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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一个月。每
当寒风呼啸而至，它就成了腊月的主角，
为这个季节增添了一份凛冽和瑰丽。

腊月的寒风，带着冰雪的气息，吹
拂在大地上，将一切都染上了银白色的
颜色。大地仿佛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
它们是那么纯净，那么美丽。树枝上挂
满了晶莹剔透的冰凌，它们如同一颗
颗小小的钻石，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寒
风吹动树枝，冰凌在阳光的照耀下，散
发出五彩斑斓的光芒，宛如一场奇幻
的盛宴。远处的山峦也被寒风装点得
如同童话世界般美丽。山顶上的白雪
在寒风的吹拂下，飞舞着，犹如一群翩
翩起舞的仙子，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腊月的寒风，是大地的诗人。它吹起
的一阵阵风声，如同一首首动人的乐曲，
在寂寞的夜晚为大地演奏着。寒风吹过
时，树枝发出的“呼呼”声仿佛在大地上
响起的乐器，它们互相呼应，交响出一曲
美妙的交响乐。这是大自然的音乐会，也
是大地赋予寒风的艺术。

进入腊月，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备
办年货、打扫房屋，准备迎接新年的到
来。家家户户开始杀猪宰羊，准备年夜
饭的食材。腊月，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浓
浓的血腥味，热闹非凡。人们互相帮助，
一起忙碌着，笑声和祝福不绝于耳。每
当夜幕降临，家家户户都会把家门敞
开，让寒风进来，为家中的亲人们带去
一份温暖。寒风吹来，人们围坐在一起，
品茶、赏月、聊天，温暖的氛围弥漫在整
个房间里。人们相互依靠，分享彼此的
喜怒哀乐，这一刻，家的温馨感觉弥漫
在空气中，每个人都感到幸福的由衷。

腊月也是人们的情感寄托。每当这
个季节来临，人们就会思乡。他们不由
自主地想起了遥远的故乡，想起了那里
的亲人和朋友。寒风吹来，他们无法回
到故乡，只能以思念之情寄托在寒风之
上，希望风将他们的思念传递给故乡的
人们。于是，寒风就成了人们情感的桥
梁，将遥远的思念带到每个人的心里。

寒风，是大地的守护者。它吹来时，
把大地的一切都包围在怀里，给大地以
保护。大地上的花草树木，虽然受到了寒
风的侵袭，但它们却坚强地生长着。它们
顶着寒风，抵挡寒冷的侵袭，坚守着自己
的位置。在寒风的陪伴下，它们更加坚
强，更加迎风而立。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下，我们都要坚强地面对，不畏惧困难。
寒风吹来时，大家都会穿上厚厚的衣物，

踏实地面对寒冷。这是人们的智慧所在，
也是寒风给予我们的启示。面对生活中
的困难，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不退缩，才
能战胜困难，迎接更好的未来。

腊月的寒风，是一部精彩的故事，
是风光腊月的大舞台。吹起了一幕幕的
冬日风情。它凛冽而狂野，在大地上肆
意咆哮。它像一位狂放的舞者，舞动着
寒冷的节奏，将冰雪与寒气撒播。寒风
在树林中呼啸，将树叶吹得翻飞。它让
人感到心旷神怡，仿佛置身于冰雪的世
界中。寒风将人们的思绪吹散，让人们
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它带来了纯净与
清新，将腊月的寒冷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们感受到冬季的魅力。在这个季节
里，寒风给大地带来了美丽和温暖，给
人们带来了陪伴和思念。它是大地的守
护者，让我们一起欣赏这美丽的舞台，
感受寒风的力量和温暖。

腊月，是一个充满喜庆和欢乐的月
份。在这个月里，人们团聚，共度美好时
光，分享快乐和温暖。腊月的来临，不仅
意味着一年的结束，更是为新的一年带
来了希望和美好的开始，让我们一起共
同迎接一个新春的到来。

