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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以误解和偏见开始，逐渐
修成正果的。

而人生的正果都指向了同一个归
途——那就是死亡。

其实这个结果我们都知道，但在
人生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
了“误解”。

当然，也正是这些误解——误解
人生的种种，该这样或者该那样，才
让人活着有希望，有目标；也正是这
种偏见——人生是漫长的，人生是幸
福和久远的，才让人在追求的过程
中，充满活力，充满激情从而获得人
生之乐。

世上的事，哪一种不是偏见和误
解的综合体。政客、商人、妓女、法
官、教师，都秉持着自己认为对的圭
臬，在偏见和误解中获得自慰与满足。

如果，如果没有这些误解和偏
见，人生就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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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可直接回答是或者不是；遇
见大事，则需要间接回答，或者绕个
弯子迂回一下，或者列举事例说明，
让听者自己琢磨，去推测他自己想要

的那个结果。因为，凡大事，都没有
统一或标准的答案。答案在风中。答
案在语言的缝隙里。

如果老是在细小的事上发脾气，
那么我们就会减少或者失去在大事上
的判断力与决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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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需要浪漫主义，但浪漫主义
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那么问题
来了，为什么需要浪漫主义？因为只
有浪漫主义是最不靠谱的主义，也是
人人都能践行的主义；没有哪一种主
义能像浪漫主义一样，在现实里盛行。

写文章，意可以松散，字与字之
间不可松。松散恰如老年人的肌肤，
垮下来就没什么看头了。

文字是有弹性的。更准确地说，
语言是有弹力的。就像橡皮筋，拉长
再松手弹回来，你会感到痛。对了，
语言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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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变命运的东西，大都不是以
金钱来衡量的。

这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放
手去拿，而且拿了没有人会说我们贪
婪——这就是书本里的知识。

恋爱是学跳舞，最初教会你舞步
的那个人不一定是你终身的舞伴。陪
你跳舞跳到散场的那个人就是婚姻。

人生有非做不可的事，却没有非
遇不可的人。

当一个集体太无能且丑陋时，个
人的优秀就会发生。

有些书是要到一定年龄之后来读
的，而有些人，则需要在年轻的时候
来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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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观点都适合交流，能
够用于交流的东西基本是大众的。人
之所以区别于大众，就是内心的积
累，不同于大众的地方和独有的体悟。

一件事情发生了，能透过事件来
判断它的走向和结果，而预判往往接
近或等同于最后的结局。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成熟或经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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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在某些人看来是最不靠谱的
东西 （说的对）。正因为理想的不靠
谱，所以实现理想才难。难到大多数
人放弃了理想。但理想的可爱之处在
于——万一实现了呢！对，就是这
样，理想都是在百般努力与万般坚持

中，经过岁月长久的浸泡，忽然实现
了的。那是人生当中最好的一个梦。

我们看到的浪漫主义，往往都是
在追求的路上，只见“浪”字，不见
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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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了五十岁，忽然惊觉来生不

多。而自己却还什么也没干，一事无
成的忧伤击败了整个五十岁的人生。
五十岁似乎是个分水岭，五十岁之
前，一直是来日方长的青年；五十岁
之后，好像一夜之间步入了老年。

五十岁，老贾（贾平凹）发现人
生其实干不了几件事。

人生不但干不了几件事，人生其
实就是一趟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也得去
的旅行，什么人和你同行，在旅行之
前就已经确定了，是单调还是乏味与
经过和到达的地方没多大关系，只和
上车的人相关联。无奈的是你的选择
囿于一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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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慌张，事情来了，应对就是。
别在大雨中奔跑，即使跑得再

快，也是跑在雨中。
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你已不再

是你。这就是时光给你的唯一启示。

偏见或偏偏看见
李进平

渔舟唱晚 韩岳武 摄

乡下最常见的鸟有麻雀、灰雀、山
雀、八哥、鹁鸪等，黄鹂、百灵、猫头鹰
等偶尔也在村庄现身。家在乡下，听
到鸟声，看到鸟影本不足为奇。然而，
某天一大早，刚打开大门，一只鸟儿，
落在晾晒衣服的竹竿上。只见它从头
到脚都是黑的，只胸脯露出洁白的羽
毛，黑白分明，机灵灵地在竹竿上蹦跳
雀跃，我心头顿觉一喜：“这不是‘抬头
见喜’的喜鹊吗？”

