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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脚步踏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

眼前依旧是一片黄，不过是由夏日的金

黄变成了深秋的枯黄，视线里都是空荡

荡的茫远。我也有一种“天高地迥，觉宇

宙之无穷”的慨叹。

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像是一个个生

硬的手掌，在近乎激情的抚摸中我有点

蒙了，是不是就是这生硬的风剥蚀了她

夏日娇嫩的容颜，如今无奈地拉着一张

枯黄的脸。黄色的尽头便是美丽的雪山，

雪山又浸泡在一片湛蓝的海洋里，我恍

惚，那是一座雪山，还是一角冰山？夏日

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被风又安葬在哪个

角落？那些蜂蝶是不是也一起殉葬？是不

是油菜花香消玉殒之后就幻化成雪花飞

舞的模样？朵朵白云就盛开在山巅之上，

似乎和雪花进行一场盛大的表演。

我把视线从雪线滑落到了山体肌肤

裸露的地方，绿色的梦醒来之后思念就

会枯黄。站在扁都口的入口处，那条路真

的像是一条素锦在风中飘动着。这条素

锦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交织了多少绵

密的岁月。它一头扎在岁月的尽头永不

回头，另一头却牵着时光的手永不停留。

就如此刻，我站在空荡荡的路口心中一

片茫然，不知道几千年前、几百年前这里

的秋天是不是也是如此生硬而又空旷的

模样。

扁都口的风带走了多少峥嵘往事，

又抚平了多少平平仄仄的脚印。这条路

自汉唐以来就是羌、匈奴、突厥、回纥、吐

谷浑、吐蕃等民族来来往往的一条岁月

的通道，多少密密麻麻的脚印都已经搁

浅在历史的脚窝里，任凭多么缜密的思

维也无法检索出当时的模样了，又有多

少文字能够记住历史清晰的容颜。而我

似乎就在一条时光的隧道里摸索爬行，

我想让文字作证，这里的风粗粝了多少

容颜，这里的雪染白了多少青丝？岁月已

经白了头，往事就如此刻的风匆匆而过，

谁又能留住风的脚步？

据文字记载：东晋时期、僧人法显由

靖远经兰州、西宁，穿越扁都口到张掖。

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隋炀帝西巡，

于六月中旬进入扁都口，天气突变，大雪

纷飞，在暴风雪袭击下，“士卒冻死大

半”，隋炀帝的姐姐也冻死在这里。

那些久远的文字像是一只鸟儿一直

在我的脑海里盘旋。此刻，呼啸而过的是

汉唐的风？风中匆匆而过的是僧人的身

影？我倒是希望历史的真相就还原那么

一瞬间，我们坐在这个风口，倒满岁月的

陈酿，干杯、回头，你还是帝王或者高僧，

我还是一介书生，从此各不相欠，各自相

安。可是，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幻想。有时

候，岁月走过的脚步只有路记住了，这条

路上留下的脚印，都被风带走了。有时候

感觉历史就是个蒙面人，只是给你留下

模糊的身影，留下时光的缺口匆忙而去，

你永远辨不清它的真实面貌。

我忽然有点难过，有点落寞。我总是

无法把历史和现实巧妙对接，因为我找

不到端口，我的思绪在过去的岁月里纠

结，我的目光在风中徜徉。谁说衰草连天

不是一道奇观，似乎油菜花在深秋矮下

去了，而枯草才站起来，被油菜花垄断了

几个月的家园，如今才是衰草的家。

我的视线散落在枯草中的羊群身

上，羊群也被镀上了一层黯淡的黄色，似

乎秋天就驮在它们的身上，有了几分笨

重，也有了几分沧桑。枯草之下藏着又一

个春天，其实雪花之上绽放着秋天的容

颜，而牛羊似乎又背负着地老天荒。

春夏时节，那里是油菜花的家园；深

秋季节，那里是风的家园。朋友们的笑声

在风中飘荡，他们都把自己还原成孩子

的模样。我不在乎扁都口的风向着哪个

方向吹，我们在风中也任性一回，牛羊在

冷风中啃噬着雪，我们在雪地里撒点野。

那些羊群是不是就是被雨水淋湿的

云朵，天空嫌它太笨重了，被开除到地面

了，而云朵似乎又是呼啸的风卷到天空

的雪花，就那样诗意地栖息在山头。成群

的羊散落在草原上，如果不奔跑，真的就

以为是风把枯草卷起堆积成了一个秋天

的小小的城堡，让冬天躲进来御寒。羊群

