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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丹顶鹤，是濒于灭绝的野生保护动物，美称“湿地之神”。
《丹顶鹤的那些事儿》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丹顶鹤由春到冬，由孵化、生长到迁徙的过程；展示丹顶鹤
的美丽、善舞、善歌、高雅的特质；融会了中国鹤文化的精华；呼唤人类保护环境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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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华北，笔名北夫，男，共和国同龄人，散文家，原籍四川合江。
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沧州市作协副主席。
著有散文集《大洼如歌》、《大洼行吟》等，以生态散文著名，风格细腻而厚重。
作品荣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入选全国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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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天使鸟儿万里咸至（鹤飞篇）　　浩浩南迁　　初冬的天际，一层薄薄的雾霭漫开在整个目
所能及的世界。
左边是大海，那蔚蓝还是那么千年万年不变的蓝，遥无边际地与天光的分界线相接。
长空里看海，海是平坦的，没有人们近在咫尺看到的那种惊涛骇浪。
右边是平原，是山峦，青翠的麦田被纵横的阡陌分解成长方形、正方形。
河流是银亮的白线，时粗时细，支流和主流组合成清晰的线网，如身体中的血脉，直伸到那一片片丛
林和山体的结合处。
山峦高耸，静静地观望着世间的四面八方。
茂密的林带装饰着山峦，使它们的体态那么丰满，而不是裸露出瘦弱的脊梁。
在陆与海激情的交吻处，界限分明，印痕连绵延伸，一直向前，时而凹时而凸，时而大幅度弯转，时
而小距离回曲。
沙滩上的白色线条是海与陆激荡起的浪。
几千年、几万年了，海是博大浩瀚的伟男，陆是羞涩多变的女子，它们相依相爱，情愫缠绵，始终没
有完结的日子。
天国的鸟儿飞来了，它们背负着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背负着长白山的冰天雪地，背负着蒙古大草原的
草场银湖，背负着西伯利亚的寒风冰原，日夜兼程向南飞翔而来。
　　素羽嗷然，偶影翔集，大群的丹顶鹤自然分成几组，组与组间没有明确的分别标志。
时而几组相联成阵，连绵几公里长，鸣叫声此起彼伏，相告着各自的存在。
时而几组相联横排，一齐向前，每一群心中都有一个目的地，每一只心中都向着这次长途的终极目标
。
　　在飞行的旅途上，丹顶鹤是不知疲倦的神鸟。
那轻盈的体态，由侧面看去，神鸟的头喙前伸，脚尽力后伸，略有下垂，身子成一个近似平行的流线
。
羽翅一上一下，有时一起扇动，用力地下压身边的空气，有时缓慢地机械地扇动，显得悠然而神逸。
羽翅起落的频率可以慢慢数清。
如果你从神鸟的后面看去，它们每一只的羽翼又都像一张长弓，一张尚未拉满的弦线悠长的长弓。
　　神鸟群奋力地飞行，向南再向南，带着天国的嘱托，带着天国的语言向南远行。
