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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岛
国，拥有着无数令人陶醉的美景和独特的
文化，但这次斯里兰卡之行最令我记忆深
刻的，则是那所大象孤儿院。

大象孤儿院成立于 1975 年，最初是
为了收留那些在丛林中失去父母或受伤
的幼象。这里的工作人员致力于为大象
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开
展一系列大象保护和繁育工作。在导游
的介绍下，我了解到斯里兰卡的大象曾面
临着栖息地丧失、非法捕猎等诸多威胁，
而大象孤儿院的存在，不仅为这些可怜的
生命提供了庇护所，也为大象保护事业作
出了重要贡献。

刚一下车，便能听到大象低沉的叫
声，那声音仿佛来自远古，带着一种神秘
而又震撼的力量。走进大门，眼前的景象
让我为之惊叹。数十头大象悠然自得地
漫步在草地上，它们庞大的身躯与周围的
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和谐而又
壮观的画面。

沿着小径漫步，我看到了许多大象在
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下，过着平静而幸福
的生活。它们有的在吃饭，长长的鼻子灵
活地卷起水果，送入口中；有的则在树荫
下休息，庞大的身躯侧卧着，偶尔扇动一
下耳朵，赶走恼人的蚊虫。其中一头小象
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看上去很幼小，眼神

中透着一丝怯生生的好奇。工作人员告
诉我，这头小象是不久前被救回来的，还
在适应这里的生活。看着它那可爱的模
样，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怜爱之情。

除了了解大象的日常生活，我还参观
了大象孤儿院的博物馆，这里展示了大象
的生活习性、保护现状以及大象孤儿院的
发展历程，通过一幅幅珍贵的图片和详细
的文字介绍，我对大象的保护工作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在大象孤儿院的纪念品商店里，我
购买了一些以大象为主题的手工艺品。
出售工艺品的收入将全部用于大象的日
常开销，因此我们也算是为大象的保护

事业尽了一份力。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在一头头大

象的身上，为它们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辉。我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这群可爱的
生灵，心中充满了不舍。

这次斯里兰卡大象孤儿院之行，让我
深刻地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好。这里的每一头大象都有着自己的故
事，它们是生命的奇迹，也是我们人类应
该珍惜和保护的宝贵财富。

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爱，这
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那些可爱的
大象也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
生活。

□ 吴昆

大 象 孤 儿 院

我的故乡，是一个藏在大山褶皱里的
小村庄。村子不大，被青山绿水环抱着，
就像一个安睡在摇篮里的婴儿。每到春
天，最让我魂牵梦萦的便是那片如梦似幻
的桃林。

沿着那条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板
路，曲曲折折地向前走，远远地便能瞧见
那片桃林。它宛如一片粉色的海洋，在
微风的轻抚下，泛起层层粉色的浪涛。
走近了，那一朵朵桃花像是被春天这位
画家精心描绘过一般，粉得那样娇嫩、那
样明艳。

桃花挨挨挤挤的，有的花瓣儿全都舒
展开来，露出金黄色的花蕊，宛如一群穿
着粉色舞裙的少女，正伸展着纤细的腰
肢，翩翩起舞。“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
句诗忽然跳进了我的脑海，可不就是这般

明艳动人的景象么！有的桃花还是花骨
朵儿，圆鼓鼓的，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
涨红了脸，欲语还休。

微风轻轻拂过，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
下来，像是下了一场粉色的雪。我伸出
手，接住了几片花瓣，它们是那样的柔软、
那样的轻盈，仿佛我稍一用力，这花瓣就
会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地上很快就铺上
了一层粉色的地毯，我小心翼翼地走着，
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与美好。

桃林里，孩子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鸟在
花丛中穿梭着，有的拿着网兜，试图捕捉
那些在花丛中飞舞的蝴蝶；有的则把花
瓣收集起来，撒向天空，看着花瓣纷纷飘
落；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摔倒了，沾了一身
的花瓣，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咧开嘴又
笑了。那纯真无邪的笑容，比这桃花还

