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雪，正在落着。
雪花，极其疏落；花片，却很大。一

大片一大片地落下来，有一种沉甸甸的
感觉。抬头望望天空，苍白色的云，似乎
很薄；依旧能看到天上挂着的太阳。轮
廓很清楚，只是看上去疲乏无力，大约
冬日的太阳，就是如此。漫漫的雪花，在
天空飞舞，在阳光下很是刺眼，给人一
种眼花缭乱、目眩神迷的感觉。

不过，这种感觉，很美。阳光与雪花，
同存，很少见。少见则多怪。

行路的人，走着走着，就忽然停了下
来，抬头看看天；然后，再看看落在自己身
边的雪花，摇摇头，似乎觉得怪异极了。一
只狗，站在门楼前，不时地向着天空，叫几
声；静默时，则寂寂地望着眼前落着的雪
花，一派茫然的样子。小孩在大街上玩耍，
捧着手，让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手心上，之

嗞后， 嗞地化去，大约很是有一份快乐的感
觉。落到地面上的雪，也滋滋地化去，那样
地迅速，给人一种猝不及防的战栗感。毕竟，
天上的太阳，极大地提高了地面上的温度。

一次太阳与雪的偶遇，奇怪，总是难
免的。

可，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大自然
中纷纭的现象，总是比你想像的要丰富。

雪霁，雪后初晴。很美的情景。
但这种美好的情景，除非在乡下，

你是很难尽情地享受到的。居住乡下，
则不同了，此种情景，常常让你一饱眼
福，并为之畅然，快然。

一夜的大雪，天亮时，却停了。也许还
会乌云尽散，露出青碧如洗的天空。冬日里，
起床总是很晚，何况还因了昨夜的雪呢？

早晨，猛然把屋门打开，一阵清爽的
凉气，便扑面而来；眼前的庭院，完全被皑

皑的积雪覆盖了；瞭望远处，亦是一片
银装素裹的景象。雪很白，白如粉，厚厚
地铺展着，竟是铺展出一份浅浅的暖
意。看看西面的院墙，阳光，已经照射在
院墙上，只是光线很弱，有一份淡淡弱
弱的黄。积雪将阳光反射开来，倒是彰
显出一份愈加明亮的色彩。静静地望
着，望着，你的心，仿佛，也会变得如同
这早晨的雪一样静谧，一样纯洁。

霍然间，一阵风起。风并不大，可足以
将墙头上的积雪吹起。雪粉，于瞬间散漫
着、迷乱着，在阳光的映射下，呈现出五彩
绚烂的景象。那样的迷离，那样的耀眼，那
个冬日的早晨，便有了一种奇幻之美。

你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太阳雪。
雪霁的日子，早饭吃过了。孩子们闲

不住，不怕冷，他们喜欢奔向田野，在那儿
奔跑，在那儿欢叫，在那儿撒野。田野，白
雪茫茫，一眼望不到边。阳光下，到处是白
亮哗哗的景象，仿佛，积雪在流淌。

总会有风，刺骨的西北风。风起时，
雪粉在地面吹着跑，很像纷纭飘逸的
思绪，有一种幽微、浮泛的美感；有些
时候，你望着远处，会发现一阵小小的
旋风，正从某一个角落上旋起；旋起的
雪，似白色的幽灵，在半空中起舞；旋
着，旋着，旋风就大了起来；行至近处，
已经是一个大大的风团，大量的积雪
被旋起，滚动着、升腾着，仿佛太阳的
光也被遮住了。旋风过后，却是景象大
美：曾经旋起的雪，纷纷扬扬地从天空
落下来；晴空朗照之下，光束，炫目；雪
花，飘逸、灵动，色彩焕然……

大美如斯，面对这样的景象：太阳
与雪形成的美景，你只会目瞪口呆，只
会震撼战栗……

太阳·雪
□路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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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哲” 是形声字，从口折声。《尔
雅》中对“哲”的解释是：“哲，智也。”

何谓智者，小则平凡生活看得清，
大则宇宙人生洞得明，也即懂得 “哲
理”。人们常说，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
情。其实一个人的智慧，也一样，只有在
人生的紧要处，才能看到一个人智慧的
高低。也即在人生的“转折关口”，你的
选择富有智慧，你也就掌握了人生
“哲”理。

一帆风顺的人生，谁都可以说自己
是优秀的船主。只有风暴来临的时候才
能分辨谁优谁劣。当然，面对逆境，你有
能力驾驭，并迎难而上，这是一种智慧；
面对强者，你分析自己的弱势，并选择
避让，这也是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还
不足以说明你有“哲”人之思。哲人之
思不仅有明智的选择，而且胜不骄，败
不馁，从两面思考，达到心安理得的坦
然境界。