一对丹顶鹤在距群鸟后几十公里处飘逸地飞来，沿着大队飞翔的路线，只是比它们的航线要高一些。
早晨飘落的雪花湿润了鹤背上的羽毛。
阳光照过来，每一只身上蒸腾起不易察觉的淡淡水雾，融进蒙蒙的雾霭里。
它们的故乡，向北是那片宏阔的湿地，向南是东海边广袤的苇丛。
一年一度，神鸟来往于两地，真正的寒冬似乎离它们很远。
　　天宇澄旷，鹤群中有一对相邻地飞翔，雄的叫霄霄，雌的叫凌凌。
霄霄十分呵护凌凌，它在羽翅上仰时，侧过鹤颈从右翅下看看凌凌，凌凌也常常从扬起的左翼下隙处
用左眼的余光望望霄霄，还一声清脆的嘎嘎声。
霄霄也总在此时不失时机地回报一嗓嘎声，声音中比凌凌呜叫更多了一些浑厚。
有时霄霄会有意放慢羽翼的扇动，落在凌凌身后，看看凌凌身后伸直的黛黑的脚，那裸露的脚不会冷
吧。
有时霄霄会紧扇双翼，飞临在凌凌上方，下俯凌凌奋飞的姿态，很想为它助上一羽之力；有时霄霄又
会落到凌凌的下方，上仰起头，看凌凌优美的翔姿，为它的倾尽力量向前的姿势欣慰，因为前方有它
们的共同理想。
更多的时候，霄霄飞翔在凌凌前方，为凌凌提供一个减少气流阻力的小角，使凌凌减少体力的消耗。
它们的父母兄弟也总是在队伍的前面，奋飞向前。
　　风突然加大了力度，从右侧刮来，鹤群的前后一字形被风向左平移了几十米，领头的鹤坚定地向
前，身后的队形很快调整为一条顺风的斜线，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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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又小了一些，太阳在朦胧的天光下缓缓地滑向西天。
看不到太阳明晰的轮廓，只是感觉到它那光明聚集耀眼的地方。
鹤群要继续飞行，霄霄知道它们的目的地已不会太远了。
　　天光有些黯淡起来，鸟云越集越多，整个天穹呈现出淡墨色。
鹤群身下的田畴、阡陌、河渠、山林间闪亮起了一盏盏灯火，或星星点点，或密密集集，像由天上撒
向人间的夜明珠儿。
　　天色更加暗下来，云层在鹤群的上方飘浮，已聚集得越来越厚如抹不开的浓墨。
鹤群又向下降低了许多，但不至于挨上那地面上的楼宇尖顶或一闪而过的高架铁塔、黑烟滚滚和白烟
缭绕的烟囱。
轰隆隆、轰隆隆，闪电划开了鸟黑的云层，照亮了依然飞行的鹤群，就像一条耀眼的白练。
轰隆隆、轰隆隆，霄霄和凌凌感觉头上、颈上有雨点轻轻击打。
蓦然间，雨点越来越密了，击打在双翼上，它们看见了闪电下羽翼溅起的雨珠在飞，鹤群没有降落，
一直向前，很快冲出了雨层。
　　鹤群上方的鸟云变得薄起来，夜空也变得清亮起来，也许是天雨洗净了天空。
透过云层可见云上的那轮明月，可见夜空里的星辰。
霄霄、凌凌身上被雨淋湿的羽毛也慢慢变得轻松，不像刚才那么沉重。
终于，头鹤降低了飞行的高度。
好闻的海腥味袭来，在一片片阔大的苇田滩涂上空，头鹤领着它们停止了前进的飞翔。
它们开始盘旋。
水光倒映着天上的星辰、倒映着明月。
芦苇摇动的沙沙声传来。
已先于它们而来的鹤群在刈过的空旷的苇田里鸣叫，似在迎接着小队鹤群的到来。
霄霄在前、凌凌在后，它们降低着高度，滑翔着，羽翅静止地与地面越来越近。
它们两脚叉开，羽翼伸长着接触了地面。
双脚有些麻木，在草地上向前跳动几下，收住了羽翼。
鹤群开始大会师。
霄霄和凌凌兴奋地和着鹤群，一起伸长脖颈欢唱着丹顶鹤的欢乐颂。
　　湿地仙禽　　鹤的命名源于人类，而鹤的起源又要比人类早了六千万年，鹤和天鹅、大雁、野鸭
以及世界上九千七百八十七种鸟一样，它们的共同祖先是始祖鸟。
在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四合屯发现的原始祖鸟、在欧洲发现的始祖鸟或许是它们的祖先，而那些祖先生
