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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是会开花的雨

灯下漫笔

♣ 郭震海

乡下的春联城里的灯
在中国，春联作为一种生动的艺术表现形

式，是延续了上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副春
联、短短两语、字数相同、形式短小、文辞精炼、
言简意深、讲究对仗、平仄协调、结构工整，没有
任何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能像春联那样深入人
心，家喻户晓。自古到今，不论达官还是平民，
不管皇宫还是农舍，过新年贴春联，已成为一种
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仪式。

有人说，红红火火过大年，乡下的春联城里
的灯。在乡下，贴春联讲究多、范围广、氛围
浓。广袤的乡村，占到全国 80%以上的土地和
人口，闹新春过大年图的就是吉祥，要的就是红
火。庙宇、亭台、阁楼、桥梁、码头，甚至是狗棚、
猪舍、马厩、羊圈等，都需要贴上红红的春联。
每家每户院落独立，有大门、有屋门，还有堆放
农具杂物的储藏室的门，凡是门就需要贴春联，
全家老小齐上阵，孩子扶梯子，父亲贴春联，母
亲备糨糊，一家人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小黄
狗蹦蹦跳跳开心地摇着尾巴，屋子里的火炉上
炖着肉“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肉香弥漫中夹杂
着一家人的说笑声，欢乐而温馨。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乡下
人过年，买春联贴的人家少，写春联贴的家户
多，过大年要的就是过程，享受的就是氛围，卖
的春联再好都没有写的好。会写的人家自己
写，不会写的人家会买红纸求人写。能写春联
的“文化人”，多为村里的教书先生或德高望重、
知文识字的人，腊月一进，不用谁提醒，他们会
提前摆好桌子，自备笔墨，等乡亲们上门来写春
联。写春联完全免费，都是邻里，讲的是个情

分。往往东家写完李家来，来者需报上家里共
有几个门，各是什么门，因为门不同春联的内容
就不同。譬如，同样是家畜，猪舍贴的春联和羊
圈门上的春联就有区别。猪舍的春联，一般上
联是“大猪身胖仔猪多”，下联为“膘肥体壮能吃
喝”，或者上联是“多吃多睡多长膘”，下联为“有
精有肥有销路”，横批是“肥猪满圈”或“养猪致
富”等，如果是羊圈就略有不同，羊圈的上联多
是“槽头兴旺”，下联为“厩内平安”，横批是“喜
气羊羊”。如果将猪舍或羊圈门上的春联错贴
在家门上，就会闹出大笑话。

再譬如，老年人门上贴的春联和年轻人住
的家也会不同，老年人的春联，上联多是“精神
矍铄似东海云鹤”，下联为“身体康健如南海劲
松”，或者上联是“乐享遐龄寿比南山松”，下联
为“欣逢盛世福如东海水”，横批是“福寿安康”
或“福星高照”。除外，铁匠铺、豆腐坊、药店、代
销店，等等，行业有别春联不同，内容各有千秋，
文辞变化多样。

在乡村除门上贴春联外，各种各样的“祈福
纳祥”小帖子更是必不可少，如厨房内的墙壁上
要贴“五味调香”或“手巧艺精”，门上要贴“园蔬
调出好味道”“盘食烹来满家香”。楼梯上要贴

“步步登高”，床头要贴“身卧福地”，粮柜上要贴
“五谷丰登”或“颗粒归仓”，水井边要贴“细水长
流”，院子里有树木要贴“林木长青”，有车的家
庭，不管是独轮车、平板车、牛马车还是机动车，
都要贴“出入平安”，甚至是大门外，除春联外，
还需贴一个大大的“福”字，下面有“抬头见喜”
或“出门见喜”等“祈福纳祥”的小帖子。

乡下过年，贴春联最烦琐、最复杂，也最重
要，当“喜气临门红色妍，家家户户贴春联”后，
节日的气氛浓郁而热烈，整个村庄处处洋溢着
喜庆吉祥，大人小孩换新衣、吃饺子迎新年。整
个正月里，亲朋互访，好友相聚，客来进门前，会
先站在院子里看看春联，甚至读一读，夸赞几
句，说春联写得好、写得妙，孩子们兜里装着压
岁钱，手里拿着吃不完的花生或糖果，好不快
活。