乡下人没有不喜欢喜鹊的，“喜
鹊叫喳喳好事到我家”，“喜鹊落头
上鸿运将至”。儿时读民间故事《牛
郎织女》，心中对喜鹊就生崇敬之
情，它在幼小的童心里架起一座美
好的鹊桥。

喜鹊是勤劳和智慧的化身。它把
巢筑在高大的树上，能避风雨也能防
止天敌的伤害。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有一棵高大
的枫树，树干有多粗呢，我们一群孩
子五、六个人都无法合抱。由于树干
高大，伸向天空毫无阻拦，枝叶繁
茂，树枝任其生长，因而树冠向四周
伸展，恐有几十平米之多。听老人
说，这棵树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它
和这个村庄的年龄一样大。

这可是喜鹊的好住处啊，也是白
鹭的栖身家园。全白的、灰白的、颈
上镶边的，背上贴花的、大的、小
的，……各种各样，应有尽有，这里
成了名副其实的“鸟的天堂”。这边
刚刚入巢，那边又有外出觅食的，飞
进飞出，络绎不绝。尤其是傍晚，它
们日落而归，有的蹲在窝边逗幼崽，
有的停在树枝上闭目小憩。有顽皮捣
蛋者左蹦又跳，招惹是非，一场大
战，难解难分，惹得伏窝看家者怒驱
不安分的同类。

树上的叶片沙沙作响，白鹭呱呱
叫着，连同树下嬉戏的孩童之声，简
直是热闹非凡！

可是，没过多久，在一阵“嗤嗤
嗤”和“劈里啪啦”的锯斧声之后，
大树訇然倒下，喜鹊和白鹭便纷纷离
家出走而杳无音讯。

后来听说这棵枫树卖给老林头油
坊做打油的木榨去了。

小时候我们攀爬、捉迷藏、掏鸟
蛋的古枫树，现在都挂起牌子，定为
国家保护树木。如果村庄里的那棵大
枫树当年没有遭此劫难的话，恐怕今
天也被国家挂牌保护了吧！如果大枫
树今天还在，或许我们还能在树下寻
到小时候的足迹。可是，时光留下的
只有遗憾，历史不可重演。

前些日子，去学校的途中，发现一
只喜鹊，我停车观看。警觉的喜鹊猛
然飞起，我的视线随着喜鹊飞向天
空。只见喜鹊越飞越高，直上一座高

耸的电线铁塔，屏息凝视，原来铁塔上
有一个喜鹊做的窝。再看看四周，怎
么也找不到比铁塔更高的树木。我心
里不禁涌起莫名的哀伤。心想：把巢
筑在电线塔上实属无奈之举啊。

我常常怀念我家老屋木楼底下那
对恩爱的燕子。它应该算得上是最守
信用的朋友了，每年春天，如约而
至。它从不嫌贫爱富，哪怕是“旧时
王谢堂前燕”也会“飞入寻常百姓
家”。它不招摇，不喧闹，不慕虚
荣，衔泥做窝，繁衍生息。

燕子一家老小常常落在檐梁上、
房门上、桌子上、竹棍上……母亲告
诉我们弟兄：不能捕捉燕子，它是我
家最尊贵的客人，你对它不礼貌，明
年它就不来了。她还说：门前燕子呢
喃，厅堂燕子绕梁，家庭就百业兴
旺，燕子是吉祥之鸟。在母亲时时刻
刻的叨唠下，我们从不干扰燕子的生
活，连母亲养的猫也受到影响，从不
骚扰燕窝里的鸟。

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她说：
燕子最爱到勤劳人家定居，你不早起
开门，它也不来你家。母亲还用燕子
筑巢来比喻成家立业的艰辛：“成家
立业莫轻易，燕子筑巢一口口的泥”。

