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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字，古往今来，凡
能看得明白、分得很清楚的
人，都活得无比通透。这个
字，就是——界。

何谓界？在《说文》《尔
雅》等古书里，界的意思是境、
是垂，是一个区域的边限。

既是边限，就有界标或
界址。

有的界标很小。比如九
峰山上的勘界石。相传北宋
庆历七年，鄞县县令王安石
为划定两个乡的界限，亲上
九峰山勘察，后将龙潭飞瀑
旁的一块石头，定为两地分
界。现在，这块石头也是北
仑所辖霞浦和大碶两个街道
的分界线。

有的界标则很大。比如
长城。绵延数千里的城墙，如
巨龙蜿蜒在群山峻岭之间。
千百年来，固守边疆的将士在
城墙上为抵御外敌入侵，奉献
满腔热血。

宁波也有长城。海上长
城。当年，奉化黄贤是戚家军
抗击倭寇之地。后来，当地政
府以抗倭遗迹为依托，修建了
这座城垛森然，烽台林立的海
上长城。长城的边上是象山
港，登高远望，万顷海疆尽收
眼底。行走其上，又觉这奔腾
的长城如一条巨龙向东海遨
游而去。

在现代汉语里，界的含义
是多元的。作为生物学名词，
界是生物系统最高级别的分
类。比如植物界、动物界、真
菌界等等。

平凡的植物也有不平凡
的一面。年后，清理阳台上的
花架，刚撕开枯黄的藤蔓，却
发现草堆里长出了嫩绿的草
芽，它们曾经被雨雪冰霜刻薄
对待，春风一来，又开始蓬勃
生长。

动物界的伟大也超乎我
的想象。小时候，好奇小溪里

总有抓不完的小鱼。长大了，
知道鱼类有一种繁殖方式叫
洄游。有的从海洋游向江河，
有的从江河游向溪流。洄游，
是一场生命的洗礼。以鲑鱼
为例，洄游途中不仅有人类的
捕杀，还有熊和鹰的堵截，但
是它们依然勇往直前。这是
生命的律动，也是大自然神秘
力量的彰显。

鲑鱼还有一个熟悉的名
字，叫三文鱼。因为气候变暖
和过度捕捞，曾经数次面临灭
绝。而在我国，过度捕捞鱼类
的现象一度也非常猖獗。直
到1995年，开始实行海洋伏
季休渔。

如今，在石浦渔港，每年
到了5月1日，渔船都会自觉
在港湾停靠。这几年，随着资
源环境意识大大提高，大家都
认识到休渔期的好处，不仅保
护了野生渔业资源，增加了经
济鱼类数量，还节约了渔船的
生产成本，让渔民的收入源源
不绝。

界也是职业、工作、性别
等相同的社会成员的总体。
比如文艺界、妇女界、科学界
等等。说到科学界，宁波有
一个特殊的院士团体。近代
以来，宁波市涌现出 120 多
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是名副其实的“院士之
乡”。宁波还建起了院士林、
院士路、院士公园、院士雕塑
群……这些活动场所的存在，
莫不见证着甬城百姓对前辈
的崇敬和爱戴。

年龄，也是一个界。以成
年人为例，按照不同的界限，
可以划分为青年、中年和老
年。说起老年，世界卫生组织
的分类很有意思：60到74岁
的，叫作年轻老年人；75至89
岁的，叫作老年人；90岁以上
的，则称之为长寿老年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为、老有所教，在宁波，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逐年提高。

近年来，在志愿服务过程中，
我目睹了不少优秀的助老敬
老项目，志愿者或着力日常陪
护服务，或关爱老人心理健
康，令人充分感受一座文明城
市的崇德向善之光。

界，既是分界，也是眼界
和世界。去年夏天，去海天一
洲。站在观光平台上举目远
眺，大海泛动着微微的波纹，
阳光犹如小星星，闪闪烁烁，
蹦蹦跳跳。水光相映之间，气
势恢宏的跨海大桥也变得细
长而娇娆。忽然，一群海鸥向
我飞来，它们呱呱地叫着，有
的在平台上空盘旋，有的飞落
在淡红色的水面。低下头，透
过透明的玻璃栈道，我发现下
方的观光平台，竟然也像一只
海鸥，正展开双翅，欲乘风破
浪，飞向远方。远方白帆点
点，几只小船若隐若现，起伏
于海天一色之间。

