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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秋雨一阵凉。本该是秋
高气爽的时节，最近却一直是阴
天，天空中老是扯着那么几朵深
灰色的云朵，还不时飘来一阵细
细的雨，院子里的草丛湿漉漉
的。中午下班到家，千惠正坐在
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本作
文书。看到我进屋，她眼睛一亮，
放下书本跑过来拉住我的胳膊，
兴奋地小声说：“爸爸，咱家有一
只斑鸠。”

“斑鸠？哪来的？妈妈知道
吗？”我很疑惑。妻子是最不赞
成在家里养小猫、小狗、鸽子之
类的小动物的。她总觉得这些
动物身上带有病菌，对孩子的健
康不利。

“妈妈知道。”千惠急切地说。
妻子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朝我

点点头，用赞许的语气看着千惠
说：“千惠救的。”

不等我脱下外套，千惠就急
急地拉着我的胳膊说：“斑鸠在阳
台上，我领你去看看。”

穿过书房，我看到阳台上有
一个装牛奶的纸质手提袋。一只
灰色的斑鸠，个头不大，看上去有
成年斑鸠的一半，半躺在纸袋子
里，两只紫红的爪子瘦骨嶙峋。
翅膀稍微张开，其中一侧的羽毛
掉了两三根，裸露着一块西瓜子
大小的红肉，一双黑色的绿豆大
小的眼睛惊恐地看着我这个不速
之客。

我问斑鸠的来历，千惠自豪
地说：“是我发现的。”

我这才知道，中午放学回家，
走到小区的松树下，千惠突然听
到一阵咕咕的声音，嘶哑又柔
弱，几乎被滴答的雨声遮住了。
她很好奇，觉得很像是什么小鸟
的声音，循声望去，就看到这只
浑身湿淋淋的小东西半躺在草
丛里。在征得妈妈的同意后，千
惠小心翼翼地把它带了回来。

千惠说：“爸爸，我本来想着
它看到人会飞跑的，谁知它动也
不动。”我指着斑鸠受伤的翅膀
说：“它看上去无精打采的，翅膀
受伤了，要不你也不会轻易地就
捉住它。”“那怎么办？它会不会
死呀？”“看看吧，你把卧室的药箱
拿过来，我给它上点药。”

千惠起身朝卧室跑去，很快
拎过来小药箱。我翻出一板阿莫
西林胶囊，将胶囊里细白的粉末
小心翼翼地撒在它翅膀的伤口
处。小斑鸠一动不动，只是用无
神的黑眼珠愣愣地看着我。

千惠叮嘱道：“爸爸，你小心
点，它会不会觉得疼呀！”

我叹了口气说：“要是明天它
能扑闪翅膀吃点小米，那就能活
下来，否则就不好说了。”千惠盯
着小斑鸠，用哀求的语气说：“哎
呀，你可千万别死呀！”

吃晚饭的时候，千惠又去看
小斑鸠，小东西似乎更加萎靡
了。千惠把几颗小米粒放到它嘴
边，可是它似乎视而不见。

“爸爸，它为什么不吃东西
呀？”千惠很难过地问，我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我不忍心告诉孩子
小东西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

第二天我还没有起床，千惠
冲进卧室焦急地说：“爸爸，你看
斑鸠是不是不会动了？”

手提袋里，小斑鸠静静地躺
着，眼皮闭着，缩成毛茸茸的一
团。我伸出右手食指轻轻拨动它
的身子，感到了坚硬和冰凉——
小东西昨夜就没了气息。千惠眼
中噙满了泪水。

我说：“小斑鸠死了，你很难
过，爸爸心里也不是滋味。要不
是你昨天中午发现了它，下着雨，
说不定它当时就不行了。你救了
它，给它上药、找吃的，它一定会
感激你的。你已经尽力了，很多
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千惠
哽咽着看着我，似懂非懂地点点

头。
“你说，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呢？要不把它扔到垃圾箱里？”我
问千惠。

“不行。咱们把它埋了吧！”
“好。就埋在昨天 你发现它

的那棵松树下。那是它自己选择
的地方。”

我们来到院子里，在那棵松
树下挖开一个浅浅的小坑，千惠
依依不舍地把小东西放了进去，
轻轻抚摸了一下它的羽毛。

久违的太阳出来了，照在身
上暖洋洋的。千惠突然激动地
说：“斑鸠，斑鸠。”我扭头一看，温
暖的阳光下，不远处的草丛中，两
只小斑鸠快速地挪动着小碎步，
不时叼啄着什么，看上去机灵可
爱。

九九重阳登高望远，据说可
以免灾祛病，健体强身。当天下
午，孩子们带着我和老伴去金牛
山玩。

我和老伴这一生，很少外
出。刚参加工作时，新中国刚刚
成立，百业待兴，所以一心扑在工
作上，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每每
节假日，不是学习就是开会，哪有

