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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啦！
久未见雪的成都人陡然兴

奋起来，幸福指数直线飙升。这
么一场“头皮雪”引发了成都人
的狂欢，朋友圈里人人刷屏，微
信群里阵阵雀跃，尤盼门前积雪
成堆，早起打雪仗、垒雪人儿。有
人说成都人没见过世面，不过是
一场小小的雪，哪里值得这般大
惊小怪？在我看来，下雪总是件
畅快事。人们期待着大雪纷飞兆
来年，不惜把所有热情奉献给这
冰冷的雪。

蜀中飘雪，素色淡雅如水墨
的郊外，仿佛一夜之间便变成了
唐诗宋词里的风雅。雪花皎洁，
漫天飞舞，轻若鸿毛，晶莹剔透。
我家的房顶上垫起了一层薄薄
的雪，远远望去，一栋栋楼房就
像连绵起伏的雪山。这场雪，牵

人心肠，解人离殇，掳人心房，勾
人眼光。

雪意，漫天无际，下得那么
深沉，下得那么执着，下得那么
纯洁，染白了万缕青丝，消磨了
千顷寂寞，覆盖了百里扬尘。在
这样美好的空间里，会让人产生
种种遐想，好像这雪是带着某种
使命，突然来到人间似的。在成
都，这个人口众多，又位于秦岭
—淮河以南的东部季风区商业
化的大城市，想要看到真正的雨
雪其雱太难太难。但成都人稀罕
雨雪雰雰，“落雪临风不厌看”也
就不足为怪。这场晶莹飘逸的雪
更让人欣赏到“白雪却嫌春色
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景色，怎
不叫人开眉展眼？

蓉城冬雪，洒落大地，冷寒
浸天，又不露痕迹。小雪花们

纷纷扬扬飘落下来，落在屋顶
上，落在树叶上，落在路面上，
把繁华的成都点缀得更美了，
更纯洁了，更晶莹了！它是冬
天的美丽，冬天的意象，冬天
的精灵，叫人难以忘记！雪，让
人们体会着宁静的滋味，获得
了天人合一、与天地同在的美
妙感觉。吟着风随山形雪随
意，感叹寒绕树冠披冰晶，暮
想山空碧水空流，任凭思绪走
远，心亦随之涤净。

寒冻之夜，友朋来访，“倚杖
无时夜敲门”，大喜过望，不亦乐
乎。一群人，性相近，味相投，情
谊深。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围炉相忆畅快事，万事休提，不
在乎有酒没酒。诗书重读，疏怀
淡淡，句妙多容隔岁酬；研浓墨，
鸾翔凤翥，挥毫描丹青；棋玄不

厌通高品，抚琴弹筝雅余兴。屋
外碧瓦凝霜、寒风阵阵，御路东
风拂翠衣，吹酿遥空雪；茶室虽
陋，奈何情重，手持杯盏，品茗聊
天，人之温暖和慰藉，胜过冬夜
之寒。

一场罕见的雪，让喧嚣渐渐
散去，天地回归宁静。逝者如斯，
而未尝往也。飘雪的日子，往往
孕育着新的希望，兆示着美好的
未来。它好似春雷前的战鼓，催
促着季节的变化；又似春天的使
者，用纯洁美丽的舞姿，给世人
描绘着一幅幅繁花似锦、美丽无
比的画卷。

一如杜耒诗曰：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

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

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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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言：
“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
此而雪盛矣。”雪盛多在北方，南
方非常少见。我生活的这座城
市，已是多年不曾见雪了，即便
下雪，也只是疏疏落落，不似北
方骇浪覆天、落地盈尺的大雪。
《一剪梅》曲中“雪花飘飘，北风
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
傲立雪中”的景致是万难欣赏
到的。

说到寒梅，多数人想到的皆
是红梅而非蜡梅。试想，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惟余莽莽的苍茫
大地上，艳丽红梅与皎洁冰雪相
映成趣；在这一片银装素裹里，
土黄色的蜡梅确实就显得略逊
一筹了。梅雪之恋恰合诗人、画
家“梅花意象”之情趣。如，唐朝
齐己的“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
开”；宋朝李清照的“雪里已知春
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明朝道
源的“万树寒无色，南枝独有