如果说乡下的春联喜庆，那么观花灯还是
城里的好。城里人多，热闹，城里的灯多，样式
好，自古上元节进城去观灯，可谓源远流长，如
在四大古典名著中，均有描写元宵节进城观灯
的盛景。譬如《西游记》中，第九十一回“金平府
元夜观灯，玄英洞唐僧供状”一章，对三五上元
之夜，唐僧师徒四人进城观灯就有最为形象而
生动的描写：

三五良宵节，上元春色和。花灯悬闹市，齐
唱太平歌。又见那六街三市灯亮，半空一鉴初
升。那月如冯夷推上烂银盘，这灯似仙女织成
铺地锦。灯映月，增一倍光辉；月照灯，添十分
灿烂。观不尽铁锁星桥，看不了灯花火树。雪
花灯、梅花灯，春冰剪碎；绣屏灯、画屏灯，五彩
攒成。核桃灯、荷花灯，灯楼高挂；青狮灯、白象
灯，灯架高檠。虾儿灯、鳖儿灯，棚前高弄；羊儿
灯、兔儿灯，檐下精神。鹰儿灯、凤儿灯，相连相
并；虎儿灯、马儿灯，同走同行。仙鹤灯、白鹿
灯，寿星骑坐；金鱼灯、长鲸灯，李白高乘。鳌山
灯，神仙聚会；走马灯，武将交锋。万千家灯火
楼台，十数里云烟世界。那壁厢，索琅琅玉韂飞

来；这壁厢，毂辘辘香车辇过。看那红妆楼上，
倚着栏，隔着帘，并着肩，携着手，双双美女贪
欢；绿水桥边，闹吵吵，锦簇簇，醉醺醺，笑呵呵，
对对游人戏彩。满城中箫鼓喧哗，彻夜里笙歌
不断。

如今城里观灯，随着各种现代科技元素的
加入，更是一种享受。三五良宵节，上元灯似
海，荷花能开，梨花再现，可摘日，可揽月，入得
了海，上得去天，灯展不同、主题有别，内容各
异，别具特色，焰火腾空，花灯齐亮，在声光电中
享受的是最独特的感官盛宴，正所谓“谁家见月
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百节年为首。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孕育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年节作为中国最古
老的节日，是全年之中最重要、最隆重、洋溢着
喜庆和温暖的节日，也是每个炎黄子孙心中永
远难以割舍的符号。春节与元宵节，作为年节
中并列的两个大节日，阖家团聚，除旧布新，迎
禧接福，无论是春节贴春联还是元宵节观花灯，
无不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承载了我们这个
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已经连续三载，我和乡下的父母都有一
个约定：每年春节，我回乡下和年迈的父母团
圆，一家人贴春联、包饺子，开开心心在乡下
过大年。元宵节，我接父母进城，与儿女们欢
聚，一家人观花灯、吃元宵，热热闹闹在城里
度元宵节。乡下的春联城里的灯，当年节遇
上新时代，享受着交通、美食等各种各样的便
利，继承传统接纳新意，让新年过得有味、有
趣、更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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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起风了，冷风吹得门窗哐哐响，远处一
户人家房顶上的灰瓦片似乎被吹得更瘦更薄
了，看得人也心生寒意。院子里一根绳子上晾
着很多干菜，风吹得又猛又急，干菜却紧抓着绳
子在风里荡悠。一个老妇人从屋里出来，忙着
把干菜往袋子里收。

是晾晒的萝卜缨干菜吗？这样的情景太熟
悉亲切了，心里竟漫上一阵暖意。这会儿，任那
风吹得再凛冽，在温情的人世也不过是虚张声
势罢了，一碗热腾腾的干菜面条就可以抵御住
这一冬的寒凉。

干菜面条一直是很喜欢吃的食物，尤其冬
天的晚上，上了一天班，顶着凛冽的寒风回家，
想着晚上做一锅热腾腾的干菜面条，心里顿时
升起了暖意，冷风吹在脸上，也不觉得冷了，一
心想着赶快回到家，脚步铿锵有力，路上看到那
些冻得硬硬的树枝也觉得柔和了许多。

