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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冷气
突降中州大地
灰暗的天空
挟裹着漫天飞雪
飘飘洒洒悄然而下

清晨
推窗望外
银装素裹风光如画
天地一色洁白无瑕
认不出自家的车辆
看不清出行的路道
今天的我该干些啥

雪在下路很滑
沉浮往事历历在目
伫立寒窗思这想那
儿女情长放心不下
公事家事总在牵挂
雪花哟
你这撩人的圣物
无声的诗话
怎不令人触景生情潸然泪下

掬一把雪花
往脸上轻轻揉擦
浮躁的身心立被冷压
如今赋闲在家
窗外之事尽可抛下
品茶赏雪自在其乐
读读写写何其潇洒
雪花呀
你无影的行踪清白的品格
教我自醒让我明白
落地无声化作水
只为万物再勃发

我和阳光凝望
唱和着风的声响
翻飞的落叶
无奈……

躺在我的手掌
手握秋的情感
心在颤！

一片，一片，放入池塘
任梦的思绪流淌
岁月无痕
剥离了依恋的心房
不灭的灵魂流入他乡
伴着泥土不再惆怅
来年依然芬芳
手握力量承载希望
那里才是绿色的梦想

也许是久居北国的缘故，我非
常喜欢在冬天里欣赏那满天飘飞的
雪花，喜欢在冬日阳光下踏雪漫步。

在四季中，除了春雨、夏风、秋月，冬
雪便是我的最爱了。之所以爱它，是
因为它的洁白、它的纯净、它的轻柔
如絮和它的自然自在，更是因为它
把最真挚的情和爱洒向人间、温暖
大地。

说实话，我并不是天生就喜欢
冬雪的。记得小时候，家里比较穷，

每逢下雪天，总是因为没有皮靴御
寒而畏惧去上学。为此，我没少挨父
母和老师的批评。当然，我也没少骂
那越冷越下的雪儿。

那年冬天，我当兵去了北国的
塞外军营，一下子“掉进”冰天雪地
里。这一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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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与冬雪就结

下了不解之缘。

只有到了北方， 才能体会到故
乡冬雪的轻盈、 温柔和恬美。 在那
儿，我又怀念起故乡的雪来。北方的
冬雪秉性遒劲而粗犷， 它总是陪同
寒风呼啸而来； 北方的冬雪形如沙
粒而细密， 它总是漫天播撒无所不
及；北方的冬雪生命绵长而坚挺，它
总是静静守候着春天的来临。当然，

北方的冬雪， 以其狂暴而张扬的特
质，让无数名流贤达为其歌功颂德。

伟人毛泽东从北国风光里吟唱出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诗
句；一曲《我爱你塞北的雪》，唱遍了
长城内外， 牵动了多少人的爱雪情
结。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北国军营的军人没有不爱雪
的。它容不得你不爱它，不管你对它

印象如何、感觉怎样，它总是在隆冬
时节与你相依相伴。“冬练三九”是
军人的家常便饭，在雪中执勤站岗，

在雪中投弹射击，在雪中摸爬滚打，

在雪中野营拉练， 在雪中歼灭“敌
军”，等等。可以想象，如果练兵场
上、巡逻路上，没有了冬雪的陪伴，

就谈不上培养和练就军人的钢筋铁
骨和坚强性格了， 军旅生活也一定
会逊色许多。

时光任苒，岁月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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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
季的第一场雪， 在小雪节气这天来
了，我陶醉在雪的世界里，尽情地享
受着冬雪带给我的快感。

信阳，人称“江南北国、北国江
南”。大概是天气变暖的原因，现在
的冬雪远没有早些年那样的“盛景”

了，“雪龄”也短暂许多，总是昙花一

现。如此这般，家乡的冬雪便更显得
珍贵。 看着雪花像蝴蝶抖动双翼般
地飘然而至， 不一会儿又渐渐在大
地上消融而逝的生命历程， 我的心
灵仿佛在瞬间也做了一次全新的漫
游，觉得世俗间的争斗、喧嚣、烦躁
和忧愁都被这纯净的雪花洗涤掉
了，顿时感到一片空灵，那种意境美
妙极了。 我一下子悟出冬雪不论是
北国塞外的，还是中原江淮的，它都
有温暖冬禾、滋润大地的功能，也都
有慰问和感化人们灵魂的作用。

