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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冬已至，必有一场雪会纷纷扬扬地从碧霄走

来，从心中走来。

我能想象出它来时的模样。它的本身，具有某种

神秘主义的特征，所以，从来都是以傲睨万物的姿态

君临大地，吟唱着岁月的流迁。

冬天，是属于沉思的季节，那漫天漫地的雪花，

总是应了冬之约，穿过季节的门楣款款而来。

等一场雪，漂白天地，漂白静夜，茂盛着一首诗

的韵脚。寒冽仅仅是表象的描述，这种表象的背后，

一串暖词应运而生，譬如缤纷，譬如飞絮，譬如温润，

譬如芬芳在枝头的一朵梅，譬如绿郁在满身的一株

松，譬如像极了对雪最温暖的感悟，使这个平常得不

能再平常的冬日，温煦，明媚。

冷，又能怎么样呢？一树一树一点一点的殷红，

是锁不住的梅心，傲然然，蠢蠢欲动；冷，还能怎么样

呢？一树一树一桠一桠的碧绿，是关不住的春光，施

然然，跃跃欲试。

有人说：落雪的声音，是天使的声音，能听见的

人会幸福一生。

静静听雪，品味的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轮

美奂，感受的是“千门万户雪花浮，点点无声落瓦沟”

的浪漫，体会到的是“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的寂

寥。也许，簌簌雪落的声音，更胜于梵哑铃上奏着的

名曲，因为，又有哪一首乐曲能与这天籁之音媲美

呢？

雪小禅说：“听雪，也是听心，听雪的刹那，心里

定会开出一朵清幽的莲花”。是的，扬扬洒洒的雪花

落下，该有多少宁静的心，在此刻倾听与领悟？又该

有多少清澈的眸，在凝视这天与地之间的绝世爱恋？

这雪，稀疏于冬日的早晨，浓密于黄昏时分。由

稀到密直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一会儿功夫就漫天

皆白，万物尽被白色掩盖，就连那细细地的树枝和窄

窄的竹叶上也裹上了白雪。

白茫茫的雪夜，空灵灵的只有风在那里喘息。倚

窗听雪，是雪落的闲逸。屏息静气地听，静听飞雪迎

春的奏鸣，静听着冬天的种子在土壤里的呼吸声。心

也会像一粒种子，在风里雪里萌发，等待在春天里发

芽。

雪是冬的意象，是这个季节特有的风景。雪是冬

的灵魂，是季节流迁中不变的承诺。

雪夜，该有多少点燃的蜡烛，在倾听着天空飘洒

的言语；该有多少诗人升腾着灵感的火焰，澎湃着艺

术的激情，吟唱着“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该有多

少跃跃欲试的画家无力画出雪洁白的精神；该有多

少涌动的琴声用音符描绘着春的来临，再灵巧的手

指怎能弹出落雪美妙的音韵；该有多少含苞的迎春

花藤伸出梦境之外，每一簇结开的苞蕾酝酿着春天

的经历；该有多少爱雪的人，想象落雪的情景，喜悦

如雨，潮湿的心灵，长出新绿的叶片；该有多少情人，

借每一片雪花，飘飞着对感情和人生的祝福。

纵有千般滋味在心头纠缠，不妨在淡然的心境

中看一场雪吧，跟着那雪花纵情飞扬，忘却烦恼，忘

却忧伤，带着欢快的步伐前行，带着悠扬的曲调哼

唱，带着幸福的眼睛观望。

愿化身成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不去

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

怅。那一幕幕悦目娱心的回首，那一声声荡人心魄的

呼唤，那一首首启迪智慧的歌谣，沉醉在梦里，沉醉

在心间。

花开花谢，几度寒冬。望不断的雪舞时节呵，与

三五好友煮雪夜话，赋一首雪韵在记忆的深处里潜

藏，听晶莹的雪花无韵无律的低吟浅唱……风中摇

曳的抒情，是雪花在缤纷，清晰着，单纯着，熊熊燃烧

着。大河上下，崇山峻岭，白覆漫漫，寒噤着，层层叠

叠的，这一场高昂的落雪。

冬至，寒来，冰封，冬意里一片景致。

喜欢听雪，喜欢在漫天飞雪里，静静漫步于湖

畔、小径，甚至是山野、荒郊。漫天冷凛，漫宇琼瑶，雪

花，似寻梦的蝶，袅袅绕绕，与我眸中的笑深情对舞。

仰起脸，便有一片、两片、无数片的雪花袅娜到发上、

脸上，羞涩、冰凉而不失温润，然后，心，就在那一刻，

生出几多的怜爱和淡淡的暖……

雪花，是世界上最圣洁的花，当你静静地倾听天

籁，尘世的浮躁与喧嚣，似乎都已离你远去，剩下的

惟有纯净，那是心灵忘却一切的畅然，那是在没有尘

埃的世界里，生命自由呼吸的平淡与安恬。

常常想：人生，如雪一样洁白，心灵，也该如雪一

样纯洁吧？一个人要以清醒的心智和从容的心境走

过岁月，也许恰恰不能缺少的，就是像雪花一样的恬

淡。任何时候，学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周

