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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山东神力索具
蒙建华

沐雨经霜六十秋，扬帆奋楫立潮头。
垂钩敢钓银河月，吊臂能移海市楼。
百炼钢魂酬故国，千钧铁索系神舟。
精工铸就回天力，齐鲁雄风贯地球。

贺神力索具六十华诞
张 弢

运河波涌岁逢秋，孔孟风熏壮志酬。
铁臂曾擎星斗转，钢花今伴智能流。
云融数据千机变，绿染城乡万象幽。
仁里春深鹏正举，敢凭神力占鳌头。

神力索具颂
张成吉

铁骨横空立浩茫，锻锤炼火砺辉煌。
万钧绳缆擎云阙，百代机枢定八荒。
匠意熔金昭亘古，工魂铸链镇西洋。
焊光迸作星河落，系稳乾坤日月长。

走进神力索具
张 林

葱茏槐月物华新，嘉院初逢辄觉亲。
福字萦心千户乐，谿亭兴浪五洋巡。
三迁乔梓根生叶，一跃星船索托身。
谁睹奇观惊且叹，青时我亦道中人。

贺神力索具集团公司创建60周年
杨先进

岁月峥嵘六十秋，披风踏浪立潮头。
经霜步步雄心在，沐雨程程壮志酬。
神力声名传四海，智能索具售三洲。
子承父业追新梦，砥砺前行竞上游。

点赞神力索具
黄希庆

横世钢锚定五洋，冶金吊具淬锋芒。
千钧劲挽魂为索，九曲轻拈魄作纲。
六秩熔心凝匠德，廿年锻梦铸华章。
焊花叠浪吞山岳，链锁中流缚莽苍。

神力索具车间锻造工艺
姬广良

烈焰熊熊耀眼瞳，车间锻造施精工。
千钧锤落惊风起，百遍钳翻映面红。
浴火钢坯身强韧，浸冰铁骨志威雄。
铸形淬炼熔诚信，誉满寰球骏业隆。

参观神力索具公司有感
史月华

红炉淬火历沧桑，三易其基势愈强。
科技赋能千索韧，人文增彩九霄翔。
云联重器山河动，智控新程日月量。
敢驭东风抟海岳，扶摇逐梦铸辉煌。

赞山东神力索具
胡立增

神工索具誉齐东，翠愿宏开百代功。
妙算倾怀添秀色，灵恩着意唤和风。
节能善举尘霾散，环保新规景致融。
旧貌已随冬岁去，繁英碧影入眸中。

神力索具雅集记
马培国

何事一相邀，诗词流丽竞。
百花欣有托，三径自辉映。
万里更传车，五洲频置檠。
此行未与惜，遥望当思孟。

《鲁风圣韵》刊行百期志贺
王允国

运河波涌润丰田，盛夏骄阳生瑞莲。
诗阵兰台多俊士，词锋桂苑有名贤。
笔惊风雨师工部，情咏山川仰谪仙。
麦熟新馍吟大雅，心潮再鼓赋鸿篇。

贺《鲁风圣韵》刊行百期（通韵）
徐长富

鲁风圣韵绘春秋，尽赞山湖碧水流。
朝颂杏坛夫子庙，晚吟明月太白楼。
蓝田艺苑百花放，古运长河千舸游。
孔孟仙乡文脉旺，诗词画卷耀神州。

《鲁风圣韵》发刊百期致贺
王兴龙

鹊登枝上喜光生，相伴清音和玉筝。
暖月烟霞琳阙赋，彩姿雪梦汉风鸣。
竹撩翠墨画三帧，词饮灵波砚一泓。
回首百期鸿志满，层云再掠荡诗情。

贺《鲁风圣韵》百期发刊
李 伟

简牍时空喜杀青，百期竞艳闪繁星。
鲁风抱朴滋芳草，圣韵衔贞展画屏。
行走田间平仄谱，为吟好句世情听。
匹夫有责怀家国，飔起浮苹赤子灵。

贺《鲁风圣韵》百期发刊（通韵）
安殿轩

鲁风圣韵百期刊，荟萃华章艺苑翩。
立会原于书正义，撷英旨在颂高贤。
心怀橄榄吟声雅，意尚芙蓉笑影妍。
椽笔描圆时代梦，频添秀色艳阳天。

贺《鲁风圣韵》微刊发行一百期
冯克河

谁擎大纛聚群雄，文采飘飘各不同。
发链百条传圣韵，登坛两载振儒风。
酒虽饮罢意难尽，句纵搜来腹已空。
所幸济州多俊杰，重兴诗道仗诸公。

神力百项专利赞
李文生

索业巨星威四方，誉名赖有妙才将。
激扬千众竞心智，流水线中专利藏。

贺《鲁风圣韵》微刊百期
吴爱芹

百期长卷气如虹，墨染春秋韵未终。
好句得来谁共鉴，唐时明月宋时风。

贺《鲁风圣韵》刊发百期（通韵）
赵宪明

鲁风圣韵浩歌吟，溢彩流香百卷新。
承古启今传妙语，繁花竞秀映芳辰。

