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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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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曲梅花三弄，让我听后产生许
多虚无缥缈的想象。

音韵在富丽中见清丽，旋律在多彩
中显简约，感觉在纷繁激昂中体会到
一波三折的婉约与纠结。我想，难怪
梅花一弄断人肠、二弄非思量、三弄风
波起了。那梅花的色彩，也多变，有
红、白、淡粉色的。把梅花写成了优美
的“三弄”音乐，也极具变幻，传神，也
传情，更传达出扑朔迷离的风情与想
象。

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梅花曲、玉
妃引，根据《太音补遗》和《蕉庵琴谱》所
载，原本是晋朝桓伊所作的一首笛曲。后
来，被改编为古琴曲。从此，那“梅花三弄
非三弄”了，成了“千弄万转梅花香”。那
梅花的芬芳，那艳丽，那耐寒的品性，不只
是歌颂高尚节操之人了。那只是最初夙
愿。梅花一弄戏风高、二弄迎春曲、三弄
唤群仙。那梅花，一度之弄走进了初冬时
节，二度之弄体会到深冬寒意，三度之弄
带走了残冬消息。所以，才有了一弄清
风、二弄飞雪、三弄光影，那弄得梅花暗香
浮动，也弄得世界水色清清。

然而，“三弄”琴曲的别具风情，构
成了极大审美空间，丰沛充盈，有所谓

“一弄叫日、二弄穿月、三弄横江”。于
是，梅花三弄便成了一首情真意切的
生命歌颂：有君子之真、君子之情、君

子之操，那恢弘的音
乐诗意气象中，飞翔
的是无数缤纷色彩
的梦，燃烧的是精
神上渴望的灿烂春
天。

梅开二度，是一
个令人神往的成语
故事。那书童梅良
玉与小姐陈杏元在
生离死别之后得以
团圆。那天，陈家院
中的梅花树，在喜
结伉俪的“梅陈”完
婚之日，二度重开，
花朵满枝灼灼，艳
丽 无 比 ，馨 香 四
溢。梅花让人感动
的，不只是它重新
开放，而是它作为
一种巨大的隐喻，
带进了我们丰富精
彩的世界，它开放
的意义就有再度成
功的喜悦，也有男
女之爱的激情，更
有 人 文 之 美 的 境
界。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须逊梅一段
香。”那雪梅，不是雪，也不是梅了。
那一种隐喻，浸入我们的灵魂，像鱼
一样游动，像空气一样弥散，像流水
一般生动。陆游的咏梅是苦情的：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
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而伟人毛泽东
和陆游创作的梅，却是一种生机盎然
的生命气象：“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
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由此
可见，梅的隐喻是丰富的，丰富得让
我们难以想象。

梅花被誉为“花之魁”，拥有脱俗高
洁的贞士情操，具有不畏严寒独步春早
的精神气节，担当春的使者，成就隐者
风范，那是梅花的隐喻意义——隐者
高士的意象，孤高绝俗，贞洁自爱，有洞
穿世事的情操与美德。当然，梅花也意
旨美人姿态，霜雪美人，隐约春梦的鲜
活形象。

红楼梦“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一回，
莺儿替三姑娘探春打的花样是攒心梅
花。宝钗见了，建议打个络子把玉络
上，又建议用金线打络子。那玉，是玉
玺意指贾宝玉，金则是指薛宝钗。书中
的“梅花络”，已经不是梅花了，那是一
种极其传神的隐喻，充满机智，也充满
情趣。

□鲍安顺

梅花的隐喻

突来的冷风，浸凉温暖怀抱，如落
叶伴着阳光脆响，惊醒期盼的眼神，冬
就在站有眼前，仿佛在说，我来了，你应
该懂。站在灰蓬蓬的地，仰望灰蓬蓬的
天，任风儿滑过肌肤，令枯枝疏影映照
心海，缕缕扎心，丝丝如草尖滑过心，微
痛。冬来了，我在心里说。冬踏着轮回
的脚步，豪迈干脆，走向旷野，突向心
间。萧瑟冬风伴着凄凉冬雨，淋淋漓
漓，洒落一片天，与冬相遇，与冬握手，
相遇成就希望，握手成就言和。

