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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守信见人家做生意都赚了
大钱，也想试试，没承想一试就栽
进去了。他最初做服装生意，头
一趟就被广州人骗了。买服装
时，瞪大眼看着，一件一件挑……
却弄回来十几包烂布头。吃了亏
后他又想骗别人，听说化肥紧俏，
就从东北一化肥厂进了一车皮磷
肥。签合同时他就有心使诈，跟
人签的是“货到付款”。可货到
了，人却不见了。后来人家以“诈
骗罪”把他告到了公安局，于是就
被抓了。

白 守 信 一 被 抓 ，他 姐 姐 慌
了。他姐白凤兰，人长得很漂亮，
年轻时也算是黄淮市一中的校
花，身后有很多追求者，后来嫁给
了她的中学同学徐献国。白凤兰
在家是老大，在丈夫徐献国面前，
也是很强势的女人。弟弟出事
了，她不能不管。所以，她一次次
地逼着徐献国赶紧“捞人”。徐献
国虽是市税务局的局长，却隔着
系统，不便亲自出面。特别是听
说案子在赫连东山手里，觉得这
个人太较真、执拗，就更不愿出面
了。于是就转托了谢之长。徐献
国觉得，由谢之长这个“中间人”

出面，也好有个转圜的余地。
赫连东山是黄淮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副处级。谢之长原是给他
送过花的，被他“撅”回去了。当年
秋天，老谢给他送过一盆菊花。白
色的大朵菊花，开得艳艳的。赫连
东山说：“我不要。我一个吸烟人，
屋子里狼烟洞地的，好好的花，糟
践了。搬走吧。”老谢说：“赫局，都
有。都有啊。”赫连东山没放脸儿，
说：“我声明一下，我不是局长，以
后别再叫我局长了。搬走。”谢之
长还要说什么，看了赫连东山一
眼，赶忙把头扭过去了，说：“那好，
你忙。赫局你忙。”

这 会 儿 ，谢 之 长 又 送 花 来
了。这一次他送的是文竹。三盆
文竹，由三个礼仪小姐搬着，分别
送给了局长万海法，常务副局长姜
保国，第三盆才是给赫连东山的。
进了赫连东山的办公室，他说：“赫
局，听说局里边万局、姜局，还有你
赫局，就你们仨烟瘾大。我弄了三
盆文竹，你仨一人一盆。文竹可以
吸收烟里的有害物质……你别不
信，这是科学呀。”

赫连东山已听出他话的意思
了。送来的文竹，局长已收了，常

务副局长也收了，赫连东山如果
再不收，就显得过分了。再说了，
赫连东山见那文竹弱弱细细，摇
摇曳曳，绿雾一般盎然，的确喜
人。就说：“那就放下吧。多少
钱 ？”老 谢 发 明 了 一 个 词 ：“ 试
养”。他说：“花是试养的。您先
试着养养，不行就退。也没几个
钱。回头一总算账。”赫连东山只
好说：“谢了。”

谢之长上午送了花，下午就
又来了。进了赫连东山的办公
室，他说：“赫局，我又来麻烦你
了。”赫连东山说：“啥事，你说。”
谢之长说：“就，小白那事。我已
经给姜局说了。姜局的意思，是
让我再给你说说。”赫连东山问：

“哪个小白？”谢之长说：“白、白守
信。他姐白凤兰，都哭得不成样
子了……”赫连东山说：“你说的
是那个诈骗案吧？”谢之长说：

“是，就是。这个小白是让人骗
了，咽不下这口气，才……”赫连
东山说：“罪不轻啊。价值三十万
的化肥，按法律规定，够判十年
了。”谢之长忙说：“是，那是。论
说，年轻人，也是，初犯……赫局
呀，他家里已经给东北那边赔礼

道歉了，也愿意赔偿对方的一切
损失。对方呢，私下里也答应撤
诉了……你看，赫局，给个面子
吧？”赫连东山说：“我再声明一
次，我不是局长，连副局长也不
是，别叫我赫局。你有本事，找局
长去！”

