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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情随笔 生生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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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上有盆绿萝的叶子全部黄了、掉了，我便把杆子
折断了埋在花盆里，准备来年春天种点别的。结果过了
一段时间，发现土壤表面有很多微微的凸起，似乎有股力
量正蓄势待发。仔细看看，裂开的缝隙里有小芽，顶端的
叶子卷成尖尖的样子，削尖了脑袋往前冲，为身后的芽秆
开辟出一条破土而出的路。又过了几天，嫩叶终于冲出
了土壤的包围，舒展成绿油油的叶片。当干枯的秆子焕
发出新的生机，我看到了柔弱中蕴藏着生的力量。

植物生命力旺盛，动物王国也有属于自己的精彩。
《蚂蚁星球》纪录片揭秘了蚂蚁的生活细节。它们搬东西
的画面非常令人震撼：有的蚂蚁用前面的触角抱住米粒，
如同儿子搂着胖爸爸的腰只能搂半圈；有的两只蚂蚁各
一头抱住稍大一点的东西，一只前进着走，一只倒退着
走；还有的五六只蚂蚁围着大的昆虫蛹，先从侧面钻到昆
虫蛹下面，再猛地用力站起来，触角虽细，却站得稳如磐
石；它们撑着的体积是自己本身的几千倍，走起路来却像
脚踩风火轮。蚂蚁就像千斤顶一般，小小的身躯虽柔弱，
却无比坚韧顽强。

看似入水般柔弱的女人，面对挑战也有克刚的力
量。秦国的宣太后芈月在燕国当质子时不断受到迫害，
几次九死一生。有一次芈月面对宰相夫人的羞辱，宁愿
冻死也不愿意受她施舍。她只穿着里面单薄的衣服走在
快到膝盖的大雪中，双腿冻得发抖，宛如触电一般不听使
唤，一次次倒在雪地里，又一次次艰难地爬起来。纵然艰
辛，她依然一路披荆斩棘，做了秦国的太后。支撑芈月踏
实前行的，是她柔弱内心坚不可摧的力量。

每个时期都不缺这样柔弱自有力量的女子。传记故
事《秋园》里，主人公秋园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后来家道
中落。18岁的秋园嫁给了上校参谋杨仁受，但光景不好，
小家很快揭不开锅。为了拉扯剩下的三个孩子，她拼了
命地寻找生计，当过裁缝、求过人，还要过饭。要饭的时
候，一天要走几十里的路，磨得脚上到处都是水泡，挨地
就钻心地痛，可她还是咬着牙坚持。就这样，她愣是养大
了三个孩子。女子本弱，可再弱的母亲都能为孩子撑起
一片天。

刚自柔出，柔能克刚。前路漫漫，默默坚持，努力向
上，人生定会精彩纷呈，因为柔弱自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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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寒风凛冽，冬意袭人，我总会想起那碗热腾腾的
鱼汤，那是父亲为我精心熬制的佳肴。那独特的味道，仿
佛是父亲对我深深的疼爱，无法用言语表达。

小时候，鱼汤是我们家中的珍稀佳肴，每逢腊月，父
亲都会带回一条新鲜的鱼，为我们熬制一锅美味的鱼
汤。他总是细心地清洗鱼身，熟练地剔除鱼鳞和内脏，然
后轻轻划一刀，洗净葱姜蒜芹。只听一声刺啦，鱼就下锅
了，父亲就像一位魔术师，没过多久，屋子里就充满了令
人垂涎的鲜香，心里也慢慢泛起暖意。

最近一次喝父亲做的鱼汤是在怀孕期间，父亲乘坐
高铁来看望我。抵达我家时，已是傍晚，他放下行李，随
即换上围裙，走进厨房准备晚餐。我听到他心疼地念叨
着抱怨我不吃东西，我好奇地凑过去，他却将我推出厨
房，自己一步不离地守在灶台前，火光在他脸上跳跃，映
出岁月的沧桑与坚毅……没过多久，一碗热气腾腾的鱼
汤端上了餐桌。我惊讶地发现，碗里飘荡着几片柠檬，而
鱼汤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鱼腥味。汤汁滑过我的舌尖，
激活了沉睡的味蕾。汤见底时，父亲自豪地说：“我说我
们老家水库钓的鱼味道不一样吧。”也许是这鱼真的与众
不同，也许是柠檬的调剂，但我知道，其中最不一样的，是
父亲深深的爱意和关怀的味道。