呵出的气息给原野镀上了一层薄薄的烟

雾，那是它们的喃喃细语；成群的牛也在

冷风中用丰腴的嘴唇舔食着雪花白净的

脸颊，似乎有无尽的缠绵。谁说牛羊不懂

浪漫，它们才和草木谈着一场永不分手

的恋爱。远处看，偌大的草原就像是一盘

围棋，牛羊就是棋子，在冷清的风中随意

而又用心地走着，走一步就是一个春秋，

举棋不定中流年翻转，一个棋子落下莺

飞草长，一个棋子举起衰草连天。牛羊还

时不时抬起头来凝望着远方，我想那一

刻，它一定在思考一步棋子怎么走才能

赢来一季的花开风暖。当然，不管谁赢了

冬夏，抑或是谁输了春秋，岁月依旧像风

一样奔跑。

路边，那一树树的沙棘顽强地挂在风

中，似乎生硬的风也抽不走它们身体的水

分，圆润的脸盘上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

迹，小小的身体里藏着岁月的陈酿。我不

去采摘，想就那样挂着，让它风干，加点山

巅的雪，加点生硬的风，腌起来，等待下一

季的油菜花开得铺天盖地的时候，那就是

一壶沙棘酒，我拿出来就着满眼的金黄，

满心的芬芳下酒，我不醉不回头，过去的

时光不追究，未来的日子不再将就。

扁都口———大斗拔谷，多陡峭的字

样，这四个字里我感觉到了凶险，似乎都

暗藏着杀机，而今那些剑拔弩张的岁月

都已经远去，远得就如得得的马蹄，阵阵

的驼铃……那条路依旧在我的脚下绵

延，一头扎进了岁月的深处，我嗅到的是

岁月发酵的清香；一头牵着未来的脚步，

任花开花落飞红漫天。

我走后，我的脚印又被谁的脚印覆

盖？岁月就如这呼啸而过的风，只留下些

许回声。回首的时候，我心里涌动着：我

的扁都口，你若不伤，岁月无恙。

(吴晓明)

新年到了袁当然要说新遥日出日落三

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遥草木枯荣分四时,
一岁月有十二圆遥 虽然太阳还是那个太

阳袁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天空还是那个天

空,大地还是那个大地遥但这个新年,与过

去的旧年,已经完全变了模样遥 正如唐代

诗人刘希夷所言院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
岁年年人不同遥 冶

到了新的一年袁仿佛一切都变新了遥
门上的灯笼是新的, 墙上的日历是新的,
桌上的饭菜是新的袁人们的笑脸是新的遥
就连大街上的空气, 也都像重新换过一

样,吸起来特别舒服遥
旧的去了,新的来了遥旧的不去,新的

也就不来遥旧孕育新,新取代旧,这就是历

史,这就是规律,谁也改变不了,永远改变

不了遥
在词典上,野新冶 的解释主要有四种:

一是指野刚出现的冶,二是指野没用过的冶,
三是指野革除旧的,换上新的冶,四是指野最
近冶和野刚刚冶发生的遥

我理解袁 新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期盼

与希望遥想前所未想,做前所未做,见前所

未见,享前所未享,一年更比一年好,一代

更比一代强遥
孔子说: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遥冶

温习旧的知识,可以获得新的知识遥
苏轼说:野休对故人思故国袁 且将新

火试新茶遥 诗酒趁年华遥 冶过去的已经过

去,成功无须得意,失败不必悲伤,只能趁

着青春未老,谱写新的华章遥
晏殊说:野无可奈何花落去袁 似曾相

识燕归来遥 冶现在的自己,野一曲新词酒一

杯遥 小园香径独徘徊冶,也是一种莫大的

乐趣遥
白居易说:野几处早莺争暖树袁 谁家

新燕啄春泥遥 冶你是那只早莺,还是那只

新燕钥 如果在别人啄泥的时候,你还在睡

懒觉,那就只会掉队遥

真正的新,是创造而来的,不是等待

而来的遥 世上有两种路,一种是用脚踩出

的路,一种是用手修出的路遥 用脚踩出的

路,先是人在走,然后才成了路遥用手修出

的路,先是人造好了路,然后才有人在上

面走遥 野踩路冶和野修路冶,都是创造遥 但后

一种创造,比前一种创造更科学,更迅速,
也更有价值遥

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也有两条路,一
条是野随大流去走的路袁一条是自己设计

和开辟的路遥随着大流走,前边也有路,但
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看过的风景袁 得到的