唐多令·贺《鲁风圣韵》刊行百期
鲁亚光

水起鲁风生。波扬圣韵情。一百期、精益求精。太白
楼前诗沃土，逢盛世、更深耕。 浣笔老任城。运河欢畅
行。孔孟乡、气朗天清。歌赋诗词同载酒，高远处、自纵横。

张建鲁的中篇小说《老牛的咏叹调》，用一
头老黄牛26年的生命历程为叙事主线，构建了
一幅人与动物故事的图景。作品不再沿袭传统
农村题材小说的框架，而以“牛视角”审视了人
类中心主义长期忽视的动物情感与动物权利。

一头老黄牛以“我”的口吻的讲述，颠覆了
传统文学中动物作为客体或被观察者的地位，
而被赋予了主体性和话语权。

在文学史上，动物叙事并不罕见，从卡夫卡
的《变形记》到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动物视角
常被用作社会批判或人性反思的工具。然而，
张建鲁的创作显然有着更为本土化的文化诉求
——试图通过一头中国农村最常见的耕牛的视
角，重构被现代化进程逐渐遗忘的农耕记忆和
人畜伦理。

从“一个小牛犊被主人牵进家”开始，完整
的生命周期被赋予了史诗般的叙事厚度。26年
的光阴在牛眼中不仅是自然时间的流逝，更是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缩影。

老牛的咏叹，既包含了对生命有限性的哲
学思考，如对衰老的感慨：“……春天的夕阳给
老主人佝偻的脊背镀上一层金黄。忽然，他把
额头抵在我的脖颈间，温热的汗水渗进我的皮
毛，烫得像是二十年前那个夏夜。”

牛老了，主人老了，也包含了对畜与人共同
生活经验的珍视。这种将动物生命历程史诗化
的处理，打破了人类对文学叙事的垄断，让一个

“非人类”的生命获得了同等的叙事尊严。
视角转换带来的认知革命，是这篇小说最

富启发性的贡献。当读者通过老牛的感官去感
受世界时，许多理所当然的人类行为被赋予了
全新的意义。

比如牛在雨夜拉着老主人去乡卫生院看病
的场景：“……一块玻璃瓶的碎片扎进了后蹄中
心的肉里，每往前走一步，碎片扎得更深一些。

‘哞’我忍不住长叫一声。‘爷们儿，’老主人从
口袋里掏出一把炒熟了的黄豆，‘来，再吃点这
个。’”以及“‘这些年，多亏了你啊。’老主人叹
了口气。”

这样的叙述，不仅展现了动物对痛苦的感
知能力，更揭示了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与动物之
间基于相互理解的契约关系——人类提供庇护
与食物，动物贡献劳力与陪伴，二者形成了一种
超越物种界限的生命共同体。

作者通过老牛的视角，解构了人类中心主
义的叙事霸权。在传统文学中，动物往往被简
化为功能性的符号——忠诚的狗、勤劳的牛、狡
猾的狐狸，它们的“性格”服务于人类叙事的需
要。

而老黄牛却有着完整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
情感变化，它对主人的感情并非简单的“忠诚”，
而是包含了依赖、感激、同情等多元情绪。

少主人婚礼那天，“少主人悄悄往我嘴里塞
了甜到今天的红枣和喜糖……”它感受到这个
家庭的喜悦和少主人对它的关爱。这种对动物
心理的细腻刻画，使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
动物的伦理关系——我们是否长期低估了动物
的情感能力？我们与动物的关系是否应该建立
在更平等的相互承认基础上？

老牛与老主人、少主人26年的互动，展现了
一条超越物种界限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不是
单方面的依赖或利用，而是基于长期共同生活
形成的相互理解与生命交融。