母亲在的时候，燕子年年来做
客。就像我刚走上讲台教孩子们唱的
第一支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
春天来这里……”

后来母亲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
的瓦房木楼换成了钢筋水泥楼房，燕
子再也不光顾了。

乡下的妻子对土地怀有厚朴的
情怀，别人撂下的荒地，她也点上
玉米种子。种子刚刚发芽，就被鸟
雀翻吃了。于是，妻子与鸟雀斗智
斗勇。先有古人的方法扎一个“稻
草人”，肩上扛一根竹竿，竹竿顶端
系一个红色的塑料袋。东风吹来，
稻草人左右摇摆，竹竿连同塑料袋
随之摆动。“稻草人”恪尽职守，可
是现在的鸟雀也不傻，慢慢发现其
中有诈，终于按捺不住辘辘饥肠的
抗议了。之后妻子又用丝网遮拦，
用“鸟兽无影”的农药投毒，用鞭
炮恐吓等都无济于事。

鸟雀没有吓着，人却被吓了。玉
兰奶奶清早到菜园去，刚到园边，忽
然“啪”的一声，一个趔趄，差点摔
倒，刚回过神，又听“啪”的一声，
这次心里有了准备，知道是哪个缺德
鬼在用鞭炮吓唬鸟雀了。但玉兰奶奶
还是很纳闷，只听炮竹响没见点炮
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妻子
的发明：她在烟香上用棉线绑鞭炮，
点着烟香，烟香每燃到炮竹处就响一
声，以此威吓鸟类。

妻子终于没能战胜鸟雀。

乡下的鸟
方武

望江县系古“雷池”所在地，
位于皖、赣、鄂三省交界处，处长江
北岸，属亚热带气候，年均降雨量
1366毫米。一面靠山，三面临水，水
域阔大，年均径流量为 8 亿，素有

“水乡泽国”“鱼米之乡”之称。古雷
池曾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泽——彭蠡泽
一部分。江湖一体，水脉通联，“天与
水模糊，不复知地厚”。气候温暖湿
润，水草丰茂，生物多样性优良，让
广袤水域古雷池蕴藏着无限宝藏。

“靠水吃水”，依水兴业，先人们
以水域为依托、利用水生生物的自然
繁衍和生命力，通过劳动获取水产
品，则称之为渔业。勤劳朴实的古雷
池先民们，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
明，而且还创造了悠久丰厚璀璨的渔
文化。

古雷池渔文化历史是悠久的。古
代农耕社会传统四业“渔樵耕读”则
以“渔”为首。古雷池先民渔猎生产
同样经历了从天然生产原始捕捉到现
代捕捞人工养殖一个漫长历史演化过
程。“舜耕历山，渔雷泽”。远古时期
就有舜曾耕于东至县东流历山，在历
山江北望江县古“雷泽”（雷池）从事
捕鱼活动的传说。县内汪洋遗址出土
的新石器“陶网坠”文物证实至少在
5000 多年前望江先民已熟知结网捕
鱼。三国时望江便设有全国首个渔政
管理机构——雷池监，隋唐之世设有
都水监，明清两代设有河伯所，或监
或所均配有专职渔官。民国年间创立

