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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见过老鹰吗？”女儿曾经
这样问我。那时，她还很小。我下意识地
看了一下天空，没有回答。
  其实，我是见过老鹰的，那时还在农
村老家，可是自从到了城里生活，印象里
真是没有看到老鹰了。一晃又是许多年，
其间我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抬头看看天。
  鹰，是越来越少了，难道绝迹了吗？
  想想应该不对，看看那麻雀、喜鹊、
白头鹎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张狂地要到
你的饭碗里来抢东西吃呢。就连小时候只
在画册里见到的戴胜鸟也常在身边走来走
去，偶尔有人靠得太近，它才展开冠羽以
示警惕，或者快走几步到别处，然后又在
不远处停下来，有些调皮地东张西望着。
再有，马路边的绿化带里忽然就蹿出一只
野鸡，鸣叫着飞到马路对面去了。还有那
一向警惕性很高的野鸭，也在城中公园的
小水塘里筑巢育雏了。
  鸟鸣有草木香，鸟鸣有水烟气，鸟鸣
是生态和人文的花朵。越来越多的鸟，在
我们身侧飞起飞落。鹰，不是矫情的，不
是虚弱的，它比许多鸟更有穿透力，应该
看到更多它们的影子才对。
  鹰，在哪里？
  或许是年龄越来越大的缘故，我越来
越喜欢小鸟了，那追随鸟鸣的脚步也就由
城市的公园，渐渐向城郊的湿地、树林以
及更远的旷野和山岭延伸。
  那天，我被一群野鹤吸引了。宽宽的
荒地上，几十只鹤或伫立、或漫步、或嬉
戏、或觅食，那么悠闲自在。忽然，一个
硕大的飞影在眼前掠过，一下子惊到了
我。鹰？待我定睛看时，那大鸟已飞出很
远，但依然清晰可辨，那的确是一只
老鹰。
  原来，它在这里。鹰，在做一个隐者
吗？它那身羽毛让我想起垂钓江边、行走
野径的某位老者身上的蓑衣。
  从那之后的许多天里，在偏远的地方
行走，总能遇到老鹰。原来，老鹰是一直
在的。当然，它不是被时势逼到了角落，
更不是败走江湖，也不是看透人生。鹰从
来都不是参天悟地的隐士，只是它不喜欢
喧嚣。想一想也对，城市那逼仄的上空，
哪能适合它的翅膀？城市那冰冷而坚硬的
构筑，哪能适宜它驻足？纷纷扰扰的街衢
两侧，方寸大小的公园之中，那一草一木
或许让麻雀乐此不疲、让燕子流连其间，
可鹰从来不是一只苟且的大鸟，它属于无
拘无束的自由。对鹰来说，城市的自由极
其有限，喧嚣和繁华是它的大忌。
  我曾经一度担心鹰的生存，其实，或
高或低，鹰从来不缺少天空，毕竟还有太
多的山海。在那里，它的翼尖划过之处，
都是电闪雷鸣。就算是栖息，那足下的顽
石，也是昨夜的风暴里被它的利爪刺穿了
魂魄的乌云。
  李苦禅画鹰，很少画鹰的飞翔，大多
是画鹰立在顽石上的样子，衬以松枝、兰
草、青苔，线条粗硬、墨彩狂野。这样的
画，我喜欢。其实，蓄势待发的鹰更有力
量、更震撼，这正是山川旷野的鹰。辽阔

