壑纵
横 。 大半生风里来雨里去 ， 行船放
鹰打鱼 ， 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
的印痕 。

“恁不知道 ，刚出壳的小鱼鹰是
个丑八怪 ：头大而红 ，眼鼓不能睁 ，
脖子细长 ；全身蜷缩 ，皮薄身黑 ，光
溜溜没一根毛儿 ； 大小如出壳的鸡
娃儿，东倒西歪 ，匍匐蠕动 ，脚 、翅皆
为肉质。 ”

而只 有 有 经 验 的 老 师 傅 才 懂
得 ： 鹰娃儿出生后不能立刻喂食 ，
需要用十多个小时排除杂质 ， 等排
清体内的蛋清杂物后才能喂食 。 否
则， 体内的毒物对于鱼鹰今后的生
长不利 。 就像新生婴儿 ， 必须挖干
净口内的脏东西 。

小鱼鹰出壳后 ， 喂养就全靠主
人了。

小鹰一周后才能睁眼 ，半个月
后开始蹒跚学步 ，并 “啾啾 ”乱叫 。
它的叫声急迫而贪婪 ， 动人而可
怜 ！

这 时 候 ， 老 何 就 把 小 鱼 剁 成
糊 儿 ， 挑 出 豆 子 大 小 的 一 团 儿 ，
送进嗷嗷待哺的小鹰口里 。 小鹰
娃儿吃后心满意足 ， 闭着眼立即
安静下来 ， 睡觉长身体 。 这样一
天三顿的喂食持续一个月 ， 之后
喂食减为一天两次 ， 渐渐雏鹰就
可以自己吃小鱼了 。

老何摸 着 下 巴 ： “养 个 鹰 很 操

心， 小鹰娃儿怕热也怕冷 ， 不能受
凉 ， 不能吃寒食儿 ， 跟养奶孩子一
样难 。 ”

小鹰一周后开始扎毛 ， 先从屁
股上生出绒毛 ， 半月后开始扎大毛
长毛 ， 一个半月左右 ， 长短毛全部
扎齐 ，鹰民叫作 “齐毛 ”。 人靠衣衫
马靠鞍 ！ 雏鹰齐毛后 ， 除了表情天
真幼稚可爱 ， 体型上与成年鱼鹰已
经十分接近了 。

“这个时候 ，公鹰 、母鹰最容易
分辨 。 ”

一般人都不知道 ， 鱼鹰消化能
力很强 ， 生鱼吞下后十到二十分钟
就开始消化吸收并排泄 。 鱼鹰本来
体温就高 ， 胃里还有一种非常特别
的食化虫 ， 专门用来消食儿 。 还有
个特殊的地方 ， 鱼鹰进食后稀的粪
便从肛门排出 ， 吸收不了的鱼骨头
等硬质残渣 ， 会在进食一天一夜一
个对时后 ，通过喉咙从口内 “抟 ”出
来 。 “抟 ”出来的骨头残渣等 ，圆球
般大小 ， 如鸽子蛋或鸡蛋 ， 外面裹
着一层透明的薄膜 ， 像是剥过皮的
变蛋 ， 一碰就碎了 。 初生鱼鹰不会
“抟 ”，渐渐长大后 ，就具有这个能
力了 。

还有 ，鹰的粪便腐蚀性很强 ，能
把小草毒死 ， 甚至把钢管儿腐蚀得
锈迹斑斑 。

三

过了百天 ， 也就是三个月后的
小鹰娃儿 ， 基本长成了成年鱼鹰的
模样 ，体重四斤到八斤 。

一般情况下 ， 过了百天的鱼鹰
就可以下水学习捕鱼了 ， 但有经验
的老鹰民会坚持让雏鹰在四个月时
再下水 。 这时候的鹰 ，身体硬朗 ，骨
质坚实 ，鹰毛也可以离水了 。

这些雏鹰 ， 能否成为纵横江湖
的大鹗 （鱼鹰的另一种称呼 ），就得
看老师傅的调教了 。

老何说今年这窝儿鹰 ， 他下了
血本 。

为了求得好基因 ， 他和儿子跑
了几个省 ，从江苏宿迁 “鹰王 ”蒋师
傅家 、 安徽芜湖郑师傅家等处 ，求
得好的受精卵 。 公鹰体大威猛善于
捕鱼 ，正值壮年 ，动作敏捷 、形象英
武 、 体大力雄 ， 捕捉极难对付的鳜
鱼 、黑鱼 、青鱼 、王八等 ，不怯不颤 。
母鹰勤快 、麻溜儿 、漂亮 ，逮鲤鱼 、
鳜鱼也不在话下 。 这样的好底子 ，
决定了孵化出的雏鹰必然是好苗
子。

老 何 盼 望———雏 凤 清 于 老 凤
声 ， 这也是他希望给家族留下的最
宝贵的礼物 。

立秋刚过 ，老何就带着自己黑
压压的鱼鹰军团 ，来到大沙河逍遥
镇一处清澈的河湾 。周口上游的大
沙河非常清澈 ，白鹭翔集 ，野鸭唧
唧 。 早晨 、傍晚 ，宋代寿圣寺古塔
倒映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 渔舟
掠水轻飞 。 老何选择这里 ，不是为
了捕鱼 ，而是为了训练刚能下水的
幼鹰 ！