活在不可思议的早白垩纪，距今已有一点五亿年。
最早的古鹤类生活于新生代第三纪的始新世。
中新世的旧大陆上古鹤类、原冠鹤类和中新鹤类已是家族兴旺。
地球变迁，新大陆形成。
鹤科又分两个亚科，即冠鹤亚科和鹤亚科。
考古发现，冠鹤亚科的化石属于三千七百万年至五千四百万年前的始新世，已知有十一种冠鹤生活在
约五千万年前的欧洲和北美洲。
　　原冠鹤和加拿大鹤大约生息在四千万年前。
那时，地球的北部大陆气候温暖，湿地连绵，是鹤类最初的伊甸园。
三十多种鹤欢聚在树林里、沼泽中，几千万年在万物赖以生存的地球变迁中转瞬过去。
地球内部的躁动，连绵不断的造山运动，隆起了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落基山和安第斯山，地球
像裸露的野人穿上了衣服，一个粗犷的汉子似乎正渐渐地起来。
但它的野性时常爆发。
第四纪冰川铺天盖地而来，无情地毁灭它的大批子民，大片的湿地被没有生物痕迹的冰川和突兀的大
山取而代之。
温暖的气候被无情地挤走，美丽的冠鹤栖息地也被无情地压缩到非洲那紧临赤道炎热的地方。
地球北部悬殊的变化，各种残存的鹤类在不同环境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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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四千万年前，三十多种鹤减灭了一半，冠鹤亚科仅有两种在非洲中南部幸存下来。
鹤亚科化石最早见于中世纪，约五百万至二千四百万年前，七种已灭绝，现尚存十三种。
在鸟族这个大家庭里还有十五种鹤飞翔在世界各大洲。
　　霄霄、凌凌它们这个大家庭一时热闹起来。
夜风轻轻地吹来，摇动了水边的苇。
呱呱、呱呱，野鸭在喧闹一番后又恢复了平静。
咚，有鱼企图跃出水面又被水亲密地收回。
或许那是条鲫鱼，被黑壮的鸟鱼追逐，但霄霄不知那鲫鱼能不能逃脱。
　　霄霄知道，在这个大家庭里它们不会孤单。
它曾和白枕鹤擦肩飞过，白枕鹤一身的灰白，颈背和喉又是白色，伸长的腿是很美的绯红，一脸红羞
的它怕见生一般，匆匆地飞去隐进了苇丛里。
有次霄霄和三只灰鹤在苇荡边觅食，灰鹤披一身灰色的大氅，眼后的白像画上去的一直抹到颈背。
灰鹤头上也有像霄霄一样的红顶，不过又要小得多，而且周边被黑色包围显得小气。
霄霄还和个子小些的白头鹤邂逅在一个苇荡里。
白头鹤那白色的头顶前黑中有红，颈部洁白，与全身的黑反差鲜明，那黑黑得深沉，霄霄也很喜欢。
霄霄记得在遥远的北方，它们还和蓑衣鹤一起飞在大草洼上空，蓑衣鹤蓝灰色的身羽是那么优雅，颈
上、胸上的黛黑垂得好长，像披戴的蓑衣，头上的白色长羽披散开来颇有种浪漫情调。
霄霄最欣赏的还是那群白鹤，它们展翅飞翔时，“分行似度云，扬影疑翅雪”，除那羽尖像蘸过墨，
全身是一尘不染的洁白，腿露两支粉红，颊也红得很美。
那年，霄霄还在一群野鸭中见到一只形单影只的沙丘鹤，那鹤颊上施着粉白，头额鲜红，全身的灰衣
显得它娇小秀气，羞于见生。
它是怎样与家族失散飞来的，霄霄也不想知道。
在中国，还有霄霄没有见过的赤颈鹤，它身高体大，红颈红脸红腿，全身灰黑，唯有在几千里外的西
南边陲和高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南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在世界鹤类的名册上，十五种鹤在中国即有九种。
也许那美丽的美洲鹤、非洲的肉垂鹤、澳洲的澳洲鹤，还有中非和西非的黑鹳鹤、南非的蓝鹤、东非