就为这件事，谢之长在四天
时间里一连跑了六趟，最后手里

拿着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姜保国
的批条，到底把人给“捞”出来
了。他不但把人给“捞”出来了，
还给白守信安排了一个很体面的
工作。税务局长徐献国自然对他
感激不尽。从此，凡税务上的事，
就由谢之长说了算了。

在这段时间里，刘金鼎调到
了黄淮市。他先是当了市政府办
公室副主任，后当主任，同时兼任
市“招商引资办”的常务副主任。
又是谢之长陪着他到深圳去招商
引资的……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外
合资“花世界”集团公司。刘金鼎
与谢之长的关系，自然不必多说。

算来也就是十多年的光景
吧，谢之长的破自行车先是换了
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后来换的是

“桑塔纳 2000”，再后就是“奥迪”
了……他的“8888”字头的专车出
入市委、市政府根本不用通报。

就这样，在长达十三年的时
间里，“花客”谢之长以他独特的
个人魅力，几乎征服了黄淮市所
有的局、委、办。两个大院（市委、
市政府）没有人不知道谢之长
的。同时，他的“雪球”也越滚越
大。据说，十年前的一块地，就那

么松松地一转手，他挣了三千
万！这时候，他才看出了房地产
的价值。于是，从经营花卉开始，
他跨行了……似乎不经意间，他
不仅成了亿万富翁，还成了黑白
两道通吃的人物。

据说，有一天晚上，他请香港
的商人吃饭，让一位本市的副市
长作陪。当众打电话说：“老崔，
崔市长，客人已经到了。你咋回
事？我不管你这这那那，十分钟
给我赶到！”结果，不到十分钟，这
位姓崔的副市长气喘吁吁地出现
在包间门口，说：“老谢，我没迟到
吧？”于是满座皆惊！

据说，一天夜里，他从睡梦中
醒来，突然发现他竟然有那么多
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会有
那么多的钱。他开始数账面上的

“0”，数了好多遍，老天，有这么多
的“0”！“0”太多，他竟然睡不着觉
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约刘金
鼎一块吃早餐。在餐桌上，他突
然说：“刘秘书长，金鼎啊，你看我
还缺啥？”刘金鼎看了他一眼，说：

“文化。你最缺的是文化。”于是，
老谢开始重新布置办公室。他也
像政府官员那样，办公桌上新摆

了两面小红旗，还新添了两排书
柜，一下子买了很多书。

俗话说：腰里有钱胆子壮。谢
之长自从当上了兼职的市政协副主
席后，也开始注意个人形象了。他
很注意包装自己，从穿戴上、礼仪
上也讲究起来。他常穿的衣服仍然
是两套，一套西式的，一套中式
的，自然都是名牌，并不常换。但
脖子里的领带和内里的白衬衣、脚
上穿的皮鞋却是要天天换的。他不
知听谁说的，这才是“贵族范
儿”。可他做人依然很谦虚，但这
种“谦虚”与以往不同。以往是

“花客”的做派，很孙子。现在他
是老总，是“会长”，是“主席”
了。这“谦虚”由内心的骄傲撑着
（或者说是由钱撑着），是刻意做出
来的低调，那傲气仍止不住地往外
溢。见人伸出手来，说：“我老谢
呀，嗯，老谢。”老谢还是老谢，
中间加这么一个“嗯”，语气就大
不一样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老谢的这
种“低调”还是很迷惑人的。第
一次查“纵火案”时，
赫连东山就差一点栽在
他手里。 39

连连 载载

♣ 朱 丽

白雪却嫌春色晚

朝花夕拾

♣ 侯发山

寻找桃花源

我与老伴范裕珍是高中同学，
1978年在军营结婚，相亲相爱，患难
与共，至今已携手走过四十春。尤其
是我俩在退休共度晚年生活的时光
里，更加珍惜彼此，品味人生的美好
和温馨。

退休前，我甘当“全天候记
者”，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家，把家当成

“旅社”。退休了，我想回归家庭，回
到相爱的两人世界里，用尽量多的时
间陪在老伴身边。因为当年我在部队
和爱人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缠绵，只
有千里相隔的苦苦相思，一个个聚少
离多、难舍难分的情景如昨。那是在
我探亲归队一个春雨霏霏的上午，妻
子蹬车冒雨送我上轮船。“嘟——”汽
笛长鸣催人肠断，轮船“突突”地吼
叫着驶离码头，我想到从此将天涯孤
旅，夫妻天各一方，真想冲着长江水
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但我尽力控制
住感情，将一腔滚烫的柔情和离别的
苦痛深埋心底，把身子探出船舷，挥
手与站在岸边的她告别。

