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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文西武

大雪

泉之林

游目骋怀

明月皎皎，河汉淼淼
玉兔驰驰，桂树妖娆
有美一人，轻歌袅袅
鼓之瑟之，可舞可蹈

明月溶溶，流水泠泠
千年明月，逐水而行
何人望月，月照何人
月下行吟，谁与君同

明月朗朗，天心月圆
明月在天，爱此婵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月光如水，洒落窗前

千江有水，千江明月
万里无云，万里长天
天涯迢迢，清辉可渡
共此星月，知音宛然

明月千里
丁健

七绝·吟冬

人说逢冬多怆凉，吾言玄序倍宁康。
闭储生气藏锋锷，蓄锐养精娱景光。

七绝·寒冬自语

相逢玄序莫忧伤，我给尘埃饰玉装。
素裹松公陪寿客，粉雕霜女恋春光。

七律·冬日晨景

旭日升腾晕彩浪，群峦起伏染玄霜。
寒松粉饰青浮翠，枫桂仙妆绿泛黄。
学子黉门吟晓露，老苍园囿舞朝阳。
街头食肆攒霞影，环卫乐声歌太康。

七律·立冬寄怀

韶光似箭又逢冬，万物凋零野色空。
难忘庚年霜濯雪，迎新辞旧宅家朦。
祈望丑岁霞驱霭，兴利除魔黄道通。
春种夏长秋收获，穷阴藏庋蓄雷风。

七律·冬至静悟

春风煦煦百花香，秋雨绵绵五谷穰。
时境变迁羞惨澹，繁华落尽独凄凉。
但歌松柏凌寒碧，更颂红梅傲雪霜。
自奋无须依大树，全凭道奥腹中藏。

律绝五首
蒙建华

今年的小雪，济南的天气特别好，先是下了
一点雪，然后，出了太阳，既让人嗅到了雪的气
息，又让人遇见初冬之灿烂。

小雪，是24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冬季第
2个节气，时间在每年公历的11月22或23日，
即太阳到达黄经240度时。

小雪是反映降水与气温的节气，也是寒潮
和强冷空气活动频数较高的节气。小雪节气的
到来，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降水量渐增。

《孝经纬》中说：“(立冬)后十五日，斗指亥，
为小雪。天地积阴，温则为雨，寒则为雪。时言
小者，寒未深而雪未大也”。

《群芳谱》中也有言：“小雪气寒而将雪矣，
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这就是说，到小雪节
气，由于天气寒冷，降水由雨变为雪。《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曰：“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

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
这些都说明，小雪是个比喻，是反映气候特

征的节气，而并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这个节
气下很小量的雪。

当然，如果在这个节气里，真的下了点小
雪，那就是天作之合，绝配了。

诗人，在这个时候也最容易散发他的浪漫。
您听，雪片悄悄落下，陈羽的《夜泊荆溪》轻

轻唱起：小雪已晴芦叶暗，长波乍急鹤声嘶。孤
舟一夜宿流水，眼看山头月落溪。

您听，陆游有些怕冷的《初寒》的惆怅：久雨
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拾薪椎髻仆，卖菜掘头
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毡。身犹付一歃，名
字更须传？

再品，张登的《小雪日戏题绝句》，就有些俏
皮的趣味了：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
然。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露偏。

这只是下了那么一小点雪，诗人们就按捺
不住了，若是到了大雪，该怎么办呢？

大雪，是24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也是冬
季的第3个节气。大雪，斗指癸，太阳到达黄经
255度，交节时间为每年公历12月6至8日。

大雪和小雪、雨水、谷雨、小满等节气一样，
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节气大雪的到来，
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降水渐渐增多，最常见
的就是降温、下雨或下雪。

大雪节气依然只是一个气候概念，与天气
预报中的“大雪”意义不同，不是说下就下。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起，内陆的雪显得金贵
了，下得少了，下得小了，真是让诗人们着急。

每年入了冬，诗人们都是盼啊盼，盼鹅毛大
雪，盼雪花大如席。

看天气预报，与亲友连线，得知今年关外的
雪还是不小，大雪，暴雪。漫天飞舞，皑皑白雪
的世界，又怎么不是诗的世界？

左河水的《大雪》写得好：万山凋敝黯无华，
四面嘶鸣晃树杈。白雪欲求吟咏句，穿枝掠院
演梅花。

尤其是这最后句“穿枝掠院演梅花”，生动，
精彩，把一场大雪写得诗意满满。

到了大雪时节，尽管柳宗元的《江雪》我们
都很熟悉，但还是不得不提的：千山鸟飞绝，万
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是柳宗元在永州的时候写的，永州
在湖南，永州能下这么大的雪，不容易。这种天
气，肯定是已经过了小雪，考虑到永州的位置，
应该是在大雪时节。