干菜面条做起来很简单，也省事，抓一把
干菜热水烫软切碎，再准备一棵葱，几瓣蒜，几
片姜，两个西红柿，三四个鸡蛋，锅里放油，炒
鸡蛋花，然后把葱姜蒜放到锅里炒出香味，再
把切碎的干菜和西红柿放到锅中翻炒，放点
盐，添上水，等到水开，面条下锅，滚两三回，一
锅热乎乎的干菜面条就做好了。再放点香油
和醋，干菜的清香把葱姜蒜的香味，还有西红
柿鸡蛋的味道都汇集在了一起，一碗干菜面条
端在手中，暖心，暖胃，还令人忘记烦恼。面条
呢，手擀面最相宜，劲道，汤汁浓厚，是小时候
的味道。

每年的这个时候，母亲也总要忙着准备干
菜，菜地的萝卜收了后，看似无用的萝卜缨也成
了母亲眼里的宝贝。她不怕水凉，很仔细地在
水池边把一大筐萝卜缨慢慢清洗干净，然后烧
一大锅开水，一点点焯水，再慢慢沥水，再一点
点搭在廊檐下的绳子上慢慢晾晒。做这些的时
候，母亲真有耐心，我看着都嫌麻烦。

母亲就笑，你们都喜欢吃，冬天无事咱做

干菜面条吃。这些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
盼了一年都想吃的，且是百吃不厌。与餐桌上
的大鱼大肉相比，干菜似乎太黯淡了，但肉食
容易让人腻，而黯淡的干菜却藏着阳光的芬
芳，还有菜蔬的清香，细细品味，味道总是那么
醇厚绵长。

说着说着，母亲就会讲起她小时候，姥姥晾
晒干菜的往事。那时候，家境不好，冬天冷风呼
呼吹，冻得人手脚冰冰凉，这时候，吃上一碗热
热的干菜面条是特别幸福的事。每次做干菜面
条的时候，姥姥会特意多做一些给邻居老人送
一碗，老人岁数大了，又是一个人生活，姥姥心
善，家里有好吃的总会想着老人。

其实，我知道母亲准备那么多干菜的原
因。邻家奶奶也喜欢吃干菜面条，但她腰不好，
眼神也不好，有一年，焯水时还烫着了手。这以
后，家里廊檐下的干菜晾晒好，母亲总会挑最好
的装一兜让我送到她家。邻家奶奶见到我，总
是很亲切，有人来看她带了糕点，她总要留一份
给我。

这样的邻里之间的往来很平常，似乎不
值一提，所给予的也不过是一些微小的关心
和温暖，但在成长的道路上却给了我一些启
迪和影响，人得拥有一颗向善向暖的心，无论
人生是繁花似锦的春天还是萧瑟清冷的寒
冬，不会在得意时忘记来时路，也不会在失意
时灰心失望。

热气腾腾的干菜面条是故乡食物的一
种，也正如故乡纯朴温暖的风貌，何时想起来
只记得的是万般好，哪怕立于萧瑟寒冷的冬
季，心头立即就漫上了热气。从故乡一个个
小小的村庄出发，一路披星戴月，到小城，再
到大城，踏踏实实地向前，离故乡越来越远，
而心却从来没有走远，很多习惯是从前故乡
给我的，一直伴着我在异乡的天空下生活，欢
声笑语，忧伤难过，给我温暖支持，给我力量
和坚强。

知味

♣ 耿艳菊

冬天里的干菜面条

荐书架

♣ 徐子茼

《神圣婚姻》：一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鉴

《神圣婚姻》是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
程”优秀长篇小说奖获得者徐坤的最新长篇
小说。多年前，她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就以鲜
明的“徐坤风格”赢得文坛的高度关注。《神
圣婚姻》是徐坤多年沉淀后的归来之作，是
人生抵达另一境界后的“爆发”之作，是直面
新时代现场、饱含丰富生活经验而又铅华洗
净的高度凝练之作。

小说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主线：年轻人在
今天如何寻找到自己的爱情？小说中，程田
田过于依赖父母，依赖男朋友，失恋之后，她
通过接触到大地，去支教，到基层，跟乡村振
兴和扶贫的故事也结合在一起，她和潘高峰
在一年时间里为一个村子建立 5G 基站，在