如今，爬冰卧雪、踏雪赏雪的机
会自然少了许多。然而，雪始终是我
的钟爱， 是我心灵深处一道永远亮
丽的风景， 但凡冬季我都会祈盼它
的降临， 会以更加虔诚的心承接它
赐给我的力量、祝福和温暖！

如同好想聆听一场维也纳新年音
乐会那样， 好想聆听一场雪之圆舞曲，

好想聆听一场雪之欢乐颂。

沙沙沙、沙沙沙……“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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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场瑞
雪迫不及待地降临豫南大地， 漫天飞
舞，纷纷扬扬。

是幻觉吗？不是。是梦吗？不是。飞舞
在天空的，飘落在田地的，分明是一片片
洁白如玉、 晶莹剔透的雪花———你这雨
水的精灵、春天的使者、人间的贵客。

漫天飞舞的雪花啊！覆盖着山山水
水，浸润着江河大地，滋润着久旱的人
们的心田。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河流，每
一幢楼房，每一棵树木，都萦绕着你那
动人心扉的旋律，都浸润着你那宛若天
籁的乐音。

盛大壮美的初雪，无异于一场春之
声交响乐的宏大开篇。这是一场盛大的
人间演奏， 这是一场恢弘的春天交响。

漫天的雪花是走进大地的春天使者，天
籁的交响是献给人间的春天序曲。

若隐若现， 随风飘飞的零星雪花，

是春之声交响乐的引子。 虚无缥缈，宛
若天籁的旋律，仿佛琴弓从琴弦上淡淡
滑过， 犹如玉指在琴键上轻轻弹拨，幻
化出圈圈涟漪，道道声波，是需要凝神
静思，用心倾听的。细若游丝的旋律，分
明在报道着春消息。

初雪刚刚拥入大地，便被大地母亲
春天般温暖的怀抱融化了。雪花渐渐地
长大起来，朗俊起来，灵秀起来，一个个
出落得犹如貌若天仙的花仙子。 虽非
“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动人意境，也还是
让翘首以盼的故乡人，心花随着雪花怒
放，心情随着雪景舒展。

而此时，春之声交响乐演奏进入第
一乐章：春之序曲。这时的音乐旋律开
朗起来、流畅起来、明快起来。琴弓在琴
弦上拉出欢快的琴音，玉指在琴键上敲

出清脆的音符，小号、圆号、长号、中提
琴、 大提琴等西洋乐器加入演奏阵营，

喜庆欢乐，流畅悠扬的旋律，如同迎娶
新嫁娘一般迎接春天的降临。

伴随第一乐章的奏响，从天而降的
雪花，绽放得更加稠密，花瓣更加舒展，

花朵更加硕大，花型更加多姿。你这春
天的使者哟！带着上苍的热情，带着大
地的邀约，直扑脸面，直入心扉，令人感
怀。虽置身朔风劲吹的空旷原野，仍让
人直觉道路明晃晃，眼前亮堂堂，内心
暖洋洋。

凝神聆听中，春之声交响乐演奏进
入第二乐章：春之圆舞曲。除却西洋乐
器，中国传统乐器如笛子、二胡、板胡、

唢呐、木琴、锣、鼓、镲、钹等等也纷纷跻
身舞池。敲敲打打、吹吹拉拉、弹弹拨
拨，万般乐奏，异彩纷呈，鼓点更加激
越，旋律更加欢快，乐曲更加悠扬。极目
远眺，漫天雪花，潇潇洒洒，热闹非凡。