如今父亲身患重病，已不再下厨，知道我喜欢喝鱼
汤，他常鼓励我自己去尝试。一个周末，我从市场买回来
一条鲫鱼。父亲便充当起了老师的角色，在一旁边说边
比划，我照着父亲的指示操作着。“然后加入开水。”父亲
喘着气说。我有点着急，眼瞅鱼都快烧焦了，我还没备好
开水呢。父亲却微笑地说：“慢慢来，做饭啊也是一门艺
术，需要时间和耐心去烹调。”灶前手忙脚乱的我转身，撞
见父亲那疲惫慈祥的脸满是关爱。父亲病中，站立三分
钟都会大喘气，但烧鱼汤的过程，为了让我每一步都熟记
于心，十几分钟，父亲一直提着精神一遍一遍地跟我解释
每一个步骤。厨房里慢慢氤氲出鱼汤的鲜味，咕噜咕噜
地，像一首岁月之歌……

一碗鱼汤，蕴含着父亲无尽的爱意与深情。它如同
一首婉转的诗篇，诉说着岁月的流转。

姥姥没有上过学、读过书，但在我心中，她永远是好
学不厌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字不识一个的姥姥常独自去收
废品，为此她自学了一些算数。瘦小的姥姥蹲在屋外的
废品前，笨拙的打包、称重、付钱。在路上还一直嘟囔着

“二七一十四”“三七二十一”的口诀，像是她此刻唯一能
抓住的东西。每当有邻居来串门，她总是热情地招待，不
怎么自信地询问着自己记下的口诀是否正确。当得到肯
定的回复后，她便在心中反复默念这个已被确认的公式，
试图把它深深地镌刻在脑海中。到后来她不需再求助别
人，去收废品的时候，算得比按计算器还快。不识字的姥
姥，凭着突击学习以及后面的练习，成为心算行家。这份
进取的心，是一把钥匙，为她打开了幸福生活的大门。

姥姥回到家里也闲不住，她总到村头找人闲聊，闲谈
之余还精进了炸油条的手艺。有一年过年，家里准备炸
油条，她端着一盆和好的面，轻轻放在床上，然后用被子
仔细盖好。我好奇地询问，她郑重地说：“听别人说的，这
样面发酵得更快，会发成均匀的蜂窝状。”没过几天，姥姥
又升级了自己炸油条的配方。这次我发现她的面盆里又
多了几个鸡蛋，和面的水也换成了牛奶。追问原因，她才
略显得意地对我说：“我刚学得新秘诀，加上鸡蛋和牛奶，
做出来的油条更加松软。”每次离家，我总要带些油条
走。油条早已不是普通的食物了，它已成了姥姥精湛厨
艺的“代名词”。

姥姥不只精进了算术和厨艺，也在手机上下足了功
夫。去年，姥姥在老院砍树摔倒，腰椎骨折了。住院时，
我们为她替换了一部智能手机，好让她打发无趣的日
子。拿到手机，姥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竖起耳
朵听着每个软件的功能，一边听一边不住点头，虚悬的手
指也开始在屏幕上兴奋地点点这个，又点点那个，像得了
个新奇的玩具，连吃饭都顾不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姥
姥已经能熟练地打开手机，找到通讯录，拇指缓慢往上
滑，嘴里背着名字，直到找到想联系的那个人。她也会打
开视频软件，听听新闻，看点家长里短。姥姥打开了一片
新天地，摆脱了病房里的焦思苦虑。

姥姥主动跨过一道又一道槛，用一次又一次的进
步，敲碎生活的障碍，迎来的或许不是清闲自在，但一定
是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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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漫忆母亲漫忆
□□ 刘念刘念

作家周国平曾说：“一个人无论他多大年龄，失去了
父母，他就成了孤儿。”

去年的此时，母亲因病离我们而去，享年 90岁。但
她的音容笑貌今犹在，点点滴滴留心间。“他乡纵有当头
月，不及故乡一盏灯。”每当去老屋收拾时，第一眼没看
到屋子里的灯光，心里都会陡然生起一片怅然，母亲已
走了。