这个基础上两个人产生了爱情。小说里的
故事，跟当下不少人的生活非常贴近。学者
杨庆祥认为其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长出来
的故事，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
鉴，是从 2016 年到北京冬奥会之间，是离我
们生活时间最近的一部中国当代城市生活
图鉴”。

徐坤真正介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
叙述节奏，跟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感受到的
速度同频共振。时代在变化，读者的阅读习
惯在发生变化。很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徐坤再次回来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
长篇小说应该有新的元素、新的叙述、新的
讲法，这是特别重要的。

百姓记事

♣刘传俊

爆竹声中一岁除
“爆竹声声辞旧岁，普天同庆迎新春”……

这一副副由整年与土地为伍的农夫自拟、手写
的大红对联，就是在过春节那些天的难忘时光
里，那些此消彼长四散着欣喜烟火味儿的响声
里，一个劲儿闪亮在村邻草房屋大门两侧的木
门框上，进而烙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田里。一声
声盈耳的爆竹，甜蜜地在我童年的春节里欢歌。

脑际中的家乡豫西南，那时一进入腊月，天
气就寒冷无比。然而天寒地冻却难以遮挡人们
出迎古老传统的年的身影。淘粮食磨年面的，
起五更进城赶年集的，洗衣物让冷风刮干的，剁
硬柴火浸肉煎炸的，杀年鸡后采下软毛勒风箱
的，张弛有度，随处可见。平日里的清晨或傍
晚，往返于家庭和井口担水的弯曲小路，这几天
竟熙来攘往，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嘹亮着扁担钩
和水桶梁协奏出的旋律，淳朴悠扬，缓缓流入祈
望幸福和睦永驻世间的人们的心中。村庄里无
不满盈忙碌而欢愉地准备过大年的气息，人人
脸上无不挂着掩饰不住的急于换桃符的喜色。

一年四季里，总是当太阳还未露脸就起身
操持生活的母亲，此时的劳碌在成倍增加。从
一家老小的吃喝穿戴，到春节期间来了客人如
何招待诸类琐碎，好像都必须得在她粗糙的手
中打磨一遍两遍似的，只有这样才天经地义，才
心安理得。

似懂事非懂事的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

没有大人呼唤的情况下，主动帮助做一些诸如
往灶火里抱柴火、晾晒锅盖锅帽、看管母亲淘洗
过后摊晾在院里的小麦不让飞来的麻雀啄食等
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这样“讨好”母亲，是真心
想减轻她的负担，让她开心。她一开心，就会

“阔绰”地给我三五角钱，让我到隔一条已上了
冻的小溪的邻村供销社，买回我心仪的鞭炮来
放，快快乐乐辞旧迎新。母亲时刻在把握着儿
子的心理变化，儿子十分谙熟家里的收支情
况。善于与清贫日子抗争的母亲，一年到头都
精打细算，从不浪费丁点儿东西。面对食盐、煤
油、作业本都得拿鸡蛋到供销社兑换的生存环
境，母亲常无奈地说“苦日子比树叶子还稠”。
宁穷一年，不穷一节。该过年了，她的生活态度
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想法竟跟平常截然
不同。她最知道我这个时候的所想所盼，也最
知道过年这一民族传统习俗必须要燃放鞭炮。

鞭炮一响，能吓跑怪兽驱走邪恶镇住凶煞，能闪
射出五彩缤纷的洋洋瑞气喜气。

年三十下午，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庭院
打扫干净利落，贴上大红对联，灶火里的煤油灯
就亮了，开始煮饺子过除夕了。动筷子前，先在
院子里燃放一挂鞭炮，噼噼啪啪。差不多在这
同一时刻，鞭炮声就连成了一片，这一家连着那
一家的，这个村庄连着那个村庄的。这恰如国
人早就约定好了，世世代代都不曾变更过。

大年初一凌晨，鞭炮声就将围着泥巴火盆
熬夜守岁，躺下不多时两眼还酸涩、浑身犯困的
我从美梦中惊醒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跑到
村北那个高大土堆上凑热闹放鞭炮。钟爱的鞭
炮声不绝于耳，充盈于天地间。是清脆的响彻
云霄的鞭炮声，把淳朴的村落唤醒的，把古老的
中华大地唤醒的。天边热情捧出的暖暖的晨
曦，是大地醒来后的微微笑意。那一抹绚丽的