“燕山雪花大如席， 片片吹落轩辕
台”。在阵阵朔风簇拥下，此时的雪花时
而像一团密集的沙丁鱼， 在天空中团
聚、飘舞、冲撞；时而像舞池中的舞女，

款款起舞，婷婷娉娉，风情万种；时而如
天女散花，慷慨地把大片的雪花从花篮
中抖落下来，纷纷扬扬，撒向人间，恢弘
壮丽。

最后，春之声交响乐演奏进入第三
乐章：春之欢乐颂。这是交响乐的高潮
乐段。除却手舞足蹈，随风狂舞的雪花，

快乐的小鸟也加入了演奏的阵容。叽叽
喳喳、啁啾婉转，鸟儿们站立枝头欢呼
雀跃，引吭高歌，与飞舞的雪花合唱一
曲旋律热烈、轻盈悦耳的春天开始曲。

洁白而多情的雪花， 一派圣洁，仿
佛给寒凝大地合上厚重、 温暖的帷幕，

疏密有致，浓淡有韵，运笔有道，着墨古
法。而厚重的雪之帷幕上，依然萦绕着
春之声交响乐那令人神往的旋律……

那场早雪
丁超明

夜晚，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
停，气温突降了二十多度，一夜间，

初冬变成了严冬。 第一场雪也有几
分情调，可人们出行困难，就少了些
浪漫和诗意。

几天前的阳光如秋， 院子里的
月季花开得依然烂漫。 那一朵朵绽
开的花瓣如笑脸一般。 旁边的石榴
树上挂着几颗石榴， 有两颗石榴在
月季花丛之上笑开了嘴， 我不忍摘
下。就让花和果笑着迎接冬天，见证
那段有花有果的时光， 把美丽留在
那片天空，留住秋天，那一份喜悦和
甜美。 天气变冷了， 我再次走近花
池，北风吹落了石榴，那黄绿相间的
叶片被扫落在花池间， 绿了大半年
的叶子已变成了可爱的金黄色，落
下的石榴躺在那里，和黄叶相伴着。

无情的寒风让石榴树变得孤单了，

叶落归根， 是叶子回报石榴树母爱
般的恩情，叶化作泥土，也是为了报
答根的情意，我有所顿悟。是啊！落
叶想回报树根， 果子要为人们奉献
美味，花儿也想在寒冬里尽情开放。

这不就是大自然的奉献精神吗？ 傍
晚， 我看见池中月季花的花瓣上挂
着雪花， 花瓣粉红与雪花洁白相辉
映，写下了四季更替的诗情画意。这
不尽的雪花如一个个小精灵， 它们

也想呵护这些娇美的花朵， 试用它
们织成的棉被盖住所有花瓣， 为她
们挡风去寒，它们的温度太低，也在
伤害着花儿。深夜的雪下得更欢了，

厚厚的雪给大地送来一床床棉被，

这花可以像麦苗一样度过严冬该有
多好！ 这不也是雪花的心愿吗？ 去
年冬至时节， 我看到同样绽开的月
季花，竟在大雪飘落后，依然在冬阳
下灿烂一时，我为之感动，为她坚强

的生命力而惊叹！这个初冬，花美如
初，盛开在冬阳下，给人一种积极向
上的精神， 让你发现冬天里的又一
景观！ 清晨， 我走在半尺深的雪路
上，我迈开步，赶去工作。一路上，少
有行人的足迹，我走在长长的路上，

留下一串远行的脚印， 去迎接冬天
的挑战！我一路踏着积雪，迎着偶尔
驶过的车辆， 车速也如行人一般缓
行，我还是最先赶到学校，走了最长

时间，有了最远距离的锻炼，在锻炼
着我的意志。 我走进校园， 看到又
另一番美景。 校园里的雪松立在道
路两边，如一座座银色装扮的小塔。

银装素裹的广玉兰树，绿叶苍翠，在
白雪映衬下， 如一棵棵别致的圣诞
树， 给人以吉祥的美感。 孩子们如
欢快的小鸟， 在雪花纷飞的校园里
走着，跳着，童年少不了堆雪人和打
雪仗。雪下个不停，孩子们在笑声中
走进教室， 大家个个心中都乐开了
花。伴着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与窗
外无声的飘雪相和着， 我感受到了
冬天的诗意！ 这场雪让我沉静下
来，我看着雪花装扮的美丽世界，纯
净的雪带来了一种美好， 就让那洁
白的雪来净化着大自然， 让这场雪
化去世间的污垢， 浸入每个人的心
底，也净化我们的心灵吧！