老主人对待老牛的方式，体现了一种正在
消失的传统智慧——将家畜视为家庭成员而非
生产工具。“那天晚上，老主人给我加了一筐新
鲜的苜蓿和一铁勺豆饼。‘爷们儿啊，’他摸着我
发酸的肩膀，‘多亏了你。’”人畜之间的温情互
动，构成了特殊的情感结构，其中的关怀与接受
超越了物种差异。

作家笔下的老牛具有惊人的情感敏锐度，
它能够准确捕捉人类家庭成员的情绪变化，并
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回应。

当老主人因病不能把犁耕地时，“我拖着沉
重的铧犁来到地里……”和“爷们儿啊，你这是
干啥！”老主人的声音从地头传来。他趿拉着老
布鞋跑来了，连棉袄都没穿好。这种行为已经
超越了条件反射或驯化的范畴，显示出动物对
人类情感的认知与回应能力。

这些细节暗示了情感的交流从来不是人类
的专利，当人类以真诚对待动物时，会获得超越
语言的情感共鸣。

老牛见证了主人家“由贫穷到富裕的奋斗
历程”，既表达了对主人的钦佩，也包含了对变
化带来的疏离感的忧虑。

小说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拖拉
机、收割机及各种农机具在村里出尽了风头，抢
尽了风光，我努力摇响脖子上的铃铛，在喧闹中
喊哑了嗓子。”

老牛感到的不是被取代的恐惧，而是一种
复杂的欣慰，既为主人不用再像“我”年轻时那
样辛苦而高兴，又害怕自己就此变得无用。

这种矛盾心理，折射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传统人畜关系的转变。机械化确实解放了人力
与畜力，但也切断了某种基于共同劳作的情感
联结。作品质疑了“进步”叙事的单一性，在拥
抱现代化的同时，没有忘记那些曾经与人类并
肩劳作的生命所付出的情感代价。

老牛与少主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构成了小
说情感线索的另一重要维度。从少主人孩童时
期与牛犊的嬉戏，到少主人考上大学，为挣学费
一起和少主人给人收麦劳作的默契，再到少主
人衣锦还乡 。这一过程被以老牛的参与和观察
记录下来。

“……发现马瓟瓜时，他总会把一串串的马
瓟瓜连着枝蔓一起背回家，和我分着吃。调皮
嘴馋的他还会把偷来的瓜果拿给饥肠辘辘的我
吃。”这一描述，揭示了人与动物关系中的一个
真理：只有当我们真正给予动物真诚的关怀，才
能建立基于相互承认的伦理关系。

《老牛的咏叹调》中，老牛作为参与者和见证

者，提供了观察近30年中国农村发展的窗口。在
传统史学叙事中，社会变迁往往通过重大事件、
经济数据或政策变化来呈现，而作品选择了更为
感性的路径——让一头牛的眼睛记录下那些容
易被宏观叙事忽略的生活细节与情感真实。

这种“牛眼观世”的叙事策略，让历史变得
可触可感，使读者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
中感受时代的脉搏。

老牛对农耕技术变革的观察，尤为耐人寻
味。从最初的全人工耕作，到半机械化，再到完
全机械化，这一过程在老牛眼中既是解放，也是
疏离。

“老主人摸着收割机的铁壳说‘这家伙一天
能收六七十亩’……我怀着失落的心情，站在田
埂上反刍着。”这段叙述反映了农业生产力水平
的提高，更暗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机
械化耕作提高了效率，但也削弱了人与土地之
间那种通过共同劳作建立的情感联结。作品对
现代化进程中的得与失进行了辩证思考，而这
种思考来自一个“非人类”的观察者，才显得格
外客观且深刻。

动物尊严与生命价值的思考贯穿小说始
终。老牛对自己“为畜一生”的咏叹，既不是悲
情的控诉，也不是盲目的感恩，而是一种对生命
意义的平静思考：

“我身上不仅留着热爱劳动、热爱家乡的痕
迹，还留着老主人抚摸过的痕迹，留着少主人给
我伤口涂药的痕迹，留着我在田埂上奔跑时的
喜悦，留着我在杨家河嬉水的快乐……”

这一段描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普世的伦
理命题：文明的程度，或许正体现在我们如何对
待那些看似“低于”我们的生命形式上。

