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除夕夜
的守岁，守的是家风，

传的也是家风，代代相袭。
我家家风，由一代代人口传心

授。谦和待人，诚信处世；低调做人，高
调做事；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忘了自己对

别人的好；勤俭持家，史书继世；夫善妻贤，父
慈子孝，兄友弟恭；多行善事，善事等人；凡事多

看好的面。这就是我家家风，源于明代，传承至今。
年夜饭对我家而言，是暖心传统习俗，又是精

神寄托。从高祖那代人到我这代人，老人随哪个儿
子生活，岁就在这个儿子家守。

我年少时的那些农耕岁月里，祖父母随六叔家过
活，每年的除夕夜，我和姐姐哥哥都随父母去六叔家
过。六婶早早烧热了祖父母住的宽敞中窑屋的土

炕，六叔赶在天擦黑前就架起了火炉，让中窑屋
温暖如春，并把招待来人的葵花籽、水果糖、红

枣、核桃、柿饼摆在炕桌，祖父母坐在热炕
上等候着我们来团聚。

那时的孩子，都爱吃
水果糖。孙子孙女到齐，

祖母将一大盘水

果糖均分他们。晓事的孩子们，又拿各自分得的水果
糖给祖父、祖母、叔叔、婶婶、父亲、母亲吃。

年夜饭端上炕桌，父亲兄弟六个一起给他们父母
照古规旧礼磕头拜年，再依次孝敬他们父母过年的压
岁钱。随后，当中学教师的祖父撒孙子孙女过年的压
岁钱。

吃年夜饭时，祖父母不端第一杯酒，大家都不
端。一道菜上桌，祖父母不先吃一口，大家就都不动
筷子等着。对少不更事的孙子孙女爱吃的荤菜，祖父
母的儿子儿媳们要祖父母趁热多吃，但祖父母只是吃
一筷头，便均分他们吃。哥哥姐姐们，又把自己分得
的再分些给“胡搅蛮缠”的小弟小妹，哄他们不闹。这
些落在了我的眼里，让我从小就养成了敬老爱幼的习
惯。

我家的岁从吃过年夜饭往正月初一天亮的守。
大人守岁，是为孩子祈福，让孩子平安成长；孩子守
岁，是给老人祈福，让老人健康长寿。这是守岁的乡
俗。守岁开始，祖父讲家风、追忆已故而流芳于世的

几位祖先。这里的一位，是名中医，他一生

不 惜 钱 ，多
救济鳏寡孤独、支助家
境贫寒的学生。他故去后，村
人都念叨他的好。还有一位，是祖
父的伯父，是位省级优秀教师。安葬他
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作家学生这样评价
他：“他用大半生的坚守，诠释了一个师者的高
贵品德。他用渊博的学识和无私的大爱，让无数
农家子弟改变了命运。他用忠厚善良，塑造了无数
学生的灵魂……”紧接的议程是，伯父和他的弟弟依次
总结各自去年的得失，畅谈新一年的打算。

祖母在祖父谢世十年后辞世，时光到了信息发
达、物质丰富的时代，舌尖上的美味甚多。父母随
四弟生活，我和两个哥哥及其家人的除夕夜在四
弟家过。父亲在电视的“春晚”节目播毕，像当年
祖父那样对他的儿孙讲家风，追忆优秀祖先。

父母离世后，我的除夕夜仍承从前的过。
就我和儿子看来，一家共度除夕夜的家风
永远不可缺席。吃年夜饭，重温家
风，追忆已故优秀祖先，总结上
年，做新一年规划，继往开
来。

过年了

过年了
空气弥漫着欢乐的味道
天气晴好，红灯笼、红春联
大人们放下手中忙碌的事
孩子们相约着跑出去
透明新鲜的气息
波动着节日的氛围
过年了，背阴的残雪
已经盖不住露头的青芽
这一刻，我们顺势如初
心情畅顺。每个人
将勤于把复杂的事理处理得
恰切。欣然、释然
这一刻，我们专注
凝神到内心的物象
将产生凝聚力
——新年新气象，遇见的
巧或不巧
都将以遇见的方式 （张凡修）

浸透着乡愁的车票

眺望远方的窗口，思念
被年味浸透
走在异乡的大街
蓦然回首
哑然一笑更浓了乡愁
攥紧手中的车票
向故乡招手 （曹天成）

徜徉在春天

煦暖的阳光洒满庭院
清脆鸟鸣声唤醒迎春花
一股锐不可当的激流
正从心底不断地喷发

蘸一抹墨香
写出岁月里的芳华
聆听古筝梵音
日子在字里行间悄悄发芽

吹面不含杨柳风
满园春色关不住
徜徉在春天的怀抱
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张芳学）