苏格拉底是一个大哲学家，他有一

个悍妻。某一天，苏格拉底在家中会见
朋友，其妻子不知何故大发雷霆，苏格
拉底不予理睬，哪知他妻子将一盆洗脚
水迎面浇来。苏格拉底却淡然地对朋友
说：“没关系，我知道在雷声之后，会有
倾盆大雨的。我们接着谈。”

苏格拉底面对突如其来的 “窘
境”，不是暴跳如雷，而是用幽默的智慧
去应对。不仅熄灭了妻子的心头之火，
也化解了朋友的尴尬之境。让人不得不
佩服其“哲人，智者也。”

其实“哲理”，就是让人换个思路
去思考问题。顺境时要有居安思危之
心，逆境时要有穷且益坚之志。生活中
不沉溺一种状态，不拧、不钻牛角尖。若
从某种意义来说，哲理，它不是一种颠
扑不破的真理，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是
遇到困境时的明智选择。是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的宽心；是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的劝慰。

深圳一读者看到我的《有些痛苦缘

于你不肯离场》文章时，很有感慨，于是
决心离开她打拼多年的职场。我告诉
她，职场中的状态是去或留。若游离在
去或留之中，辗转反侧，就很痛苦。理想
状态，去时决绝，留下心安。

可生活不是你去超市，想买你所
买。不错，“有些痛苦是缘于你不肯离
场”，是劝你“放下就是快乐”的。可还
有一种生活哲理告诉我们，“命运往往
眷顾坚持到最后的人”，“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

生活中的哲理，就像流动的餐车，
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提供人以美食。有
时提供给你的是“志当存高远”这块肥
肉，有时又送给你“活在当下，不要好高
骛远”的一碟咸菜。错吗？没有！关键是
你所需。

人类本来生活在矛盾之中，同样也
都是各执一端，站在这一头，理所当然。
站在那一头，理直气壮。就如硬币的两
面，谁都有存在的理由。

是啊，哲理就是药房抽屉里装的治
疗“阴虚”与“阳虚”的药，你不能全部
拿走，你必须照方抓药，取你所需。就如
但丁说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
去说吧！”你将它妙笔生花得满园春色：
“走自己的路，留条路让别人走。”“走
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走自己
的路，让别人跟着走。”“走别人的路，
让出自己的路。”……也行。从多维度思
考，每一句都富有“哲理”，可你要全部
信的话，你肯定迈不开步子。

路有千万条，能适合走的，只有一
条。尽管你脚力很好，但你也只能选一
条。

所以我们在人生路上的 “转折关
口”，必须选择一个“哲”理，来支持自
己走下去。“话说回来了……”是一种
理，“话又说回来了……”也是一种理，
关键你自己应有选择的智慧与态度。正
如你选择硬币的正面，你看到的是面
值；你选择反面，欣赏的是菊花。

哲理，就在人生转折处
□张峪铭

前段时间文友群有人发了几
张“黄金大草原”图片，图片上蔚
蓝的天空漂浮着几朵白云，半人高
的野草依偎着黛青色的群山，在落
日余晖的映照下一片金黄，煞是壮
观。图片引来一片赞叹声，勾得我
蠢蠢欲动，打算周末去游览一番。

当我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
驴友群的群友们，并邀请大家一同
前往时，几个群友却不以为然地
说：“我去过，不过是一片荒山野
草，有什么好看的”朋友的话一下
打消了我的兴致。为什么同样的风
景在不同人眼中的景致却大相径
庭呢？

想起那年跟团去杭州游玩，
回来在车上，导游问大家今天的
景点美不美，大家众说纷纭。有的
说西湖真美，不愧柔情似水；有的
说一点也不美，不过一潭死水而

已。我听后愕然，真不知我眼中美
丽浪漫的西湖，在别人眼中怎么
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呢？我百思不
得其解。

有个朋友特爱奇石，没事就拉
着我陪她去河边捡石头，每次发现
一些奇形怪状的小石头，她就兴奋
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
呼小叫：“哇！好漂亮啊！你看它像
不像玉女望月？”我左右端详，愣
是没看出哪点像玉女，怎么看它就
是一块不规则的石头，朋友直摇
头，说我不懂欣赏。

后来读到王国维的 《人间词
话》里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时，久
郁于心的那些疑惑终于释然。原来
风景的美丑并不在风景本身，而在
于看风景人的心境，正如一千个人
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风
景，每个人的感受却不尽相同。比