母亲的一生充满艰辛苦难、曲折坎坷，但她勇敢坚
毅，忍辱负重，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她本出生
在一个较为优渥的农村家庭，由于父亲吸食鸦片，将家产
败尽，从此家道中落，母亲童年至少女时代完全是两重天
的生活。经亲戚介绍，与父亲相识并结婚，开启了她为人
妻为人母的漫漫人生。

奔波的家庭练就她坚强不屈。与父亲共同生活 50
多年的岁月里，共迁家 7次，从石首到公安，从乡村到城
镇，不停地辗转，这不仅是家的迁徙搬动，更涉及到新地
方安家、立业。每一次，都面临着一个陌生环境的适应、
全新生活的挑战，还有生存和就业的压力。但是母亲从
不畏惧，勇敢面对。她总是跟随父亲的节奏，迅速调整身
心，默默承担所有家务，打理家事，分办家活。母亲小小
的个子和柔弱的身体，担负起家里的千斤重任，整天操
劳，像个永不停歇的机器。她紧咬牙关的巨大生命力，来
自她心中的一个坚强信念，那就是相信随着子女慢慢长
大成人，一切都会好的！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她夙夜不
懈，努力前行。记得在金丰村时，我们家劳动力少、人口
多，属于长期的超支户，后又大包干，在田地的收入总是
比别人家少，日子过得紧巴巴。前不久，我到金丰村故地
重游时，与老邻居们在一起闲聊，老邻居说起我们家，都
感叹我们家两间半土坯房中的女主人即我母亲的能干和
不容易。那时候，我记得在堂屋右边有两间房，姐姐们与
父母各一间，左边前面是厨房，后面是我和哥哥的一间小
房，日子虽艰苦，但一家人每天都开开心心，其乐融融。
平日里要挣工分，还要争排名，靠的是母亲周旋于生产队

和左邻右舍之间的关系，解决没有劳动力家庭的难题。
贫穷的日子练就她精打细算。记得母亲常挂在嘴边

一句话：“惜衣得衣穿，惜饭得饭吃。”这是掌管家庭经济
的支配方式，同样也是教育我们子女的形式。记得当年，
我和哥哥读初中时，几个姐姐分别已上班和出嫁，家庭负
担稍稍轻松了些，但母亲坚持每天剩下的饭菜作为第二
天全家人的早餐。特别是在寒冬腊月，她总是比别人早
起，为的就是节约几分过早钱，我们家每隔两年请裁缝师
傅到家里做两天工，就是为了将家里的旧衣服重新设计，
大改小，小接大，修补破洞，解决全家人有衣穿的问题。

身份的特殊练就她严格自律。因父亲常年在外工
作，担任不同的领导职务，作为母亲，一边需克服丈夫常
年不在家的困难，一边还需以领导干部家属的身份严格
要求自己。每次去生产队分东西时，总是等到别人分剩
下的才是我们家的，有时别人来家里送点物资时，特别是
大的物件，母亲总是态度坚决予以拒绝，为父亲的一世清
名当好了守护者。母亲在农村平日里也是与其他女性劳
动力一样下地干活，春种秋收，风里雨里，没有任何特殊，
说是干部家属，实则普通百姓，为父亲开展工作起到了以
身作则、严于律己的典型引路作用。

肩负的重任练就她顾全大局。父亲五兄弟，母亲两
兄妹，原生家庭都很困难，而父母都是幺房出生，待日子
稍好些，所有侄子侄女都纷纷投到父母身边，有看病的，
读书的，结婚的，找工作的，一面需给予生活照顾，一面还
需解决具体问题，父母有时为这样的事情绞尽脑汁，商议
至半夜，作为父母，他们既要重情不忘记来路，又要重义
不能破坏党纪国法，他们总是在难与愁中思索和平衡。

母亲的慈爱练就她的悉心传导。母亲这一辈子教育
子女有两个特点，一是嘴巴说教，二是身体力行。她虽没
有上过一天学，但她对古语古训信手拈来，常常教导子
女，帮助解决思想困惑。记得在我走上重要的岗位后，母
亲常常告诫：“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一定要严格要求自
己。”还交待我行为方式，比如“话不能抢着说，必须想着

说”“事缓则圆”等等，这些看似浅显朴素的语言，却蕴含
着人生的大道理，也指导着我们前行。特别是在她人生
的高龄阶段，担忧姐弟之间的感情，经常会与我们讲：

“家不和，邻里欺，你们一定要团结，家和万事兴。”母亲
曾经的句句嘱咐，依旧言犹在耳，时刻警醒。现如今，儿
孙满堂，个个意气风发，精神饱满，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
热发光。