家书抵万金。那时情爱交流全靠
鸿雁传书，我归队后就给她写信。半
月后，我盼到了她的回信：“那天，我
在回家的路上，细雨不停地落在脸
上，我双眼模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

泪水。我不在你身边，你要自己多保
重。”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对我的一片深
情，激发了我报家国之恩的工作劲
头。我在部队先后8次立功受奖，这
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1987年我转业
到 《郑州晚报》 当记者，夫唱妇随，
她也随我一起留在郑州第二故乡。如
今退休了，她总是与我形影不离。平
时当我单独出门时，她总要与我拥抱
贴脸，传递情爱；我下楼后，她就打
开后晾台窗户，探头深情叮咛；待我
转到楼前，她又赶到前晾台窗口与我
挥手，一直含情目送我走出她的视线。

2017年1月，老伴在单位做健康
体检时，怀疑肾脏有毛病，我带着她
到省会一家医院复查。医生建议做活
体穿刺手术，术后必须卧床，8个小
时内不能翻身。这天，老伴做完手术
推回病房，我见她愁容满脸，就边宽

慰边俯下身子亲吻她的额头，给她以
莫大的精神慰藉。

“我身上冷，脚指头都是凉的。”
听她这么一说，就立即把双手伸进被
窝，把她的脚趾紧捂在手心里，温暖
她的双脚。此时，我见老伴两行热泪
顺着眼角滚落。老伴住院期间，生活
不能自理，我寸步不离地日夜守候在
病床前，悉心照料。出院后，我陪伴
她一起看电视、外出散步、到超市购
物……每当我俩牵手进出家属院时，
邻居们称我俩为“神仙眷属”。

多情才能永相守，珍惜才配常拥
有。做过中学语文教师的老伴把情爱
融进我的爱好里，成了我写作中的贴
心助手。我写的每篇文章，都让老伴
当第一读者。她都仔细审读，从立
意、观点到提法，都反复推敲琢磨，
认真把关。她又是校对员，对我文章

中的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放
过。因此，我称她为专挑文章毛病的

“啄木鸟”。退休后，我被郑州市金水
区国税局聘为新闻报道工作顾问后，
我写的税务新闻稿每次都让她看，她
总是字斟句酌反复阅读，有时还提出
建议补充内容，增加新闻厚度。仅
2017年我在《中国税务报》《郑州晚
报》等媒体发表稿件66篇，及时把纳
税服务工作的新经验新做法和干部职
工中的新人新事新风貌报道出去，弘
扬正能量，使该局的新闻报道工作更
上一层楼，跻身于全市国税系统的先
进行列。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木兰花·立
春日作》中曰：今朝一岁大家添，不
是人间偏我老。随着时光云水般流
淌，如今我俩已六十有六，岁月的些
许痕迹留在脸庞上和眉宇间，满头青
丝变白发。可我俩依然真情真意，恩
爱如初，行走在相濡以沫的人生路
上，把情爱储存在晚年时光里。我真
切体会到，有什么也不如有个好老
伴，多情到老爱更深，有爱的生活最
幸福，有爱的生活更美好。唯有倍加
珍惜与老伴相爱的时光，心静如水、
达观淡定地过好每一天，才会有更加
充实、快乐、美丽的晚年生活。

多情到老爱更深
♣ 陈亚洲

至爱亲情

火热的火，荆棘的棘。只有在冬
日，在这矮小而成丛莽的灌木枝头之
上，你才能看到那亮着的灯盏。

已是大雪节气，虽然风声并不凛
冽，暖阳和温度一如早春，久违的天蓝
一直在渲染暖冬的氛围，但放目望去，
路旁多数树木的树叶已全部落尽，只
有光秃秃的树枝挺立在风中，地上皱
褶卷曲得难以辨认形状的黑黄枯叶，
仍在明确无误地昭示着冬日的威严，
将肃杀的气氛显露得淋漓尽致。