《老牛的咏叹调》作为张建鲁文学创作的一
次大胆尝试，实现了多重突破与创新。在艺术
层面，小说的叙事策略拓展了文学表达的边界，
使一个沉默的生命获得了言说的权利；在情感
层面，作品构建了感人至深的人畜情谊，展现了
超越物种的情感可能性；在思想层面，小说对人
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对跨物种伦理的探索，具
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现实启示。

这部作品既是对正在消失的农耕文明的深
情回望，也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文学回应。

老牛，成功地将一个寻常题材提升到了生
命哲学的高度。《老牛的咏叹调》中的“咏叹”，既
是对个体生命历程的总结，也是对一切生命价
值的礼赞。

当老牛在生命尽头回望自己“为畜一生”
时，它的感慨超越了物种界限：“我知道，我的故
事没有结束……乡村不仅仅是田地和耕耘，更
是一份难以割舍的乡愁……”

这或许正是张建鲁希望通过文学传达的根
本讯息——在一个日益技术化、功利化的世界
里，我们是否能够停下脚步，倾听那些沉默生命
的“咏叹”，并从中学会更为谦卑、更为包容的生
命态度？

《老牛的咏叹调》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创
新，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人与动物关
系的伦理视角。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下，文学想象构
建的这种跨物种共同体意识，或许正是我们亟
需的文化资源。生命的尊严不分物种，文明的
真谛在于我们如何对待那些看似卑微的存在。
这，正是《老牛的咏叹调》最为深远的意义所在。

■苗青 摄影

关于“卑微”：人与动物伦理的新视角
魏留勤

简默的散文集《活在尘世中》，收录了他的《蝈蝈纪事》
《薄如大地》《河上漂下一群羊》《一棵桑树的生长史》等46篇
美文，每一篇都读得我如痴如醉。

其中以动物命运为脉络的一组散文，作者以悲悯为笔，
蘸满人文关怀的墨汁，勾勒出一幅充满痛感与温情交织的生
命图景。

羊、鹅、燕子等生灵，不再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附属品，
而被赋予了鲜活的情感与尊严，其遭遇如同一记记重锤，叩
击着读者的心灵，也照见了人类在与自然相处时被忽视的良
知与温情。

这种对生命的凝视与反思，不仅构成了散文创作的深
度，更指向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亟待修复的精神缺口。

作者巧妙地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惯性，将动物从
“物”的从属地位中解救出来，赋予它们主体的情感与意志。

在《河上漂下一群羊》中，羊皮筏子不再是简单的渡河工
具，而是羊生命消逝后的“沉默见证者”。

“在我童年的山坡上，青草是土地茂盛的毛发，野花是月
亮遗落的露珠。一群羊离我是如此近，它们悠闲地踱着花瓣
的步子，埋头咀嚼着青草，像在给土地理发，用不了多久，或
许就一场雨后，毛发又参差不齐地生了出来；翠绿的汁液流
淌在它们雪白的牙齿和粉红的舌尖上，一朵朵的花拧身闪过
不同色彩的身影，空气中泛滥着草根的清香。它们中的一
只，长着两个尖尖的角，像扎着两个朝天辫，偶尔抬起头，与
我对视了一眼，就这么一眼，我看见了它潮湿的眼睛里，掩饰
不住的怯弱、安静与善良，它金褐色的双眼好似两枚金色小
钉，将我钉在了忧伤上头。”

通过童年记忆的回溯，羊“潮湿的眼睛里，掩饰不住的怯
弱、安静与善良”与成年后“撕、拉、撵、扯、挫”的宰杀过程形
成残酷对比。

“它们走下山坡，望河兴叹，命运就被篡改了。先是一柄
被清水濯洗锋利的刀子，刃口向外贴着舌尖衔在齿间，一刀
引出了一支血箭，接着它变成了一个动词实验工厂，撕、拉、
撵、扯、挫，等等，这一连串动词只为赶在它人世的余温尚未
冷却之前，剥下一具完整如初的皮囊。对待这些皮囊，如同对待一个意志坚定者，在烈日下暴
晒，在盐巴中腌渍，在清油里洗澡，直至透明光洁，成为一个个扶不起的口袋。它们会被人嘴
对嘴地吹满气，这是一桩考验人的肺活量的活儿，吹满一只羊皮筏子所用的皮囊，至少需要七
个以上汉子的肺活量，他们呼出今生的空气，它们吸入来世的气息，借一口气，还回了魂。”