保养车与保养人
崔国安

进入冬天， 就感到小汽车开着
不很顺畅。一场小雪之后，更加感觉
到其行驶无力、方向不灵、发动机噪
声变大、空气中有异味，心想可能是
坏了。送到修理厂检查后被告之：车
辆已进入行驶年限的一半， 需要全
面进行保养。 通过更换机油、汽油、

刹车油， 清洗出气口， 换掉机油滤
芯、 空气滤芯及汽油滤芯等零器件
之后，汽车状况很快变好，驾驶起来
像新车一样。由此我想：汽车如此，

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
不同。万物皆有自己的季节，再美好
的事物也不例外， 这是自然界的规
律。人到中年如日偏西，没有了中天
之日光的耀眼与强劲。回想当年，我
们也曾经书生意气，风华正茂，身强
力壮，生机勃勃。为了理想、工作和
生活，战白天，斗黑夜，勇当拼命三
郎， 既享受过成功和荣誉带来的喜
悦，也体验过失败与失落的沮丧。渺
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不知不
觉之间，透支了健康，埋下了暗伤。

有的即使貌似强壮， 也经不起病魔

一击，一旦垮塌，快如闪电，令人猝
不及防，医治起来自己痛苦不说，还
拖累亲人受苦。人到中年之后，犹如
汽车到了该保养的期限。 过去为了
事业不怕牺牲， 是为了彰显生命的
崇高，如今避免无畏的牺牲，则是维
护生命的尊严。“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有了健康，事业才能延续，责任
才能担当，才会更好地干事创业，既
可服务于社会， 又可为家人提供帮
助，减轻负担。所以，人到中年之后，

就更要注意保养身体，加强锻炼，维
护健康， 为今后提高工作和生活质
量打好基础。

技多不压身， 百艺好养生。过
去，我们不管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

读了再多的书，都不能成为资本。知
识如海洋但不像海水， 并非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人过中年，忧虑的不
再是财富的匮乏，而是知识、能力不
足引起的本领恐慌。如今，知识技术
在快速不断地更新换代， 创新日新
月异。人的知识更新，就像汽车更换
油料， 不学习必然会不好使用。因
此，要坚持知识保养，巩固老知识，

学习新知识，遨游于知识的海洋。在
学习新知识与新技术方面， 不怕丢
面子，甘当小学生，既能做本单位的

行家里手， 又能做有益于社会的多
面手。同时，还应该抛弃实用、功利
的思想，不求其获得学位，也不图其
帮助谋生， 只为修身养性而读书学
习， 在书中营造一个消除一切愁苦
的庇护所，以此来丰富业余生活，陶
冶精神情操，保持身心愉悦。只有做
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不断补充新的
能量，才能与时俱进，不被时代所淘
汰，生活得充实而幸福。

常将有日思无日， 莫待无时思
有时。人到“不惑”和“知天命”的年
龄段，就变得较为成熟和理性。前几
十年，不少人通过打拼和奋斗，小有

成就，虽然事业和生活的条件渐好，

但社会责任、工作责任、家庭责任
并未减轻， 甚至烦恼还在不断添
加，各种诱惑也会纷至沓来，倘若
定力不够，思想就容易滑坡，行为
易误入歧途。因此，遇到这样的情
形，就要保持冷静，须知已付不起
激情与盲目造成的代价，现实要求
将激情转变为理性， 在政治上多一
份清醒，思想上多一份深邃，情感上
多一份厚重。

中年是人生的驿站， 不是人生
的终点。在继续对工作发奋、忘食，

努力作为时， 不必再去刻意计较它
是否给你带来满意的结果， 用一颗
平常心对待成功与失败； 也不要在
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名利荣辱
面前淡然处之； 不管在什么样的情
况下，都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只
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才能抵
得住诱惑、 顶得住歪理、 耐得住寂
寞、经得起考验，达到不求生命结果
之完美、 但求人生过程之精彩的自
然境界！

茶的清欢
任崇喜

坐下闲话，听雨喝茶。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
喝一杯茶去。”饮茶洗心，是件雅事。