要灿烂。
桃树下，大人们也没闲着。婶子们围

坐在一起，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唠着家常，
手中的针线在鞋底上来回穿梭，嘴里的家
长里短也不间断，话语里满是生活的琐
碎，却又透着温馨。大伯们则蹲在一旁抽
着旱烟，谈论着今年的收成，那升腾的烟
雾，仿佛也带着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坐在桃树下
的竹椅上，眯着眼睛，脸上的皱纹就像那
桃树的树皮，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她的手
中拿着一件还未织完的毛衣，嘴里喃喃自
语着：“这春天到了，看着桃花开，心里就
敞亮。”

不远处，一对年轻的情侣手牵着手漫
步在桃林间，那女孩的头上别着一朵桃
花，男孩轻轻地摘下一片花瓣，放在女孩

的掌心，他们相视一笑，那眼神里的爱意，
比这桃花还要浪漫。

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桃
花的香气混合着泥土的芬芳，还有那淡
淡的青草味，一同钻进了我的鼻子。这
是故乡春天的味道，是我熟悉而又眷恋
的味道。

蜜蜂在花丛中忙碌地飞来飞去，“嗡
嗡”地唱着歌。它们从这朵花飞到那朵
花，辛勤地采集着花粉，为春天增添了一
份生机与活力。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桃林上，
给这片粉色的海洋镀上了一层金边。我
缓缓地走出桃林，每一步都带着深深的眷
恋。但我知道，这片桃林会一直在故乡的
土地上绽放，等待着我每一次归来，温暖
着我的心房。

□ 陈女女

故 乡 的 桃 林 春 色

前些天整理屋子的时候，书架上厚厚的一层灰尘
让我忙活了大半天。自问曾经嗜书如命的我有多少
天没有看书了呢？书架上的一些新书甚至没有打开
过，我暗自喟叹：“书真是非借不能读也！”我不由回想
起那些借书苦读的日子。

上学时买不起书，读书主要靠借。上师范学校
时，学校旁边有一间书店，专门提供租书服务，一本书
一天五毛钱，里面多是学生喜欢看的武侠、爱情、科幻
小说和一些畅销杂志。因为平常要上课，租书看是不
划算的。每到周末，我就直奔书店，先翻阅一些文学
杂志，等老板不耐烦了才开始借书。借就借“大部
头”，反正一天都是五毛钱。

回到了寝室，除了吃饭和上卫生间，我基本就不
出门了，一门心思地看书，夜里也不睡觉。就是这样
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看，可最终总是看不完。眼看
该还书了，剩下的百十来页只能囫囵吞枣地浏览一遍
了。到周一上课的时候，两眼都是红的，直打呵欠，我
这个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没少因此挨批评。

师范学校求学三年，我几乎把那家书店里与文学
有关的书刊都看了一遍，这些苦读的积淀，为我后来
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基础。

毕业后先是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菲薄的工资大
都买了书。母亲怕我成了“书呆子”，没收了我的工
资。正当我发愁从哪里借书，县城的新华书店推出了
租书服务，加入新华读者俱乐部就可以借到新华书店
里的所有书刊。我喜出望外，马上办理了借书手续。
我家离县城约20公里路，跑一趟挺不容易的，而且一
个人一次只能借两本书。

记得一年冬天，我把借的书全看完了，无书可看，
我像酒鬼没有酒喝一样坐立不安。于是，我借了同事
的电动自行车，迎着寒风去了县城。虽然身上穿得
厚，尚可忍受寒冷，但是手脚一会儿就冻僵了，那种又
痒又麻的难受滋味，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我骑一段、走一段，好让脚稍暖和一下。我几次想掉
头回去，可是书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好似前面有一
座金矿待我去开采。进了书店，看到摆得整整齐齐
的、散发着墨香的书刊，我经受的所有的寒冷、痛苦便
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还有一次是在夏天，去县城的时候天还晴着，回
来时却风云突变。大雨将至，我看路边有一块塑料
布，忙捡起来把借来的书包好。回到家中，我淋成了