冬天没有春的妩媚，没有夏的繁
绿，没有秋的金黄。冬呈现单调的白，
素雅的灰，像村姑一样，朴素中见纯朴，
大方中见优雅。田野里，绿色点缀旷
野，绿得没有一点儿杂色，说是一块块
巨大的翡翠也毫不夸张。空旷的山林，
黄绿相见，彰显生命的轮回。如果下
雪，那就更好了，江山一片白，雪下小麦
的梦肯定也只有单调的一个，那就是明
年丰收的景象。

看过一部科教片，描述远古时代，
我们的祖先，只有树皮树叶，或兽皮遮
身，甚至赤脚光身，在冷冷的冬天，躺在
山洞，避在树下，围着一堆火，紧缩身
子，抱紧双臂，搂着孩子，惊恐无助，孤
独无援，等待雨滴消散，等待冬风走
开。人在自然面前，除了适应还有适
应。我想，祖先在冬天是读懂了人性的
孤独，读书了人定胜天的荒诞，读懂了
生灵的渺小。在情感上，紧紧依偎是信
心，亲情相拥是力量。苍茫森林，幽幽
山洞，一时的躲避，苟安一时，冬依旧来
临，危险和不安依旧绕身，坚定生命的
力量，寻一份安宁，求一份平安，在轮回
的冬季，拥着安眠，哄着孩子，畅想美好
的未来。

小的时候，母亲让我穿上厚厚的棉
衣，我才知道冬天站在我的面前。母亲
的叮嘱多了，雨天路滑，小心摔倒，把手
揣着怀兜里，别冻坏了身体。厚厚的衣
服，让我有些吃不消，在外活动少了，手

脚不灵便起来。母亲阻止我外出的想
法，其实，我心怀诧异，不冷呀。不想，
母亲淡淡说，“谁说不冷呀，你把这件衣
服穿上再出去玩。”现在想来，有一种
冷，是母亲觉得你很冷。但是，母亲的
一言一行，如春风温暖在心间放荡，纯
朴在心海的铺垫。儿时没有读懂冬天，
隐约感觉母爱细微至真至纯，是那个冬
夜，母亲把我的小手放在怀里，是那个
冬风里，母亲弯下腰，给我系紧鞋带，是
那个冬天，母亲站在教室门口，等我回
家。原来没读懂的冬，经年累月的沉
淀，读懂母亲的缕缕真情，可是，母亲的
白发，母亲的皱纹渐多，心海徒增伤感，
心痛时光不等人，回望母亲时，母亲却
在转弯处。淡淡的哀怨涌上心间，母亲
却在不远处微笑，“没事，没事，照顾好
自己。”那一刻，花蕊濡湿一滴泪模糊我
的视线，再三回眸母亲，那个在山坡上
忙碌的母亲。

岁月催人老，却不催少母亲的关
怀。行走他乡，伴着冷冷的冬天，母亲
常打来电话，还是那些熟悉的话语，叫
我注意冷暖。母亲寄来老家的特产，
还是那熟悉的味道，浸透母亲心灵手
巧，凝聚母亲的片片爱心。其实，不
用冬天，一年四季，我能读懂冬天，更
能读懂母亲。无论风霜雨雪，我都无
所畏惧。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是母亲
常对我说的话，这似乎就是对冬天说
的。花草树木在冬天睡去，只为来年春
早叶绿花开。飞鸟躲避寒冷，到别的地
方去寻找温暖了，期待来年把天空装点
得更美丽。冬天无惧寒冷和寂静是，胸
怀高远容下尘世的浮躁。冬天有一颗
平和而恬静的心，又什么都有了！

阅读冬天，不但要用眼看，更要用
心品味，品着品着，你会忽然间就幸福
起来。和你一起阅读冬天，感受四季轮
回魅力，领略人生点滴，也是人生一大
幸事。

□张培胜

阅读冬天

故乡在山区，说是山区，亦或为丘陵地带，
有山、有水、有风景。“三月不知肉滋味”是那贫
瘠的年代真实地生活写照。肉，要吃，得花钱
买。逢年过节时，或家中请手艺人才买上半
斤。吃不上肉不要紧，然而，故乡赋予了人们
丰富地水产资源。鱼、泥鳅、黄鳝、鳖等。沟
里、涧里、稻田里到处都是。

