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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叽里咕，叽里咕　　——童年片断　　我的童年应到故乡的沙滩、草滩、芦苇丛中去寻找。
　　我的故乡是巢湖北岸的一个小村，在长临河镇西，叫西边湖村。
家门一开，湖面上浩渺的滔天波浪、蓝天上悠悠的白云、姥山岛上雄伟的宝塔以及浮在湖中的孤山都
会映入眼帘。
　　村里的乡亲们多以种菜为生，偶尔也会通过打鱼捕虾来补贴家用。
旧社会的苦难、父亲的早逝以及连年的水灾，使我的童年生活充满了不幸。
然而在那里，还有着另一个世界，一个带给我欢乐、也引导我开始思索的世界。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夏天是被南风吹来的。
风卷着堆雪般的浪涛，日日夜夜地轰鸣着。
人还末走到湖边，飞溅的水花已像蒙蒙的细雨一样洒来，惬意极了。
　　波峰浪谷也是我们嬉戏的运动场。
敢于跳浪，是会令同伴竖起大拇指的。
当山岳般的波浪压来时，我们都纵身跳起，探身波峰，再稳稳地落到浪谷。
这是一件多么冒险而又舒心的事！
说是冒险，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从波峰落下时，身子要稳稳当当的，否则，如果脚一歪，细沙一抽
，整个人就会跌入水中，被大浪卷走！
不过，凡是玩过跳浪的人都不怕晕船，都敢于在狂风巨浪来临时驾着一叶小舟出湖！
　　细软的金色沙滩，简直是我们这帮孩子的魔毯。
我们不仅可以在沙滩上寻找甲鱼-上岸的踪迹，从沙堆中捉住它们，还可以展开一切稚嫩的想象，用沙
砌起城堡、亭台楼阁，开掘河流，布防攻战。
等到大浪来抹平一切，我们也累了，随身一歪就躺到沙滩上。
看着白云在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地飘动，我仿佛感到了母亲的爱抚，听到了外祖母推着摇篮时的低吟。
　　我对于建筑和雕塑的最原始的印象，大概就是从沙滩上得来的。
我从中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
　　冬天，湖水退去，裸露出来的褐色湖滩便成了大雁的居留地。
翌年，经过几场软软的风、细细的雨，蓼叶吐红，柳条发青，芦笋冒尖儿，平展的湖滩上又铺了层茵
茵绿草。
悠然自得的放牛伢子骑着牛来了，扎着红头绳的小丫头挥着竹竿把鹅群赶来了⋯⋯湖滩就成了别具情
调的牧场，也成了我们这帮孩子的乐园！
我们在这里捉蟋蟀、挖茅根、拔茅翎、闯关、打仗⋯⋯对我们最有诱惑力的是找云雀的窝。
云雀二边婉转地叫着，一边打着旋往天上飞。
这时，我们总会拍着小手，和着它的叫声，唱道：　　叽里咕，叽里咕，　　我在烟囱理个窝，　　
大姐烧火燎了我。
　　叽里咕，叽里咕，　　我在芦柴缝理个窝，　　只怕大风刮翻窝。
　　叽里咕，叽里咕，　　我在树洞理个窝，　　又被蛤蟆占了窝。
　　叽里咕，叽里咕，　　只好在草窠理个窝，　　担心害怕放牛哥。
　　叽里咕，叽里咕，　　⋯⋯　　我们那一双双小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目光紧紧追着那飞旋的云
雀。
等到它变成一个小黑点儿，我们的脖子就酸得撑不住了，眼睛也涩得难受极了。
然后，一个恍惚，那小黑点儿消失了，只有云雀的叫声还在湛蓝的天空中，犹如轻梦一般飘荡着。
　　不久，那银铃般的叫声像是融入了云霄，我们只能听到风拂过湖面时的低语。
突然，从蓝天白云中掉下一个黑点儿，愈来愈大——啊，是那美丽的云雀！
是它唱累了，还是那悠悠的白云散了？
眼看它就要砸到地上⋯⋯就在我们为它的命运担忧得心都要蹦出来的时候，云雀却一下子张开翅膀，
掠过柳梢、芦尖儿，贴着低低的青草，消失在绿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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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是被湖滩弹了起来似的，立即向云雀跌落的地方跑去，想在那里找到云雀的窝。
