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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韵冬韵

□□ 马桂桃马桂桃

时光的信封里总是装满季节的
美好，让人觉察不出它的飞逝，好像
还留恋着初春枝头上的那抹鹅黄，不
觉中落雪听梅的冬季已经来临。

“ 莫 道 冬 日 凋 零 ，冬 日 自 有 风
情”。繁华褪尽，大地着上素净的淡
妆，静静地，任风吹云走，那么的淡
定。“淡”又何尝不是人生最深的底
色。天空是那么的渺远，苍茫成青白
色，意境深邃而悠远；那连绵起伏的
山峦棱角显得更加分明，磅礴而又冷
峻；流水也静下来凝结成冰，白亮亮
的，氤氲着动感的诗意；那远远近近
高高低低落光了叶子的树，乍一看如
一团团烟雾，朦胧婉约。钻天杨仍是
那么的倜傥，如剑一样直指云天，气
宇轩昂。那些垂柳，枝疏影倩，风姿依
然；裸露在老杨树枝丫间的鹊巢会牵
住你的目光，它们在北风中坚强着，
你的心会突然被打动，也会因生命的
意义而感动；那些簇拥着的花花草
草，枯瘦的清影别有一番风情；羊儿
行走在黄草间耐心地捡食着，它们或
许也坚信，越过冬季这里依然是一片
芳草地……素净的冬日就是一幅简
约的素描，内涵丰盈而有风骨。

“山前千顷谁种玉？座上六时天
散花。”“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
碎。”……是的，雪是冬最美的韵！天
地一色，细雪纷纷或仙羽翩翩，轻盈
而优雅，它们轻轻地落在山尖上、田
野里、房屋顶、小路上……落上你的
发梢、飘过你的脸庞，你和相爱的人
相依走在雪中，走着走着就白了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凝眸处，情意缱
绻，温柔了时光，温暖了季节。

一场雪让山河更亮丽，让天地更
灵动。远山更加峻峭，原野更加辽阔，
村庄、杨柳、炊烟如画妖娆，麻雀叽叽
喳喳飞上树梢……陪孩子堆雪人、打
雪仗，空气里弥漫着雪的清香，孩子
笑着、跳着，雪在脚下发出“嘎吱嘎
吱”悦耳的声音，你的心会变得像雪
一样纯粹，岁月也会溢满暖意。

冬日静好，太阳的名字也那么好
——暖阳。一个“暖”字，就让人心底
如泉流花开。陪父母坐在小院檐下，
将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平淡和着炊
烟的暖，闲闲地晾晒在暖阳下，其乐
融融；或择一个暖阳天气，约三两好
友小聚。房间里洒满阳光，小几上飘
着淡淡的茶香，烹几个精致小菜，话
话旧、叙叙情，友谊在热气滕腾的烟
火味中升华。心里种花，冬日也温馨。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
想着，心中便跃动着希望和美好，整
个人也深深地醉在冬的韵致里。

寒日萧萧上琐窗

□ 耿艳菊

“菊落秋潭，桐疏寒井。仁者可乐，将
由爱静。”南北朝庾信的《至仁山铭》里面
的句子，读来有一股阔朗静气，像窗外那
棵落尽了叶子的柿子树，静谧安然立于
晓寒的风中。

寒日萧萧上琐窗。草木植物抖落一
身繁华，越来越沉寂，却依旧潇然。尤其
清晨起来得早，到外面走一圈，天地俱
寂，一片沉静，甚至会让人觉得那泠泠的
寒气也自有一种孤寂之美。

“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这 8 个字是
《世说新语》中对嵇康的形容。然而，走在
空旷的冬日里，我总会想到这几个字。清
静凝定，萧洒明朗。从从容容的，安安然
然的，空寂自在，轻松自如。虽然马路上
依旧车水马龙，但热闹是他们的，和我无
关，我心里像这冬日的天地一样清静。

米兰·昆德拉说，清静就是不被人注
视的那种温馨感觉。人的眼光是沉重的
负担。他还说，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
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
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

如果说，用自然的四季来形容人生
追求的状态，那么我想，就像冬季一样沉
静清朗吧，不慕热闹喧哗，不走进拥挤的
人群，清清寂寂、淡淡然然、安安闲闲，在
自己的人生路上自由自在轻松自如地慢
慢走着，意态萧闲。