这种充满张力的叙事，将生命屠戮的血腥场景赤裸呈现，迫使读者直面人类对其他生命
的暴力剥夺。当羊发出“像孩子一样拼了命叫母亲”的咩咩声时，激起我心灵的强烈震颤，这
种跨物种的情感共鸣，彻底瓦解了人类将动物工具化的心理防线。

同样，《灰鹅进城》里编织袋中沉默的灰鹅，与童年记忆中“抖擞开两扇翅膀”追撵人的鲜
活形成撕裂。“仿佛是被谁挥手施了魔法，它们一律探着脖子，嘴巴紧闭，不喊不叫，一双眼睛
黑如珍珠，明亮无邪。它们来自微山湖上，先是坐船上岸，又坐车被卸到这个站台，再坐车去
往更大的城，一趟趟地奔波劳顿，最终被送入城里敞开大门的餐馆，进入食客们无限扩张的口
腹。这就是一只鹅的少年成长史，是它离水越来越远，离餐桌越来越近的过程。”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画灰鹅“黑如珍珠”的眼睛，被染成粉红色的“王冠”，这些充满尊严
感的意象，与它们即将沦为盘中餐的命运形成强烈反差。

《白鹅啸天》中白鹅脚掌上被洞穿的窟窿，更以触目惊心的细节，暗示着人类为满足需求
对生命施加的暴力。“它站在笼中，挺长脖子，歪着脑袋，黄豆粒大小的黑眼睛清澈平静，映得
出一片海。不待人走近，它已经探颈仰天长啸，这是真正的金石之声，高亢清朗，飞上傍晚的
天空，冲决混浊的阴霾，压住喧嚣的分贝，久久地如钟声回荡。我走近它，发现它金黄的脚掌
上各洞穿了一个窟窿，有一分硬币大小。我猜不透这两个规整的窟窿因何而来。”

这些叙事共同构建起对生命尊严的礼赞，也让读者直面人类中心主义背后的残酷。
作者对动物命运的悲悯，并非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源自人性深处的共情与反思。抚摸

灰鹅“柔软、温暖、细致”的王冠时，触摸到的不仅是动物的皮毛，更是被文明压抑的生命本
真。白鹅“探颈仰天长啸”的不屈姿态，让作者“被老茧层层包裹的心”生出别样温情。这种情
感的涟漪从个体延伸至群体，最终指向人类对生命共同体的责任。

而《向一群燕子忏悔》，则将悲悯推向自我审判的深渊。少年时期因冲动伤害燕子的记
忆，与成年后目睹孩童重蹈覆辙却选择沉默的“二次伤害”，构成双重忏悔叙事。“它们像一片
片汁液饱满的树叶，默默地凋落下了楼”的画面，将暴力瞬间凝固为永恒的道德拷问。

作者坦诚地剖析自己“恶的因子和欲望”，揭示出人性中恶的传染性与顽固性。当作者坦
言“心灵深处一直飘萦着血腥”，悲悯已经升华为自我救赎的力量，直指人类内心潜藏的暴力
基因与文明进程中的道德滑坡。

文章中的人文关怀，不仅是对动物苦难的同情，更是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反思。作者通过
《鹅》诗的引用，以及白鹅“化作悠悠白云”的想象，将诗
意田园与现实残酷形成互文，讽刺人类在发展中丧失的
生命敬畏。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人类逐渐习惯
将动物视为资源和商品，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对生命的漠
视成为社会集体无意识。

而羊、鹅、燕子的悲剧叙事，则共同构建起从“伤害”
到“觉醒”的精神链条。白鹅的“金石啸声”与燕子的“呢
喃”呼应，象征生命无论强弱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尊严。
作者持续的忏悔，则成为刺破麻木、唤醒良知的利刃。

这种叙事既不回避人性之恶，又不放弃对善的追
寻，最终将人文关怀升华为对重建生命伦理的殷切呼
唤。

这样的生态伦理重构，还存在于《亡命之兔》《三脚
的猫》《与虫为邻》《羊肉汤意识流》等等篇什中，贯穿于
简默的生命最深处。

简默以散文的方式重构人与动物的关系，实际上是
在为日益失衡的生态伦理寻找解药。通过对个体生命
故事的细腻刻画，文章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对其他
生命的尊重，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尊严的守护。

当我们学会以悲悯之心凝视万物，人性的温度才能
真正照亮生命的长河，这或许正是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发
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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