都是别人剩下的余物袁总觉得没有味道遥
倘若自己设计和开辟袁 在没有路的地方

修出一条路来袁就会发现,原来世界是这

样的精彩,生活是这样的充实,创造是这

样的快乐遥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新的目标,新的

空气,新的征程,打点你的行装,带上你的

梦想,出发吧浴
(汪金友)

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

之过隙，忽然而已。”先哲之语，果然不

虚。一年仿佛倏忽间就过去了，此刻又

站在时光的一个新起点。昨天可能还

在忙碌地做年终收尾工作，现在已迫

不及待地开始实施今年的大计了，心

中不由得感慨万千。

新的一年，依旧会很忙。忙，是贯

穿中年人每一个日子的主线。但再忙，

也要抽出时间去生活，比如为家人炖

煮美食，比如为自己泡杯好茶。新的一

年，除了忙工作，我还有更多的“忙”写

入了计划。

忙着微旅行。不能去远方，我就在

自己的城市里转悠，去郊野看看花，去

半山听听雨，在楼顶看看夕阳，偶尔下

个乡，采瓜采果，守望乡愁。拿着手机，

拍点自己喜欢的花鸟鱼虫，记录自己

喜欢的人文风景。换一种活法，生活又

会有新鲜的乐趣。

忙着写作。虽然我的文字还很稚

嫩，但因写作结识了很多文友、老师、

读者，收获了许许多多的感动、鼓励和

快乐。看书、写作是我的爱好，有文字

陪伴的日子丰盈又充实，人生更有方

向感。

忙着静心。身心健康是新年一大心

愿。去年心情有点焦躁，有一段时间，夜

不能寐。一个老中医指点我调养，从此

晨昏时，我会静下来安守内心，戒骄戒

躁，今年依然要继续，与自己和解，养一

分从容。

偶尔，我也会刷刷微博，在微信朋

友圈里溜达，给朋友们点点赞，看看朋

友们分享的各地风光、活色生香的美

食、让人开怀的视频，还有振奋人心的

“心灵鸡汤”。在社交平台上，我是一只

不折不扣的菜鸟，除了点赞和浏览，其

他都不太会，但看到朋友们都在全情投

入地生活和工作，自己也会受到感染，

内心充满对人生的热爱。

天寒地冻，我坐在飘窗前晒太阳，

依稀看到不知名的花已新发了芽苞，传

递着春天的讯息，令我惊喜。人生不会

事事如意，所幸的是，没有一个冬天不

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就把

过去所有的不快留在旧年吧，新的一年

会有很多的希望。

站在时光的新起点上，与往事挥

手，保持干劲，与新的一年热情相拥。

渊王晓宇冤

扁都口的风 站在时光的新起点

新年

冬日里最妙的风景，莫过于下雪。

雪，凝天地之灵气，纯净无瑕，冰清玉洁，

能净化世间万物，洗涤灵魂。深夜里，晨

早间，它悄无声息地，一朵一朵盛开在窗

边、屋顶，被灯火照出碎金子般的光亮，

美得沉静，美得通透。

听雪、赏雪、吟雪……古往今来，流

传着无数雪中的佳话，文人墨客的笔下，

又怎能少了雪这冬天的精灵？

踏雪寻梅

宋代诗人卢梅坡在《雪梅》中写道：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隆

冬时节，百花丛中，唯有梅花凌寒独放，

傲雪凌霜。天地和白雪已是一幅天然的

黑白水墨画，皑皑白雪中点缀着些许红

色的梅花，映衬出它的热烈与芬芳，更为

这纯白的天地增添了生命感，画面美不

胜收。“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

香”，清冷中飘来的暗香吸引着人们踏雪

寻梅，寻找那一份属于内心的纯净和来

自精神世界的滋养。

相传，唐开元年间，孟浩然远离官

场、寄情山水，在自然万物中寻找作诗

的灵感。他欣赏梅花香清寒艳、淡雅圣

洁的品质，常常冒着漫天飞雪，在苏岭

山上骑着驴子找寻梅花的踪影，他说：

“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孟

浩然的好友王摩诘专门画了一幅踏雪

寻梅图，赞赏孟浩然“不畏风雪为寒

香”的精神。此后，人们便用踏雪寻梅

来形容文人雅士赏爱风景的雅趣。至

今，鹿门山下的乡间还流传着：“雪里

寻香乘驴来，踏冰冒雪几徘徊。问起山

中梅千株，先生漫笑号狂客。”“忆昔孟

老号狂客，寻梅不顾瘦驴疲。雪花梅花

共徜徉，情高独得咏梅句。”马致远也

曾著录有《踏雪寻梅》杂剧，题目作“春

献赋攀蟾宫桂，冻吟诗踏雪寻梅”。

煮雪烹茶

古人烹茶，天水为上，地水次之，天

水即雨、雪、露，《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栊

翠庵茶品梅花雪”，妙玉招待黛玉、宝钗、

宝玉喝的“体己茶”，是五年前在玄墓蟠

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煮成的茶。“飞雪有

声，惟落花间为雅；清茶有味，惟以雪烹

为醇”，雪入壶中，在炉火间温煮，清茶的

茗香中略带雪化后的清甜，清甜中又夹

杂着淡淡的花香，此时茶不似茶，雪也不

是雪，而是天地孕育的日月精华、碧玉琼

浆，温润醇厚，浑然天成。“却喜侍儿知试

茗，扫将新雪即时烹”，曹雪芹对煮雪烹

茶情有独钟，此处又别出心裁地创造了

“梅花雪”，也只有妙玉才有如此大雅之

举，借天地间最美的红梅白雪赋予茶独

特的韵味，着实妙哉。

唐代诗人喻凫曾留下“煮雪问茶味，

当风看雁行”的佳句，雪冰清玉洁，象征

着文人洁身自好的品质，茶清新淡雅，暗

含了谦谦君子之风。茶境之妙，贵在于淡

出于水而又入水，明人高濂在《扫雪烹茶

玩画》一文里这样说：“茶以雪烹，味更清

冽，所为半天河水是也。不受尘垢，幽人

啜此，足以破寒。”雪是至寒之物，却能破

寒，品一品雪水煮的茶，仿佛能蜕去一身

浊气，净化灵魂。听雪声，品茶味，超凡脱

俗，淡然出世，围炉煮雪品茗香，也是参

禅悟道的途径。

(邵凤丽)