花”。这些吟诵千年的经典辞章，
成就了梅花广为传颂的文学艺
术形象。

我国有着悠久的梅花栽培
历史，蜡梅则以河南省许昌市
鄢陵县为甚，有“鄢陵蜡梅冠天
下”之美誉。我未曾去过鄢陵，
但我以为成都的蜡梅是不会逊
色多少的。就栽培的面积来讲，
仅仅一个塔子山公园，蜡梅林
就有 400 余亩；久负盛名的三
圣乡幸福梅林，蜡梅盛开时，更
是游人如织。说到蜡梅文化，成
都的浣花溪公园，那里的蜡梅
已传承千年。当年陆游都曾为
之倾倒，写下了“当年走马锦城
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
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难
怪一些外地朋友在欣赏浣花溪
蜡梅后感叹道：闻到的是一千
多 年 来 从 未 断 绝 过 的 蜡 梅
香气。

其实，红梅、蜡梅皆我所

爱，仅种属不同而已。红梅为蔷
薇科杏属，是文人墨客笔下“写
意”的报春“君子”；蜡梅为蜡梅
科蜡梅属，是摄影师镜头里的
傲雪“高士”。两种梅花，虽不同
种属，但志向一致，各有傲雪精
神 ，各 美 其 美 ，深 受 人 们 的
喜爱。

每年入冬后，只要得空，我
都会去市里一些公园观赏蜡
梅。有时我也会驻足于院子里
的蜡梅树前，痴痴地捕捉那枝
头上蜡梅绽放的过程。起初，只
见那些枯叶浓密的枝条间，有
些星星点点的灰青色花骨朵
儿，在寒风中一天天地向外膨
胀。当你稍不留意，两天后，你
再瞅时，花骨朵儿已悄然地撑
开了。蜡梅的花朵大多是张口
朝下开的，呈金钟倒挂式，花型
较红梅要小，且仅半开，花瓣润
滑透明，犹如琥珀雕琢而成，素
心高洁，清标雅韵，缕缕清香弥

漫在寒风中，沁人心脾。
万物皆有灵。当我望着那

些开满枝头的蜡梅花，就会想
到它们以奇异的物感形态向人
类传递着大自然变化的信息，
它们的精神、姿态、神情、品格
让人触动、令人欣赏，使人肃然
伫立，禅意顿生，总能让人眼前
一亮而后豁然开朗。古往今来，
有多少精彩诗篇，甚至是深刻
哲思，往往都是从对植物的某
种感悟中产生的。郑板桥的那
副名联：“虚心竹有低头叶，傲
骨梅无仰面花”，就是对竹和梅
高贵品质的精确提炼。

一花一世界。每一种花都
有自己的花季。红梅以惊蛰为
候，“春欲归而梅先知”，它是春
的信使。蜡梅，则是以冬至为
信，花期贯穿整个腊月，以其不
畏严寒、勇斗风霜的坚韧品格，
让身处严冬中的人们看到了温
暖的希望。

大寒过后，天气愈加寒冷，
雪簌簌而下，空气清冽，一点点
展露出深冬的风骨。

没有哪一个季节像冬天这
样静寂沉稳，也没有哪一个季
节像冬天这样坦坦荡荡。深冬
时节，当万物褪去了缤纷色彩，
尘世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已
渐渐谢幕，这时候，事物的面貌
不动声色地传递出一种清冷的
写意。

这个季节的世界变得简单
了，所有的繁复都归于平淡，天
地间一派寒意，悄无声息地透着
深邃而又独特的气韵。

喜欢深冬，很大程度上是被
这种繁华脱尽后，生命展现出的
纯粹与真实所吸引。事实上，人
生何尝不是如此，历经三季轮
回，一旦迈入深冬，便能更清楚
地看见生活的本质，看见自己本
来的面貌。

除此之外，深冬的辽远、开
阔、一望无垠，同样荡涤着我的
心灵。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放眼
望去，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这空
旷，这广袤，这萧瑟，这虚无，似
乎透着悲凉。可是悲凉不是悲
伤，不是沮丧，展现出的是一种
壮丽的悲怆之美！因为这是大地
铅华洗尽的一种表白，是万物复
苏前生命力的积蓄，有着别样动
人的激越和魅惑。