读之品之，这首诗的意境很好，朗朗上口，
脍炙人口，但实际上，这首诗表达的却是柳宗元
孤寂、落寞、伤悲的心情。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陷入了宦官专政和藩
镇割据的水深火热之中。唐顺宗永贞元年（公
元805年），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集团发动的永
贞革新运动，推行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维护国
家统一的政治措施。永贞革新的目的，是想重
振朝廷的权威，但当时的反对势力实在是太强
大了，革新就不出意外地很快失败了，而柳宗元
也因此而被贬到永州做司马。

这段日子不好过呀，一行一动都被人监视，
如厕方便一下都不方便，实在是难受啊。

这生活，搁别人早就窝囊死了，但柳宗元
没，他不光想得开，还写诗，还把诗写得那么美。

您看，这首诗中的渔翁，生活得多么有趣、
清高，这种生活又怎么不是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柳宗元告诉我们，人生窘迫处，总有桃源
路。

同样是被贬的司马，同样是遇到了雪，白居
易又是什么心情呢？我们来看他的《夜雪》：已
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
声。

白居易的这首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
（公元816年）冬，时年45岁的白居易，官职江州
司马。

因为白居易是上书论宰相遇刺被贬江州
的，所以，他的心情很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
感觉被子和枕头非常凉，冷很容易让人难过，容
易失眠，睡不着就看窗外，很亮，原来是下雪了，
而且下得很大，不时能听到竹子被压断的声音。

寒冷，孤寂，面对一场大雪，白居易比柳宗
元难过多了。

太压抑了。那就来首轻松的，傅察的《咏
雪》：都城十月雪，庭户皓已盈。呼儿试轻扫，留
伴小窗明。

傅察是北宋中书侍郎傅尧俞的重孙，这首
诗写于北宋末年，当时京城汴梁连下十天大雪，
街上积雪盈户，雪光映窗。此情此景，太美了，
他让扫雪的人都停下来，不要扫，留着可以让窗
户更明亮，让世界更明亮。