的灰冠鹤、北美的加拿大鹤（沙丘鹤）都很难与中国的鹤相遇。
它们天各一方，坚守着自己的领地，流连于自己的家园。
灰冠鹤的头饰异常地美丽，黑头，白脸，浅蓝灰色的颈，脸上方、头颈下红色肉垂异常鲜艳夺目，最
奇特的是头上一大丛散开的金色头冠，如金光熠熠的王冠。
非洲的冠鹤还遗存了几千万年前鸟能栖树的特点，是唯一能夜栖于树上以避猛兽的鹤了。
　　那只与霄霄相识的沙丘鹤知道，它的家族是世界上最大的鹤类家族，主要生活在北美。
它们群飞时如遮天蔽日的鸟云，它们落水即能遮住一片片明亮的水塘。
它们不像其他家族已寥寥可数、岌岌可危，而是浩浩荡荡、颇为壮观的六十万只的大军团。
霄霄知道，最美的还是自己的家族，它们脸颈是黑色，次级、三级飞羽也是一片黛墨，收起羽翅时黑
色聚拢在尾部，如穿上一身洁白的衣裳配以黑色超短裙。
腿修长而黑，亭亭玉立的姿态，优雅动人。
耳羽后的白色带直至颈背，头顶那一圆彤红灼灼夺目。
　　那是近半个世纪前的初夏，还是懵懂少年郎的我从四千里外的川南来到渤海边。
看惯了高峻嵯峨、连绵起伏的青山的我，在这片坦荡广袤的大草洼边，惊愕地停下了脚步。
从此，命运把我留在了这片神奇苍茫的土地上。
　　春来，听着大雁声声，看群群候鸟由南方翩翩飞来；夏归，走进大洼听鸟儿伴着鱼跃声无休止地
喧鸣；秋至，在芦花飞扬的大洼上空，看鸟儿俯仰群翔，为南迁试飞着劲羽、计划着日程；冬临，听
盘旋的苍鹰在簌簌寒风中的羽翼振动声，和那些喜鹊、麻雀等留鸟在雪原中略显孤寂的鸣唱。
大洼边，我偷看着鸟儿缠绵交欢，听着它们喋喋私语声长大；大洼边，我追逐着鱼儿，听着它们水中
的嬉笑声长大；大洼边，我数着飞来的丹顶鹤和天鹅，听着它们高亢的歌声长大；大洼边，我荡着小
船，听着船儿擦过苇蒲湿润的声响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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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到丹顶鹤，就是在南大港这个大草洼。
早春，寒凝初开的大洼绿水荡漾，三只丹顶鹤落在大洼的深处。
不远处还有十几只天鹅相伴。
凛凛大气的丹顶鹤散发着美丽的神采，或洗浴、或梳翎、或觅食，高雅中透着神逸。
我敢说，那是最有魅力最有气质的鸟儿了。
从那年起，每年春，我要去大洼看丹顶鹤，或是打电话问那里的朋友：丹顶鹤飞回来了吗？
十几年了，寄托着我年年的牵挂，年年的久盼。
　　于是，对鸟儿的喜爱常在我心中萦绕，对鸟儿的情怀也就不断由笔端落在纸上。
画家用线条和七彩描绘洼里的鸟儿，而我却用祖先留下的几千个汉字描绘鸟儿。
洼里鸟儿的舞姿、鸟儿的鸣唱、鸟儿的情爱、鸟儿的靓羽，还有那鸟儿与人割舍不断的情意和愤懑。
一齐在纸上飞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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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丹顶鹤的那些事儿》以散文笔法，为一对丹顶鹤伉俪的悲欢而牵心，为丹顶鹤日渐恶化的生存
环境而担忧，在那些美好悠久的鹤文化中流连。
作品熔文学性、知识性、科普性于一炉，让读者在这部内容博识、语言精练隽永、叙述细腻生动的作
品中受到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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