然而，在路中间的隔离带里，有一
丛丛这样的灌木，在遒劲的枝条上，在
越冷越绿的叶片里，透出火一样的激
情，在满眼寂寥的气氛中格外显眼。那
绿叶中橘黄色至深红色的果实，经霜
不落，俏立寒枝，让人欢喜，叫人怜爱。
尽管果实只有豆粒般大小，但精神饱
满，一串串、一簇簇，密密匝匝地紧挨
在一起，灿朱凝丹般，随着树势高高低
低，错落有致，聚集起来，便形成了一
种气势，像是一把把火炬喷火吐焰，仿
佛整个枝条上燃起了火，使寒冷的冬
天显得温暖。

这果实，就是火棘的果实，红得纯
正，黄得圆润。我猜想，它的名字，或许
是因为这一簇簇火焰，在刺骨的寒冬

中燃烧。不要说在冬日的阴冷中，在往
日云幔重重、灰蒙凝滞的天空之下，即
便是在这多日未曾呈现的清朗、安宁、
沉静的蓝天之下，它们依然如同一团
团火焰的跃动，点亮了有点沉寂的正
午。这蓝色天空下满满的火焰，如潮水
般漫涌过来，一时间让人觉得天地间
浮生种种、一切皆云淡风轻。这时，假
如有白雪相伴，是最好不过的了。火棘
的红，瑞雪的白，互为映衬，相得益彰。
比起一枝寒梅傲立雪中的孤冷，更显
得热情奔放。

“夏日白花密，秋来万籽红。穷乡
僻壤生，曾是救军粮。”

火棘果，原本是山野之物。它属灌
木蔷薇科，四季常青，枝叶柔小，叶片
蜡质，耐寒耐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无论是庭前、墙角，还是水畔、路旁；无
论是平原、沃野，还是沙漠、荒山，它都
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洋溢出别样的
神韵。火棘耐修剪，是常绿植物，可制
成曲径通幽情趣的绿篱，可点缀错落
有致的草坪，可配置在怪石嶙峋的山
坡上体现自然野趣……这野生野长的
灌木丛，既耐得荒野粗鄙，又登得大雅
之堂。

在夏日里，我曾经见过它的花

朵。花分五瓣，花柱五个，子房五室。
这花儿，有貌不惊艳的低调小清新，
喜欢一簇簇地开放，堆叠在绿色篱笆
上。它无牡丹之华贵，无玫瑰之娇艳，
无桃杏之芬芳，也无丹桂之幽香，然
而，看到那如雪似玉怒放的白花，人
们的心里总会泛起一丝丝凉爽。雪样
的花瓣落尽之后，绿叶中有无数个黄
豆般大小的青色颗粒。中秋过后，火
棘的叶子由墨绿色变为暗灰色，再由
暗灰变为暗红、浅红。在深秋的阳光
下，火棘果颜色由淡黄到深黄，再由
深黄到浅红。在冬日的霜枪雪剑中，
火棘果变得愈加火红，像一串串火把
燃烧着，抗拒着冰雪寒风。

它的果实有些像玛瑙、珊瑚。张恨
水曾经在一篇散文里描绘过它：“枝上
结天竹子，累累然如堆红豆，深者丹，
浅者胭脂，娇艳欲滴，尚有些微小叶，
作苍绿色，亦极配合得宜。枝上有刺，
攀折不易。”可惜，张恨水不知道火棘
的名字，擅做主张赐其名为“珊瑚子”。

火棘有许多别名，比如火把果、红
子、红珠、吉祥果、红子刺、状元红，最
多的叫法要数“救军粮”。据说当年诸
葛亮行军路途中缺水少粮，这火棘果
解了其燃眉之急。火棘果实可以消积

止痢，活血止血；根部可以清热凉血，
叶子可以清热解毒。不仅如此，它的果
实还可以生食，或者加工成果脯，在灾
荒之年，人们采摘来火棘果充饥活命。
这被称为“袖珍苹果”“微果之王”的果
实，我没有品尝过。据说，这红中透亮
的火棘果，酸酸甜甜，有苹果的清香。
而且，一颗如珠的小火棘果，其维生素
C的含量相当于一个苹果。