冬日

冬日的阳光，淡淡地洒下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
万物沉浸在这宁静的美妙中
岑寂的冬夜，星空格外清晰
银河在天空中流淌
仿佛要把人带入梦境
大地被雪覆盖，一切都变得纯净
冬天的树林，没有了夏日的喧嚣
只有寒风在枝头呼啸。白雪覆盖的大地
像是铺上了一层银色的绸缎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
生命仍在孕育着新的希望 （石少华）

雪花落

园子里的白菜耷拉着叶子垂在地上
它不是怕冷，而是用最低的姿态
向人们奉献出最甜的味道
老屋前的苦楝树叶子都掉尽了
干瘪的果子在枝头上挂着
晒谷坪里用粉笔画的城墙也淹没了
茫茫的雪原上空空荡荡
也只有飞舞的雪花，才会记起
昔日里在雪地里疯跑的少年
梦里的故乡更近了 ，母亲在井边洗衣服
雪花落在母亲乌黑的头发上
像是为母亲定做的发饰，好美好美
我轻轻地唤了一声母亲，母亲一回头
那笑容，好甜好甜 （尹晓华）

除夕

打开门，让烟花在最后一页黄历上
照亮团圆。团圆不睡，团圆
在春晚的中国红里喝酒守岁、唠家常
打算在崭新日历的第一页上
唠醒黎明 （孙松铭）

我们是一群归乡的候鸟

我们是一群归乡的候鸟，纷飞在隆冬时节
空中，大雪漫天；大地，纯洁无瑕
严冬料峭，北风刺骨
阻挡不了候鸟归心似箭的飞翔

我们是一群归乡的候鸟
东海西域，南国北疆
我们飞翔，我们栖息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回家团圆的向往

父母亲人，故土乡音，
几回回梦中呼唤，几回回醒后泪下
归心似箭，万千游子不惧凛冽
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归乡的殷切希望

我们是一群归乡的候鸟，立春时节
周期性迁徙，进行温暖的流动
家，在远方；亲人，在期盼
梦里的故乡，凝聚成诗歌，情意绵绵

归途的温度，渐渐升起
回乡的候鸟，用脚步
铺就温暖的回家路
团圆的温度，是家的温度

北风，传来妻儿的呼唤
冬雨，润泽游子的渴望
飞雪，铺陈父母的白发
融入眼中，化作春节团聚的佳酿 （ 袁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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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老远，便听到了风声。这种
声音我在乡下的街道上，无数次地听
到，隔着纸糊的窗户，树叶互相撞击的
声音铿锵有力。

村北是一片杨树林，树干高大笔
直。杨树叶如手掌形状，这样的形状
平易近人，让人没有隔阂。我时常将
杨叶擎在掌心里，叶子正好盖住我的
手掌，每一片叶子上面都有纹路，与我
手掌上的纹路一般无二。我曾经听同
学们说手掌上的纹路代表着一个人的
一生，每一条纹路清晰可见，可以预知
未来，其实这不过是我们对未来的憧
憬与希望。杨叶响动起来，如鼓掌，更
让人敬而生畏。

杨叶最为多情，因为杨叶最能代
表春天，往往是一阵春风掠过，杨絮纷
飞，杨花四散，紧跟着，杨叶便萌生。
杨叶开始时最为稚嫩，如儿童的手，轻
盈剔透光洁羞涩，它们牢固地拽着杨
树的枝条，信心毫不动摇，你想看清楚
它们年轻时的模样，需要上树，骑着树
干，紧紧贴树身，杨树光滑，一不小心
便从顶端滑落下来，然后你的裤子线
开了烂了，肉出来了，周围一片嘲笑
声，杨叶先笑，它们笑你的天真与烂
漫。

我小时候曾经吃过稚嫩的杨叶，
但生涩难咽，需要焯水，将涩过滤干
净，但吃下去依然味如嚼蜡。

杨叶在古代可是个名角色。
《诗经》东门之杨：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

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

明星晢晢。
杨叶是为爱情而生的角色，杨叶

一响，内心就彷徨焦虑，爱人不见来，
只有杨叶无情地在风中飞舞，一片赤
诚之心，时光却在推移，怎不叫人心生
惆怅！

郎士元《闻吹杨叶者二首》：
妙吹杨叶动悲笳，胡马迎风起恨

赊。
杨叶可以做成杨笛，杨叶卷成团

状，放在嘴角处，轻声吹奏，声音便如
天籁般飘来。但能够吹春天杨笛者却
不是一般人所为，我曾经信誓旦旦地
将杨叶塞进嘴唇下面，努力试吹，却毫
无声音，而一个小伙伴，将杨叶片用两
手轻擎，与嘴唇相接，一首《出塞曲》就
让人动情动容。