大雪纷飞当纵酒，纵酒罢了诗千阙。
雪蹁跹，诗蹁跹，大雪来了，到雪的世界里，

和古今诗人一起舞蹁跹。 ■汤青 摄影

小雪大雪诗蹁跹
杨福成

一

寒风一波波吹过来，河水封冻，日光渐矮。
灰蒙的远山，孤独的树，还有野草不倒的身

躯，在冷风里用它们自己的言语，吟唱生命的恋
歌。

零下十几度，仍有暖意探着身影，滋生着稀
疏的诗意。

那枝头的鸟巢，穿过冰层漫上的河水，远山
的灯火，天空飘过的云，喜鹊飞过头顶时的欢
叫。月亮点灯，燃起的柔情。梦田里的野花，山
之外那片蓝色的海……

它们都在这个冬天，伴我远游，或守着一
隅，跟另一个自己促膝长谈。

二

十二月，一年的尽头。每个人做着不同的
总结。

令我慌乱的，仍是呼啸而过的时光。那样
决绝，漠然。容不得细细回味，深深的回眸，就
如风扬长而去。

路途中那么多人，那么多风景，都无法一一
撰写。只把那些思念，细细的捋长，织进生命的
锦瑟，用余生的弦聆听。

十二月，从春至冬，有多少心思流转而过？
从鹅黄的悸动，至桃花一夜开满山坡；从柳絮杨
花春坠泪，婉转绵延至夏花烂漫；又至秋叶纷
纷，几度枫红。

有多少诗意和收获联袂？不禁萧然自悲。
一年匆匆。树木退去妖娆的外衣，只余下

简约又坚韧的枝干。在寒风中，昼夜如斯，与季
节回应。

我能做的是那么少。时光不会老去，亦不

会为谁而停留。当韶华不再，渐入暮色的身影，
会否还有一颗绿意清滢的心？

总得留下些什么，欢欣，或忧伤，诗意或寂
寥，寒冷或者暖。

三

一直喜欢听范宗沛那曲《十三月》。你可以
想象它是时间，亦可以是梦想。喜欢它，意韵的
悠长，趋于时空之外的一个美丽心境。

意念，在一闪中，与日月星辰同辉。
它穿过重重黑暗隔阂，抵达敞亮明净，让梦

触手可及，令伤痛、缺憾渐渐饱满。
它牵引着美好，穿云透月，窜进心坎。
放下即快乐。怀揣着明月，我们去远游，我

们去回忆。
再寒冷的日子，只要有月亮，就有温暖，就

有似水的柔情，如水的倾诉，如水的情怀，纵使
脉脉不得语，其牵动的情思，星星点点，如开满
山坡的小花，洁白轻盈，将诗意铺满小径。

时光不会尽随人愿。有些事，曲折迂回，鞭
长莫及。有些人，转身的刹那，失之交臂。

梦境就不同，穿过烟尘，我们无处不可至。
与古人吟诗，与故人叙旧，与天边的知己邀月举

杯对饮。在槐花树下，或在那个杏花村，有牧童
短笛，亦有乡野清趣。或者干脆跟那个苦吟诗
人贾岛，踏着月色，穿过幽静山路，推敲古寺的
门。只是，不知开门的是哪位小僧？

四

每次想写字，都与节气对应。很奇怪，有时
应景应时，有时纯属巧合。

就如今天，碎语结束时，突然想起大雪。天
空虽没有雪飘，可寒冷亦剧。看新闻，北国已是
银妆素裹，真正的冰天雪地。我在江南，说好的
大雪，没来。

大雪，至此而雪盛。天气越发寒冷。
人都变得安静，心也变得通透。
一年最后的时光，你会期待什么？
或许一场雪，一盏红红的灯笼，或许付出有

所回报，或期待一个人，一个梦，或是一个长长
的约定……

我期待，生活多给我一些空间与时间，读那
些未读完的书。

在雪天，不打伞，走着去看亲人。那暖炉上
的骨头汤，咕嘟着香味，我会闻着那香，即使看
不清方向，也不会迷路。 ■心飞扬 摄影

十二月
立早

大雪节气，又让我想
起了2017年，第一场雪
就是暴雪，人还沉浸在一
派银白的世界中，第二场
暴雪接踵而至了。虽然
不再急迫，气温仍很低，
北屋的檐下竟挂起了一
尺多长的冰锥子。

好多年没见这景象
了，问了雪中卖青菜的大
爷，他说：“腊月里下大雪
好啊，‘麦子冬雪三床被，
枕着大馍睡’，你在城里
上班没种过庄稼吧？”我
又问，大爷，这样的雪天，
你从哪弄来的青菜，又怎
么走过来的？他说，头场
大雪化的那几天，他怕女
儿买菜不方便，特意让女
婿开车从乡下运来的，他
乡下地里种了不少青
菜。说着，抬手一指，女
儿就在这旁边的中学教
书，冬天他就住在女儿这
里。这青菜前几天运来
的多，女儿一家又吃不
了，趁新鲜卖一些也少占
地方。

老人不是专业卖菜的，也不用秤，把青菜
放成几堆，身旁的编织袋里还有半袋青菜。我
问他这青菜怎么卖的？“5块钱一堆”，他说每堆
足有三斤多，折算起来不到两块钱一斤。这青
菜比超市里卖的还便宜，我想多买些，除了自
己吃，多余的分送给单位同事，于是我掏了20
块钱，说买四堆青菜。他说你不要买这么多，
买多放久了就蔫了。我说还要送给别人，执意
要买20块钱的。老人要多给我一堆，20块钱
给五堆。我按着他的手，坚决不要。雪花飞旋
中，我和老人的身上，脚下的青菜上，又落了一
层雪。我离开时说：“大爷，早点回去吧，大雪
天的，别冻着了！”他掸掸眉毛上的雪，笑着说：

“我不冷，不冷，在乡下都习惯了。”
雪天，我拎着倾注一片暖意的青菜，在一

家商店旁，看见有一女子和小男孩在堆雪人。
小男孩拿个红色的塑料勺挖着雪，妈妈忙着用
粉红色的毛线帽子和围巾给雪人装扮。母子
俩雪中高兴的样子，吸引了好几个人的目光。

