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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树

小雪，小雪，
轻轻飘落在故乡的山头。
那是我儿时的乐园，
如今却成了我心中的乡愁。

小雪，小雪，
覆盖了故乡的小路。
那条曾经熟悉的路，
如今已被岁月凝固。

小雪，小雪，
飘落在故乡的屋檐。
那扇曾经温暖的窗，
如今已被时光搁浅。

小雪，小雪，
洒满了故乡的河流。
那湾曾经清澈的水，
岸上已无牧童和老牛。

小雪，小雪，
唤醒了我对故乡的思念。
那些曾经美好的时光，
如今已成为永恒的回忆。

小雪，小雪，
让我在宁静的夜晚，
感受到故乡的温暖，
抚慰我内心的乡愁。

小雪，小雪
□赵仕华

下班回家途中，邂逅一株菊，
仿佛穿越时空的邂逅，让我心中荡
漾起涟漪。

这株菊，不同于那些娇艳欲滴
的玫瑰，也不同于那些浓郁芬芳的
牡丹，只是静静地盛开，淡淡的芬
芳，恰到好处。

小时候在老家，奶奶种了好多
菊花，平日里也不需要过于精心照
料，却在寒霜的深秋初冬傲然绽
放。从此，我爱上了菊花，或许爱
的是那份清冽的凉爽，是那份深邃
的寂静，是那份深情的思念。她不
需要浓烈的阳光，也不需要细致的
呵护，只需要静静地等待，等待着
那个属于她的季节。她不与春争，
在这个季节里，悄无声息地绽放出
最美丽的花朵，散发出最迷人的香
气，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的美好
在于等待，而等待的过程也可以是
如此美好。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不吝
笔墨，纷纷写诗填词咏叹菊花的神
韵，尽情抒发对菊花的爱慕。菊花
以她的美丽和高雅融入了人们的
生活，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典范之
一，是一种让人陶醉的花朵。每当
菊花盛开的季节来临，她们用她们
的芬芳和鲜艳点缀了整个世界，给
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她的花
朵如同喷薄而出的火焰，绽放在绿
意盎然的世界中。那一片片花瓣，
仿佛是上天的指尖轻轻拂过，带来
了丰富的颜色和动人的光泽。有
红的，如同火焰般燃烧；有黄的，宛
如金子般耀眼；有白的，纯洁无
瑕。无论是哪一种颜色的菊花，都
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让人忍不
住驻足观赏。

无限枝头好颜色，菊花的花朵
如同一轮明月，高悬在碧空之上。
那一圈圈花瓣，仿佛是月光下的水

波，静静地荡漾着。每一瓣花瓣都
如同月亮的弯曲轮廓，细腻而富有
层次感。当微风吹过，菊花的花瓣
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她们的心
声。她们的美丽如同明月的光辉，
照亮了整个夜晚，给人们带来了安
慰和温暖。她的花朵如同一首美
妙的音乐，飘散在空气中。那一朵
朵花瓣，仿佛是音符在舞动，跳跃
着优美的旋律。无论是微风拂动
花瓣的沙沙声，还是蜜蜂在花丛中
嗡嗡的歌唱，都让人心旷神怡。菊
花的芬芳如同音乐的节奏，让人陶
醉其中，忘却尘世的烦恼。她的花
朵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人
们眼前。那一片片花瓣，仿佛是画
家的笔觸，勾勒出绝美的图案。每
一朵菊花都有着独特的形状和纹
理，如同大师的杰作一般，让人流
连忘返。菊花的美丽如同画卷的
色彩，让人陶醉其中，心旷神怡。

邂逅这株菊，让我明白了一个
道理，生命的美好在于等待，等待
的过程也可以是如此美好，只要我
们用心去感受，用心去爱，用心去
等待，我们的生命便会更加美好，
让人们有闲情逸致去享受这份安
静，一起去等待那份美丽的花开。

那份宁静和深情，让我想起了
人生的旅程，我们总是在匆匆忙忙
中度过每一天，却忘记了停下来欣
赏身边的美好，也忘记了深深地爱
着我们所爱的人。

菊花是大自然的恩赐，她用她
的美丽和高雅，点缀了深邃的大
地，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喜悦。每
当看到菊花盛开的季节，人们都不
禁为之动容。她们的美丽如同诗
人的诗句，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
返。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菊花的海
洋中吧，感受她们带来的无尽魅力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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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地处中原，虽然四季分
明，但过渡得却含糊不清，若即若
离，像是一对恋人，心情时好时坏，
在分分合合之间，让人摸不着头
脑，不知不觉突然收到请柬，两人
要结婚了。冬天阳光的请柬就是
秋意阑珊之时，人们需要阳光取
暖，柔和的大幕徐徐拉开。

