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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雪
原娜

雪是自然界中最能打造不同意境的空灵

之物，雪花翩然而落，小巧纯洁。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雪花那个飘

飘，年来到。 ”这是儿时最常听母亲唱的一句
歌。 只要我听到“雪花那个飘飘”，心头就会笼
上一团灰色浓雾，觉得沉闷、凄凉、悲惨，不像
是雪在飘，更像悲戚的苦泪在漫天纷飞。

《沁园春·雪》里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让我们身临其境地领略到茫茫雪原的磅礴气

势，以及银装展现出的富丽。 在领略这种雪之
意境时，心会因豁然开朗而旷达、强大。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里
的雪是花团锦簇的雪，是充满奇趣的雪，稍作
想象，就能感受到清冷而浪漫的气息。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为我们描画了一幅雪景
图，苍茫孤寒、意境深远。

林冲是《水浒传》里被逼上梁山的典型人
物。 懦弱隐忍、 委曲求全并没有让他脱逃厄
运。他怒发冲冠的爆发尽在“林教头风雪山神
庙”一章。 从“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
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到 “看
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这一章节里的雪，暗
藏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杀机。 读者屏息细
读时，会极力压制波动的情感狂澜，心不由自
主地颤抖、高悬。

还记得，一部叫《雪山飞狐》的武打片曾风
靡一时，主题曲《雪中情》里有句歌词让我至今
印象深刻：“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
歌而行。 ”伴随歌声出现的是主人公胡斐顶风
而行、踏起碎琼乱玉的画面，我被朔风暴雪衬
托出的英雄豪情震撼。

最看不得韩剧里出现这样的镜头：耀眼的
积雪中只有两个身影，一个决绝而去，一个伸
出绝望的手臂匍匐倒地。男主人公往往穿着玄
色长衫，与皑皑积雪相映，更能让观众体味到
透骨渗心的寒冷。 每每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都
会酸楚，与主人公一样流下眼泪，冰凉的泪，像
融化的雪水。这雪景，是掩藏心碎、埋葬爱情的
雪，是伤感的雪。

曾浏览过一幅让人心中油然生出孤独感

的图片：画面中，雪地上没有任何足迹，仅有一
张覆满积雪的木质长椅安静地躺在雪野中。观
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想象出之前那一场绝美的

白色烟火是怎样旋转、绽放的，好像燃烧的爱
情，激情殆尽，只剩孤独。

无意中看到多年前的一个冬夜自己在

QQ 空间里写的一句话：“没拉窗帘。沉寂的积
雪反射出的寒光惊扰了我的梦。 起身望去，天
地不分，苍茫一色，绝景，绝美，只是不快乐的
心更多地领略到的是一种白色的忧郁……”那
场远去的雪又惹得我在一瞬间沉默，这心底的
忧郁，终又如雪般消融。

期待着，下一场清冷绝美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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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老屋
田顺风

豫东平原，沃野千里，民风淳朴。 我的老家就
坐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村子的东头，有一座老
屋，它承载着我童年的欢声笑语，见证了我成长的
点点滴滴。每当我回到家乡，总是忍不住走到老屋
前，抚摸那斑驳的墙壁，感受岁月的沧桑，往事历
历在目。

这是一座典型的豫东民居，坐北朝南，青砖蓝
瓦，朴实无华。老屋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还有一
个宽敞的院子。院子的一角，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枣
树，每到秋天，树上就挂满红彤彤的大枣，让人垂
涎欲滴。还有一棵高大的榆树，在厢房的窗前守护
着一家人。榆钱做的窝窝头就着蒜汁，吃起来老香
了。大门前是一条小路，小路的尽头是绿油油的麦
田，每当轻风吹过，麦田里就会掀起层层波浪，十
分壮观。

在我的记忆中，老屋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地方。
小时候，每天早上吃过饭，父母下地干活，而我把
嘴一抹，便去找小伙伴们玩了。那时候好玩的东西
太多了，掷弹珠、推铁环、丢沙包、捉迷藏、打陀螺、
跳皮筋、下军棋、摔面包……不像现在的孩子，离
不开手机，打游戏、刷视频，生活单调得很。 中午，
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 吃着奶奶做的饭