冬天到武昌湖看鸟

冬天，是一个充满寒意的季节。寒
风呼啸，雪花纷飞，大地被冰雪覆盖，一
片银白。而在这寒冷的冬天，我来到了
武昌湖，来看鸟。

武昌湖，是长江左岸安徽省望江县
境内赤湖、武昌湖、青草湖的统称，属长
江水系。为古雷水遗迹的一部分，系河
道淤塞、积水而成的谷地滞积湖，是长
江中下游保存最为完好的湿地生态。湖
面辽阔，水域丰富，芦苇从生，荷莲密
布，雁鸭成群。栖息着白鹳、鸬鹚、天鹅、
白鹭、雁鸭等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是
众多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冬天，无数
候鸟从北方迁徙至此，寻找食物和温
暖。这里成了他们的乐园，也成了摄影

发烧友们观赏鸟类的圣地。
来到湖边，远远地就听到了鸟儿的

鸣叫声。清脆的鸟鸣穿透了冬日的寒
意，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我走近一看，
只见湖面上飞翔着一群雁鸟，它们排成
一个长长的队列，有序地飞行着。它们
身姿高雅，翅膀翻飞，宛如一支队伍在
天空中舞蹈。我不禁想起了《雁南飞》的
歌词：“雁南飞，乡心连翅翼，飞翔在天
边。”这些候鸟，它们的飞行是一种自
由、一种追求，也是一种乡愁。

除了雁鸟，湖边还有很多其他的鸟
类。我看见了一只只白天鹅，它站在岸
边，盯着水面，等待着猎物的出现。突然，
一条小鱼跃出水面，红嘴鸥迅速俯身，嘴
巴一张，把小鱼吞进了肚子里。它飞翔的
速度极快，犹如一道闪电，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我还看到了一只只白鹭，它站
在水中，身姿挺拔，宛如一位仙女。它一
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水
面。突然，它猛地伸出长长的脖子，嘴巴
迅速地抓住了一条鱼。白鹭的捕鱼技巧
熟练而准确，让人不禁赞叹不已。

湖边的树上还有一些小鸟。它们有
的在树枝上跳跃，有的在叶子间穿梭。
它们身上的羽毛五颜六色，闪烁着光
芒。我看见了一只黄鹂，它站在树上，高
歌一曲。它的歌声婉转动听，引来了一
群小鸟。它们欢快地在树上飞舞着，似
乎在跟黄鹂合唱。这种和谐的场景让人
感到宁静和愉悦。

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些鸟儿在觅
食。它们有的是啄食地上的虫子，有的是
在地上捡拾食物。我看见了一只喜鹊，它
在地上忙碌着。它的嘴巴里衔着一根细
细的树枝，它把树枝放在地上，用爪子按
住，然后用嘴巴将树枝固定在地上。它反
复地来回，不断地修建自己的巢穴。它的
勤劳和智慧让人敬佩。

在武昌湖看鸟，不仅可以欣赏到各
种各样的鸟类，还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
伟大和神奇。武昌湖是鸟类的天堂，给予
了它们温暖和食物，让它们度过了严寒

的冬天。而对于我来说，这里是一个让我
放松心情、感受大自然的美丽的地方。

站在湖边，我感到一股宁静和平
和。寒冷的冬天仿佛被湖水的温暖所驱
散，心中充满了温情。这些鸟儿，它们的
飞翔和歌唱，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
和美好。它们是大自然最美的礼物，也
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在武昌湖看鸟，不仅是为了欣赏它们
的美丽，更是为了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
候鸟的迁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它们需要
找到合适的栖息地，寻找足够的食物。而
我们人类，应该保护这些栖息地，保护这
些美丽的候鸟。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它们才能安居乐业，继续繁衍后代。

冬天到武昌湖看鸟，不仅是一种享
受，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让我们一起
保护这片美丽的湖泊，保护这些可爱的
候鸟，为他们营造一个更好的生存环
境。让我们与它们一起飞翔，一起歌唱，
一起共度美好的冬天。