可哪里有什么云雀窝？
就连云雀也不见了，难道它钻进了土里？
抑或是它仍然留在茫茫的天际，而跌落的只是它的影子？
　　这个美丽而又神出鬼没的精灵，不知牵动了我多少情思！
直到我四十来岁的时候，见到一位在内蒙古草原上捕鸟的人，才解开了在我脑海中存留了几十年的谜
。
他告诉我，找云雀窝，应是“看起不看落”。
也就是说，人们在云雀起飞处的附近才能找到它的窝，而当云雀要降落时，它便会制造种种假象，迷
惑对它心怀叵测的敌人⋯⋯　　这或许就是吸引我观察鸟类的原因吧。
　　只要是闷热的夜晚，我总会死乞白赖地要跟随隔壁的大爷去“罩生”。
　　浅浅的湖滩是鱼的产卵场。
当夜幕降临时，在湖滩的粼粼波光中，鱼群来了。
鲫鱼一路噼里啪啦地撒着欢儿，而鲤鱼则沉稳得多，只是冷不丁地打了个响响的水花。
最有趣的是胡子鲇，别看它平时张着大嘴专吃小鱼，这时却温顺极了。
它翻转过来，将蛋青色的肚皮露出水面，摇摇晃晃的。
　　我帮大爷提着马灯，他则提着篾罩，在刚刚没过脚面的水里追着鱼群。
我们有时一罩能罩住四五条胡子鲇。
有一天，天太黑了，还飘着蒙蒙的细雨，大爷不想带我去，就给我讲了很多“鬼打墙”的故事，以及
他能想得起来、编得出来的关于湖滩的恐怖的故事。
于是我犹豫了，畏惧了。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大爷用绳子拖回了一条20多斤的大青鱼，当他叙说着如何和大青鱼搏斗了几
小时，终于罩住它的时候，我懊恼极了——真后悔没有亲眼看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看到那样壮观的场面，只能将它作为永远的向往和懊悔留在心里。
　　这个充满生机、熙熙攘攘的湖边世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撒了无比深厚的爱的种子。
此后，我常常去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雪峰冰川以及江河湖海，寻找生出的绿叶、开出的紫色小花、
飞出的鸟群、起航的白帆以及五光十色的幻想。
　　或许这就是我在写作时，为何笔端常常含有对故乡的深情以及希望寻找童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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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鸟战风云，黑卷尾怎样打赢护子保卫战?　　殊死搏斗，两只鹿角为何难解难分?　　是谁在天山
腹地上演《天鹅湖》?　　挫败负伤的海雕为何依然坚持艰难的行猎?　　大漢上的胡杨究竟面临着怎
样的危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鹿角上的较量>>

作者简介

刘先平：
　　他曾经两次走进帕米尔高原
　　他曾经三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他柠经四次探险怒江大峡谷
　　他曾经五上青藏高原
　　他三十多年致力于大自然文学创作
　　他的作品九次荣获国家级奖项
　　他被誉为“我国现代意义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
　　他被推选为2010年国际安徒生奖候选人
　　他就是“人个子探险家”——刘先平
　　刘先平，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
三十多年来跋涉于大自然中，致力于大自然文学创作，已出版四十多部作品，共荣获国家级奖项九次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
被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列为国际安徒生奖候选人。