火棘果，扁圆形，像小柿饼。枸骨
和南天竹的果实是球形的，比火棘果
稍大。但枸骨和南天竹的果实，不能给
人充饥、供鸟儿果腹，甚至南天竹的果
实是有毒的。

隔离带里的火棘，大多被修剪成
圆形或是长条的绿篱，不能毫无拘束
地伸展，少了山野间自由的张扬。但在
瑞雪皑皑、冰霜凋敝的冬日，枝青叶碧
的它们，依然将这红果托举上天空，吸
引无数的鸟儿飞来，啄果而食，也让你
感受到生命的顽强，让你树立艰难困
苦中仍要崛起的信念。

顾城说过：草在结它的籽，风在摇
它的叶，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
好。在冬日里，遇见这样的一树树美
好，任何赞美的话已经显得多余，只需
要把目光长久地投向那里……

♣ 任崇喜

灯下漫笔 冬日的火棘

《写在历史的边上》是著名文化学
者王学泰的读史笔记。王学泰潜心研
究历史几十年，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审视
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笔下生
风，兼有文化的深度和历史的纵深感。
全书共 46 篇笔记，篇幅短小，涉及风
俗、制度、史书等方方面面。笔记可读
性强，没有意识形态或学术圈子的概念
束缚，适合随时随地快速阅读，容易获
取文史知识、增广见闻并得到精神上的
享受。

王学泰“半生坎坷唯嗜书”，著作有
《清词丽句细评量》《游民文化与中国社

会》《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
化》等。王学泰学文爱史，对社会文化
现象的评论态度鲜明，毫不隐晦。“荀子
认为‘出乎口，入乎耳’的读书不能到达
人的心灵深处，只有深入心灵的读书才
能化为人生的实践，支配人的一生。”王
学泰一生读书治学也践行了自己书中
所言。笔下文字常有振聋发聩之效，除
了广博的阅读与知识积累，也离不开历
经坎坷沉浮后的通透与达观。邵燕祥
先生评其文字是“经过炼狱炼过以后
的”，王得后先生说“他的清醒也就是他
的觉悟”，诚哉斯言。

《写在历史的边上》
文化学者王学泰读史笔记

♣ 张 莹

新书架

凝冬回望凝冬回望（（国画国画）） 龚立新龚立新

上初中的时候，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桃
花源记》深深打动了我，因为“桃花源”不但有
景色怡人的小桥流水，更是一个充满安宁祥和、
自由平等的小天地。我想，在过去的年代，不仅
是陶渊明，想必大多数人都有这种向往，向往这
个世外桃源。一直以来，“桃花源”成为我心中
的结，幻想着有一天走进这个世界一探究竟。

2016 年 12月，我应邀到湖南常德参加第
四届武陵国际微小说节。我知道陶渊明笔下
的“桃花源”就在常德武陵桃园县，《桃花源记》
中的主人公就是以捕鱼为生的“武陵人”。会
议之前，我就约了当地文友去桃花源看一看。
让人遗憾的是，景点尚在打造之中。遗憾的不
是说与桃花源失之交臂，而是“打造”二字让我
心中的温度降低了许多。想想也就不足为怪
了，现在哪里还有原生态的东西啊。

常言说，不到黄河心不死。2017年 12月，
我再次出席在湖南常德召开的第五届武陵国
际微小说节。幸运的是，这次会议特意安排了
到桃花源的采风活动。

进入景点，果然没有了现代化的玩意儿，
都是仿照陶渊明笔下的景致和人物设置的，泰
溪、泰谷、桃源山、五柳湖、桃林……因为是冬
季，没有“落英缤纷”，茅舍三三两两，农人“往
来种作”，装束很古朴，挑担走路极是闲散的样
子。这边男人的山歌刚落，那边女子的歌声便
起来了，此起彼伏，在山间回荡。走到一个空
旷的院落，五六名青年男女在跳竹筒舞，美妙
的节拍，曼妙的舞姿，让人久久不愿离去。我
们一行虽没有遇到主人“设酒杀鸡作食”，但酒
是免不得了。低度的米酒，还是蛮醉人的，一
个个喝得像是脸上搽了胭脂，红扑扑的。