在小兴安岭，我曾见识了无数种
杨树的风采。意杨、胡杨、青杨、白杨、
大叶杨和黑杨，它们个个张扬着身躯，
如山一样耸立在祖国的北方，它们姿
态昂扬，绝不向任何势力低头，它们的
叶子如雪一样倾洒人间，让我这个在
风中伫立的成年人突然间泪如雨下。
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呀，在那个一览
无余的秋季，成堆成片成魔的杨叶，如
雪如发，在秋风的肆意下，突然间毫无
秩序地落下，砸在头上，跌在尘埃，我
用手抓，用肩膀扛，用脑袋顶，试图阻
碍它们掉落，但它们毫无留恋树身，而
是按照大自然的生态法则，义无反顾
地落、固执地落、潇洒地落，落在树根
下，任凭雨雪风霜冲刷，成泥成粪成
灰。

杨叶牂牂杨叶牂牂
□□ 古保祥古保祥

腊梅非梅花，在植物分类学上，
腊梅属腊梅科，而梅花则是蔷薇科植
物。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说，腊梅，
释名黄梅花，此物非梅类，因其与梅
同时开花，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得
此名。清初《花镜》记载说，腊梅俗称
腊梅，一名黄梅，本非梅类，因其与梅
同放，其香又近似，色似蜜蜡，且腊月
开放，故有其名。

腊梅花，朵儿小，单薄，花为蜜蜡
色泽，黄而滋润，就像晶莹黄玉。那
腊梅花色，仅为黄色，而梅花颜色有
白色、粉色、深红、紫红等，可谓缤纷
绚烂。

嗅觉上，也有不同，那腊梅的香
气浓烈，弥漫鼻息，穿透肺腑，不像梅
花的香，是一种隐约的散淡清香。有
诗说腊梅之香：“枝横碧玉天然瘦，恋
破黄金分外香”。我常采几枝腊梅，
插入房间书桌上的花瓶中，那浓香弥
漫，让人神迷荡漾，欲罢不能。那花
香，让我想起桂花香，其实比桂花的
香，多了点寒意中的彻骨，浓香袭人，
更加沁人心脾。

腊梅，还有两个不同品种的雅趣
称号，素心腊梅和荤心腊梅。前者，

花心无杂色；后者，花心有紫色条
纹。这种素与荤的区别，正说出了腊
梅性情，它让腊梅这种植物变得有了
情趣。那腊梅，还有更丰富情趣的名
称，如虎蹄腊梅、金钟腊梅、狗牙腊梅
等。

我生性爱腊梅，爱它那种密布枝
条上的花朵儿，小精灵一般，虽没有
姹紫嫣红，但温馨的一抹金黄，有微

笑着的繁华，盈目的宁静。可以说，
腊梅素颜朝天，清寒中透出芳华，在
枯寂的深冬里，在无叶的枝条上，点
点星星，如繁星般的云梦。它的花朵
儿，呆萌，可爱，热情烂漫，尤其在落
雪后的白色枝条上，探出一个个圆圆
小小的黄花苞，或绽放，或一个个含
苞待放的花骨朵，那花朵的浓香，在
雪地弥漫。

有佚名诗人的腊梅诗：“隆冬到
来时，百花迹已绝，惟有腊梅破，凌雪
独自开”。腊梅花入冬即开，出冬凋
零，迎寒愈热烈，遇雪愈强盛。这一
点，与梅花的性格相近，所以很多人
将腊梅误当作梅花。二者皆为冬天
花之使者，开得灿烂，耀眼光辉，萧索
中见浓烈，雪意中显神采。

在《姚氏残语》里称腊梅为寒客，
正如“知访寒梅过野塘”的诗意。腊
梅为百花争开之先，故称早梅。又因
入冬初放，故名冬梅。“寒”是腊梅的
性情，“早”是腊梅的性情，“冬”也是
腊梅的性情，显示出腊梅的冬韵品
质，生成了它在强暴面前永不屈服的
性格。腊梅还称金梅、蜡花、黄梅花，
这与它蜡质般的花色相关，也与开花
于腊月黄天的时光相关。

腊梅为寒客腊梅为寒客
□□ 鲍安顺鲍安顺

小溪国家自然保护区，一旦走
进，你就恍惚了。

让你恍惚的，首先是这里的绿。
小溪的绿，是国画里那种粗犷

的泼墨，浑厚，饱满，酣酣畅畅，大气
磅礴。人在小溪，目光所及，皆为绿
色 ，毕 竟 这 里 的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92.75%。近处那树木、草丛、藤蔓，
甚至石头和房子都是绿的。远处那
起伏的群山，仿佛绿色的波涛，人在
群山里上山下坡，仿佛在绿色波涛
里无助地漂泊。