善良的修行练就她渐行渐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农
村，时有上门乞讨的，母亲总是给予他们施舍关照，让他
们各有所得，还会根据他们的现状作出细心的处理，有给
钱的，有给米的，有给饭吃的，有给旧衣服的。母亲常说，
每个人都会有困难的时候，能帮上一把是一把。还由于
母亲地方形象好、威望高，十里八乡不少小伙和女孩找到
母亲做媒，而且成功率相当高。后来谁家争吵也来找母
亲评个理，经劝说后也就相安无事。正是母亲的每一个
善行善举，使她老年生活怡然自得，快乐满满，高寿无疾。

独居的生活练就她的积极状态。父亲去世时，她时
年 71岁，独居生活近 20年，她总是每天把自己时间安排
得满满当当，每天早晨起床后锻炼两小时，然后吃早餐，
买菜，回家整理家务，中午做中饭，下午娱乐，到了晚上看
完电视后还会做轻微运动，坚持每天泡脚。近 20年时间
里，没有吃过药，去过医院，靠的就是这份自律。她还有
一群属于她自己的老朋友，时常组织在一起交流聚会，了
解外面世界；一起娱乐，强智保健；一起互访，增进友谊。
母亲精神矍铄，乐观向上，爱心盈盈，善待他人，更善待自
己，每日积极面对生活，从不怨天尤人。

有位名人曾说：“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有三种形式，
一种生命没有了，一种他们故事没有说了，一种能记起他
们名字的人也已经死了，他才真正离开这个世界。”母亲
虽然走了，这只是她的生命形式和体征走了，但她的精神
却是永生的，她会以另一种生命的形式与意涵丰稔地延
续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后辈生活的动力与信念。母
亲，你永远活在我们心底！

季季候物语

释道行《颂古十七首》写道：“枯树云弃叶，凋梅雪作
花。击桐成木响，蘸雪吃冬瓜。长天秋水，孤鹜落霞。”

从外形观之，冬瓜圆圆胖胖，像极了大肚弥勒，成熟的
冬瓜洒满白霜，更似一个云游八方经历四季风霜的不羁和
尚。就品质而言，冬瓜越是个大越显安详，越经严霜滋味越
美。也许，遁空之人从一只瓜联想到自身境遇，敬它沉默含
蓄，加之又是素食，所以就爱吃上了。

或蘸雪吃瓜，或清水煮瓜，皆寡淡而无味。这位诗僧吃
的并非是看得见的实瓜，而是修那份从容自在，不管尝任何
食物，于己都是一种旷达超脱的锻炼。冬瓜在诗人的笔下，
厚重沉静，另具一份悠然冲淡的诗韵。我总觉得，冬瓜一定
是从寺庙推广而后普及于俗世的。

冬瓜大约是在北宋时期得到广泛种植，成为百姓寻常
吃的食物。《江陵县志》记载，宋仁宗召见一位隐居在江陵的
名士张景，问他为何归隐，张景作答“新栗米炊鱼子饭，嫩冬
瓜煮鳌裙羹”，短短几个字信息量很大。蒸好的粟米饭，焖
熟的小鱼和鲜鱼子，冬瓜海鲜紫菜炖汤，虽是家常饭菜，但
一说出口便是叫人垂涎欲滴，正是这些清新小菜让张景心
起回乡之意。拿冬瓜羹汤做借口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据记
载，“冬瓜鳖裙羹”的确是江陵名菜之一。想必仁宗听后，也
恨不得一尝冬瓜而后快呢。

一个人想表达气节，可以画竹画松，绘菊绘兰，但也可
以涂鸦几只经霜枯叶老冬瓜。我曾见过一幅古画，苍山白
雪，黎杖山人，枯叶冬瓜，泥泞孤鸟，画面萧索而寂静，境界
露外，心界深藏，物无本相，意会就好。