“安徽省立望江高级水产职业学校”。
魏晋南北朝大文豪鲍照在《登大雷岸
与妹书》精彩骈文中倾情摹状大雷岸
所见水生物种多样性。南宋岳珂《程

史》云：“望江有湖地，饶鱼蒲，广袤
七十里，民之所渔者数百户”。诸如这
些，都足以表明望江县古雷池渔文化
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积淀。民国34年
曾成立了望江县渔会,解放后又开始组
织渔业合作社。建国初期，望江县在
武昌湖、栏杆湖、焦赛湖以青草湖等
重要水域相继成立了许多国营或集体
渔场和鱼苗场。望江历史上曾拥有内
港和外港渔民达3万之众。早在上个
世纪40年代，山东微山湖、苏北高邮
盐城等地300多户 1000余人客籍连家
船渔民慕名来到望江县泊湖和武昌湖
流域从事流动性漫长渔业生涯。他们
秉承“靠水吃水”的古训，在浩渺水
域中，居家渔船，安扎水中央，一代
一代繁衍生息。趸船就是他们一家一
户的“房子”，旁边的渔船既是他们生
产工具，也是他们小孩上学、上岸买
菜买米、诊病等生活交通工具。他们
曾利用风力发电，也通过架设小型卫
星接收器收看电视节目。这种生产和
生活场面成为当时湖泊上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所有这些都已成为过往，尘
封在人们历史记忆中了。从1968年开
始，后历经政府组织动员陆续将流入
本县数百户外港渔民分别在安居在杨
湾、青草湖、赛口红旗村分别组建建
农和建新两个渔业大队和武昌湖水上
六户人家。随着全省“渔民上岸”民
生工程实施又在县城凤凰小区兴建

“渔民新村”。这些风貌独特渔村加上
几个典型渔港至今还是域内观光赏游
打卡点。

古雷池渔文化内容是丰厚的。古
雷池渔文化除了富有厚重久远历史底
蕴外，还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一是

富饶且珍稀的水生物种。望江县有名
目繁多且不少珍稀的鱼类、甲壳贝
类、爬行类及水禽类等水生动物，其
中鱼类就有共有 12个目23个科93种
（属）。尤其是长江鲥鱼、鱽鱼、河鲀
“三鲜”或鲥鱼、鱽鱼、鳗鱼“三珍”
有力佐证古雷池新望江乃名副其实的

“水鲜之乡”。县境内水生维管束植物
约有百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有莲、
芡、菰、荸荠、芦苇、蒲草等。二是
日益精致的渔具渔法和渔船。望江县
渔具有百种之多。有网、钩、箔筌、
杂特种渔具5大类。其中网具就有刺
网、拖网、地拉网等8种。此外还有
撒网、抬网及搬罾法等。望江常见渔
船有20多种类型，按动力可分人力、风
力、机械3类。按作业可分刺网船（丝
网船）、围网船、拖网船、地网船、张网
船、钩船，还有小水面广泛使用的溜子
（划子）、腰盆等。与渔业有关的船只还
应包括进行水产品加工、运输、养殖、资
源调查、渔业指导和训练以及执行渔政
任务的船舶等。三是颇具特色的渔业
工程。首先是特色鲜明的渔类洄游工
程。望江县长江段有65公里，是中华
绒毛蟹、中华鲟、江豚、河肫、鲥鱼、刀鱼
及鳗鱼等珍稀濒危鱼类主要生活水
域。长江这些洄游鱼类每到春秋季节
则逆流而上（包括建闸后人工定期开
闸放水），洄游到县内诸多湖泊水域索
饵生长，而到了秋冬季节又从湖泊返
回长江，直至洄游到江海水交汇处繁
衍后代。实施稳固生殖洄游工程，保
障了特种鱼类的自然生长和繁育。其
次长江鱼苗张绠工程。由于县域内几
座长江闸站致使长江天然鱼苗不能直
接流入湖泊，建国初期在全省统一组