常常有人抱怨深冬的严寒
和冷酷，殊不知正是因为有了
深冬的严寒，人们才能体会到
春风的温暖。在人生的旅途中，
也只有经历了深冬般的寒冷和
严酷，才会有收获的喜悦和幸
福的瞬间。

深冬不是衰亡，更不是生
命的终止。所谓的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只是深冬的一个
表象。深冬只是暂时收藏了色
彩，给万物留出休养生息的间
隙，能够与自己对视，与光阴对
视，在苍凉和悲凉中深思，觉
醒。在冷静的思考中展望未来，
憧憬新生——要知道，深冬过
去，春天，总会到来。

正因为如此，深冬不仅有寒
冷肃杀，更有冬春之交的蓬勃温
情，蕴含着万物复苏的激荡。

记得有一年深冬，我在山间
小住。在大雪纷飞中，我独自漫
步在山间。天地沉寂，冬山悠
远，满目萧条。万花纷谢、千树
凋零后的深冬景象，静穆地展
现出无与伦比的淡薄和不可思
议的清远。然而，寒到极处，春
天反而近了，即使天寒地冻，万
物隐退，深冬的每一个角落却
都隐藏着希望。残枝之上隐藏
着对花朵的期待，枯草底下隐
藏着对绿色的向往，鸟羽之间
隐藏着对春天的渴盼……

雪越下越大，站在风雪中，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深冬正以
一种隐秘的方式，在我身上悄
然推移，生根发芽。透过片片雪
花勾勒出的茫茫冬色，我再次
凝望深冬，最后锁进眼帘的，是
冬意里那一片冷峻萧然的景
致，与万物一起，静静等待着即
将来临的春天。

随着社会不断发
展，人们在物质生活
水平提高后，也不断
重视起精神生活来。
目前，很多农村有了
农家书屋。只可惜，很
多农家书屋处于“静”
的状态，还需要及时

“动”起来。
乡村振兴，文化

建设要先行。依托农家
书屋建设，在基层农民
朋友中传播知识、提气
聚力，对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和“志智双扶”助
力脱贫攻坚，都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但是，
农家书屋到底只是基

础设施，要真正让其“动”起来，看得
到农民朋友读书的身影，听得到农民
朋友读书的声音，农家书屋才算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文化领域的重要
载体，才可能真正意义上成为农民朋
友的“文化充电站”，也才算是打通了
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首先，要让农家书屋的书“多”起
来。从当前看，一些地方农家书屋虽
然建起来了，但走进去还是空荡荡
的，书籍不仅总数很少，而且很陈旧，
无法吸引农民朋友前去借阅。

其次，要让农家书屋的书“专”
起来。一些地方的农家书屋，依靠各
类捐赠，书籍总数倒是不少，但却没
有摆放好，显得很杂乱，甚至还有一
些“躺”在纸箱里。能够结合农民自
身文化特征，以及发展现代科技农
业的书籍更是难觅踪影。

第三，要把功夫下在农家书屋
之外。比如，以农家书屋为引领，或
者为载体，多组织农民朋友读书，策
划出一些让农民朋友感兴趣的读书
会、阅读比赛，让丰富多彩的活动为
农家书屋增加人气，培养起农民读
书的好习惯。

此外，要让书精准走出去。针对
部分农民朋友前期还没有阅读的习
惯，在建农家书屋时，不妨设置专门
的管理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送书
上门”赠读活动，精准地走入农民朋
友家中，并做好“跟读”服务，对阅读
兴趣浓、效果好的“书虫”进行造册登
记、公布表彰，再邀请他们来给农民
朋友分享读书经历、心得、受益情况。

冬季里，农民朋友都闲了起来，
此时也是农民朋友最佳的阅读时
节。在这个时候举办丰富多彩的阅
读活动，既满足了农民朋友的精神
文化需求，又丰富了他们的冬闲生
活。只要不失时机帮助农民朋友养
成阅读习惯，就可以有效推进全民
阅读，提高阅读指数，为乡村振兴奠
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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