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热
腾腾的茶水，飘着芬芳；细细地嗅，

大口啖着清香……任无来由的心
事，此起彼伏，花开花落。一握住那
杯子，看杯中茶，嫩芽千林倒立、葱
葱郁郁，一颗浮躁的心，渐渐地，就
会平和下来。

“水汲龙脑液，茶烹雀舌春。”饮
茶，讲究的是茶叶、茶器、茶道，也讲
究泡茶的水。“欲治好茶， 先藏好
水”。东坡居士看水的气势：“蟹眼已
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水腾
挪翻滚，飞烟缭绕，看茶的人，心无
微澜，一水镜平。

好水有何标准？赵佶精通百艺，

却独不精于治国。在《大观茶论》里，

他说：“水以清、轻、甘、冽为美。清
者，无杂，无色，透明；甘者，甜，香，

芳；冽则为寒。”

茶家有言， 宜茶用水， 有三大
类：天水、地水、再加工水。天水有

雪、雨、霜、露、雹等，以雪、露为美；

地水包括泉、溪、江、湖、井水。茶圣
陆羽说：“用山水上， 江水中， 井水
下。”

看《红楼梦》，妙玉给贾母泡“老
君眉”，用的是“旧年蠲（捐）的雨
水”，给宝玉黛玉宝钗泡茶，却是五
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贾母要的，是
岁月的味道， 删繁就简； 年轻人要
的，是葱郁的活泼。梅花上的雪，盛
在鬼脸青色花瓮里，埋在地下，泡出
的茶清醇无比。

“雪水烹茶天上味”， 唐朝的人
对雪水格外高看。在《煎茶水记》中，

张又新把水评为
20

个等级， 将梅花

上的雪列为极品。融雪煎茶的情趣，

白居易这样描写过：“暖炉生火早，

寒镜里头迟。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
糜。慵馋还自哂，快活亦谁知……”

陆龟蒙，“闲来松间坐， 看煮松上
雪”，颇有几分山野风情。

梅花枝上雪， 宋人称为人间奇
绝。陶谷取雪水烹团茶，被小妾辟寒
羞辱了一下， 留下一段佳话。“能于
销金帐下， 浅斟低唱， 饮羊羹美酒
耳”，艳羡者不少。郑板桥，“寒窗里，

烹茶为雪，一碗读书灯”，令多少读
书人憧憬。那个丁谓，名声不大好，

也喜茶：“痛惜藏书箧， 坚留待雪
天。”可见，爱茶与饮食一样，无关事

物本身。

乾隆皇帝曾特制一银斗， 专用
来比较天下名水。 北京玉泉山的水
每斗重一两，被乾隆定为“天下第一
泉”。一生风流倜傥的他认为，“遇佳
雪，必收取。以松实、梅英、佛手烹
茶，谓之三清”。这茶喝得，风情无
限、风月无边。

这位皇帝， 喜欢荷露烹茶。“与
茶投气味， 煮鼎云成窠。 清华沁心
神，安藉金盘托。”每年农历五月到
九月间，他到承德避暑。“奴才”们，

小心翼翼， 为他汲取荷上的露水。

“山庄韵事真无过”，在他看来，用荷
露烹茶，是雅事，极具风韵。只不过，

这样的福分，只怕皇帝才有。

喝茶的人说，水在舌头上。不同
种类的茶， 要配不同温度的水，有
“一沸、二沸、三沸”之说。冲上水，成
团的茶叶，上下翻滚，快慢不一，抱
团的叶子，羞涩地展开，欲开还收，

直至最后， 完全放开……可闻到茶
丝丝香气，深呼吸，慢慢地，茶香会
浸入心脾，清洗胸膛。

这时喝茶，是一种境界，是一种
时尚，也是刹那的心意相通。在茶之
外，在心之外，是旧时光里大段的繁
华，是笑颜里美好的纯真……

“品尽人生味， 悠然念茶香”、

“寄语红桥桥下水， 扁舟何日寻兄
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
几缕茶烟里”……饮茶，虽不能长生
不老、羽化登仙，却可以陶冶情操、

洗涤烦恼。 浸润着茶香， 心情沉静
着、敞亮着。

难怪，有人会出此言：茶叶漂浮
于水中，本就是一场清欢。由此看来，

那舌头品的，不是水，而是心的味道。

至于，谁是谁的欢场，已不重要。

阮成森作

掬一把雪花
耿显榜

落叶遐想
赵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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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松间照
（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