时间外出看看转转！
退休后，年龄大了，慢慢体力

不支，行动受限，也不想麻烦孩子
们。但金牛山不远，且有车，我和
老伴也想出门散散心，就同意了。

车子徐徐前行，我看到笔直
宽阔的马路上，车如流水，人群熙
攘，两旁高楼林立，错落有致，这
使我想起很多往事：

上世纪 70 年
代的一个深秋，我
们组织高年级学生
到平顶山参观。当
时平顶山初建，市
内只有一条高低不
平的矿工路，市中
心除市政府几栋红
砖建起的小楼外，
只有一座百货大
楼，大楼周围是零
星的商铺。据说当
时有一个地质学家
预言，平顶山地质
构造薄弱，不能建
三层以上的楼房。
今天看来，实属子
虚乌有。

说实在话，当
时除了市中心外，
整个平顶山不比农
村强多少。回校
后，一个学生在日
记上写道：“出叶
县，向北看，遍山都

是石头蛋。”
短短几十年，在全市人民的

努力下，如今这里已是道路纵横、
高楼连片、拥有百万市民的中型
城市了。

车子已到山脚下，向上望去，
漫山黄叶，在阳光照射下，像是一
座金山。成队的小车，一辆接一
辆，摆成一条条长龙蜿蜒在盘山

道上。老少游客在山溪间一片欢
声笑语，林间群鸟啼鸣，让人顿觉
神清气爽，心情愉快。

来到山腰间，看见有一间客
店，是游客食宿的地方，店面宽
广，地势平坦。孩子们去了高处，
就在店里给我和老伴要了茶果，
让我们在这里等着。

阳光夕照，风轻云淡，鸟雀鸣
叫。记得在老家时，有人告诉我，
在远古时代，从伏牛山跑来了一
头小牛，见这里水草肥美，后来就
化作金牛山留了下来，据说若在
晴天看，它头向西南，非常逼真
呢！

想到此，我就站在那里，前后
左右看了个遍，但只见山头错落
有致，并看不出什么牛的形象
来。忽然，我哑然失笑，想起一首
诗：横看成岭侧成峰，高低远近各
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古人已深有这样的体
会，我还发什么呆呢？！

夕阳压山，孩子们也陆续下
山来，带着未足的游兴返程，最后
用几句顺口溜儿结束吧——

九月重阳游金牛，遍山黄叶
好个秋。

涧边游客声细细，枝头鸟雀
声啾啾。

彩霞如锦高空艳，青霭似水
深涧流。

九十四岁体高健，明年随车
再来游。

□孙云汉（河南平顶山）重阳游金牛

如火红叶 牟宇 摄

□孙志刚（河南平顶山）小斑鸠

905.臣不欺朕

做大臣者，不说瞎话，只唯
上，皇上自然喜欢。宋仁宗时
代，江西人陈执中作宰相，陈的
女婿恳求岳父在朝中给自己谋
个一官半职，陈执中断然拒绝
道：“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
箧中物，婿安得有之？”这事传
到宋仁宗耳中，皇上对陈愈加
依赖。其实，当时谏官屡次弹
劾陈执中“不学无术，非宰相
器”，皇上毫不在意。监察御史
曾当着宋仁宗的面发牢骚说：

“陛下所以眷执中不替者，得非
以执中尝于先朝乞立陛下为太
子耶？立嗣非陛下而谁？执中
何足眷（皇上信任陈宰相无非
是当初他力主立您为太子。可
您不想想，先帝就您一个儿子，
不立您立谁？）宋仁宗回复说：

“非为是，但执中不欺朕耳（瞎
说，才不是立太子的事。我信
任陈宰相，是因为他对我不说
假话）。”

906.游猎遇险

贞观五年（公元 631 年），
唐太宗李世民在洛阳皇家公园
打猎，其间一群野猪突然从丛
林中蹿出，皇上引弓射之，四箭
射死四头野猪。这时，一头雄
猪拼命向皇上扑来，吏部尚书
唐俭忙下马阻拦。只见唐太宗
临危不惧，挥剑斩杀野猪，然后
笑着对唐俭说：“你没见过我战
场上领兵打仗的场面，这点小
危险有何可怕？”唐俭郑重地对
皇上说：“汉高祖刘邦说过，以
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
下。陛下虽以神武定四方，但
不能跟一头野兽玩命！”皇上尴
尬地说：“好好，你说得对。这
猎咱不打了，回宫！”

907.英雄慷慨

尉迟敬德军人出身，为唐
太宗登基居功至伟，但说话不
讲究方式方法，与同事关系比
较紧张，皇上只好派其到地方
任职。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
年）二月，唐太宗召见尉迟敬德
说：“人言卿反，何故（有人举报
你谋反，你是咋想的）？”尉迟敬
德答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
讨逆伐叛，虽凭威灵，幸而不
死，然所存皆锋刃也。今大业
已定，而反疑臣（你要这样说，
我可真反了。我跟随你南征北
战，遍体鳞伤。如今革命成功
了，你倒怀疑上我了）。”尉迟敬
德当场脱衣解带，果然战伤遍
布。皇上心疼得流着眼泪说：

“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
告，何反以为恨（赶紧穿上衣服
吧，我正是相信你才将这事告
诉你，你恼啥恼）？”

如今民间的门神招贴画，
一位是秦琼，另一位就是尉迟
敬德。 （老白）

旖旎滇池 胡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