走出桃花源的时候，我并没有恋恋不舍的
感觉，有了更多的感慨。陶渊明笔下的“桃花
源”那么单纯，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
没有沽名钓誉，也没有钩心斗角。原因是什
么？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中隐约透
露出了信息，陶渊明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对生
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
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陶渊明
通过对大同社会的构想，艺术地展现了大同社
会的风貌，是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
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以及对现实社
会的不满。

不由想到今天的安逸生活。如果陶渊明
先生在世，一定会感慨万千，诗兴大发的。

冬来，一直企盼一场雪。那洁
白妩媚的雪花，曾无数次轻盈入梦。

冬天的夜是安静的、漫长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些寂寥，当
推开窗，一朵朵洁白的小精灵从天
而降，使得了无情趣的日子瞬间诗
意盎然、生动鲜活。更是感叹岑参
的那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雪落在褪尽浮华的枝丫上，
怎么就勾勒出那么纯美的画面？
抛却枝枝蔓蔓的缠绕，删繁就简，素
朴淡然中透出玉骨琼枝的风貌，岂
是过往的喧嚣可以相比的。是雪
花，让我们理解了生命的深刻。

禁不住雪的诱惑，走进这个银
白的天地，和雪花一起飞舞。雪花
穿过我的发，贴在我的脸颊，洒在
我的睫毛间，浸润我的唇，偶尔还
会掠过我的脖颈，在我的肌肤里慢
慢消融。我爱极了这素心般的雪，
你不去想寒冬给了你多少深情，不
去想大地是否会记下你的曾经，只
是这样飘飘洒洒，拼尽全力释放那
纯真、炽烈的爱。

放眼望去，苍穹之下，白茫茫、
透亮亮、明晃晃，一片银装素裹的
世界。毛主席看到如此景象，挥笔
写下《沁园春·雪》一词，恢宏豪迈
之气，直冲云霄。是雪的慷慨、壮
丽激发他的创作激情，抒发了他伟
大的抱负。只有雪，隐藏万物，施
以恭敬，在一番透彻洗礼之后，除
去污浊，涤荡尘埃，让万物焕然一
新，呈现春的蓬勃。

一株垂柳，披挂了满枝的雪
条，让我惊喜，微风轻轻摇曳着她
的身姿，弱弱的雪花轻舞旋转，开
成一朵美丽圣洁的花。我惊异于
自己的发现，人生中，是我没有一
双敏感的眼睛，还是我忽略了身边
入心的风景。我暂且不责怪自己
的一意孤行，索性让自己爱上这雪
柳的柔情。我知道，是这片片雪花
给了人们洞彻事物的眼睛。

雪纷纷扬扬的下着，或许古人
咏雪之作堪为绝妙，我的心中喷涌
出诸多诗词名句。“千山鸟飞绝，万
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
雪”“风雪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白
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
成”，句句妙笔天成、笔歌墨舞。是
雪赋予了古文人喷薄的才情，给后
人留下千古传世之作，让文学艺术
永远贴近人的心灵，深化人的思
想，传承文化精髓，让文学之光千
年、万年永远闪亮。

突然想到红楼梦里的一个画
面，宝玉一袭长衫，凛凛然走在白雪
苍茫的天地间，天地万物此刻化为
虚无，世事繁华皆成空，万丈红尘被
远远抛在身后，风烟俱净。生在温
柔富贵乡的贾宝玉从此孑然一身，
是怎样的一种超脱和释然之境？从
对胭脂水粉的热爱到虔诚的远离缤
纷尘世，正如那句结束语“好一似食
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多少有些伤感了，但有喜悦就
会有悲情，人生山一程水一程的奔
赴，幸福和泪水参半，我们应时不时
歇一歇脚，让自己静心思索下一段
行程，方得参透、了悟，这何尝不是
雪花所给予我们的馈赠？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落雪的
深夜，与友围炉夜话，烹雪煮酒。
窗外雪落倾城，屋内暖酒半盏，酒
不醉人人自醉，只因同是诗书人，
抚琴一曲伴雪落，红梅朵朵暗香
来。飘舞的雪花啊，我多么庆幸，
能和你邂逅一场爱的抒情！

人与自然

雪梅（书法） 孙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