“落汤鸡”，书却完好无损。爱看书是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借书要有押金，书损坏了是要加倍赔偿的。不仅
如此，我狠狠心，办了两张借书证，4本书可以看两个
星期，减少了来回奔波的辛苦。

那几年，我看了一些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受益
匪浅，更坚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决心，开始尝试写小
说。当我收到人生第一笔稿费时，母亲高兴极了，见人
就说：“我儿子写文章挣了钱，能买一袋白面呢！”

□ 张晓峰

苦读的日子

今年宿迁的年味比往年浓郁了许多。幸福路上
“走北边”，重现了昔日幸福路的繁华，让年味更加浓
郁；在皂河龙运城，非遗演出、灯展等，让这里热闹非
凡、如梦似幻；在宿城区蔡集镇，喷火、火壶和打铁花
等节目更是成了年味“爆款”。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看喷火、火壶和打
铁花。

一个赤膊小伙面对观众，手臂上浮着一层薄汗，
火光的映照下，肌肉线条闪着光泽。小伙手拿着火
把，一口酒仰头灌下，嘴巴鼓起，未吞咽下去的烈酒在
唇齿间化作利箭，忽地喷向火把，绽放出四五尺高的
火龙，让现场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

身着黑色披风的火壶艺人登场，只见他手持铸
铁火壶，那火壶燃烧着。随着音乐响起，火壶艺人双
臂用力抖动，火壶中窜出的火苗好似雄狮的鬃毛，向
上升腾，恍若被封印千年的神火解除了封印。披风
的头罩被热浪掀起，露出了火壶艺人坚毅的目光，那
目光好似在说，定要降伏这条桀骜不驯的火龙。

打铁花是最后登场的表演，配上磅礴大气的音
乐，绝对是视听盛宴。漫天火花绽放开的刹那，我忽
然明白了何谓“火树银花”。

打铁花演出还未开始，火炉旁边就围了一大圈
人。瘦瘦的打铁花艺人站在火炉前，进行着打铁花前
融化铁水的工作。“铁水得烧到1000多度，大概烧1个
小时才能打铁花，能打个20分钟。”打铁花艺人的脸
庞红得发亮。

铁勺磕碰铁锅发出脆响，打铁花就要开始了，围
观人群在工作人员的疏导下慢慢往后散开。打铁花
艺人抄起铁勺，舀了一勺烧得通红的铁汁，胳膊抡圆
了往天上一泼，半空中炸开千万朵金花，星光如瀑，照
亮夜空，人们发出一阵阵惊呼声。

观众的欢呼声让打铁花艺人一勺比一勺泼得更
高，铁树银花喷涌而出，人们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
录下这震撼人心的一幕。有的摄影师为了捕捉精彩
的画面，不顾危险地往前凑，裤子上被铁花烧出个窟
窿，人疼得龇牙咧嘴，却激动不已地显摆着：“这画面
真棒，是吧？”

表演结束，人群散去，那火炉还泛着暗红，我想起
老话说“火能毁屋烧梁，也能炼铁成钢”，这铁水在打
铁花艺人手里走一遭，倒成了满天星辰。人生是否
也像这打铁花一样，一边燃烧自己，一边奔向远方，
直到熄灭。

□ 魏林秀

打铁花开

□ 马丽华

人 生 马 拉 松

从摆渡车下来，我们要走一段路才
能到马拉松的起跑点。

我的丈夫，他说：“虽然我没中签，
但是我们家有两个运动员参赛，我当啦
啦队员也很好。”他又说：“到了起跑点，
你们要先伸伸胳膊、踢踢腿，热热身。”
他还说：“跑的时候如果太累，就跑慢一
点，贵在参与。”几分钟的路程，他指点
不停。