织下，望江县曾在江中划定8个埠位
张捕鱼苗。后运输到县内鱼苗场进行
鱼种培育。再次人工鱼苗蟹苗繁殖。
随着长江野生鱼苗资源逐年锐减，望
江县从1980年开始、先后在西湾村，
青草湖渔场，岚杆湖渔场，武昌湖鱼
场实行人工繁殖鱼苗，成为全省人工
繁殖鱼苗最多县份。望江县1985年成
功引进人工半咸水工厂化蟹苗人工繁
殖技术并喜获成功。1986年成立武昌
湖蟹苗场，产销两旺。此外，网箱养
鳝更具望江县渔业特色，早年成为安
徽省最大的网箱养鳝基地县。近年来
望江县大力推广健康水产生态养殖模
式，重视精养鱼塘，水库河道沟渠养
鱼、农圩稻田养鱼、稻渔综合种养以
及养蚌育珠、莲藕栽培等水产发展态
势良好。此外，诸如澳洲龙虾、鲈
鱼、黄颡鱼、甲鱼、鳜鱼及水蛭（蚂
蝗）等特种水产养殖也渐成规模。四
是欢快多样的捕捞场景。解放前，县
内湖泊河道水域基本上可自由捕捞。
生产埠位和作业种类，一般按传统习
惯划分。团山乡的薛家咀、壬辰占、
大桥乡和西湾等渔民是泊湖生产水域
的主力军。武昌湖、大小漳湖和皖河
的作业划分比较复杂，原则上每一个
段只能安排一种渔具生产，各守疆
域：业有公会，船有船帮。50年代建
闸围垦后，捕捞水面主要是泊湖、武
昌湖及其它通江河道和长江段。泊湖
和武昌湖实行养殖后，自由捕捞水面
日益缩小。在特色捕捞工程中，武昌
湖赶，拦，刺，张联合捕渔法享富盛
名，曾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此
外长江拖网也是本土渔业捕捞一大特
色。利用渔船拖拽一个或几个屯篮岱
型渔网，在缓流水中慢慢前行，迫使
鱼群落入一种滤过性渔具里，重点捕
捞鱼，虾，蟹，贝等。五是渐进的保
鲜贮运方式。古时直至建国初期大都
沿用传统的盐腌日晒加工贮运方式。
上世纪80年代后，使用冷藏车、增氧
设备，鱼虾蟹等水产品大都以活鲜调
出。1985 年建有“国营望江县罐头
厂”。随着时代和科技进步，鱼保鲜运
输方式也与时俱进。先后采取有密封
充氧式运输、充氧喂食换水开放式运
输、带有电动增氧鱼箱运输。此外还
出现了设有循环水或换水活鱼舱捕捞
运输船，以提高鱼类存活度。

古雷池渔文化形态是璀璨的。古
雷池新望江不愧为“水产大县”，在漫
长渔业史上取得了许多骄人业绩，呈
现出璀璨辉煌业态。至2021年，全县
已养殖水面15.25万亩，池塘养殖面积
8.18 万亩，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15 万
亩，创建望江黄鳝、螃蟹、鳙鱼、甲
鱼4个国家地理标志，17家部级水产
健康养殖示范场，全县有37个水产品
通过有机、绿色、无公害等层次产品
质量认证，是中国生态网箱养鳝第一
县，安徽省特色农产品（黄鳝）优势
区，是安徽省政府确定的首批水产重
点县、水产品基地县，国家生态示范
区试点县，全省渔业富民先进县。文
化定义本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渔文化固然还
应包涵渔民在悠久渔业生产过程所形
成的渔歌诗画、渔俗信仰、美味鱼宴
以及渔规渔政等形态范畴。一是数千