围的人，便会多了几分面对一切的坦然……

岁月沧桑，漫步人生的旅途，惟愿生命，也如此

刻般宁静与安恬，恪守生命里的素色与信约，让心灵

在听雪中，开出一朵禅意的莲……

抬头望天，那场雪，必将是一场季节的轮回，一

切又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雪落大地寂无声。这，是季节在沉思。这场飘落

在心头的雪，是季节沉思的碎屑。

在我家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个褐色的小瓷坛，坛子

里盛着满满的花椒。每天做饭，我已经养成习惯，炒菜时总

不忘烹入几粒花椒。随着花椒粒丢入油锅“刺啦”的一声

响，花椒那喷香的味道便在小小的厨房里飘散开来。而在

心间，婆婆平日里那绵绵的、醇厚的爱也随即弥漫开来。

婆婆已经八十有余，要强的她，至今仍不愿成为孩子

们的拖累，坚持自己生活。即使把她接过来，住不了几天，

就要嚷着回去，每天，婆婆瘦小的身躯活跃在老家偌大的

院落里。婆婆的生活应该还挺“充实”，冬日，阳光灿烂的

午后，婆婆爱约几个老伙伴坐在堂屋的门口聊天，家里的

大黑狗老老实实地卧在门墩上，仰着头听几个老婆说话。

婆婆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年四季她总有自己干不完

的活。春暖花开的季节，婆婆在院子里的土地上掘出一个

个的小坑，种上芝麻、绿豆、豇豆，还在大门外朝阳的墙根

种了一窝一窝的南瓜。一次次回家，看到院子里春日嫩嫩

的幼苗，夏日满园的繁茂，秋日滚圆的南瓜和鞭炮似的豆

角，我都会感动不已。做饭时，揪一把婆婆种的青菜，临走

时，挑两个最好的南瓜，婆婆都会欢喜得像个孩子似的。

我明白，婆婆的欢喜里分明透着说不出的自豪！

老家村口的庄稼地边上种了一圈花椒树，长了多年

的花椒树枝叶相牵，给庄稼形成一道厚实的篱笆，而美味

的花椒也成了村民们佐料的来源。每年，中秋过后，猩红

的花椒挂满枝枝杈杈，老远就能看到这一道亮丽的风景。

每年花椒飘香的时候，婆婆和大娘、嫂嫂们拿上剪刀

来剪花椒。应该说“花椒好吃，果难摘”，因为花椒树上长

着满身的刺，经常摘一把花椒，稍不留神，手上胳膊上就

会挂出一道道血印。婆婆年龄大了，也倔强地蹒跚着步

子，蚂蚁搬家一样剪下一把一把花椒，晾晒在院子里的小

席上。等花椒晒干，她也把里面夹杂的碎枝，杂叶捡得干

干净净了。

初冬的一天，我们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像往常一

样，婆婆唠叨着不得闲就不要回来了，不用担心她。还埋

怨我们又花钱给她买这买那，说自己现在有“红本本”（农

村老人养老金本）有花的钱。临走时，婆婆神秘地捧出一

个小坛子，说：“这是我晒的花椒，拿回去吃吧！”婆婆从不

表功，送出了自己的“作品”，她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幸福与

满足。

老家是孩儿们心灵的栖息地，婆婆是我们力量的源

泉。从这一坛花椒里，我品出了婆婆对我们的多少爱，多

少牵挂呀！

这几天，上海的气温明显降低。昼夜之间虽然温

差不大，但总体温度不高，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都是

个位数。老上海人都说，冬天了，天冷了。我却感觉不

到冷意，没有冬天的感觉，甚至出去跑步时依旧单

衣。前几天，穿背心跑步，引起好多人目光侧视。为了

不成为“众矢之的”，我也只好穿一件长袖包装一下。

进入冬天，这让我想起儿时的美味———烧红薯。

小时候物资匮乏，一天三顿饭全靠红薯，当时流传

“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没法活”。可见红薯对当

时的人家多么重要。

小时候，奶奶做饭我烧火。冬天的早上都是蒸一

锅红薯，下边是一锅红薯块儿。冬天的农村没有事，

一天两顿饭，早饭都是在九点左右吃。只要是好天

气，农村的大街上，望去，路两边都是小饭摊。家长领

着男孩子，端一筐子蒸红薯，端一小碗蒜泥水，再端

一碗红薯茶，红薯茶就是红薯块儿，大红薯破开，切

成小块，煮成汤，就是红薯茶稀饭。

小时候的农村，女孩子和女人在家里吃饭只能

在厨房，或者院子里蹲着吃。只有男孩子和家长能坐

堂屋吃，或者到大街上去吃。小时候只有我能和父亲

一起去大街上吃饭，不管是早饭还是午饭，不管吃啥

饭，都要端到大街上，和已经在大街上吃饭的人们打

过招呼后才开吃。冬天的红薯饭刚出锅，很热，所以

都吃得慢，加上乱七八糟地聊天，一顿饭几乎一个小

时。反正冬天农村没事，吃完饭还是没事，倒不如在

饭场边吃边聊。

蒸红薯是家常饭，天天吃也有吃腻的时候，于是