女儿笑着说：“爸爸你不仅是啦啦
队员，更是教练员。”我也笑了，丈夫学
的是体育专业，毕业后做过体育老师，
发自本能地热爱体育，女儿受他影响，
特别喜欢跑跑跳跳。

2023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的早晨，
朝阳缓缓升起，将大地晕染上淡淡的金
色。春风轻轻吹拂，空气中有淡淡的草
木香气。在这最美的“第一江山春好
处”，2023京东宿迁马拉松暨大运河马
拉松系列赛（宿迁站）激情开跑，起点在
项王故里景区西大门，参加全程马拉松
（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
里）和欢乐跑（5.5公里）三个项目的总
人数多达1.2万人。

我参加的是欢乐跑，很快找到自己
的团队——九三学社马拉松队。这次
共有50位社员参加“迁马”，我们特意
做了一面旗帜，旗帜在蓝天的映衬下格
外显眼。

女儿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单枪匹
马闯天涯。

开跑时间临近，运动员各就各位，
静待指令。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的
心脏跳得厉害，女儿倒是镇定自若。开
跑枪声响起后，我们先是原地踏步，五
六分钟后，前面队伍慢慢松动，才由原
地踏步变为小碎步向前，再变为小跑，
又跑了四五分钟，终于可以迈开步伐，
加速向前了。

女儿说：“妈妈，我要加速啦！”然后
两三步汇入奔跑的人群，她像很多年轻
人一样，穿着“迁马”组委会提供的海蓝
色T恤和运动短裤。赛后，我看到了无

人机拍摄的壮观场面——赛道宽敞，万
人奔跑，仿佛一条奔流不息、绵延不绝
的河流。

我遵循家里“教练员”的指示慢慢
跑，沿着黄河南路到了“八角楼”，再转
弯上项王路。跑着跑着身体就热了，外
套成了累赘，也舍不得扔，只好像个裙
子一样围系在腰间。

热情的市民在赛道两边为大家加
油，跑到幸福南路，突然听到有人连声
喊“马老师”，一看是同事张杰老师，瘦
瘦高高的个子在人群中特别显眼。他
双手举过头顶挥舞着，大声喊着：“马老
师加油！你是最棒的！”我朝他笑了笑、
挥挥手，一溜烟地往前跑，心里渐渐升
腾起了欢乐。

怎能不欢乐呢？4 月的天空蓝莹
莹的，太阳洒下金光，让这“迁马”的赛
道变成了一条金光大道。树木长出了
新鲜的绿叶，晨风在耳边呢喃，心头自
然升腾起欢乐，脚步也越发轻盈。欢乐
跑的确充满欢乐，大家按照各自的心情
奔跑，可以快跑、慢跑，可以三五好友边
聊边跑，可以独自一人往前冲，还可以
左顾右盼，不时看看赛道两边的风景，
偶尔停下来与熟人打个招呼……

奔跑的长龙中，一群白发老人引人
注目，他们的神态怡然自得、步履稳健
从容，悠闲得像是公园中漫步。年轻的
父亲让孩子骑坐在自己的双肩上，父子
一起“跑”。年轻的母亲身材修长、高挑
健美，推着婴儿车慢跑。她的宝宝也
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端坐在婴儿车
里，扎着两个卷曲的小辫，圆圆的眼睛
欣欣然望着周围。有个身高只到我胳
膊肘的小男孩，高昂着大脑袋，快速摆
动着双手，像百米冲刺一样向前、向前
再向前，或许他是在和春风“赛跑”。
热情的观众注意到了他，纷纷为他呐
喊：“小帅哥，好样的！”“好小子，加
油！”小男孩大大的眼睛看向人群，宛
若得胜而过的将军。

跑过宿迁市实验小学（南校区），再

跑过中央商场，就到了幸福路，远远听
见激昂的鼓乐声。道生碱店门前有一
群“夕阳红”，大爷大妈穿着鲜艳的传统
服装，笑吟吟地演奏着民乐，奔跑的人
们纷纷向着他们挥手致意。