冬日菜肴中珍品雪里蕻

在冬天的农家餐桌上，雪里蕻本是
一道极其平常的青菜。但在我看来，它
总是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每年秋天，乡
亲们收完了地里的大秋作物后，田野里
便一片空旷。这时候农家人的精力便从
田地里收回来。记得小时候我家的菜园
离村子不远，每年秋天，菜园里的辣椒
一点点变红，叶子开始凋零，萧瑟在深
秋的田野里，但树下的地里却渐次热闹
起来，雪里蕻便蓬蓬勃勃飘动着一地绿
色的火焰，雪里蕻萼片长圆状椭圆形，
直立开展，花瓣亮黄色，倒卵形，叶宽卵
形或倒卵形，有重锯齿或缺刻，茎较小，
直立，多分枝，果为长角果线形，果瓣中
脉凸出。远远望去就像一汪湖水，随掠
过地皮的寒风潮起潮落。

已经是寒冬节气，乡下的空气清新
而凛冽，地里的菜也渐次稀缺，先是大
白菜不堪寒冷，被拔掉运走，继而是菠

菜、香菜被连根铲除，最后独留一地雪
里蕻在菜园里绿汪汪地晃人眼睛。我最
佩服的就是雪里蕻总在这种时候不畏
严寒、张扬个性。那翠绿的叶片以协作
的精神团团地围成一蔸，叶齿则是一圈
曲曲弯弯高高低低的浪漫曲。叶柄不似
大白菜那般宽阔，窄窄的一溜，衬托得
整棵菜很纯粹、很精神。

在冬天的阳光下青嫩碧绿，很是惹
眼，常常勾住过往行人的脚步，引来啧
啧称羡。

雪里蕻长到一定时候就要收割，那
往往是下过几场厚霜之后，连根铲出
来，把白的茎和绿的叶片分离开来，在
水里洗净，晾干，然后一层盐巴一层菜，
用洗净的石头压在缸里，经过十余天的
腌制，雪里蕻叶片由翠绿变为深绿时即
可食用。从我记事以来，我们家没有一
年不腌制这样的青菜。每当冬天来临，
为调节餐桌上食品的匮乏，奶奶总是变

着法地为全家人调换口味。她把腌好的
雪里蕻取出几片，用极细巧的刀功切成
颗粒状，浇上麻油，晚饭时便有一碟绿
意盎然的青菜摆上桌面。如果这时窗外
在下雪，而晚饭又是包谷面搅团，则更
有情调，白的雪黄的饭映着绿的黄，让
人感到一种老庄气息，使你没来由地欣
喜，其实，说白了不过是一碟咸味极重
的腌青菜而已。

每年入冬，大量的雪里蕻采回以
后，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一口大缸。由各
家各户的主妇们把雪里蕻择净，取掉黄
叶和柴草，整成把，在井水中洗干净，然
后切成细丝，放在滚水锅里煮开，然后
倒进缸中。煮菜一定要掌握火候，不能
太熟，不能太生，半生不熟正好。说句实
话，吃酸饭在我们老家是主打食谱。冬
季由于干旱少雪，人们容易感冒上火，
多吃酸菜能去火生津，调节肠胃，保持
精神旺盛。现在，吃酸菜虽然不像小时
候那样顿顿不离，但没有准备过冬酸菜
的人家却少而又少，现在吃酸饭更像一
种生活的点缀，但缺少了这种点缀就缺
少了生活的五味，使人有一种缺憾。从
小到大，我目睹和亲历了雪里蕻的种种
吃法，对这种菜肴从感情上有很强的依
赖性，每当看到它心头陡生亲切之感。