现在堆的雪人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离奇。
我看过一张微信照片，不知哪位高人用轿车上
的积雪，雕塑了一尊天庭饱满的雪人。引擎盖
的两边轻削绒雪，露出深凹的眼睛和眉毛，车
头雕了鼻梁和鼻孔。车的前脸，巧手一呼啦露
出会笑的大嘴巴，倒车镜成了一对天然的招风
耳。还有一组彩色雪人更有意思，不知在雪中
涂了什么颜料，雕出的四把黑色座椅上，堆了
四个男女在打麻将，错落的牌散落在桔黄的桌
子上。其中有位老爷子，满头白发，戴着一副
黑框眼镜，嘴里叼着香烟；对面的老太太，穿着
咖啡色的棉背心；另外一女，脑后挂着假发辫
子。剩下的黑椅上，坐一大平头男子，手里拿
着花花的钞票，好像在说：“我胡了——今天下
雪家里人娱乐一番，真开心啊！”

飞雪预兆着丰收的年景。在暴雪的几天
里，邻居常带着他的黄花狗去跳雪，这也成了
我近处赏雪的一景。他往深雪处轻轻丢上一
块馍，黄花狗“扑通”一下，跳进了雪窝，接着胡
乱撒欢，一时落雪漫住了头，一时又伸着脖子
嬉闹几声：“汪汪，汪汪，汪——”白雪映衬的犬
吠中，传来很吉祥的“旺”字，“旺旺，旺旺，旺
——”。

今年的大雪天气还在后头，一岁光景一年
雪，每年的雪天都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景致。我
真想在大雪纷飞里能得半日空闲，像孩子一般
亲近雪野，让洁白、轻盈的雪花，在我不老的心
中留下美妙的诗篇。

一
岁
光
景
一
年
雪

韩
国
光 时近大雪，天气一连阴沉了好几天，不时地

还有些零星的雨滴落下来。今年还没有下场像
样的雪，王老汉就有些孩子似地巴望着。气温
是明显降了，入了冬还没有过零下的天，一场小
雨就让气温降到了零下五六度，王老汉的心里
就有些七上八下的。也不知道妮子那里下雪了
吗？那里的冬天冷不冷？

妮子这孩子可怜，自从她爹病逝后，她娘当
年就另找了人家嫁走了。王老汉老两口就没黑
没白地干活，想着供这孙女上了高中考大学。
可孙女初中一毕业，就说么也不愿再上了，跟了
村里人去打工。去年又参加了劳务派遣去韩
国，给人家加工海产品。

也许是受了天气的影响，或是房顶上的天
线又被风刮转了方向，这几天电视的信号很不
好，害得王老汉每天都按时看的天气预报总也
找不到。王老汉能看懂天气预报的地图，妮子
说韩国就靠着我国的威海，那里的冬天不太冷。

可王老汉还是不放心，前几年他在威海打
过工，冬天时不时地也下雪，有时天气也很冷。
至于那远隔着大海的韩国，冬天什么样儿呢？
王老汉想不明白这些，就知道韩国也和这地儿
一样，该入冬时也入冬。

大雪这天，王老汉早早地就推开了堂屋的

两扇老木门。裹了裹棉袄，先抬头看了看天，没
有下雪的样子，就连昨儿个时不时落的雨滴也
停了。说不出是失望还是放下了一颗提搂着的
心，王老汉就蹲在屋檐下的台阶上抽起了烟。

抬头看看西院墙边的楝子树，那几只老母
鸡早已飞跑了。这鸡总是不上窝，去年下大雪
时，王老汉让老伴用麦穰铺好了鸡窝，自己又拿
了杆子撵，可三只老母鸡就像商量好了似的，撵
下了这只，那只又扑楞了翅膀飞上去，害得王老
汉担心得要命，半夜里还起来看了看。好在鸡
们都披着雪衣睡得香，第二天黎明就掀了雪被
子，一只接着一只地飞落到院子里，又悠闲地觅
起了食儿。

妮子爱吃家里的笨鸡蛋，更爱吃她奶奶腌
得流黄油的咸鸡蛋，所以老两口就攒了鸡蛋腌
起来，妮子家来了吃，出门还能煮熟了带上些。

妮子还喜欢小动物，可猪圈里已没了动
静。猪已十多年不喂了，三年前妮子让爷爷买
了两只鹅崽子放进去，当年夏里就长足了个儿
下起了蛋。可前几天这鹅不知是被人提了脖子
偷走了，还是让黄鼠狼子叼跑了，早晨一看没了
踪影儿，任王老汉和老伴满大街上找，也没了任
何的踪迹。心疼得老两口没办法，妮子来电话
时也没给她说，就想着等哪天赶集时再买两只
一般大的放进去。