我忽然想起自己也曾在幸福路上
奔跑过。

1986年，我在马陵中学读高三，老
师提议大家晨跑：“跑半个小时，一天都
能有好状态。”我的爷爷对此很赞同：

“我们家人智商平平，你就听老师的话，
天天跑步，也许就能‘跑’到大学里呢？”
于是我每天早晨五点半开始晨跑，从幸
福路到黄运路（现西湖路），到宿迁汽车
站调头，到家差不多早晨六点，爷爷也
准备好了早饭。第二年秋天，我接到了
扬州师范学院（后与其他学校合并为扬
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边想边跑，曾经的“四合一”、邮
电局、第一招待所、宿迁饭店、“五交化”
在时光流逝、岁月更迭中渐行渐远，如
今的幸福路上高楼林立、人潮涌动。

跟着“大部队”依次跑过洪泽湖路、
运河路、马陵路，到了运河湾路，欢乐跑
的终点就在前方，虽然知道没有名次，
也没有奖金，但我还是加速冲刺。计时
员说“52分钟”，给了我一块奖牌，奖牌
快有手掌那么大，沉甸甸的。我们团队
参加欢乐跑的成员陆续到达终点，大家
举起奖牌合影，留下了难忘的瞬间。坐
摆渡车回程的人太多了，我们决定不占
用公共资源，各自骑公共自行车回家。

因为是周末，我按照惯例到父母家
聚会。当母亲知道我完成了“迁马”欢
乐跑的5.5公里赛程，高兴地说：“大丽
子（我的小名）了不起。”父亲也笑眯眯
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冠军。这时候
接到女儿的电话，她已经跑完了半程马
拉松，得到了奖品，准备带回来给大
家。“人人都有份！”女儿用她的大嗓门
在电话里叫嚷着。

从摆渡车下来到我父母家还有一
段距离，女儿穿着比赛服一路跑过来。

路上有人夸赞：“咦！这个小美女是跑
马拉松的，好样的！”女儿一边跑一边开
心地笑着。

女儿的半程马拉松完赛成绩是 2
小时44分54秒，我们都分享到了她的
完赛奖品：水果给外公，毛巾给外婆，奖
牌给“教练员”，一包口罩给我，蓝色的
手套留给她的爱人，遮阳帽留给她自
己，一瓶饮料正好午餐时每人都尝尝。

我的母亲心疼地说：“你跑了20多
公里，快3个小时，累不累呀？怎么坚
持的？”我女儿说：“累肯定是累的，可外
婆您常常说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不能半
途而废，所以我一直坚持再坚持。志愿
者为了节约我们的时间，贴心地把水瓶
的盖子拧开，或者把水倒在杯子里，还
提供很多水果和点心。同行的跑友虽
然相互不认识，但是大家相互鼓劲打
气。1万多人在一起跑，还有成千上万
人在加油助威，大家心往一处想，好像
有无形的力量推着我往前跑。”

那天午餐的话题自然是马拉松，饭
菜丰盛，气氛祥和，大家谈笑风生，笑容
挂在每个人的脸上，喜悦荡漾在每个人
的心头，让这一天的记忆更加丰满、更
加温暖起来。

2025京东宿迁马拉松暨大运河马
拉松系列赛（宿迁站）即将举办，我们家
人几乎都报了名，可惜只有我的妹妹和
女儿中签了。我的丈夫依然是“教练
员”，春节前就开始督促女儿备战“迁
马”。妹妹也重拾喜爱的户外运动，积
极准备。不仅如此，我们家的啦啦队还
迎来了一名新成员——外孙女 1 岁多
了，天天在练习“加油、加油”“最棒、最
棒”，这个小啦啦队员准备在半程马拉
松完赛点迎接她的妈妈。

马拉松，好似一段段克服万难、坚
持向前的人生路，又好似万众一心、奔
向梦想的浩瀚征途。在宿迁这座年轻
的城市，一代代宿迁人接续奋斗、勇往
直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宿迁篇章的道路上奔跑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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