冬天来了，树叶已经落尽，干枯
的树枝线条分明，斜逸旁出，像倒
立在天空下的鱼刺，并不能给人以
美感，甚至还有一些丑陋，但别害
怕，这并不是冬天的全部。这时的
天空依旧高远明净，湛蓝如青花
瓷，几朵白云在空中随意缱绻慵
懒，那闲适自在的样子，隔着辽阔
的空间也能让人感到她安详宁静的
美，季节的转换对她来说并没有造
成太大的影响，她像是淡于梳妆的
仙女，笑看着地面上人们的秋收冬
藏，不问大地丰收与否，不管世间
人事沧桑，不言日月晴暖炎凉，她
就那么洒脱地在天空游走着，但谁
也不用担心，她决不会变成巫婆，

在浩瀚的天空她只会变幻自己的身
形，或丝丝缕缕，或团团散散，蓝天
是她的绣楼，缓慢是她的笑脸。

一年四季，要数冬天不惹人怜
爱，寒风刺骨，花木凋零，但这却更
显阳光的宝贵。阳光、蓝天和白云
是冬天的“吉祥三宝”。冬日所及，
风景无限。在春天，百花可以徐徐
盛开，那是让人不至于一下子沉醉
其中。而在冬天，同样柔和的阳光
徐徐而来，那是让人适应冬天舒
展、恬静的生活，为元旦、春节这两
个盛大节日的到来做好准备，酝酿
出一年最喜悦的光景。冬天不是
四季的结束，而是一年中的高潮，
高潮的到来需要慢，需要等待，需
要仪式感。

冬日阳光徐徐来，是给冬天做
一个蓄势待发的开始，为的是在年
终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以便开启下
一年更加自信的力量。冬日的徐，
不是慢慢腾腾、磨磨蹭蹭，更不是
出工不出力地“磨洋工”，冬日的
徐，一定是步伐的坚定和沉稳，是

迈出一步决不收回的大气磅礴。
抬头望云日，俯首看苍生。只

要怀有一颗诗心，你就会发现任何
时候都不乏美丽的风景。在冬日
下，同样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发
生。对于弱势群体的扶助，会在这
一时间达到新的高度，同在一个蓝
天下，就该享受同样的温度，“送炭
行动”像一股暖流，在尘埃里进行
热传递。尽管这种升温也是徐徐
而来，但在冬天，这却是一粒火种，
会传播，会不熄，会恒温，虽然寒风
依旧，但这种温度把季节最美的容
颜留在时光深处，即便是最低的角
落，也永远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的模样，阳光有可能照不到，但关
怀可以温暖到所有的地方。我们
不能让花四季开放，但“墙角数枝
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
有暗香来”，这是大自然对冬天的
公平。

冬日阳光徐徐来，徐徐来，脚
步走出温情的慢板，就这样走到你
的面前，走向最终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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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过后，又到了腌制咸菜的时
节。走在乡村道路上，时不时看到一
串串晾晒的腊菜，及腊菜散发出的特
有香味。

我们这一代人，是吃咸菜长大
的，对咸菜有着特殊的感情。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咸菜是
庄稼人的主菜。那时候没有冰箱，没
有反季节蔬菜，在冬天除了吃白菜萝
卜，最开胃下饭的就是咸菜。中国各
地的咸菜各有特点，互不雷同。北京
的水疙瘩、天津的津冬菜、保定的春
不老。鲁迅《风波》里写的蒸得乌黑
的干菜很诱人，想必也就是咸菜。

“白米干饭老咸菜”，就是庄稼人
最好的生活了。腊菜的学名叫雪里
蕻。它是芥菜的一个变种，腌制后被
人们称作为咸菜。这种蔬菜的叶子有
深裂，叶子边缘皱缩，腌制后味道咸
鲜可口，种植方法和制作方法都比较
简单，而且它生长快，产量高，偶尔窜
进菜园的家禽也不吃雪里蕻的叶子。