红霞，是给笑意粉饰的一层迷人色彩。蓦然回
首，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熠熠生辉。
大地被这红簇拥着，人们的言笑被这红簇拥着，
新春也被这红簇拥着。

一连几天时间里，我同玩伴几乎与这红形
影不离。我用这样的做法，来吸引小伙伴看热
闹听响声偷着乐。将成挂的蚂蚱鞭炮拆下来
10 多个，单独点着后一扔老高，在空中炸响。
听到零星的响声，他们便会蜂拥而至。稍后，我
再用竹竿挑起来点燃剩余的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一诱惑他们集合到一起来玩耍的方法，极为
奏效。他们从不同方位飞跑过来了，眼光不约
而同齐刷刷扫视地面上的炮纸，捡拾光有身子
没有捻头的“哑炮”，然后拦腰掰开，一层层剥去
缠裹鞭炮的杂色纸，直到“哑炮”露出灰色药面，
往地上一搁，两两对着“滋花”。一股微弱的但
很好闻的火药味，趁势钻进了鼻腔，悠长悠长。
斗胆的还会用手指尖捏着，互对着“滋花”，比赛
谁的“哑炮”威力更大、火力更猛。

心性纯真、不知愁滋味的我“储藏”的鞭炮
毕竟有限，“把戏”展演完了，伙伴们也不再久
留，他们要去另一处寻找快乐。于是，我也加入
其中，说笑着跑向传来鞭炮声的另一场地……

小时候的春节，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爆竹
炸响中度过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快乐，照
亮了童年的底色。

雪一下来，就满地里跳起了舞。
燕林爱说，看看这些雪花，在外面漂泊了一

年，找到了家，多高兴啊！
可不，雪花是流浪的水，历经了春夏秋冬，这

回终于到家了，能不兴奋吗？它们在空中飞舞，
追着、跑着，久久不愿意落下来，那份轻盈和妩媚
带着万千依恋。

我一直把雪花当作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很多
时候，雪花总是羞涩的，隔了一年回家，有点生疏了，
胆子变小了，这个白色的小精灵呀！那么地调皮。

下雪了，下雪了。大人小孩都会激动地叫上
一句，发自内心的喜欢带着热气。

祖母说，雪是会开花的雨。
我们不明白祖母的话，在心里描摹着雪花的

样子，会开花的雨，一点都打不湿我们的联想，只
是，能感觉出它的冷。

有雪的夜晚很漫长，也很浪漫，它们惬意地
在夜空中舞蹈，用洁白的童话把我们的梦乡装点
得斑斓如幻，心锦如画。

早上起来，玩够了的雪落了下来，挤在一起
取暖，或许，玩了一夜，它们累了、困了，睡着了。
村子又开始安静地卧在白雪的世界里。放眼望
去，村子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屋脊上、树上、
草垛上、田埂上，到处银装素裹。这些洁白把冬
天的乡村照亮，那一刻，我们感到好奇和惊叹，惊
叹刚刚化过妆的乡下多了诗意，在寒风里自然成
景，多了纯净的美和雅致的趣意。

真的很佩服这些雪，可以随遇而安。不像燕
林这小子，他最怕冷，一下雪就往屋子里躲。

一吃过早饭，我就会“咯吱、咯吱”地踩着雪，迎
着割脸的细风，挨家挨户地喊小伙伴们出来玩雪。

燕林家生了火，是他姑姑从外地带回来的炭
火，没有火苗，隐约可见跳动的蓝，那是炭俏皮的
嘴脸。伸出手的那一刻，我猛然觉得，通红的炭
火真暖和。小伙伴们都被这蓝色的火焰吸引住
了，一个个红着小脸，都把小手伸在上面，抚摸跳
动着的蓝焰散发出的热量。

全村的人都喜欢聚在那里，我们也更喜欢往
燕林家里凑，不仅仅是烤火，主要是为了他们家
一大屋子烤得暖烘烘的笑声。我们暖和了，和我
们一起回家的雪也暖和了，它们静静地化成水，
在地上画上一个个地图，这些死去的雪，末了，还
要在地上，描摹它们出生的样子。我猜想，那个
地图就是它们的地盘。