冷峻的地方，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鹰的
灵魂。
  李苦禅大师，的的确确是一个懂老鹰
的人。
  想一想，我们只能偶尔见到一次老
鹰，是太习惯于在舒适的地方漫步。那些
山恶水险的地方，会让我们生了胆怯、失
了勇气。对鹰来说，我们只是一闪而去的
一缕风。鹰，怎么会和瞻前顾后、唯唯诺
诺的人为伍呢？
  鹰从来不胆怯，更不会因为害怕而魂
飞魄散。哪怕一支利箭穿透它的身体，它
也以箭为笔、以血为墨，在天空挥洒出星
光点点，在大地上描下一朵朵盛开的花。
  我曾经买了一座鹰的雕塑，放在办公
桌上。那雄鹰展翅欲飞的样子，的确很有
气势，我想借此激励自己。那时，我总沉
溺于办公室里闲坐闲聊，面对老鹰的雕
塑，是不是有些叶公好龙的味道？想一
想，真是一种自我嘲讽，鹰怎么会在温室
里虚张声势呢。
  据说，鹰在生命将尽的那一刻，会冲
天而去，努力将自己的羽毛和血肉撕碎，
让自己燃烧殆尽在阳光里。鹰，它的巢穴
是太阳，它的墓穴也是太阳。是的，那光
芒四射的地方，是它的来处，也是它的
归处。
  在最绚烂的地方生就的生命，才有这
如此朴素的羽毛和矫健的身姿，就像矿石
在烈火的淬炼中，才生就了钢铁的壮美。
飞翔的鹰，正是一片钢铁的呼啸；驻足的
鹰，多像一块钢铁的沉默。那动静之间的
质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鹰是孤独的，更是清澈的，雕琢着自
然，决不会被自然雕琢。这天地间鬼斧神
工的洒脱，是风的起点，也是风的终点。
我们都崇敬老鹰，是因为心里都有这样一
只大鸟，与云朵齐飞，沐风雨而歌。其实
再柔软的人，哪怕看起来很懦弱，也有如
此一份情怀。水，够温柔了，可蓄积太
久，也会有惊涛骇浪的嘶鸣，破壁垒而
放歌。
  应该去有风有雨的地方看看老鹰，我
们会了解自己更多。想一想，鹰其实是每
个人的魂，一种只跟随自己的孤独，或者
说是一种清高，只是有太多的将就，太多
的舒适，太多的牵绊，让我们迷途难返，
失去了鹰的利爪和羽毛以及可以凿穿黑夜
的喙。
  鹰的孤独，是我们的悲哀。默念鹰，
我垂下曾经自以为是的头颅。如果让我现
在回答当年女儿的问话，我会说，没有谁
可以轻而易举见到鹰，见到那真正的鹰。

相思酒
相思酒入唇，
未喝醉几分。
酒能解相思？
未有断肠人。

家乡好
家被大山抱，
山花香味飘。
池塘鹅鸭闹，
鱼绕荷花跑。
朝闻雄鸡唱，
暮听牛羊叫。

孤鹰
□孔祥秋

  和于老师相识是在早些时候，那时没有
交集。后来我们成为同事，她是我的领导，
于老师变成了于校长。
  起初，我觉得我们不太欣赏对方，这可
能是因为我们截然相反的性格。于校长做事
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说一不二；而我柔和
缓慢、稳中求进、谨言慎行，缺少果敢与力
量。我们就像两条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在各
自的轨道上运行。成为同事后，我知道要支
持领导的工作，因而在许多事情上，我一直
认真落实，遇到意见相左，坦诚反对缘由。
天长日久，人心相见，我们相反的性格渐现
互补优势。然而就在这时，于校长去了外地
的一所民办高中工作。惋惜之余，我只能默
默的关注和祝愿。
  半年之后，听说于校长又担任了那所学
校的校长。异地工作，人生地不熟，想象得
出她是怎样拼命工作的。四年之后，这所学
校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让每一名踏进校园的
孩子都优秀纯良。
  这期间，于校长的父亲、母亲相继去
世。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她曾是父母的掌
上明珠，但因为工作原因，她和父母竟没有
见上最后一面。“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校
长忍着巨痛，处理完父母的后事，接着返回
工作岗位，把悲痛深深埋在心底。
  我有理由相信：唯有工作，唯有更努
力、更拼搏才是她的慰藉。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所新建的高级中学
变得小有名气，“知行合一 志达天下”的
校训激励着每一名学生，学校已然成为“学
生向往、教师幸福、社会满意”的现代化学
校。这无疑凝聚着于校长的滴滴心血。在最
艰难的岁月里，逆流而上，逐光而行，成绩
斐然，她也被授予“山东省三八红旗手”。
  本以为，事业渐入佳境、生活幸福的于
校长会静静享受创业的成果，可今年听说她
又去了一所规模更大的学校。
  其实了解于校长的人都会知道：她是一
个积极乐观、有无穷力量的人。她无论干什
么，都会全身心投入，热情奔放、充满能
量。每一间教室，每一名学生，她都记忆深
刻，好像学校就是她的家，学生就是她的孩
子，她用生命的全部精力精心陪伴孩子们健
康成长。
  风有信，花可期。我一直觉得于校长是
为工作而生的、是为教育而生的，无论走到
哪里，无论时空如何变幻，她都会跨越艰难
的日子，以一心光亮迎岁月静好。

跨越岁月的

时光天真
             □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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