小黄猪站在影门墙后边的狗窝旁，围着拴
着自己的木柱子转圈儿。它看王老汉蹲在那里
抽着烟卷直走神，一点也没注意到它，就“呜呜”
着声儿招呼他。王老汉知道它是要吃的，就进
屋拿了块冷馒头，泡了热水送过去。

这黄狗是妮子从她姨家抱来的，看它胖嘟
嘟的一身黄，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黄猪。家
里又没个小孩子跟她玩，小黄猪就成了妮子的
好伙伴。前两年妮子在家时总领着它疯跑着
玩，后来出门打工了，回家时推了门也总是边爷
爷奶奶地喊着，边包也不放地就蹲下身来抚摸
起小狗来。小黄猪也是亲热得不得了，舔着妮
子的手和鞋子不松口。

看小黄猪连啃带舔地吃完了，王老汉又抚
摸着小狗毛绒绒的脊背发起了呆。东墙边的菠
菜、芫荽的还绿着，一会儿得抱些玉米秸盖一
盖，毕竟已到大雪了，冻坏了到妮子回家过年时
吃着就不新鲜了。

站起身来又看了看天，不阴不晴地没个要
下雪的样。边抱了玉米秸盖那几畦子菜，王老
汉边又想起了去年的那场雪。那雪也就到脚脖
子深，可王老汉却连扫带堆地忙了一早晨，还培
了个大大的雪人。想着妮子如果没出门去打
工，也一定会堆上个雪人的。后来又把剩下的
那些雪堆装上了三轮车，一车一车地运到了南
洼里的麦地里，一锨一锨地铺撒了，像是给麦苗
盖了层暖和的棉袄。

掐算着妮子这时候正在吃早饭，王老汉不
由自主地进了屋，拿起了那部老掉牙的手机。
妮子去年说给他买个能上网的来，可王老汉知
道自己连拼音都不会，更不会用那玩意儿，就
挡着妮子没有买，还是用那个只能接和打的旧
手机。拔通了妮子的电话，王老汉张口就问
道：“妮子哎，恁那里下雪了没？不知道那里冷
不？” ■毛毛 摄影

你那里下雪了没
唐广申

早上的公园，已是满地的杨树叶，
几个孩童好奇的捡拾着嬉戏。三十几
年前，我也在放学后捡杨树叶，小伙伴
每人一个削尖了头的竹签，另一头四周
做凹槽，拴上绳子，末端用小木棍打结，
就是捡树叶的工具了。

放了学，就去村头大杨树下，全神
贯注盯着地上，有的一竹签下去，能插
三四片，直到地上的树叶都串起来，捋
到长长的绳子上，像极了每个伙伴的尾
巴。但是大家顾不得玩笑嬉戏，稍微慢
一点，树叶就被人抢先一步了，就要去
别的地方，更远的地方去捡。小伙伴们
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者。当然了，树
下的叶子足够捡的了。

几个小伙伴争先恐后，哪个绳子串
满了，小主人会把蓬松的树叶压实一
下，空出些绳子继续串。最先捡了串满
的，能休息一小会儿，抬起头看看别
人。我的动作比较快，差不多第一个串
满，就招呼后面的，捡我周围的。有时
候我把树叶集中起来，让动作慢的小伙
伴过来串，大家很快就能兴高采烈的往
家走。

回家是最幸福的，有说有笑，一手
拉着树叶的长龙，也有别在腰上的，快
乐却是一样。长龙在地上扬起尘土，伙
伴们更高兴，一起跑，一起唱，千军万
马，满载而归。

到了厨屋里，绳子的末端解开，一
串的树叶一撸到底，堆在玉米秆、麦秆
柴禾上，做饭的时候用它烧火。那个时
候，树叶烧锅是很好用的，易燃没有怪
味，火焰红蓝色，非常的漂亮。谁也没
比喻过杨树叶的形状、大小、颜色，只记
住了它是烧锅很好的柴禾……

公园里小朋友，这是在观察着树
叶；大人拿手机拍着深秋，有的欣赏着
叶子。

树叶还是树叶，树下的小伙伴，已
不再是那一群了。

回不去的不止童年，还有那人，那
事……

杨树叶·小伙伴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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