我从朱敦儒的《西江月》里也读出了
这般沉静和萧闲之美，他写，“日日深杯
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
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
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宋祁的《浪淘沙近·少年不管》也会
时而找出来读一读。“少年不管。流光如
箭。因循不觉韶光换。至如今，始惜月满、
花满、酒满。扁舟欲解垂杨岸。尚同欢宴。
日斜歌阕将分散。倚兰桡，望水远、天远、
人远。”像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山穷水
复，柳暗花明。望水远、天远、人远，惜月
满、花满、酒满。

海桑的诗句也让我很喜欢。如：时间
的路上你孤独吗，尽头是如水的寂寞；
如：你的原初是谁，你的未来何在？你住
着良心的身体都老了，你的青春你的梦
想这两片花翅膀呀，已经没有春天了，头
发都白了。去找个镶着云影的泽畔，你坐
下来梳理你清水中的一生吧；如：你呀你
别再关心灵魂了，那是神明的大事。你所
能做的，是些小事情；如：静悄悄地做人，
像早晨一样清白……

海桑说，我愿意做一个有追求的、没
出息的人。内心有对生活之美、对艺术之
美的追求，但要远离热闹，像冬天一样守
着空旷寂静和明朗潇然。

林清玄在《一声鸟或一堵墙》说，我

们如果有颗安静的心，即使是默默坐着，
也可以感受到时间一步一步从心头踩
过。当时间在流动的时候，使人感觉到自
然中美丽的景观固然能撼动我们的心，
但人文里时常被忽略的东西，也一样能
震荡我们。例如一口在荒烟中被弃置的
古井；例如海岸边已经剥蚀的废船；例如
一个在村落边缘捡到的神像；例如断落
了的一堵墙……时间以一种无声的脚步
刷洗着人所创造的事物，使它从欢跃的
春天，成为凋零的冬天。

这一段文字说的是人生无常，时间
让欢跃的春天成为凋零的冬天。然而冬
天并不是凋零呀。落日熔金，暮云合璧。
诗人们写，“落霞是燃烧的玫瑰”“落霞与
孤鹜齐飞”。凋零萧瑟的冬天只是表象，
那深处蕴藏着巨大的沉静之美。

有副门联写：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
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冬天的沉
静之美也蕴含着让人慢行让人静心思考
的气息。曾看过一句话说，你静坐时，比
你追逐时看见的更多。是的，人生需要经
历一个又一个冬天，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静坐，晒晒太阳，与自己的内心闲谈片刻。

苏东坡的诗句中写，“我心空无物，
斯文何足关。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
这同庾信的“仁者可乐，将由爱静”，正是
我心向往的冬之大美。

大同市长城文化旅游协会是一个在
长城保护方面做得风生水起的民间组
织。今年霜降这天，该协会组织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行走的课堂，长城边堡文化
游”活动，即携手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和
文学院的数名教授和 21 名硕士研究生，
游览李二口、白羊口（水磨口）、守口堡。
我有幸被邀。

李二口段明长城是首批国家级长城
重要点段。李二口这个地处永定河上游
南洋河畔、背倚阴山支脉二郎山的小山
村，海拔高、风速大。进村后，我们沿着李
二口饭店、游客中心、百年旱柳、石桥、广
场，来到了占地 20 多亩、去年 6 月 27 日
才开馆的大同长城博物馆。该馆以大同
市境内现存历代长城为主题，内容有地
理地形、历史人文、军事战略、长城建筑、
民族交融、商贸交流、地方风物、长城精
神等；布展运用多媒体、声光电、交互式
等手段，可谓全方位、多元素。有好多是
我原来似是而非，甚至迄未接触过的知
识，比如土筑、石垒、山险、包砖以及山
麓、山地、平川等分类；比如马政、暗门、
水门等附属设施；比如捣巢、烧荒、用谍
等战法；比如封贡、和议、款赛等民族融
合概念。只因时间仓促，在博物馆内仅仅
停留 40分钟，便出来赶路。

一队人马沿着长长的柏油坡道向西
步步爬高，来到“丁”字形的李二口长城
脚下。我看到长墙末端有一个数米长的
豁口，不知是人为断开的还是自然坍塌
的，豁口左下方有一条碎石铺就的台阶
路，是为“正道”，可右侧又岔出一条“斜
道”。曾获得“山西十大最美长城卫士”称
号的协会会长袁建琴说：“您看，有人为
了少走几步，非要另踩出一条。”本来在
疑惑间也想抄近路的我马上意识到这是
善意提醒，于是赶紧把已经迈出的脚收