每到周日天晴朗时，邀上两三个同学，“捉
鱼去，晚上加加餐”。说去就去，拿着捉鱼的必
备用具：桶、脸盆、淘米箩、筲箕、板锹等等。几
人有说有笑地出发了。

沿田埂一直走，找一涧沟处，且水流不能
急，开始分工协作了，“言和，你和东平用锹筑
上坝，我和三五筑下坝，间隔不要超过三米。”
涧沟长了，坝外水位在涨，水流极易冲垮坝，会
前功尽弃。“好的”言和应答到。因为我捉鱼次
数多，经验比较丰富，被他们戏称“鱼佬子”，也
算是“领导”吧。

筑坝是一项很辛苦地工作，找稍微硬些
土，最好是田后埂的土，板实。一锹一锹地铲
下去，运到涧沟处下水夯实。然后将稍微软些
的泥巴涂抹周边，以防坝外水涌入。坝筑好
了，接下来抽水了。

四人立于坝内，弯下腰，或用瓢，或用盆，
不停地向外舀水，间或我停下来，看看两坝间，
有无外水进，有水进，立停，加固。水位不断地
在下降，鱼儿逆着水流成群结队欢快地“上
水”，或跃出水面透透气。仿佛在说：“今天天
气好，呆在水里太闷了，还是出来吸吸新鲜空
气为好。”这群鱼儿俨然不知死期降临，即将成
为我们的腹中之物。

我们欢呼起来，有人开始自编自唱起来：
“鱼儿，鱼儿，你莫怪，你是我的一碟菜，刀（鲫）
鱼，刀（鲫）鱼，你别怕，我要给你搬个家。”我也
不甘示弱，也自唱起来：“泥鳅，泥鳅，你别走，
我大（爸）请你去喝酒。”唱归唱，手拿用具不停
地舀水，水尽，刚才还欢快地鱼儿，像泄了气的
皮球一样，直挺挺地躺在泥巴上，任人宰割了，
逐一捡起，偶尔，有不服气不甘心的，甩甩尾
巴表示抗议。

我们拿出脸盆放些水，将刀（鲫）鱼、鳊
鱼、鲢鱼、放入。然后拿出筲箕在浮草处一
兜，虾子、刺布罗（当地人称）被打尽。泥鳅
味道鲜美，然泥鳅很滑，最难捉。掌握要领，
也好捉。泥鳅好哄。将两手半捧，看见泥
鳅，带着点泥巴，将泥鳅置于中间，两手迅
速合拢，不能松手，丢进淘米箩内集中，在
水源处淘尽泥巴。泥鳅蜷缩 一起。俗语
说得好：“打蛇打七寸”黄鳝也如此。黄鳝
偎在淤泥处，看见，将右手食指弯成勾状，
沿其头下至三寸处，迅速勾住，黄鳝用尾欲
摆脱，然犹如蚍蜉撼树。将其放在水桶里，
桶深溜不走。

傍晚炊烟四起时，我们提着一天的收
获，回村分鱼，家长们早已在村口拿着条把
（扫把）枝焦急地等待着，女人们开始喧
（骂）起来“你个挡炮子的，你个四块板的
（棺材）”骂归骂，条把枝始终在手捉着。我
们在喧声中，拿秤分好鱼，各人跟随着家长
回家。

□潘光友

捉鱼记

树木是大地写在天空中的诗。现在，我正伫立
在萧杀的荒野里，阅读着大地递向天空的一行行诗。

秋尽冬初，最适合在旷野看落叶的树，褐色的枝
桠齐刷刷地指向天空，季节已从丰茂走向凋零，它们
以清简的姿态面对天空，大地写给天空的诗，到了冬
天最为寒瘦。曾经满身葱郁的叶儿，那些色彩纷呈的
话语，以枫树的艳红，银杏的艳黄，柏树的灰褐……或
丰腴或激烈或炽艳，一册册地呈上来，然后埋进泥土，
于是冬也到了。