2010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并授牌“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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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在天南海北，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在寻找白腰雨燕的踪迹，希冀能觅到它的巢。
虽然科学家的发现已使我知道谁是燕窝的真正创造者，但民间流传的神话、志书上相关的记载和药农
们的谈话，都表明了除海南岛的金丝燕之外，深山大岭中还存在着由另一种燕创造的燕窝。
这种燕窝存在我心里多年，像谜一样，散发着五光十色的诱惑。
　　对拨开迷雾的渴望，并非科学家才有。
　　我在黑龙江的桃山、中原的郑州和大别山、川藏边境、云南，都曾久久地注视过雨燕的矫捷的身
影。
　　但我一直没有找到它们创造生命的摇篮。
鸟类的巢，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居家，还是迎接幸福、诞生新的生命、创造未来的起点。
　　1986年5月，我再次登上黄山。
　　从新路登天都峰，时而得弯腰，时而要手脚并用，时而又豁然开朗。
妙就妙在一段险路之后，必然有奇松撑开绿伞，罩起一块悬空的巨石，请你小憩，请你领略大自然的
赏赐。
天都峰在望时，前方隔峡的整个山巅，竟是一块半圆形的大石，其重不知有几千万吨。
神就神在仅有一棵短小的奇松，傲然屹立其上，燃烧着生命的火炬。
有人称那块大石为“孔雀开屏”，我却说它是“仙桃石”。
同伴们眺望着仙桃石，都惊叹大自然的造化。
　　突然，几道瞬息即逝的飞影，像网一样，兜住了我的心。
是的，那千真万确是白腰雨燕的飞影。
它那有特殊韵律的轨迹，是我熟悉的，是能顷刻激起我的冲动的。
然而，在这险峻的山道上，我怎能去追踪、去寻觅？
只好将满腔的惆怅，留给飘忽的白云。
　　傍晚，夕阳还在天都峰西侧徘徊，空空的山谷已冥冥青青。
我坐在玉屏楼的迎客松前，突然看到了冥青的山谷中闪出了几点白花⋯⋯山谷好似陡然化成无际的夜
海，那几点白花就是波的粼光、浪的溅花⋯⋯不，那是白腰雨燕缠腰的白带子。
白腰雨燕在作今天的最后飞行，在写今天的最后一行诗⋯⋯　　我还不知道，这几点白花已预告了将
有好运等着我。
这时的我只是沉浸在无边的想象中，想象着那最后一行诗⋯⋯　　这天，队伍下玉屏去西海了。
队伍中的成员多是第一次登黄山，不久之后，大家就显出了疲态，行动缓慢。
到达谷底再爬莲花峰石级时，大家时不时地就要停下休息。
快到山脊时，大家坐在石级上，让如牛的喘息慢慢平复。
　　这时，一阵慈祥的呢喃飘入耳内。
我正要抬头寻找时，又被几声奶声奶气的娇啼所吸引。
我尽量克制住怦怦跳动的心，告诉自己要沉着，沉着⋯⋯　　四五只白腰雨燕，扑扇着黑褐色的翅膀
，争着挤到石壁凹处。
此处的石壁已和雄浑的前山大不相同。
这里的石壁都是直线条的，几乎全是垂直的，俨然斧砍刀削一般。
那凹处，像被突然成直角地向里削掉一块，上面有一块崖石悬着。
一只燕头白颏，正从悬着的崖石底伸出，迎接着簇拥飞来的雨燕。
　　夕阳还被天都峰留在那边，此时只有一抹阳光越过头顶，射向莲花峰。
映入我眼帘的是白腰雨燕那长而尖的翼闪耀着灰蓝色的光，还有它那精悍的身材。
　　我双眼紧紧地盯住崖石底，连眨也不敢眨一下，只希望夕阳慢点儿西下，将阳光留住。
小精灵们还在欢快地絮语着，声音亲切而又温暖⋯⋯可它们是怎样商量、安排、飞去飞回，我都没有
办法观察到。
我只能紧紧地盯着那里，像是那里藏着一个宝物，我生怕它会在瞬间消失⋯⋯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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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我感谢你！
我看到了一个扁圆的窝紧紧地贴着崖石的底部。
窝的外壳粗糙，隐隐露出草茎、苔藓和树叶，但没有如家燕垒巢衔泥那样的痕迹。
窝隐藏得很巧妙，若不是一只雨燕从中飞出，我还真难以发现这个窝。
它非常精巧，窝口呈新月形，崖石还为它挡风遮雨。
是的，我终于看见了在我心里存在多年的、谜一般的燕窝。
谜就是这样自然而又机缘巧合地解开了。
一时间，我心里又感到似乎缺点儿什么。