冬雪之美

一年四季，春日可听，有春雷滚滚，

百鸟争鸣；夏日可听，有雨打芭蕉，蝉噪

高树；秋日可听，有秋虫呢喃，八月大潮。

唯独冬天，无非是狂风怒号，冻兽哀嚎，

既凄冷又无趣。冬天有什么可听呢？

其实，倘若我们静静体味，冬的声音

也同样是丰富多彩。

听冬，能听到谢道韫的“咏絮妙喻”。

冬天滴水成冰，不宜出门，却适合一家老

小欢聚一堂。就说东晋谢安一家吧，适逢

大雪纷飞，谢安指着洋洋洒洒的雪问孩

子们：“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儿谢郎答

道：“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韫答

道：“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大加赞赏，

留下了津津乐道的典故“咏絮之才”。

听冬，能听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

一个彤云密布的冬夜，白居易热情邀请刘

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

欲雪，能饮一杯无？”两人相距不远，说来

就来。围着红泥火炉，二人开怀畅饮，谈笑

风生。雪愈大，天益晚，他们又乘兴下起围

棋，刘十九就在这里留宿。晨起，白居易诗

兴大发，顺手写下《刘十九同宿》：“唯共嵩

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

听冬，能听到李愬雪夜入蔡州。唐朝

大将李愬利用大雪作掩护，出奇兵长途

奔袭，一举攻破了被叛军占据 30 年的

蔡州城，活捉叛军首领吴元济，一战成

名。其时，战马嘶鸣声，将士厮杀声，战鼓

齐鸣声，兵刃撞击声，风雪肆虐声，汇成

冬日一曲豪壮宏伟的交响乐。

听冬，能听到赵匡胤的“雪夜定策”。

雪夜，赵匡胤悄悄来到宰相赵普家，赵妻

燃炭烧肉置酒以进。赵普问：“夜深天雪，

陛下为何事来？”赵匡胤回：“一榻之外，

均是别人天下，我难以入眠，特来与你商

议对策。”二人边饮边谈，讨论切磋，忽而

蹙眉，忽而大笑，不觉已是东方既白。最

终定下“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

针。君臣在谈笑声中，为北宋的未来奠定

了基础。

听冬，能听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好汉林冲受高俅及帮凶陷害，被发配沧

州看守草料场。是夜，雪飘如絮，漫天飞

舞，把他住的草厅压塌，只得暂栖山神

庙。不意，听到陆谦、富安害他的阴谋，怒

从心起，拔刀杀了这两个奸佞，放火烧了

草料场。斯时，风声、雪声、火声、刀声、贼

人呼叫声、快意恩仇声，声声入耳，不愧

为水浒第一快事，“当浮一大白”。

听冬，能听到王永彬的《围炉夜话》。

清代文学品评家王永彬自序说，寒冬腊

月，与家人围炉取暖，烧几块红薯解馋，

顺便扯些古今闲话，“语无伦次且意浅辞

芜，多非信心之论，特以课家人消永夜

耳，不足为外人道也。”王君此书，虽大多

只是短句连缀，却不乏睿智豁达之语，是