菜，其乐融融。 晚上，我和奶奶坐在榆树下，我听她
讲故事，看着天上的星星，感受着乡村的宁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屋也慢慢老去。 和
妻子结婚之后，我经常去外地工作，妻子在镇里的
超市上班，我们便在镇上买了房子。 老家的房子长
久没有人居住，变得破败不堪。 屋顶漏雨，墙皮剥
落，院子里长满杂草。 虽然也想过将老屋翻盖，但
由于各种原因， 这个想法一直未能实现。 尽管如
此，每逢节假日我还是会抽出时间回趟老家，将老
屋里外打扫一遍。 看着满院的杂草， 心生无限感
慨。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城市的喧嚣和繁华， 但每
当想起家乡的老屋， 心中仍会涌起一股深深的眷
恋之情。 我知道，老屋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它永
远是我心中的家。 它见证了我的成长，承载着我的
亲情和乡愁。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怀念它。

如今豫东平原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 新农村
建设日新月异。 镇东曾经绿油油的麦田上盖起了
一排排整洁的小楼，那是新建的新农村社区，窄窄
的小路也变成了宽阔的马路。 然而，老屋却依然静
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见证
着家乡的发展和变化。

冬日执勤
阿辉

黄叶半卷漫空中，朔风穿棉刺骨冷。
泪涕初出变冰粒，足麻手木腿僵硬。
霜寒未解人车喧，指挥标准哨音清。
独立街头荧光黄，交通保安又畅通。

豫东喜宴
刘和平

豫东老家的喜宴多是十分丰盛且有章法的。
说其十分丰盛， 是因为每桌通常要有八个凉

菜、十六个热菜，红烧鲤鱼、清炖鸡、红烧方块肉和
红烧肘子是必有的， 另外还有四个蒸菜、 四个汤
菜，根据时令的变化，再配上几个素菜。 汤菜有咸
汤也有甜汤， 有荤汤也有素汤。 在豫东老家吃大
席，我最喜欢的就是各类汤菜，白丸子汤、白菜豆
腐羊肉汤、老式鸡蛋汤，都是我的最爱。

说豫东喜宴极有章法， 是因为什么时辰上什
么菜，连先后顺序都有讲究，还分上席与下席。 上
席就座的一般都是女方送亲的人和男方本门的亲

属，男宾一桌，女宾一桌。 对上席的招待礼仪比较
周到，开席时，扛毡的人（男方委派的喜宴接待人）
在胳膊上搭一块红布，吆喝着，招呼客人安坐，再
端上一盆热水，递上一条红色毛巾，让客人洗手净
面。 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喜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每每在上大菜的时候， 例如上红烧鲤鱼和方块肉
的时候，扛毡的还要去上席给客人敬酒，对婚礼的
相关事宜再征求一下女方送亲人的意见。 对待下
席宾客的礼仪就没有那么多了， 只有前来帮忙的
人随意照料一下。 乡土文化有时候就是比较奇妙，
在礼节上一般对客人照顾得比较周到， 而对自家

的人、亲近的人，反而不怎么讲究。
豫东喜宴上最后一道菜是老式鸡蛋汤， 俗称

“滚蛋汤”，大厨对这个汤菜的做法要求比较严格。
老式鸡蛋汤，必须用熬制的大骨汤、老母鸡汤等作
为汤料，放入猪肉或牛肉 ，还有香菇 、番茄 、黄花
菜、黑木耳，海带切丝，用红薯粉勾芡。锅里的鸡蛋
清就好像天上的白云，飘起来时一片儿一片儿的。
出锅前浇上山西老陈醋和小磨香油，再抓上几把
馓子、香菜、蒜黄。 这道汤一端上来，客人就知道
菜已经上齐，喜宴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个时候下
席的桌面上已经是杯盘狼藉 ，喝了 “滚蛋汤 ”，大
家很快就一哄而散了。 但上席还是有条不紊、井
然有序，即使“滚蛋汤 ”端上来了 ，上席客人也大
都不慌不忙。 哪道菜即使味道再好，一旦所剩无
几，人人都有足够的抑制力 ，再也不会夹这道菜
了。 对于瓶子里的酒水，也是一样，酒量再大、再
能喝，也不会搞“光瓶 ”行动 ，必须为主人留下二
两，给主人以足够的面子 ，显得自己也有君子风
范。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盛宴也必有结束的时
候。 随着上席宾客放下筷子起身，整个喜宴才算圆
满地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