眼前落叶的树，不忧不惧，在风霜里更加从容，草
枯鹰飞，原野的荒凉尽收眼底，它们醒目地挺立着，肃

穆凛然的气质，与清寒的冬正好相配。抹去了曾经的
丰美与喧哗，沉淀下来的，便是灵魂深处最本真的静
寂。寒来千树薄，秋尽一身轻，这多像我们的人生，删
繁就简，是生命的最终形式。

年少时是春天里的鲜花着锦，绿意葱茏；壮年是
炎夏的枝繁叶茂，浓荫满树；当繁花落尽，往事被远远
抛在身后，便到了暮年的薄树苍茫，这样的生命历程，
让人体味着不同阶段的美。而千树薄的时刻，有着薄
凉的气息，抛去一切累赘与繁琐，仿佛独立在时间之
外，冬天之外，镇定地执守着一份孤寒，那种沧桑的
美，带着淡然与永恒。

穿行在一座座村庄里，落了叶的树木，如执戈的
兵士，守护在房前屋后。树杈像伸开的手掌，召唤着
昔时的记忆。

还有树上的鸟巢，少了树叶的衬托，栖在枯褐的
枝头上，显得更孤高，任凭世间怎样喧闹繁华，它只在
冬天的树梢上高高挂着，享受属于它的宁静。其他的
季节，它在绿叶浓荫里，被如雨的蝉声所聒噪，冬来了
一切都沉静下来了，在光秃的梢头，它美得格外孤凄
荒凉。我站在灰色的天空下，看风中的鸟巢，看冬天
的寒树，带着哲思与禅意，远远仰视，内心深处寂寞而
感动着。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
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非常沉默
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如果有来生，我也愿
做一棵树，寒霜后站在冬天的荒野里，不逢迎不趋附，远
远地看着世人，孤傲独立，简净清瘦。立着烛火一样尖
尖的身子，笔直地指向天空。这种永恒的姿势，在大地
眼里，是诗，在路人眼里，我是在点亮冬天的温暖。

□严 巍

寒来千树薄

夜色深沉，漆黑的窗外仿佛被无边的黑丝绸笼
罩着，安静而没有丝毫生息。我静坐在客厅里，什
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万籁静寂中，只有墙上的
钟表在“嗒嗒”地响着。钟表是最公平的智者，他气
定神闲，胸中有乾坤，忠实地沿着日月行走的轨迹
记录每天的分分秒秒，提醒我们倏忽而逝的时间真
真切切地存在过。钟表均匀的“嗒嗒”声，是时间的
声音吗？

我一直觉得，时间是有声音的。童年时期，我第一
次感受到时间的声音，那应该是人本能的对时间的
认识和思索。那时我是个自由奔跑在田野的孩子，
心思单纯得如同乡间明净的天空。那一天我打了
满满一筐猪草，走在回家的路上，暮色已像大鸟的
翅膀低垂了下来，我看到西天的太阳正在慢慢沉
落。就在我低头揪路旁喇叭花的一刹那，太阳落了
下去。我抬头时，听到了倦鸟归巢的叫声，听到了林梢
风声的晚唱，听到了暮归孩子的歌声，还听到了附近工
厂下班时的敲钟声……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吗？我想
留住些什么，可是耳边的这些声响向我宣告一天的结
束，我的一天就这样匆促溜走，可我却什么都留不
下。我有些惶恐，好像怕自己突然长大。时间的声
音，惊醒我蒙昧的认识，莫名觉得要牢牢把握住手心
里的每一天。

时间留下了太多的声音，留下了太多的记忆。遥
远的年代，还没有钟表，但人们能够敏锐地感受时间的
流逝，也能够准确地捕捉到时间细微的声响。自然是
神奇的，草木和鸟兽也会聆听时间的召唤，从而调整自
己的生存状态，可它们的时间是粗线条的。而我们人
类是多么细腻和聪慧啊，我们听到了时间的声音，而且

把空洞的时间细化了，并用时间来丈量自己生命的长
度，衡量人生的价值，所以很多人对时间的声音极为敏
感。时间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时间的声音是流水的声
音：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的声音是花落的声音：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时间的声音是白发暗生的声
音：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时间
的声音，就在我们身边轻响着，滴滴答答，哗哗啦啦，窸
窸窣窣，时光的流逝，常常引发我们对生命的惶惑和思
索。时光太快，指缝太宽；岁月微凉，人生有限。时间
的声音，提醒着我们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珍惜时间就
是珍惜生命。