人们开始转变吃法，烧着吃。烧红薯一般都是在早上

做饭的时候，弄几个红薯放在火塘里，饭做好了，红

薯也烧好了。烧红薯面甜，比蒸红薯好吃多了。吃蒸

红薯是不让剥皮的，需要带皮吃，因为红薯也不是随

便吃的，定量，根据家长的爱好，分给家里人吃。家长

喜欢的人，分大的，不喜欢的人分小的，所以每天都

吃不饱。

吃烧红薯可以剥皮，红薯烧得好，皮已经分离

了，根本不用剥。其实，小时候吃烧红薯红薯皮照样

吃，因为饿，闻着香味扑鼻的红薯皮怎么也舍不得丢

弃。

以前在矿上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门前开了一

片荒地，种的红薯。于是从深秋开始，天天吃烧红薯。

为了做烧红薯，还特意买了烤箱。为了收藏红薯，找

了好多泡沫箱，因为有人说红薯放在泡沫箱里不会

坏。

烧红薯从秋天一直吃到夏初，每天五六个。那些

日子里，几乎天天不吃饭，饿了就吃烧红薯。小时候

没有吃过瘾，如今随便吃，确确实实过了一把烧红薯

瘾。

如今在上海，红薯两三块钱一斤，看见红薯还想

吃，于是乎不问价钱只管买，只管吃。在这里条件有

限，只能吃蒸红薯。前些日子去三期干了几天，发现

那里有烧红薯利器———微波炉，只是碍于面子，不好

意思去蹭热度。但吃烧红薯的瘾又被勾引出来了，想

起来小时候吃烧红薯的那个贪劲，还想再过一把烧

红薯瘾。

红薯高产，养活了几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是最

后一代吃红薯长大的人，所以对红薯印象深刻。冬

天如果不吃红薯，就像生活里没有阳光。冬天如果

不吃几回烧红薯，就会觉得生活里少了什么。烧红

薯是盐，短时间不吃也行，长时间不吃，嘴里就没

有味道了。

马上要迎接期末考试了，为了给我们紧张的复习减

压，让我们轻松迎接期末考试，过个好年，老师决定让我

们举行拔河比赛。比赛的消息传开后，同学们兴奋不已，

纷纷开始做准备，为组争光。

上午第四节课铃声一响，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紧

张又兴奋。站在赛场上，我感到胸腔的心脏怦怦直跳，仿

佛要跳出来似的。我深刻地意识到，这次比赛不仅是对我

们每个人体能的考验，更是一次展现团队力量的机会。于

是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随着裁判清脆的哨声响起，本就热闹的操场被我们

吸走了大量目光，气氛越来越紧张，双方都倾尽全力往后

拉。我用脚奋力蹬地，身体后倾，几乎与地面平行，耳边是

队友的绳索摩擦的“沙沙”声。我的手心开始出汗，但那股

不服输的劲儿让我咬紧牙关，拼尽全力。老师的呐喊和队

友的互相鼓励，仿佛给我注入了无穷的力量。终于，在大

家齐心协力下，我们A组成功将红布条拉过了中点线。

胜利的喜悦瞬间涌上心头，我们相视而笑，欢呼雀

跃。这场拔河比赛，不仅让我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更让

我明白———无论结果如何，重要的

是参与的过程和那份永不言败的

精神。

这个寒冷的冬天，因这场比赛

而温暖；我们的期末复习，也因这

次比赛而充满力量。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亲吻着梅花娇羞的脸庞

叽叽喳喳

惊醒了琼蕊的梦乡

一缕温暖阳光

从天空中倾泻

迸发出熠熠光芒

带来了新年的希望

一缕淡淡暗香

抚慰着

昔日流年中的悲伤

缠绵着

往日岁月中的过往

在天地间缓缓流淌

曾经的冰霜

在阳光下消融

曾经的迷茫

在梅香中孕育着无尽的希望

心中梦想

穿透雨雾冰霜

在既白的东方

我看到了新年的第一缕曙光

绿色嫩芽

已顶破冬日肥沃的土壤

悄悄装扮着

大地的新装

雪落大地寂无声
□李晓伟

儿时袁冬天的美味烧红薯
□王俊刚

一坛花椒
□秦生辉

难忘的拔河比赛
西西小学四二班 程淑欣 指导老师 祁彩霞

甲子循历，接遇新年，日月光华，

旦复璀璨。一元强劲，佳机无限，万类

竞发，千瑞更添。六合八极，皆来福善；

春夏秋冬，应龙护扞。士农工商，局开

新面；文坛武林，雄风再展。亲朋好友，

时来运转；闺蜜铁哥，丽秀刚健。男婚

女嫁，金玉良缘；学阶仕途，大道通坦。

五谷丰登，四域饱暖；吉星闪烁，河清

海晏。革故鼎新，叱咤呐喊，培风聚能，

钟灵湖山。天步昂昂，春光可燃；壮志

必酬，诵咏洪范。川流不息，遍地醴泉；

旌帜云霓，高翔鹏鸾！

瑞 年 颂
□龚延民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孙利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