如，同样的一座百年老宅，有人看
到它古朴厚重之美，有人看到它萧
索荒凉，破败不堪；同样的皇陵古
塚，有人看到它历史文化底蕴之深
厚，有人看到它不过是个土堆；同
样的一座大山，有人看到它巍峨冷
峻，有人看到它孤寂落寞；同样的
一片沙漠，有人看到浩渺无垠，有
人看到黄沙飞舞一片荒凉。

生活好比一架照相机，你给它
装上黑白底片，就拍出黑白的照
片；装上彩色底片，就拍出彩色的
照片。那么心灵也一样，心灵装上
黑白的底片，看到的世界就是黑白
的，装上彩色的底片，看到的世界
就是彩色的。人生苦短，生活中不
如意事十之八九，不要让坏心情影
响了你的生活，请为你的心灵装上
彩色底片，让我们每天醒来都能看
到一个彩色的世界！

给心灵装上彩色底片
□毛海红

有些树，只要你望它一眼，便终生
难以忘怀。譬如荒漠里高大挺拔的胡杨
树，至今仍在我记忆的原野里歌唱。在
西北干旱少雨的地区，这种顽强坚韧的
树木随处可见。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
在孔雀湖畔第一次见到胡杨树时激动
不已的情景：那伟岸壮硕的树干，那灰
绿闪光的叶片，那凝聚着美丽传说的晶
莹的胡杨泪，永远是我心灵深处最美丽
最生动的风景。

胡杨树独特的韵味，不仅仅在于
它顽强坚韧的生命力。刚到新疆，闻
知胡杨树会“流泪”，觉得十分好奇。
树也会流泪？莫非是因为自己生长在
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受尽了风沙的欺
凌，酷日的暴晒，而流下委屈和抱怨
的泪！一位维吾尔朋友给我讲了一个
同胡杨相关的美丽的民间传说：很早
很早以前，西北茫茫的荒野上寸草不
生，苍茫的黄沙一直延伸到天山脚
下。一位叫胡杨的维吾尔小伙子，决
心为这片无遮无掩的荒沙罩上绿阴，
引来百鸟争鸣。于是他和心爱的姑娘
萨丽黛到遥远的印度寻找树种。由于
终日跋涉，在回来的路上，美丽的姑
娘萨丽黛，不小心滑下山涧……胡杨

背着装满树种的麻袋，泪流满面地回
到了家乡。在荒芜的漠野上，他不停地
抛洒着树种，因为极度的疲劳和悲伤，
胡杨倒下去了……说来也怪，胡杨倒
下去的地方马上长出一棵绿蓬蓬的小
树。第二年春，荒漠中大片的小树迎风
招展，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小伙
子，将这种奇特的树称为胡杨树。树长
成了材，人们这才发觉，从胡杨的树皮
缝隙中，流出一种晶莹的液体，像滴滴
忧伤的泪水……维吾尔朋友说：“那
是胡杨思念他心爱的姑娘的泪水！”

在塔里木盆地南端的和田河的源
头，我看到了胡杨树更为顽强和悲壮的
形象，在这片龟裂的荒漠上，有一大片
渴死的胡杨树，它们光秃、干枯的枝丫
依旧直逼苍穹。铁灰色的苍穹中，是一
群群雨点般的乌鸦，因为极度缺水，这
片胡杨林早在几百年前便失去了生命
力，但胡杨树并没有倒下，它们高大挺
拔的身躯，依旧矗立在天地之间。面对
这片渴死的胡杨林，我陷入深深的思
索：胡杨树坚不可摧的精神风骨，可以
说是惊天地泣鬼神。活着，为沙漠罩上
一抹绿阴；死了，也是一道阻挡风沙侵
袭的铜墙铁壁！

敬畏胡杨
□西 风

父亲六十岁生日，兄弟几个携妻带
子回家团聚，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平时，
老爸老妈两个老人图省事，用的是液化
气灶。如今人多了，又重新把灶台收拾
了起来。老爸知道今年过年人多，早就
上山打了些柴火，砍段剁好，整齐码放
在门口的院子里。

母亲也把厨房里的灶台打扫得干
干净净，父亲从外面抱来一捆干柴，用
松树枝引燃，加上硬柴，炉灶里的火便
红彤彤烧了起来。顿时，炊烟袅袅。厨房
里有一股淡淡的柴火味，随炊烟在村庄
的上空，飘飘袅袅。