年渔业史，涌现出了不少当地百姓传
诵不衰的有关与渔文化相关的诗赋谚
语歌谣歌曲。有不乏鲍照《登大雷岸
与妹书》、檀玑《秋渔杂唱》、范又蠡
《漳湖秋渔赋并序》等鸿文名篇。尤其
是土生土长的雷池人、著名黄梅戏剧
作家陆洪非创作的《天仙配》经典歌
词“渔家住在水中央，两岸芦花似围
墙，撑开船儿撒下网，一网鱼虾一网
粮”更是举国皆知，耳熟能详。二是
诸如 《卧冰求鲤》、《孟母还鲊》 及
《渔樵耕读》等都成为古雷池常见渔文
化图画或雕刻等美术作品内容，而且
更是当地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重要文化
载体。此外，望江不少地方至今还保
留过年跳“渔舞”即跳旱船、蚌壳舞
及渔鼓鱼灯等节目表演。三是渔民的
独特渔俗信仰也能彰显渔文化地方特
色。渔业风险大，渔民文化水平低，
故生死福祸，常祈于神灵。也形成了
独特的生产生活禁忌，如船家忌说
翻、沉、滚、搁等字眼；吃鱼不能翻
边；忌妇女船头上船。武昌湖沿岸渔
民常把乌鱼头吊在门头以期驱邪避灾
等。有新船下水前举行祭船仪式，唱
《祭船歌》；还有“贴河”“下季脚”“抢网”
以及“做鱼福”等系列传统渔俗活动，以
图吉祥平安丰收。四是丰盛地方美食
鱼宴。“无鱼不成席”系古雷池民间广泛
流传着一句俗语。这不仅是彰显水乡
人对鱼的特殊情结和凸显鱼的特殊地
位，更表明鱼肉营养价值高，爽滑鲜
嫩且非常好吃，最易赢得古今老饕们
的欢心。诸如当地“鮰鱼或汪丫鱼烧
豆腐”、“剁椒鱼头”“银鱼炖鸡蛋”
及“清蒸武昌湖大闸蟹”等色香味俱
全极富望江特色的鱼肉菜肴，总会让
人垂涎三尺。应当肯定，历年来诸多
以变应变的渔政渔规也是古雷池灿烂
渔文化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的重要助
推器。为了大力发展渔业生产，实施
富民兴县、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
战略，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陆续颁
布了许多利国利民渔政渔规。尤其是
近年来实施渔民上岸工程和长江流域
禁捕退捕政策更是力度空前，成果显
著。本世纪初全县近 400 户职业渔
民，通过持续实施“渔民上岸”工
程，正式告别了颠波流离漂泊生活，
由水云间步入新天地。大水面围拦网

拆除工作全面完成。通过渔船拆解，
定额补助和指导转行等综合措施，确
保国家实施长江流域水面禁捕退捕重
大战略有力贯彻落实，长江流域大水
面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生态修
复。

古雷池渔文化功能是多元的。一
是它的教化德育功能。厚重的古雷池
渔文化常给人们以智慧启迪和情操陶
冶。古雷池是“二十四孝”中“卧冰
求鲤”“哭竹生笋”“闻雷泣墓”三孝
故事发生地。前两个故事主人公都与
渔文化有关。“卧冰求鲤”是指东汉末
战乱，王祥携继母和弟王览避难隐耕
望江。母欲食鲜鱼，时天寒地冻，祥
解衣，卧冰求得双鲤跃出。望江县今
存有“卧冰池”石碑古迹。“哭竹生
笋”的主人公是三国时任雷池监池司
马（专职渔官）的孟宗。其中“宗母
还鮓”早成为小学课本中“中华德育
故事”之一。孟宗在任雷池监渔官时
结网捕鱼，作鮓奉母。母封鮓还之并
曰：汝为鱼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
也，宜深戒之。这就是孟宗之母，教
子清廉，封还鱼鮓，戒以避嫌的故
事。这两个敬孝倡廉故事至今还一直
在当地传为美谈。二是它的哲理处事
功能。人们一惯反对只图眼前不顾长
远“竭泽而渔”处事做法。孔子曰

“钓而不网”同样教人做事要留有余
地，不宜一网打尽。老子曰“治大
国、若烹小鲜”教人凡事要学会不折
腾掌握火候。“鱼水情深”寓意关系密
切，注重协调和谐。由于鱼类昼夜不
合双眼，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而也
被称颂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律精神。
三是它的进取祈福功能。“鲤鱼跃龙
门”寓意打开美好前程的大门，是一
种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吉庆有
鱼”，“年年有鱼”即是谐音为“吉庆
有余”“年年有余”常为人们祈福愿景
美好之意。多吃鱼“聪明灵活”，多吃
鱼“多子多福”，“人丁兴旺”也是当
地人的吉言口头禅。

综上所述，古雷池渔文化可谓博
大精深，对其内涵和外延探究尚十分
有限。如何保护、传承和弘扬渔文化
的精髓尤其发展休闲渔文化产业还任
重而道远，也是望江打造生态示范县
引为重视的一项紧迫现实任务。

古雷池渔文化初探
吴志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