我腌制的咸菜不咸不淡，不酸不
臭，很受家人的喜爱。其实，腌制咸
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是过去多少年
来家家户户都很熟练的家常技艺，讲
究的是细心和用心。我腌菜的一招
一式，都是由母亲传承而来的。

小雪过后，母亲先把菜园里的雪
里蕻连根铲掉，在地里经过半天的晾
晒，它的茎叶都软了下来，然后用竹
筐挑到池塘边，一棵一棵地清洗。洗
菜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要把每
片菜叶、特别是每一根菜茎根部的泥
沙洗净，不但需要体力，更需要耐
心。然后把洗干净的菜一棵一棵倒
挂在绳子上晾晒。晾晒也要把握好
标准。晒得太干，腌制好的腊菜吃不
动；晒得太湿，腌制的腊菜容易腐
烂。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技能，都需
要长期的摸索尝试。

晒好后的腊菜放在竹簸箕里，用
菜刀切成段状。要切得长短一致，既
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然后用食盐
拌匀，揉搓。如果想让将来的咸菜更
有味道，也可以放一些生姜末等调
料，但千万不能多放，以免咸菜“走
味”。拌好后的腊菜就开始装坛，而
且要装一层，捣一层。母亲习惯用家
里的棒槌捣腊菜，一坛子腊菜装满
了，通常会有很多的腊菜水溢出，用
搪瓷缸把菜水逼尽，最后用一块圆石
头压住。这样，一坛子咸菜就腌制完
成了。

腌制后的咸菜，一个月后就可以
食用了。咸菜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
菜肴，却是家常主菜，在餐桌上有着
不可替代的地位。时至今日，大鱼大
肉之后，人们依然没有忘记，只不过，
它变成了“外婆菜”或“奶奶菜”。这
样的称呼，含着回忆与传承的深意，
也洋溢着浓浓的家和亲情的气息，一
如咸菜一样，有着别样的芬芳。

冬来腊菜香
□李成林

北风起，银杏飘落，枫叶纷飞，此
时的我，才意识到秋天已悄悄远去了。

初冬的天气，一下子阴沉了很
多。天空并未下雨，只是风，有些不知
疲倦，从早到晚，呼啸着，嘶叫着。

不过，清晨或是傍晚，总能被那如
纱般的雾所吸引，黄的、红的树叶在雾
中若隐若现，想要看清楚时，雾又调皮
地涌上来，一层复一层，慢慢盖过你的
眼睛。

那些零零散散的叶子，有些倔强，
有些执拗，在寒霜中，隐约透着一种卓
尔不群的风姿。

等雾气散去，粗壮挺拔的银杏树
终于显露了出来。盘虬卧龙的枝丫
上，缀满了金灿灿的银杏叶。每一片
叶子如同一把把小扇子。风一紧，一
枚枚的扇叶，便轻轻摇动，婆娑作响。

脚步踩在这些被风吹落下来的小
小的银杏叶上，每一步都很轻柔，没有
枯叶般的清脆声，而是带着点潮润的
水汽，能够听到哒哒的脚步声。这些
银杏叶混合着雾气与露水，沉沉地躺
在大地宽广的怀抱。

初冬的另一处风景，莫过于如火
如荼的枫叶。枫树的枝干错综复杂，
如迷宫一样地展开。一张张手掌似的
枫叶，想方设法地紧紧抓住枫树的枝

丫，摇摇欲坠。
那枫叶，宛若喝醉了一坛女儿红，

脸颊泛着醉意，透着一抹胭脂红。记
得小时候，在我上学的路途上，总会经
过一片枫树林。那林子，橙红的一大
片，火一样的燃了起来，时而，还会有
枫叶飘落。每次上学或者放学路上，
经过那片林子，就像是闯入诗境。

于是，我的书本里，不知不觉地多
了一些银杏叶与枫叶。每次翻开时，
一股淡淡的草木清香，悠悠地从书本
里飘出，流溢在空气里。心旷神怡。

这小小的银杏与红叶，并不是别
离的信号。有它们在，似乎秋天的远
去才不会显得伤惘，而是多了一种潇
洒与从容。寒冷，在门外等候多时，这
些小叶子，以轻飞曼舞的方式，迎接着
冬天。