冬日夜读的一本佳作。

听冬，听到了金戈铁马、军国大计，

也听到了闲言碎语、家长里短；听到了

三分诗情、两分醉意，也听到了三分豪

气、两分雅致，想想就叫人心旌摇荡，

情不可抑。

渊陈鲁民冤

听 冬

那夜，又梦到了故乡的老屋。

老屋是泥土房。土坯的墙壁，苇草

泥的屋顶，还有泥土的地面。旧时，房

顶的荒草已经盈尺，如一蓬乱发在秋

风里茫然抖动，阳光如明亮的手指，徒

劳地在其间一遍遍穿行，却总是离不

开那郁结着的凌乱与凄凉。

墙体上，那些雨水或风爬过时留

下的印迹，或者说曾被岁月雕凿的道

道沟痕，在锐利光线的勾勒下，变得更

加深重、清晰起来，明暗相间，凹凸不

平。想来，那就是老屋脸上的皱纹了。

半张半合的门，如半张半合的嘴，差不

多已经失去了顺畅呼吸与发出声音的

能力，失去了表达某种经历和情感的

感觉。

可是，我就是你的故事和情感啊！

难道你不记得了吗？望着老屋茫然的

神情，我几乎在梦里喊出声音。曾经的

往事历历在目，仿佛一切都在昨天。

空房子中忽然出现一位苍苍老者，

那不就是奶奶吗！我看到她坐在炕上纳

鞋底，还看到祭台上爷爷的画像……我

的心突然一阵紧缩，震惊和不甘像袭来

的一记重拳，将我从梦中惊醒。

醒后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看窗

外的屋顶，层层叠叠的，似乎伸展到天

的尽头；看天上的云，变幻无常成各种

形状。对面的墙缝隙里住着几窝麻雀，

每天都在忙碌地飞来飞去，或在院子

里蹦跳着觅食。还有屋檐下那窝钻出

来东张西望的燕子…….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房

子，新的、旧的、住人的、不住人的、倾

斜的、坍塌的，还有已经失去了踪影的

……而很多的人，却纷纷游走在房屋

之外，有人在寻找，有人在等待，有人

在赶路，有人在约会，还有人再也回不

到自己的住所。

记得有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

探亲时对我说：“昔日住房愁，如今住

高楼。”直面现实，眼前是一幢幢如林

的高楼大厦，一片片风格独特、造型别

致的建筑群，构成了一幅幅赏心悦目

的立体画。

有一丝感念，像老屋屋檐下低飞

的燕子，倏然掠过心头。

渊么庆旺冤

老屋

天地从此都属于我们，

双方都崇拜自然的身高，

我心中放弃了杂念———

对她说：

梦境已是一片平坦，

我和你只属于一个不被打扰的拥抱。

渊凸凹冤

新
春
咏
怀

新
说

雪越积越高，

寒风也吹冷了丝绦，

我心中却流满春水———

人行走于原野，

小屋兀立如一座灯标，

我心中立刻生出一个念头———

对她说：

快把鞋子里的沙粒倒掉，

我要带着你从既定中出逃。

阳光静静地洒下，

一块垄亩躺平得静好，

我心中猝发柔情———

对她说：

快把镰刀镐头买到，

我要在这里把日子过得自产自销。

月亮不宣而至，

如同读到一卷奥登的诗稿，

我心中有了一份笃定———

对她说：

谷物上皴染的是金子的颜色，

我要你知道我们爱得正好。

诗 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