下雪天，堆雪人和打雪仗是必不可少的。喊
上燕林、全福、大嘴、连桂，拿上铁锨，把四周的雪
都请到一块儿，拍的拍，裁的裁，一会儿就把身子
做好了。全福最大，雪人的颈脖和头都由他来完
成。其实也不是很复杂，说穿了，颈脖就是一个
小雪团，头颅就是一个大雪团，只是大雪团要用
手拍实，好刻出眼睛、鼻子、嘴巴等五官。之后，
找来两个黑石子当作雪人的眼睛安上，再跑到门
前，揭一片红对联，把雪人的嘴巴涂红，最后给他
戴上帽子，这样，一个俏皮、可爱的小雪人，就驻
守在村口的大柳树下，成为雪天独特的一景，谁
走到那，都会忍不住瞟上两眼，内心生出无限的
愉悦和涟漪……

打雪仗就更不用提了，全福捏的雪团又大又
实，砸在人的身上，又重又疼，我们都不敢和他较
量。还好，大家的年龄基本相仿，雪团在空中飞来
飞去，谁都能承受得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游戏不
会持续太久，都是那个全福下手太重，不是因为这
个被打哭，就是因为那个被打哭而草草收场。

不过，我们这群孩子可没有“狼气”，扭屁股
的工夫，大家又玩到了一起。

下雪不冷化雪冷，太阳一出来，那些雪便悄
然融化起来。所有温暖的萌动，凭肉眼是看不见
的，但能感觉到，依稀可见水滴从檐下滴落，这些
冬天的泪水，会结成冰凌，像一盘耙，耙齿朝下，
玲珑的心昭示着农事的逼近。那时，我知道，水
一旦凝固，就会亮出坚硬的骨头。

此时，是一起到田间地头捉野兔的最佳时
机，野兔在雪地里饿了好几天，已经没有多大力
气和我们赛跑了。燕林我们几个每人手里别着
一根两米长的竹竿，身边领着自家的狗，沿着田
埂寻找藏匿的野兔。

最怕去老根家了。老根爷在一口破锅上，架
上了一个大大的湿树根，用干劈柴燃着，湿树根
冒着黑烟，肚子下面闪着星星点点的红星。几个
老头，围在四周，流着鼻涕和泪水，伸着鸡爪子一
样干瘪、粗糙的老手，不停地咳嗽着。老根爷把
老根按在椅子上，不准他出去踏雪，我们去喊他，
老根爷会连同我们一起扣下，在他们的咳嗽声
里，烤冒出的黑烟，一点都不暖和。老根爷手里
拿着火钳，不停地敲打着树兜，任火星四溅的样
子炸开我们的寂寞和难耐。

回家的雪也怕寂寞，它们在老根家的院子里
安静地打开一片孤独，任由老根家的鸡鸭和狗狗
在它身上乱写乱画，打发那些用旧的时光。

燕林、老根，我们几个是闲不住的，外面铺着
的厚厚的雪毯早让我们的心里长了草，也不管那
么多，一个两个的，偷偷地从老根家溜出来，在雪
地里打呀，闹呀！那些雪，在我们的脚下奔跑着，
在我们的手里炸开着，它们用一片冰心递给我们
无限的欢乐……

傍晚的时候，去野外捕鸟、抓兔子的大人们
回来了，他们用压弯的树枝，挑着一天的收获，在
我们飞扬的雪花里，踏着坚实的步子，脸上洋溢
着难以抑制的笑容，把回家的雪当成他们狩猎的
迷魂阵。

跟在他们身后欢呼雀跃时，我们明白，这些
可怜的鸟和兔子，是回家的雪暴露了他们的行
踪。也是，人比起这些鸟和野兔，因为多了思维，
变得强大和无忌。

这些会开花的雨，能霸占整个世界，可霸占
不了人心。

炊烟是雪天放出的密探，它回来一次，我们就
欢乐一次，相反的，那些小动物就悲哀一次。

等我们长大，待到雪花飞舞，它们再回家时，
这个世界，只有欢乐，没有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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