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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窗外飞来一

群鸟，忽拉拉落在树上，光秃

秃的枝丫顿时结满一树鸟。

开始以为是麻雀，细瞅，

不然。

这鸟，全身多呈灰色，翼

梢伴有蓝色，脑袋栗褐色。

头上长着簇状冠羽，俊美俏

皮，十分招人喜爱。

搜过百度，方知，此鸟叫

太平鸟，别名连雀、十二黄。

它们为什么会在寒冷的冬日，成群结队飞到这里

来呢？我好奇地观察后发现：它们是到这里来寻找食

物的。小区院里有几棵红果树，秋天结满一团团橘红

色的果实，它们就是来吃这果实的。

站在窗前能清楚看到，它们其中一拨忽而飞到红

果树上，各自抱守一团红果，一口接一口朵颐。盖在

红果上的积雪被它们抖动得散落下来，阳光下飞撒着

缕缕晶莹。

另一拨落在地上，蹦蹦跶跶寻找从树上掉下来的

红果吃。他们不怕人，人从它们旁边走过它们毫无戒

意。可只要有人驻下脚，仔细凝视或给它们拍照时，

它们便会警惕地轰然一跃而起，飞到附近一棵高树上

观察究竟。待人刚一走开，它们又会迅速降落下来，

继续它们的饕餮盛宴。

它们的到来，给寒冬里冷寂的小区带来了一丝

活力。这鸟不仅仅长得好看，名字亦好听，喜兴祥

瑞——太平鸟，似乎它们出现在哪里，就会给哪里

带来太平、祥和！至少是一种祝福祈愿吧！我想，

一定是人们渴望过太平生活才给这种鸟起了这样

一个名字。

愿世界没有战乱、没有瘟疫、没有地震、没有海

啸、没有水灾火灾……天下太平。这是所有热爱和

平、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人们共同的愿望。

感谢这群鸟，在这春节到来之际闯入了我的视

野，给我带来了春的讯息，带来了自由奔放的心情。

虽说隔着厚厚的双层玻璃，我还是听见了它们那并不华丽的清脆鸣叫，那是足

以让我泪水盈眶的天籁之声。

我不知道它们会在我住的这个小区驻留多久？明天又会飞向何处？但我

知道，它们飞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因为它们会把吃过的红果种子撒到那里，

会把一份太平祥和的祝福带给那里的人们。

那天真是让人心动的日子。一位老友从远方发来微信：腊月十四，小寒，

问候一声平安！我复：平安，永远都是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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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是全年最重