回来，后面的队伍也都如此鱼贯而行。上
到“山”字形豁口，见中间有一个“制高
点”，正好能踩两只脚，我本想“立此存
照”，袁建琴又善意“干预”。聪明人“不贰
过”，我顿感羞愧：自己明明晓得这个“制
高点”是 460 年前即明嘉靖二十五年夯
筑的长城墙体，怎么又……

过了豁口，见长达 1632 米、似从天
而降“悬挂”在山体上的城墙右侧数米
远，有一条也是碎石铺就的与墙体大体
平行、步步升高的羊肠小道。兴趣盎然的
师生们拉成一条长蛇阵，我也想跟攀到
海拔 1300 多米的山顶，去亲眼看看扶摇
直上的这段长城拐弯后是怎样与桦门堡
长城连贯的，但因有腿疾，只好望顶兴
叹。不过，既来之就一定要获得一种有沉
浸感的真实体验，于是便蹒跚着脚步攀
爬了一段，但还是渐行渐远地被甩在最
后面。抬头看，忽见城墙根立着一扇栅
栏，旁边有一个洞口，我沿着旁逸斜出的
岔路走上去一看，是一个通道，那头有光
亮，可容身一人爬过去。这究竟是当年设
置的“暗道”，还是后人为方便墙内外互
通而私挖的，不得而知。因为后续还要耗
费体力，我只好停在一处路口向上、向
下、向远方瞭望、遐思、抒情。

“观花走马指顾间，拍照回头细磨
研 。无 愧 高 端 博 物 馆 ，雄 心 老 骥 壮 极
边。”不知何来的“神笔”，几句歪诗脱口
而出。这时忽听得头顶上嗡嗡作响，原
来是袁建琴放飞的无人机，提醒大家下
山。看着大部队还未返回，我趁机再酝
酿一首：“霜降无霜好天光，青葱熏染脚
筋强。二安赴会刚回返，二口长城浩气
扬。”我参加一个全国性社会团体，刚从
延安、雄安回来，老有所为的快感使我
的心情格外放松。正沉浸在“莫道桑榆
晚，为霞尚满天”“与子偕行，累且乐着”

的 得 意 中 ，几 个 男 女 学 子 已 经 走 到 跟
前，看着我出神的样子有点好奇，凑近一
看是在手机上笔耕。“哎呀，您这么快就
写了两首诗啊！”我索性伸展右臂，把手
机举远，大家随即围拢过来齐声朗诵，
还在每首尾联处举臂提高声调，烘托出
一种激情澎湃甚至热血沸腾的气氛。这
个镜头正好被不远处的袁建琴拍了视
频，并用清脆响亮的声调追加一句“爱我
中华，护我长城”！一时间整个山坡上欢
笑声响彻云霄。快走到山脚时，袁建琴招
呼大家在坡道上合影。于是在又一轮“爱
我中华，护我长城”的铿锵呼喊声中，留
下一张群情激奋的镜头。镜头中，我这个
唯一的白发苍苍者夹在学子们中间，分
外显眼。

不到半天的活动拉近了驴友们的距
离，上车后大家谈笑风生，很快就到了白
羊口村。这里是 1565 年明代修筑的镇宁
堡，当年戍边人后代、“塞北风情”饭店英
姿飒爽的女老板，早就登上 10 多米高的
木质瞭望台笑迎我们。午饭后，大家来
到村外游览白羊口空心敌台，李海林教
授循循善诱地为“当年是否为砖包”答
疑解惑，还指导学生们实地观看长城走
向。之后，大家进到“三官庙”欣赏明代
壁画。

一次难忘的长城军堡之旅，在欢声
笑语中接近尾声。沿着红蓝相间的长城
一号旅游公路，我们驱车返程。旅游车驶
出刚通车不久且具有高端化智能配置的
云州街高速口，倏忽间就行驶到大同大
学门口。有序下车的学子们纷纷和坐在

“导游专座”旁的我摆手“拜拜”，其中一
位研究生说：“李老师，我们的友谊才开
始！”我马上想起一句歌词：“半间屋前川
水流，革命友谊才开头”，于是便小声唱
起来欢送大家返回校园……

快乐长城游

□ 李生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