冬瓜初称“地芝”，载于张揖撰写的《广雅·释草》。地芝
是灵芝一种，古人以芝为瑞草，服用可成仙，古人是先食叶
蔓，认其美味似芝而取名？不知。《神农本草经》里载有冬瓜
的栽培之术，称为“水芝”，意即水边芝瑞。这又让人疑惑，
莫非冬瓜最早生于水泽？不过，冬瓜吸水量大，种于浅水确
实更利生长。后查资料，汉从外域引进种类不同的番瓜，便
将所有的土著藤蔓果实都改称瓜。《广雅》又记，“经霜后其
皮白如粉涂，其子亦白，故名白冬瓜”，水芝遂被白瓜、冬瓜
之名替代。郑安晓《咏冬瓜》，“剪剪黄花秋夏春，霜皮露叶
护长身。生来笼统君莫笑，腹里能容数百人”，很好地记录
了冬瓜的栽种过程。以“冬瓜”名之，恰能体现一只瓜从青
涩之籽到熟透之果的成长经历，冬，本就蕴藏成熟之意，极
丰富，极美好。

《随园食单》谈冬瓜之妙，“以柔配柔，以清入清……甚
佳”，剥去绿皮小籽，白肉匀片，薄透无瑕无暇。冬瓜贴地而
育，从青幼到成熟不曾经历任何污秽，四季三春可食，清高
玉洁，其可观、可雕、可悟，唯不可亵玩焉。

蘸雪吃冬瓜
□ 闻琴

腊月里，荆州下了一场雪，不大，但是第一场雪，是一直
期待却姗姗来迟的雪。

我喜欢冬天，是因为冬天有雪，雪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晶莹剔透。我想，冬天不下雪，就不叫冬天，就没有冬天的
味道。冬天不结冰，就没有冬天的雅致。

冬天的头场雪，下的不大，早上推窗远眺，城市的楼顶檐
瓦，盖了稀疏的薄层，应该是半夜悄然而至的。想起小时候，我
感觉那时天气格外的冷，下的雪格外的大，道路上，小河里，结
出来的冰格外的厚，特别是屋檐下的冰凌有两尺多长。

小时候的雪，总是那么长，断断续续个把月，碰上倒春
寒，年后的春天也要下雪。只要是下雪了，孩子们欢天喜
地，跑到外面堆雪人，打雪仗，摘冰凌吃。大人们则是在家
里烤火，多是之前挖的树蔸根、木材、棉梗、稻草，满屋里烟
雾缭绕，但温暖如春。一烤火就是一天到晚，洗了的衣服可
以在旁边烤干。还有中晚餐，在火炕上支个锅架，炖腊排
骨、腊肉、白菜，吃几大碗饭。孩子们把红薯、糍粑、鱼块在
火上烤着吃，满屋飘香。

我怀念小时候的雪，下的时间长，白茫茫的，把大地、把沟
壑，把房屋，把万物，把整个世界，装扮成犹如一个童话般的冰
雪王国。我怀念小时候的雪，那么纯洁无瑕的一家老小，团聚

在一起，虽然没有电视、手机、微信、互联网，也没有房贷、车贷、
升学等压力，只有烤火，聊家常，烧烤，其乐融融。

我怀念小时候的雪，雪后晴天，阳光明媚，屋上的雪从
檐下慢慢融化流淌，滴滴答答，日夜不停。老人们端坐门前
晒太阳，孩子们垒雪球，远处雪景被阳光普照，田野大地上
的雪，慢慢消融，留下一坨坨轮廓。

我喜欢冬天里的雪，不喜欢冬天里的风，风像尖刀子刮
在脸上生疼，也不喜欢冬天里的雨，淋在身上、脸上，透心地
凉，而冬天里的雪，花朵似的，落在身上脸上，抚摸着。

我喜欢冬天里的雪，见到雪花了，年也越来越近。而腊
月的雪，腊味十足。冬天的雪花飘了，落地润物，春天的气
息就扑面而来。

我喜欢冬天里的雪，更是因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那是一片多么美妙的神奇景观。这是唐朝边
塞诗人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诗句，岑参的故
居也是我的家乡。

瑞雪兆丰年。总之，冬天里的雪，是对大地最好的馈
赠，为来年的庄稼疏松土壤、防止病虫害夯实基础。冬天里
的雪，纯净，把大地洗涤干净，过滤干净，升华，变得纯洁而
又美好。也把心染得透亮，令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荆州的雪
□ 李国新