雪里蕻炒肉丝，实乃冬日菜肴中之
珍品。

寒风是风光腊月的大舞台（外二篇）

●王双发

火烧赤壁

火用冲天的火光照亮赤壁
千年不熄
千年的厮杀不断涌向天际

奔腾的江水是在洗刷这一切吗
千年咆哮
千年地纠正 也仍然
泥沙俱下

波光粼粼
波光总似泪光
泪光不是星光与月光
它们一直那么冷
能冷却火烧着的赤壁吗
但它始终只对我们出示
模糊的身影
谁能在这里看清
哪怕是 半根白骨

这是掩盖？
一切都需要掩盖
月光下的掩盖那么大胆
──野兽总在这时候
出没与吞没

谁知道哪一根白骨不是道具？
我看见每一棵树
均扎根很深
它是否打算 将
渗入泥土之中的血
吮吸干净

那些露珠就在枝头
这些已然净化了的血
在清晨
那么晶莹

白居易

“试玉要烧三日满”
卖炭翁的炭是否足够烧出一块

好玉？
穿着青衫的玉
倾听琵琶的玉
也穿绯色朝服在白堤上行走
白堤上有新燕春泥

你属于哪一坨？
你在回眸之时 看到的
到底是春竹叶还是钱塘江的

潮头

虚拟的潮头
总有破灭的浪花
你在浪花里能独善其身？

但浪花里也有春草
春草能遮没马蹄

那些露珠全被马蹄敲碎
那些清香被马蹄
一脚一脚踩进了泥土里

风从哪吹来？
风里有长安的寒气 也有
江南的潮气
但风是明亮的
风让世界明亮地照见一切
照见了香山
香山之上苍翠的琵琶峰

注：琵琶峰顶有一棺地。“一棺
地”的谐音是“一官地”。

诸葛亮

谁也不可逆朝流而动
鞠躬尽瘁也不能

六出祁山 七擒孟获
每一次弹奏都铿锵有力
但每一次都血肉模糊
每一次都向五丈原逼近

你不能算一个隐者
你是卧龙
你因而只要“三顾”
便可醒来
鹅毛扇那么轻
但它足可以扇动
赤壁那场冲天大火

赤壁之火仍在燃烧
赤壁之水仍带有泥腥与血腥
这是《隆中对》没有想到的？

《隆中对》那么孤独
像你弹奏的那曲空城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但它是空的
空空有声