老何脚踏鹰船 ，禁渔期加上天

热 ， 歇了大半年的鱼鹰再次下河 ，
对水和鱼分外亲热 。 幼鹰被裹挟中
间 。 初次下水的幼鹰呆头呆脑 ，像
个愣头青 ， 虽然热情似火 ， 充满好
奇 ， 但傻里傻气不会逮鱼 ， 有的甚
至怕水 、怕鱼 。

这就需要调教 ， 幼鹰才能慢慢
上道儿 ！

鱼鹰捕鱼全是出于动物贪吃的
本性 。

下水前 ， 老何故意给幼鹰断食
一天 。 老鹰的脖子都扎得紧紧的 ，
逮住鱼咽不下去 。 幼鹰的脖子没
扎 ，看到老鹰逮鱼 ，就去抢食 ，却往
往抢不到 ，急得 “嗷嗷 ”叫 ，老鹰根
本不理它 ， 主人更是熟视无睹 ，幼
鹰只有自己学着一次次入水逮鱼 。
失败 ，挑战 ，调整 ，体验 ；再失败 ，再
调整 ，再努力 ，再摸索……老何架着
船 ，船带着老鹰 ，老鹰裹着幼鹰 ，看
着学着 ，学着看着 ，一天一天 ，经过
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晨昏 。 大约一周
后 ， 雏鹰迫于饥饿 ， 基本就学会捕
鱼了———从小鱼到大鱼 ， 小鹰娃儿
的成长突飞猛进 。

过了学抓小鱼的最初阶段 ，雏
鹰的脖子渐次扎得由松到紧 ， 最后
越 扎 越 紧———连 小 鱼 也 吞 不 下 去
了 。 饥饿加上天性 ， 在生存与生命
面临挑战的考验中 ， 雏鹰一天天走
向成熟 。

半个月后 ，这几只初出茅庐的
幼鹰 ，已经能初显身手了 ，入水勇
猛 、迅捷 ，毫不犹豫 ，下口很重 ，咬
住不丢 。这几只有着英雄基因的少
年公鹰 ，特别是那两只难觅的 “王
者花鹰 ”———绿玉趾蹼 、孔雀尾羽 ，
毛色发亮 ，英气逼人 ，给沙颍河上
的鱼鹰部落带来了一股凌厉的新
风 。

老 何 很 欣 慰 ， 把 幼 鹰 看 作 宝
贝 。 同时 ， 他的小孙子也非常喜欢
看鱼鹰捕鱼 ， 特别喜欢 “王者花
鹰 ”。 在他的家族中 ，还有四人坚守
着这一传承———沙颍河流域珍贵稀
有的鱼鹰捕鱼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 。 看着孙子 ，看着雏鹰 ，七十三岁
的老何得意而满足 ， 他不由自主又
点燃了一支香烟 ， 白色的烟雾在他
头顶旋起向上 ， 升腾的烟圈儿如同
高贵的皇冠 ！

.……
作为水禽 ， 鱼鹰天性不怕冷 ，

因为鹰毛不沾水 。 特别是秋冬后 ，
鱼鹰周身长出细密的绒毛 ， 覆盖
全身每一寸皮肤 ， 能避水也能离
水 。 鱼鹰翼长尾短 ， 可供水下追
击 、水上飞翔 。 鱼鹰在水下追捕 ，
每次三分钟左右 ， 是普通人的三
四倍 。

时下 ，天气渐凉 ，幼鹰身体成长
得越来越壮 。 健儿初成 ， 一股英雄
气 ，蓄势待朔风 。

老何似乎已经看到 ， 隆冬的沙
颍河上 ，新生代的雄鹰们眼睛机警 、
顾盼自雄 、虎虎生风 ，沙颍河鱼鹰部
落迎来新鲜劲旅 ， 一场年复一年的
鱼鹰水下捕鱼追击大战 ， 已拉开序
幕。

一切刚刚开始，希望都在前头！

《周口日报》创刊 35周年征文启事
2025 年 8 月 1 日 ， 《周口日

报》将迎来创刊 35 周年！
《周口日报 》 是中共周口市

委机关报———周口市最具权威
性 、指导性的主流媒体 。 从创刊
初期的四开四版黑白小报 ，到对
开八版彩印大报 , 再发展到今天
的多媒体深度融合 ，周口报人怀
揣一个个梦想与憧憬 ，走过一个
个春夏秋冬 ，走过一段段不平凡
的历程！

一批又一批的报人燃烧着
自己的青春 ，在报纸成长的路途
上风雨兼程 ，在记录历史的宣传
使命中坚守初心 。 不 ，不只是报
人 ，还有您 ，或许是 《周口日报 》
的忠实读者 ，或许是曾经被宣传
的报道对象 ，或许参与过报社的
活动 ， 或许曾给报纸投过稿 ，或