看着眼前色泽分明的纷纷扬扬的
树叶，不禁令我如痴如醉。一转眼，却
发现，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妇，头发发
白，面色慈祥，正相互搀扶着，一步一
步地慢慢地走下台阶。他们的背影，
像是印在了这幅红叶图画里般的，越
来越远。

萧萧北风里，银杏红叶落。又一
个冬天来临，心头也多了一种紧迫感，
余下的时光，都是馈赠，且弥足珍贵。

银杏黄，枫叶红
□管淑平

一棵树的枝干做成的长凳，年
头久了，平面处的裂纹，乍看来像
被遗落在光阴深处的泛黄的画
卷。两把灰白色的木长椅，一前一
后，像两条平行线，在各自的世界
里延伸着清宁。

几棵忍冬在长凳长椅周围散
漫地生长着，枝叶蓬勃成这个寂静
角落的院墙，玛瑙似的忍冬果累累
垂挂着。忍冬树下，一只蓝孔雀悠
闲踱步。

园子来过多次了，却是第一次
发现这个寂静的角落。一见钟情，
这样的词语形容那一刻的惊喜，着
实不为夸张。正如萝卜白菜各有
所爱，你欣喜的风景在他人眼里不
过平平常常，你的白菜萝卜的光独
照临在你身上。

一同来的游园人经过这个寂
静的角落，就像经过一棵不起眼的
小草一样，径直向前走去。

这次来园子本要是看麋鹿的，
我突然不想去了，想好好待在这个
寂静的角落一会儿。大家早走远

了，望着他们热闹的渐渐模糊的背
影，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失落，这时，
内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平静轻松，仿
佛这个地方我们早就相识，有一种
很熟悉的亲近感。

现在，这里只有我和那美丽的
蓝孔雀。蓝孔雀不怕人，我定定瞅
着它，它扬扬头，似乎也在瞅我，然
后又继续闲庭信步。

一缕光照在一块长满青苔的
石头上，心里突然蹦出两句古文：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
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此时此
境的悠闲轻松，让人有兴致，遂朗
声 背 了 一 遍 柳 宗 元 的《小 石 潭
记》。这个地方，很神似小石潭的
清幽，寂寥无人，纵使高声诵读古
文，也不用担心打扰到别人，也不
用承受别人异样惊讶的目光。

蓝孔雀仿佛很乐意听这些古
诗文，看那优雅的步子就知道了，
缓缓的，停顿，缓缓的，又停顿，极
有韵律感。

那些树木石头就更不用说了，

它们就是古诗文里的成员呀，从古
至今一直生活在那里，古诗文是它
们的家园。它们在古诗文里超越
时间的限制，成为永不老去的美好
意象。

有一次，我在另一个园子的湖
边，也是寂寂清清的一个人，趴在
白石栏杆上看阳光照射下湖水的
涟漪。不知不觉的，就背诵起《长
恨歌》，背着背着，只见一只很大的
乌龟浮出了水面，仰着头，静静地
待在水面上。一会儿，孩子过来
了，看到这么大的乌龟，很惊讶新
奇。我笑着说，它听到我背诗才出
来的。孩子当真信了。

我们说话的间隙，乌龟又潜回
到水中，看不到了。孩子央我再背
一首诗，请乌龟出来听。我当然没
有把握，刚才也许是凑巧而已。不
过不想让孩子失望，我接着又背了
《琵琶行》。

乌龟还会出来吗？孩子紧紧
地盯着湖面。正如韩愈的诗中所
说“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

感通”，《琵琶行》背到三分之二处，
乌龟再次浮出了湖面。

这一次也许仍属偶然，可内心
里不由得很感动。让人相信这个
世界处处是温暖有情的，处处都有
让人可敬畏的地方。

坐在此地，想起这桩旧事，依
旧感动。心诚则灵，也许很多事情
都是这样吧。万事万物，没有十分
冷漠的，任其再坚硬，也有柔和温
情的一面。

喧嚣的地方，往往浮躁，静不
下心，看到的也常是表面上的浮光
掠影。而人的心灵在纷哉万象里，
其实也是一个寂静的角落，时不时
的，人得从喧嚣热闹里回到这个角
落中，歇一歇，静一静，回望来时的
路，从琐碎的生活和光影里觅取一
些美好和温情，然后再继续赶路。
也许这些不起眼的情景，这些感动
和温暖，这些肃然的敬畏和真诚，
会成为前面路上的铠甲和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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