乡村进入冬天，与其他三季相比，略显安
静。偶尔有几只鸟雀跑出来叽叽喳喳地觅食，欢
欢喜喜地跳跃，更衬出乡村的祥和，宁静。然而，
乡村的冬天却有属于自己的“热闹”。

冬天，那漫天飞舞的雪花刹那间就把一世繁
华装扮成玉树琼花般的童话世界。在穹庐之下，
茫然天地之间。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在雪地上
追逐打闹，堆一个漂亮的雪人，滚着雪球哈哈大
笑。一只小手扔向一个白蘑菇似的羽绒服上，顷
刻间就收到了一个热情的馈赠。一个，两个……
刹那间，整个寰宇都荡漾着童稚无邪的笑声……
他们在厚厚的一地碎银上奔跑腾挪，向天地诉
说童趣，诉说着天真烂漫，诉说着属于冬天的

“热闹”。“热闹”不仅仅有孩童的，更有冬季的。
你听——阳光融化雪花的清脆，一棵棵大树写满
年轮的声音，湖水在冰底下流淌地欢笑……冬天
在清冷的外衣下，依然有属于自己的热闹，有属
于自己的生命律动。

古人非常重视读书，而在冬天尤甚。唐代子
兰在《对雪》中说：“密密无声坠碧空，霏霏有韵舞
微风。幽人吟望搜辞处，飘入窗来落砚中。”子兰
是长安的僧人，对功名利禄等自有一颗空灵之
心；但他的冬季也不是沉寂的，而是空灵的动
态。尽管雪落天地，他依然深思，以雪研墨，书写
人间的素雅之气。与唐代相比，宋人更重视读
书。宋代紫金霜在《立冬》诗中说：“门尽冷霜能
醒骨，窗临残照好读书。”让“冷霜”“醒骨”，多么
深刻的人生体验，蕴含着多少奋发之力！“残照”

“读书”，又包含多少惜时勤奋的热烈！杨万里在
《观雪二首》中如也表达了“借雪夜读”的勤奋之
态。他说：“满庭更遣迟销著，剩借书窗几夜明。”
读书在于思考，在于验证，在于践行。“古人学问
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躬行。”这首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
聿》。在冬日或是冬雪天与夜中，无论是高声朗
读，还是强调“知行合一”，抑或是为读书增添乐
趣；冬天，无疑为读书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现在，
乡村的儿童的读书声时刻敲打着冬日的耳鼓，敲
打着共赴祖国复兴梦的锣鼓。书声正与“风声”
等其他天籁之音，共同构成了冬日特有的“热闹”
旋律。

比书声更热闹的，当属冬日的新婚大喜。相
比其他三季，冬天一直都是结婚的高峰期，特别是
年底的时候。节日的喜庆更让婚礼喜上加喜，幸
福感倍增。城里结婚也很热闹，但有一种冬日的
热闹，叫农村结婚。这种冬日婚礼的喜庆氛围是
城里所比不了的。喜庆的喇叭在结婚前几天就开
始了，不是让欢乐的唢呐响彻村头村尾，就是《抬
花轿》让人不断地心花怒放。街坊邻居乐呵呵地
前来帮忙，相互调侃着当年自己结婚时的喜事、囧
事；也有亲朋好友陆续来随喜的，吃饭时，你去看，
人黑压压的一片、乌央乌央的，热闹的很。结婚当
天，先不要说新郎新娘会被安排表演多少种节目，
让人笑得留下眼泪；即便是男方的父母也会被街
坊邻里好一番折腾，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逗得大
家哈哈大笑，直笑的弯腰捧腹。这热闹是祝福：锣
鼓震天迎新人，鞭炮齐鸣降祥瑞。百年恩爱双心
结，情真意浓思切切。这热闹是鼓励：爱好上彼此
包容，生活上互相关爱。这热闹是期盼：白头偕
老，夫妻恩爱，早生贵子。

雪地里童稚的笑声，书房中琅琅读书声，婚
房中响彻天地的喜悦声，构成了乡村冬日的“热
闹”。尽管冬天，没有夏天的炎热，却有着一种自
然的冷静和坚韧；冬天，没有秋天的收获和丰盛，
却有着蓄势待发的内敛和睿智。冬天，就是一幅
黑白素描，线条简单，却蕴含着深奥的生命真谛。

冬日的“热闹”
□ 黄金铎

雪后古城荆州。（李波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