许给编辑 、记者打过电话 、发过
微信……您 ，也是在漫长岁月中
与 《周口日报 》同行的一员 ，是报
纸成长与进步的见证者！ 本报将
开展 “见证与成长———《周口日
报 》创刊 35 周年征文 ”活动 。 您
与 《周口日报 》的缘分和故事 ，请
写出来吧！ 可以是您与报纸并肩
成长的故事 ，可以是报纸带给您
的难忘记忆 ，可以是报纸曾带给
您的一点帮助 ，可以是您与报纸
编辑 、 记者间的交往和友谊 ，也
可以是您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
故事……

征文要求：
1.文章篇幅 800 字至 1500 字

为宜。 内容真实，有感情、有故事、
有细节。

2. 邮 件 主 题 格 式 为 “ 《周
口 日 报 》 创 刊 35 周 年 征 文 +
作 者 +作 品 题 目 ” ， 文 末 请 注
明 作 者 真 实 姓 名 、 通 信 地 址 、
邮 编 及 联 系 电 话 等。投稿邮箱：
zkrbdaoyuan@126.com， 或私信道
源副刊微信公众号。

3.征文截止日期为 ２０２５ 年 7
月 25 日。

4.投稿者应保证为原创作者，
对作品拥有独立 、完整 、明确 、无
争议的著作权。

征文刊发：
优秀征文作品将刊发于 《周

口日报·道源》或周口日报社各新
媒体平台。

周口日报社
2024 年 8 月 15 日

诗歌纪实散文

神 算
顾振威

在医院附近有个算命的李先生，
留着花白的胡子， 说话不紧不慢的。
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简直
就是一个活神仙，竟然能一丝不差地
算出父亲一生的命运。

这样一个算卦活神仙，我儿子给
他算了一卦后，竟然把他算跑了。

放学后，儿子来到病房，看到我忧
戚的神色，就小心询问爷爷的病情。

“李先生说是凶多吉少， 让我们
早点准备后事。 ”

儿子忍不住扑哧一笑：“都什么
年代了，你怎么还相信算命先生的胡
诌八扯？ ”

“李先生算得挺准的，我报了你
爷爷的生辰八字后， 他说你爷爷十
多岁的时候命运才开始发生变化 ，
一步步好了起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民
翻身做主了， 爷爷的命运怎能不发
生变化？ ”

“他说你爷爷在 20 多岁的时候
住的是茅草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
多数人家都是住茅草房，吃了上顿就
得为下顿发愁。 ”

听到父亲粗重的喘息声，我的声
音变得低沉：“他说你爷爷 40 来岁时
终于时来运转，盖起了砖瓦房，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的。 ”

“那个时候包产到户了， 家家户
户囤里有粮了，腰里有钱了，都盖起
了砖瓦房，小日子过得像是吃着甘蔗
上楼梯———步步高，节节甜。 ”

“他说你爷爷 70 岁左右时家里
盖了楼房。 ”

“十多年前，家家户户都盖楼，谁
还守着破平房？ ”

“李先生咋说这回只是损失点小
钱，你爷爷倒是有生命之忧呢？ ”

儿子看了看挂着氧气的爷爷，皱
眉思考一阵后说：“现在看病都有农
合报销，怎么会花大钱呢？ ”

“你爷爷有生命之忧， 该怎么解

释呢？ ”
“现在谁还相信算命先生呢？ 只

有病急乱投医的人才会找他们算卦，
所以他才贸然判断有生命之忧。 ”

真不愧是在中学教历史的，儿子
分析得头头是道、合情合理。 我有点
懊悔地说：“真是鬼迷心窍儿了，我竟
然给了他 100 块钱的算卦钱。 ”

儿子走出病房，不到半个小时就
乐呵呵地回来了， 手里举着张百元钞
票：“完璧归赵，看看是不是你那张？ ”

我不解地问：“你是咋要回来的？ ”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

给他算了一卦。 ”
我愈加愕然了：“你给算命的算

了命？ 他能相信？ ”
“我就不相信我这个大学毕业

生，斗不过他这个骗人精。 我说他这
辈子过得不顺，老伴已经过世，子女
不太孝顺， 与村里人处得不太融洽。
要想安享晚年，还得叶落归根。 ”

“胡诌的吧？ 他能相信？ ”
“要是老伴在世， 子女孝顺 ，他

就不会穿得邋里邋遢； 要是与村里
人相处融洽，这辈子过得顺利，他也
不会六七十岁还在县城算卦了。 如
今几乎没人算卦了， 他摆卦摊又影
响市容，能不想着找个去处？ 现在正
搞乡村振兴， 我才告诉他要想安享
晚年，只能回老家。 ”

这样看来李先生不是神算之人，
儿子倒是神算之人了：“那你说说你
爷爷的病能治好吗？ ”

儿子摇头晃脑地说：“要是病得
很重，又是 80 多岁的人，救护车能把
他拉到医院？ 爷爷的身体一向硬朗，
救治又及时， 这回应该问题不大，你
就放下心来，把心装到肚子里吧。 ”

我不由乐了：“好小子，我就是不
放心，也要把心装到肚子里。 ”

十天后，父亲痊愈出院了。 如今
再看医院附近， 哪还有李先生的身
影？门卫说，他囔囔着要叶落归根，回
老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