生长着城市里的小孩没有见过乡
下的柴火灶，都觉得有趣，几个侄子外
甥抢着那把火钳，要往炉灶里添加柴
火。一不留神，把火烧大了，母亲慌了手
脚，生怕把锅里的菜炒焦了。等炒蔬菜
要旺火时，锅里的温度却难以上来。火
没有烧好，衣服袖子却粘上了一层黑黑
炭灰，手上也是抹黑的，惹得大人一阵
哈哈大笑。其实，烧火是有窍门的，炉灶
里柴火不能太多，火心要扒开，柴火要
架起来，这样才能把火烧好。

等这帮小孩闹够了，父亲端来一张
矮凳，坐在灶膛前，手持火钳，一根一根
把木柴往灶膛里塞，还不时的拨弄着炉
灶里的柴火，神情专注而认真。红红的
火光，映照着父亲幸福而满足的脸庞
上，他脸上的皱纹，也在火光的闪烁跳
跃中，或明或暗。母亲在灶台上忙这忙
那，锅碗瓢盆，叮叮当当。一会儿切菜，
一会儿放佐料，不停的挥动着锅铲，把

嗞锅里的菜肴烧得 嗞作响，阵阵香味扑
鼻而至。

炒完了菜，就动手煮饭。把淘好的
米放入锅中，用小火煮焖，等听见饭粒
细微的爆响声，并有香气开始溢出锅盖
的时候，母亲会让父亲把灶膛里的火退
出，慢慢悟了，锅里的饭，慢慢蒸，这样
做出来的饭，又松又软。饭熟的时候，老
远也能闻到香喷喷的焦米香，直钻鼻
孔，撩人肺腑。极具诱惑力的当然还是
焦黄的锅巴了，等米饭盛出后，在锅巴
上淋上点香油，炉灶里稍微的点一把小
火，锅中的锅巴就自然拱起，脱锅而出。
刚出锅的香脆锅巴就被小孩子们一抢
而空，吃得津津有味，满嘴喷香。

做上一顿饭菜后，炉灶火膛里还留
下一些炭火，父亲小心翼翼把炭火夹进
几个红泥炉中，又把几个砂钵放在炉上，
慢火细炖着。不久，砂钵便滚烫了，“突
突”冒着白袅袅的烟雾，屋内顿时充满了
浓厚的节日气氛。饭菜上桌后，母亲又煮
了自家酿制的米酒，香甜的米酒掺杂着
浓郁的饭菜，显得格外的温情。柴火灶做
出来的饭菜就是与众不同，青菜油光翠
绿，鸡鸭鱼肉也格外的酥烂入味，砂钵里
煨着的菜，热气腾腾，更是备受欢迎，吃
得浑身暖烘烘的。父母看到我们一大家
子人吃得开心，倍感满足和温馨了，脸上
始终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大家围坐在饭桌上，举箸之间，暖流
在心田里，把柴火饭的浓郁香气，挥洒得
曼曼妙妙。聊聊家常，谈谈工作，亲情在
这满满一桌丰盛的柴火饭菜中升腾……

最爱乡下柴火饭
□江初昕

在古徽州黄山市歙县深渡镇，近一年来爆
出一个旅游新景点———阳产土楼。作为一个摄
影爱好者好奇心驱使我前往一睹土楼风采，深
秋季节我如愿来到阳产。这是一个被群山环抱
有着四百多年的古村落、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山
寨，房子以土楼为主，一座座，一排排，密密麻
麻，一幢接一幢，名不虚传的“世外桃源”。据
我下榻“乡巴佬农家乐”房东郑大婶介绍，阳
产土楼目前还有 180 余户人家住居这里。土楼
与土楼之间有石板或石板台阶或青石铺地。无
论是每一座单体土楼，还是整个村落的土楼
群，它都有一种乡土的美感，体现出独特的画
境美、意境美、雄浑美、气势美。土楼群依山就
势、千姿百态、布局合理、错落有致，体现了人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纵观这些古朴壮观的土楼
我好生纳闷，整个古徽州的建筑都是清一色的
青砖灰瓦马头墙风格，怎么有这么一块与徽派
建筑迴异的土楼群呢？房东郑大叔告知我，此
村全为郑姓居地，郑姓于宋时由歙北迁移定潭
而居，后迁阳产。因阳产在深山之中，古时交通
极易不便，建筑石料很难运进这崇山峻岭中
来，只能就地取土伐木建造家园，现在保存下
来土楼民居，最老的有上百年历史了。土楼系
石子和黄土所筑，墙厚有 40 至 50 厘米，保温
隔热，住居里面冬暖夏凉。所以，阳产土楼已成
徽派建筑的另一道别致的风景。黄长春 摄

阳产土楼———古徽州的世外桃源

青春的笑意 翠湖闲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