我觉得古代沙漏的发明者简直太富有智慧了。
沙漏那么形象地展示了时间流逝的过程，看着沙
漏里的细沙一点点、一寸寸漏掉，我们仿佛听到
了时间行走的声音。时间真的是有脚的，它像个
蹑手蹑脚的小贼，从我们身边穿行而过，无影无
踪，掠去了太多属于我们的东西，青春、活力、激
情等等，却也留给我们太多的东西，经验、智慧、
平静等等。

从前写作文总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话。
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时，人早已从白衣飘飘的少年
郎变成了一身沧桑的天涯倦客。时间是有声音的，仿
佛箭一般，“嗖”的一声，几十年就过去了。生命是一条
长长的线，而这条线是有限的，每天都在缩短。时间就
这样，一截一截“咔嚓”一声断掉了。时间的声音，有时
那么让人心惊，属于我们的时间太短太少，唯有珍惜才
能让时间的脚步声从容一些。

时间是有声音的，你听到了吗？生命给了我警觉
的耳朵，我要用它去寻找每一寸光阴。

□马亚伟

时间的声音

当最后一片黄叶恋恋不舍地落向大地的时候，秋
天便缓缓地从季节的边缘滑落，时令进入冬天。相比
于金秋的硕果累累，冬天则要素净得多，如同一位卸了
妆的古典女子，铅华去尽，素颜朝天，充满了无限的简
约之美。

秋收已经结束，乡村的大地，恢复了泥土的本
色。麦子刚刚播下，大片大片新翻的土地，熟睡在冬
天的阳光中，安详而洁净。园子里的白菜青翠欲滴，
新出土的蒜苗，宛如亭亭玉立的二八少女般青春可
爱。大黄狗在村口“汪汪”叫着，谁家的小院落里，枝
头上的柿子举着一个个小小的红灯笼，挑逗着树下
嘴馋的顽童。

无边落木萧萧，敏感的树木，是最会应景的。白杨
树叶子已经落光，经过春的慢慢酝酿，夏的盛世绽放，
秋的高远深邃，在肃杀的冬天，它们删繁就简，低调的
蛰伏，只为明年的盛装归来积聚力量。暗香犹在的桂
树，叶子仍然青绿，花朵不在，树下的放蜂人也不见了
踪迹。最妙的是漫山的红叶，烟笼晚霞，红润似火，层
林尽染的水墨画卷里，书写着千百年来不变的唯美意
境。

冬天的荷塘里演绎着别样的简约之美。夏天的遮
天莲叶不见了，秋天里籽粒饱满的莲蓬也没有了踪影，
只留下一片片枯枝残叶横七竖八地躺在硕大的水塘

里。“留得残荷听雨声”，小雨沙沙，塘面无风，守着一份
清静的时光，惬意之至。看过吴冠中的画作《残荷》，寥
寥数笔，点点墨痕，画面极为清瘦简约，可谓深得大自
然造物曼妙之精髓。

冬日有意义之事，莫若读书。春日踏青，夏日游
泳，秋日登高，固然乐在节令中，然而皆须耗费时间精
力，不如冬日，一卷在握，畅快淋漓地读书。冬日读书，
可早可晚，可周末大快朵颐，亦可工作日忙里偷闲。不
受天气所限，也不需要太多的外在条件，一人一书，如
此而已。

冬天之美，简约而不简单，人生亦应如此。冬
日，水瘦山寒，水，看似波澜不惊，山，仿佛也无半点
颜色，实则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你见与不见，水就
在那里；你爱或者不爱，山也在那里。它们静默不
语，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存状态，一种返璞归真的
洒脱。人心浮躁的时代，很多人被太多的物质所
累，整日里忙于赚钱，为了各种各种的琐事而疲于
应付。细想之下，其实大可不必如此。钱多钱少，
够用就好；事大事小，开心就好。花开花落终有时，
云卷云舒且随意，过优游任运的生活，不受现实的
物欲束缚，不为命运停留。

冬的序幕已经开启，万物沉寂而蓄势待发，所有的
等待，只为下一个春天的抵达。

□马从春

简约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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