是什么？
我说不清。
　　根据老中医、中药工的叙说，这种燕窝被采下后，经过多次水蒸、清除杂质后，也是质地优良的
燕窝。
它和金丝燕的燕窝是不同的，也没那么名贵。
这种燕窝被称为龙牙燕窝，是白腰雨燕用口涎将草和树叶粘在一起而制成的。
　　我不是从事动物学研究的，当然也就没有必要非去采摘那个燕窝来作为研究的标本；更不会为攫
取珍品而产生邪念。
但我想将它的形象留下，将相片送给曾一道参加考察的鸟类学家。
　　可惜我的照相机只是一部没有变焦镜头的傻瓜相机。
我与燕窝的直线距离有十多米，想清晰地拍下燕窝，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倒是希望将那片环境拍下来，将白腰雨燕留在相片上也行。
于是我将相机对准那块崖石，等待着雨燕的到来。
　　刚才白腰雨燕还在窝边熙熙攘攘，可现在，它们却像知道有人要拍照，竟然只在山谷中如箭飞蹿
，就是不肯来到窝边⋯⋯我正等得着急时，它们却善解人意地飞来了。
两只雨燕一同飞来，窝里的乳燕立即伸头迎接。
此刻似乎那呢喃之声已不存在，我的取景框中只有耀眼翻飞的白花、长而尖的飞翼、扁圆的窝、新月
形的窝口⋯⋯我拍了一张又一张。
　　几天后，胶卷冲洗出来了。
我满怀希望的心却陷入了无底的黑洞⋯⋯这个鬼相机拍下的竟是一片漆黑。
不知道它的哪个零件坏了，整整两卷胶片全都毁了！
　　我忍不住大声怒骂，骂那海外奸商！
因为这些胶片中，还有很多珍贵的、难得的镜头，无论何时看到，当初发现的喜悦、思索以及无穷的
回味都会一起涌上心头⋯⋯可现在，一切美好的见证，都成了愤怒和怨恨⋯⋯　　或许是黄山在召唤
，是白腰雨燕这个精灵在召唤，召唤我再次到云海奇松中漫游！
　　那天，乳燕娇憨的呢喃、亲燕慈祥的呢喃，伴着我一路到达西海。
西海以奇峰著称，大峡谷在危峰中赫然出世。
谷深，谷幽，谷回，谷秀，不管站在哪个角度看，你都能饱览一幅幅凝重、奇绝、逸秀的画卷。
或许只有领略了这些直线条的奇峰峭崖的神韵，你才能欣赏新安画派的墨宝。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相信我一定能见到白腰雨燕。
　　果然，双龙松下奇峰探首的山谷中，白腰雨燕将绿茵茵的山峰任意裁剪。
它们成群结队，忽而直冲霄汉，忽而斜掠浮云，忽而横切细雨⋯⋯我居高临下，感觉这些雨燕似乎就
在身边，原来它们全都张着阔阔的嘴巴——兜捕昆虫。
　　约十多分钟后，十几只雨燕闪着白光，往石壁的凹处飞去。
那凹处好像是一个挺深的洞，而后又有十多只飞进，山谷中回荡着它们嘈杂而又动听的呜叫⋯⋯不一
会儿，它们又纷纷飞出，再张开大口⋯⋯　　还有几只黄嘴的乳燕，站在对面突出的山崖上，像是专
门为证实我的猜想⋯⋯是的，这次能如此幸运地看到白腰雨燕的窝，是因为时间巧合。
眼下正是亲燕哺雏育幼的繁忙期，一些早育的燕已开始离巢，慢慢地锻炼翅膀，准备成长为蓝天的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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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几次来黄山，非早即迟。
早了，亲燕正孵蛋；晚了，乳燕都已长大，雨燕也就弃窝而去。
　　动物学家研究发现，白腰雨燕以昆虫为食。
它虽然身材较小，却有张阔阔的嘴巴。
凭借勇猛的飞行，白腰雨燕每小时能兜捕到近四百只的昆虫，每天能捕七八千只昆虫。
仅仅是育雏期间，它的捕虫数就高达二三十万只！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鹿角上的较量>>

编辑推荐

　　《大自然探奇系列：鹿角上的较量》为“大自然探奇系列”之一，是继“我的山野朋友系列”之
后推出的又一套刘先平大自然文学书系，是作者在大自然中跋涉三十年留下的珍贵笔墨，辑录了作者
多年来探险生活的奇闻奇遇。
讲述了大自然千姿百态的生命，内容多为纪实小短篇，侧重真实性、报导性和瞬间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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