“涨海尝从此地流，千帆
飞过碧山头。”今年春节，又
去了中国港口博物馆，航海
与造船、港口与城市、使节与
商团，一张张旧照片，诉说着
千百年来宁波沿海地区的飞
速发展。

弹指间，沧海桑田，一转
身已过千年。远古时期的宁
波，曾经连着汪洋大海，后来
随着泥沙沉积，形成了滩涂，
形成了平原，形成了河道纵
横，湖泊众多的鱼米之乡。又
靠着先辈们的诚信务实，开拓
进取，才有了今日东方文明之
都的兴盛与繁华。

千百年后，这块土地又会
变得怎样？是开放还是闭塞，
是迟暮还是荣发。这个答案，
交给历史衡量，留待后人解
答。又或者，这块土地上的人
们，面对不同的方向，都需要
做出自己的回答。什么样的
界必须全力坚守，什么样的界
应该勇敢跨越。

勇敢者，勇向潮头立，敢
为天下先。

说到竹，我想大部分人都再熟悉不过。江南的
烟雨里，总摇曳着竹的翠影。云溪竹径的青霭，茶
山竹海的碧涛……这些被造物者以翠色点燃的画
卷，总让人想起王维的那句"竹喧归浣女"——浣衣
女子搅动的不仅仅是春水，更是漫山青玉般的竹涛
私语。千年过去，沙沙竹韵里依然藏着悠久的文脉
心跳。

记得年幼时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个小竹林，用
竹篱圈出方寸之地，大人们搬来木桌置于林中，再
叫上三五好友，竹影筛金，蝉鸣碎玉，不免为惶惶夏
日增添了无穷的乐趣。竹林带来的清凉和蝉鸣的
喧闹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大自然为我们演奏的一曲
夏日交响乐。而在武侠剧中，竹林更是必不可的高
手论剑之地，在刀光剑影的画面中，如若少了竹影
婆娑的布景，便如水墨失了留白，再凌厉的招式也
失了三分意境。

竹林的静谧与武侠快意恩仇的激烈形成鲜明
的对比，正是这种反差，让竹林成为了武侠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标志。

春雷初响时，泥中嫩芽已悄然探头。山民们踩
着晨露进山，铁锄轻叩，便掘出裹着山岚的鲜嫩。
油焖笋的琥珀色泽里凝着晨露，腌菜蒸笋的白汽中
浮着春寒，笋烧肉的浓香里，藏着山野与人间烟火
的私语。这自然馈赠的时令珍馐，经巧手化作四季
风物：盐渍笋丝在竹匾里涅槃，经酷暑淬炼的笋干
待雪落江南时，与五花肉在陶瓮中演绎阴阳相济的
美味。正如杨万里所言"顿顿食笋莫食肉"，竹的滋
味早已超越口腹之欲，成为岁时更迭的文化注脚。

竹的经脉里还深埋着历史的印记，竹简上的墨
迹虽已漫漶，却仍能听见诸子百家的清辩。贫寒书
生负笈游学的背影里，竹片相击的声响恰似文明传
承的密码。工匠更是以竹为骨，构筑起江南的灵
秀：竹椅承托过多少闲敲棋子的午后，竹桥渡过了
几许渔歌互答的黄昏。竹制家具轻巧而坚韧，竹制
工艺品美观而实用更是被纳入了非遗传承，竹篓、
竹筏、竹梯，无一不展示着竹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和人们无穷的智慧。

四载潜修三寸土，一朝破壁冲九霄。这"竹子
定律"何尝不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苏东坡言"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慨叹，郑板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题画，皆在翠影间寻得灵感的支点。
当月光流过竹叶的经脉，那沙沙絮语，原是古往今
来文人风骨的共鸣。

竹海翻涌着绿色的火焰，笋香沉淀着土地的记
忆。当我们仰望那些向天而生的竹节，分明望见了
文明挺立的姿态：既有破土时的锐气，亦存凌云处的
虚怀。从山野灶台到文人案头，从农具器物到精神
象征，竹以其独有的方式，将自然馈赠化作文化基
因，在年年新发的翠色里，描绘着永恒的东方审美。

□管奇妙

竹里 春秋
□童鸿杰

字之思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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