而小溪里的绿，绿的丰富。青
树叶、楠木叶是墨绿的，新发的蕨
叶是浅绿的，新发的石栎叶是嫩绿
的……各种绿相互重叠、交织在一
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近处看是
各自为阵，但远望，层次不同的绿，
则又浑然一体。

但更重要的是，小溪的绿，绿得
长长久久。因为这里是亚热带低海
拔常绿阔叶原始次生林，一年四季
里，都被绿色统治着。春天来时，它
们绿着，夏天来时，它们还是绿着，
哪怕是秋冬里，它们一样都绿着。
这里似乎没有四季的流转，没有光

阴的刻录。据科学家们考察，这里
是中南十三省唯一免遭第四纪冰川
侵袭的低海拔常绿阔叶原始次生
林，也就意味着，小溪是从远古走来
的一块地域，这里众多的绿，就一直
在繁衍生息着，但却又让人感受不
到这种繁衍生息的变化。当你站在

“长者”黄心夜合树前，看到枝叶纵
横，染绿着一片密不透风的天空时，
得知道该树已经有 1000余岁，你就
不知不觉地恍惚起来，只感觉光阴
很迷糊，你已经不知今夕是何夕了。

让你恍惚的，还有这里的静。
在小溪，你是感受不到喧闹

的。昼里，林间是幽静的，溪岸是寂
寞的，阳光闲散地从树叶的缝隙里
漏下来，只有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
鸣叫，鸣声细小的是麻雀，那叫声像
碎碎的野花，在枝头忽而盛开又忽
而凋零，是那么悠然；鸣声粗重的，
是苍鹰，像牡丹花一朵朵地盛开，又
一朵朵地枯萎，叶尖上的露滴，随即
就沙沙拉拉地滑掉进泥土，那声音
仿佛是宿雨踩过树叶。而到了夜
里，万籁俱寂，只有猫头鹰的叫声，
偶尔叫一声，那声音似清风，倏然于
26000 多公顷的小溪夜色中划过
……

在这样的宁静之地，居住的人
家是不多的，仅有几户人家像山里
的蘑菇，冷清，安静。这些人家的屋
坎下，几乎都有一条蜿蜒的清溪，
溪水就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清冽
地滑动。而一条炊烟就在人家的
屋顶上，像水中的海带一样，一扭
一扭地向上，向上。人家的屋檐
下，如果是秋冬季，定会摆放几个
形态各异的枕头瓜和白色冬瓜。
瓜果旁的一个烂木桶上，会有一只
花脖子猫咪坐着，眼睛眯着，似睡
非睡。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细鸡
崽，围着主人咯咯地叫着，向主人
讨要着饭粒。而夜晚时，在坪上闲
话家常，那屋里的灯火，弱弱地散
出来，很温软，很可亲……好一幅
乡野生活图景。

在这样的境地里，走着，想着，
你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光阴的流转，
心底蓦然慨叹：今夕何夕？

夕阳西下，广袤的博茨瓦纳大草原
上，一头花豹正伏在高高的青草中，死
死盯着前方行走的一群野猪，寻找着
猎物。忽然，一只母野猪进入它的眼
帘，那是只体型微胖的野猪，受了伤，瘸
着一条腿，孑孓而行。

那肥膘，厚实极了，抓到它，将是多
么丰盛的一顿晚餐啊！花豹边心生暗
喜，边等待着最合适的出击机会。照以
往经验，它长嘶一声，就会吓得野猪群
魂飞魄散，仓皇逃窜。然而，乱局之中
取它性命，不如突然袭击来得容易。

小心翼翼的花豹还是得考虑周
全。终于，那只受伤的母猪与同伴们落
下了一段距离，花豹觉得机会来了。

就见花豹风驰电掣，发动了雷霆突
袭。听到脚步声的野猪们转头一瞅，见
是天敌花豹，忙四散奔逃。那只受伤的
母猪吓得瑟瑟发抖，早迈不开步子。没
费吹灰之力，就被扑倒在地，几乎成为
花豹的腹中之物。

花豹心底里乐开了花。可它高兴
得还是有点早了。它怎么也想不到，一
头雄野猪居然怒吼一声，掉转过头来，
露出长长獠牙向花豹飞冲而来。众野
猪见状，初一愣，瞬间就齐刷刷掉头赶
来，形成合围之势，将花豹紧紧包围
住。花豹可不想丢了到嘴的晚餐，就和
一众野猪顽强搏斗。奈何好手难敌众
拳，没伤到野猪分毫，花豹自己倒被齐
心协力、重重围攻的野猪咬得遍体鳞
伤。醒过神来的花豹寻了个空隙，落荒
而逃。

世上哪怕再弱小的群体，只要有勇
敢智慧的领头者，往往能团结起微弱之
力，迸发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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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纳大草原博茨瓦纳大草原
上的一场搏击上的一场搏击

□□ 郑玉超郑玉超

守守 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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