空城之内
只有落定的尘土

曹操

“生前一笑轻九鼎”
举着九鼎的你因而对酒当歌

是酒在邺城还是歌在邺城？
我感到邺城就是你歌的回声
铜雀台也是
那么响亮 那么拔地而起

那棵系马的柏树 现在
不可理解地比你高出许多
每至夜晚既喃喃自语
又切切私语

你在两千年前就读懂了这些？
秋风萧瑟 百草丰茂
不丰茂时就凋零
凋零之后又长新绿
你长出了几许？
你长出的叶片都藏在了转军洞

明明如月 何时可掇
千年一问有如千年的杜康
不解忧 不解愁 只解气
浩然之气是否已被风吹走

只有这些尘埃吹不走
只有这轮月亮当空照耀
映照九鼎
映衬铜雀台一样的泥土

注：李白诗句

刘备

火烧连营与火烧赤壁有什么
区别！

一切 达到燃点
就会燃烧

这是不可逆的？
《隆中对》虚拟的火光
足可以将你点燃

孩子被你摔坏了吗？
摔下孩子的地上
有看不见的根根白骨
孩子足可以在此安然入梦

梦是一种召唤
三足之鼎
鼎沸需要多少豆萁
你不过其中一颗
诸葛亮、周瑜、曹操……
悉皆如此

每一颗豆萁均会燃尽
泪水也不能扑灭
你的泪 又咸又苦
谁能感受到它的刺骨

已沸之鼎何时止沸？
鼎的下面
有数不清的萤火

《史记》之史

司马迁是在修复还是在还原
竹简的厚度
传到我这 已然成为一张纸

我已渗入其中？
有我的历史也仍然是历史
对于历史 对于这部史书

我既在又不在

那些狗尾巴草在哪
两千年前就存在了的狗尾巴草
史书上找不到
没有一朵蒲公英毛茸茸地

带上露珠

那些硕大的躯干纹丝不动
植物学家说 一棵树
躯干只起传递与固定作用
而叶片与根
在天与泥土之间穿行
让树生生不息

谁填平了那条鸿沟？
乌骓马的长啸永远沉淀在

历史深处

沉淀是平复的一部分？
正如这部厚厚的《史记》
那么平整
但现在 它却
出现了许多被翻看的褶皱

铜雀台

虚拟的铜雀 虚拟的台
但它是真实的
真实地演绎邺城
演绎《登台赋》与《胡笳十八拍》
是韵律在撕裂天空
还是曹操？
天空中突然滚过一阵雷声

铜雀春深锁二乔？
二乔一直不在
被锁住的是铜雀
以及千年后的我们

现在一切都风平浪静
谁在深思
曹操 还是建安七子？
只有游人的脚步不肯止息
他们溅起的尘土
足以弥漫晴空朗照的

《胡笳十八拍》的风沙

一切都属于邺城
但一切又都不属于邺城
三台如此 临漳河也如此
谁辨别出清漳与浊漳？
我看见一群来不及辨别名称

的鸟
从我头顶一略而过
就像我从铜雀台上一略而过
就像曹操以及建安七子
被我从《史记》中一略而过

注：漳河分清漳河与浊漳河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组诗）

●彭霖

总想着三月，总想着烟雨苏堤。
还有那断桥处的纤纤细柳……
姑娘时的幻想一直存在梦中萦绕。什么时

候，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该是一件多么
惬意的事儿。

那年女儿研考复试，有如神来之笔，竟意外
成全了我梦寐已久的杭城之旅。

2016年春节刚一过，3月初就收到了女儿浙
江大学研究生复试的通知。顿时小院里就热闹起
来，人来人往，连喜鹊也跟着热闹，在院子里那棵
桂花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像是贺喜，又像是
在念叨。研究生复试好几天，这么大的事，爸爸妈
妈都不在她的身边，没个人在女儿旁边商量，哪
怕就仅仅是陪伴也好，你说是不？

为娘的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立马就动手请
假。薇是15号复试，为适应环境，我决定提前两
天过去。于是，13号早上7点不到就早早出门，到
县长途汽车站购买了直达杭州的票。

事实上，我从12号晚上开始就兴奋起来，在
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到了车上，沿途的风景并没有像往年那样让
我兴奋激动，看山是山，看水也是水。以前想去
哪里也会给自己心灵放个假，就会去哪里。现
在，许是人年纪大了，又或是经历的太多，那
种渴盼和那种对陌生城市的担忧紧张倒让我内
心忐忑起来……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汽车一路疾驰，透过车窗，靠近城市边看
到的建筑物整齐划一，一幢幢挺拔的高楼林
立，一座座长长的隧道，幽暗冗长。那高速如
风的天边有雾迷离，有仙驻步，有景停留，那
苏公堤仿佛就在不远处的霓虹中……

薇在北站口处接我，两个人顺利来到她的住
处。这时候，我所有的感慨一下子全涌上了心头。
第一次啊，第一次，我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杭
州，这里有我的女儿，有我儿时的想往。这里，是
我心里最想到达的地方……

15号上午，我陪女儿在浙大玉泉校区医院体
检。没想到，一个学校的医院比我单位的规模大
多了，楼房也多，科室也齐备。是不是发达的浙江
人素质都高，在医生和蔼面容的背后，测了血压，
肝功能，胸透，薇还查了甲状腺B超。{轻微的甲状
腺一度肿大}我们检查完毕就立即赶往西溪校区
准备下午教育学院的复试。薇让我在校园内等
她，她说，复试的时候不能让我在旁边，否则她会
紧张。很乖的，妈妈我就一个人在公园式的学校
内闲逛。稍往前拐，浙大出版社就在那里，还有人
文学院、艺术学院、哲学马克思研究学院.....在逸夫
雕塑旁的凉亭休息的时候遇见一个和我一样陪
孩子来复试的安徽妈妈，于是我们聊了许久。四
点多，我在田家炳大楼找到了刚复试完的女儿。

有人说父母是孩子一生的活佛，以前将信将
疑，这次之行还真的有些信了。13号晚上，曾陪薇
儿去浙江中医药大学上晚自习。手欠，我拍了女
儿勤奋学习的一个背影发了个圈，于是乎那个乖
巧的准女婿李祝华（他在太原理工读大学）看见
朋友圈，立即问我是不是去杭州了，并说要告诉
他爸妈为我接风。我赶紧否认，无奈准女婿儿不
信，他说认得薇女常穿的衣服和背影，哈哈。见哄
不过去，我就只好承认并一再强调不让他告诉家
里人，好不容易来趟杭州，我的目的是陪女儿，宁

愿悄悄地来悄悄地回，不惊动半片云彩。两个孩
子同意了。也是奇了怪，14号也就是第二天半上
午又是祝华先发现薇的手机打不通，连忙打我的
电话。我赶紧试了试，还果然是。薇的电话这可是
关键的关键，复试紧要当口联系不上那还怎么得
了？我赶紧把自己的手机卡拔了换上女儿手机
卡，不多时就收到了浙大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通知
复试时间，好险！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如果我没心
血来潮的赶往杭州，如果这电话真没打通？咦，不
敢想。幸好万幸，汪家祖上管事了，化险无惊！15
号薇复试我就是盲陪，没有手机，哈哈，只有鼻子
下面的嘴巴去问人问事。下午4点多钟，我在薇
复试的教室外面没看见她的身影，就问那些等着
复试的学生，他们告诉我有个女孩在里面，说这
女孩已进去好长时间了还没出来，要么是表现挺
好要么是另一种情况。再等了会，终于等到薇考
完出来了。我们两个人匆匆又去赶车到她住处，
静等结果，晚上6点边上得到了消息，丫头顺利
通过了！！！这时候的我和女儿开心极了，放松，坦
然，雀跃。宝贝读书吃了不少的苦头，现在终于有
了个满意的结果，不容易啊！感恩命运，感谢亲爱
的薇儿的努力，感谢所有师长的辛勤付出和对我
女儿的教导帮助！！！

浙大，是多少学子渴望的名校，这里有许多
院士、教授等国家的高科技人才。我在心里默默
祈祷，期望女儿能在这个来之不易的平台学到一
些真正的本领，以后有个好的前程，不负韶华不
负我，不负国家，为祖国的强大和繁荣昌盛贡献
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晚上，我们打的逛滨江夜
景，还去了阿里巴巴、网易等以前需要在电视上
才能看得见的地方。当然，逛的另一个目的是找
到一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取钱替薇买一款
新手机。我们俩，逛好久了才找到一处邮储银行
取出了3000大洋。

16号上午，我给亲爱的宝贝买了一款苹果
5s，下午她带我去游玩西湖欣赏美景，这当中让
妈妈我很享受的是小家伙竟说不放心我一个人
逛杭州，生怕我弄丢了找不到回家的路。她教我
如何坐公交，如何坐地铁，如何看公交路线。嘻
嘻，孩子大了好处还是很多的，尽管这时候妈妈
老了，皱纹多了，腿脚不利索了，没关系。瞧，那个
以前需要你关照她的女儿，现在她把接力棒接过
去了，她会照顾妈妈了。真的好欣慰，一夜之间，
丫头忽然间就长大了。是不是那西湖的水真的有
灵性？春风拂柳，柳拂我，我在断桥处。

西湖边上的风景比电视上看见的美多啦，游
人如云，船只如梭，还有新娘子在这拍外景，苏
堤、白堤、断桥、雷峰塔……

谁是白娘子？
人间天堂，爱在风景中。
17号早上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就赶车回家。

因为心情好，我破例奢侈了一回，坐了一趟动车，
从省城合肥转行。

三月烟花踏杭城，一日看遍三省景。
哦，杭州，我还会再来的，这里有我的女

儿！有朋友说，我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不
错，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小确幸，看花不说
花。这不，女儿现在已在杭州工作成家，还有
了一个可爱的男宝宝。

那个三月，真是令人舒服惬意……

那 年 ，烟 花 三 月 到 杭 州
●周姝梅

展 翅 卓识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