要的一个节日。人们在春节大红灯笼高高挂、

舞狮子、放鞭炮、耍龙、逛庙会、逛花街……乡

下里，人们一进腊月就忙着杀猪备年货，煎炒

烹炸间四处飘香。到了春节时，我们要贴春

联、守岁、吃团圆饭、拜年，喜喜庆庆，人们满心

欢喜，沉浸在节日的喜悦里。

春节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韵味，源远流长，

浸润着我们的心灵。

我骄傲，我会写中国字，会说中国话，享受

着浓浓的中国风。中国韵味凝聚在书画中。

中国书画讲究意境之美，如《画鉴》中所说：“若

看山水、墨竹、梅兰、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

游戏翰墨，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

似求之。先观天真，次观笔意，相对忘笔墨之

迹，方为得趣。”这是一份独特的中国美，淡雅、

空灵，又充满了无穷的韵味。

中国画讲究“留白”，言有尽而意无穷。

笔为墨，白为纸，三笔两画，神韵皆出。此

时，你的眼前山水栩栩如生，画者水墨留白，

虚实相接，又惜墨如金，寥寥几笔，于方寸之

间勾勒天地和无穷的意境，这就是中国画的

韵味。留白不空，留白不白，以少胜多，妙趣

横生。

中国韵味是一缕茶香。中国人爱茶，茶生

于天地，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外国

人称：“这是神奇的中国叶子。”喝茶的时光，颇

有些禅茶一味的意境。和着淡淡的茶香，和着

古筝的高山流水，茶香慢慢地散发出来，你的

心是安静的，看着杯中茶叶沉浮，仿佛能品悟

出些许人生的真谛。在茶中，我最爱普洱茶。

它凝结着时间的洗礼，自然发酵，随着时光，涩

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柔滑的滋味。这种顺

滑是一种历经岁月的柔美和优雅，是一种成熟

之美。中国人喜欢历经岁月而内心纯真，历经

磨难依然勇敢向前。

中国韵味浓缩在服饰中。喜欢民族服饰

的人，都喜欢：“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

珊珊”之美，中国韵味体现在古典的旗袍，婀娜

多姿，亭亭玉立。那古典的盘扣，根根细绳环

环缠绕，相互牵绊。精美的盘扣在不动声色地

诠释着中国人向往的团圆之美。身着旗袍，佩

戴压襟的女子，举手投足间荡漾着温柔的优雅

和淡淡的馨香，一步一摇曳间，有悦耳的音声，

更加灵动生姿。

在《花样年华》中张曼玉穿着华美的旗袍，

婀娜多姿地走在上海的小巷里，一举手一投

足，都有欲语还休的妩媚。有人说，旗袍真正

的美，在于内敛与深刻。穿旗袍的女人，袅袅

婷婷走来，微风玉露倾，挪步暗生香。

中国韵味藏在细密的针脚里，人们细细地

绣花，一针一线，绣出祝福。那漂亮的流苏，点

滴之音，隐藏着中国的含蓄之美。

春节时，更体味着浓郁的中国韵味。它是

人们巧手的剪纸，一笔一画的笔墨，是一杯茶

的闲适，也有热闹的戏曲、社戏，更有风轻云淡

的禅意。淡淡中国风，浓浓中国情……

浓浓中国味
□王南海

新年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新年

伊始，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贴春联。春联象征着

喜庆、吉祥，也寄托了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憧憬

与期盼。

小时候，每年都有好多邻居找父亲帮忙写

春联，因为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能写一手好毛

笔字的人。父亲也非常乐意帮邻居写春联，所

以每到年底，都是父亲最开心最忙碌的时候。

小时候的春联纸是那种很大的红纸，需要

手工裁剪，而农村每家每户的房间数量不一样，

所以父亲每次都会先计算一下各家需要多少

“福”字、横批、对联等，再开始裁剪。父亲说这

样才能不浪费春联纸，帮邻居家做事，一定要用

心去做。

父亲每次写春联，都会把笔墨纸砚摆好，然

后拿出一个小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了很多对

联，那都是父亲这么多年来积累的。每年出去

给亲朋好友拜年，父亲都会盯着人家的春联，看

到比较好的对联，回家就记在小本上，来年就能

用上了。

父亲写“福”字时会先把正方形的春联纸沿

着对角线轻轻地对折出一个“十”字，然后再

写。写对联的时候，会先想好是写几个字的对

联，然后折好，这样可以保证字间距相当，写出

来要工整得多。每当父亲在春联纸上挥毫泼墨

的时候，都会引来一群小伙伴围观，他们都羡慕

我有个会写春联的父亲，那时候的我骄傲极了。

父亲每写完一张春联，我就跟小伙伴们争

抢着把它晾起来，看着摆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

淡淡墨香味的春联，过年的喜庆便散溢出来。

有时候我会趁着父亲放下毛笔的间隙，学

着父亲的样子在对联纸的边角料上写个“福”字。父亲总会欣慰地说，

等我长大了就换我来写，他在边上喝茶就好了。

等春联晾干了，父亲就一副副收起来，每家每户分装好，并且每家

都会多放几张“福”字，祝福邻居们来年多福。然后派我去给邻居家送

春联，这可是我最喜欢的

活儿了。因为不管去给谁

家送，都会装很多糖果花

生回来，现在想起那个场

景依旧觉得非常幸福。

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了，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各式各样的春联，大家也

都图省事开始购买现成的

春联，但是每次我看到印

刷体的春联总感觉少了点

什么。我想，大概就是少

了点年味吧，在我心里，只

有父亲的手写春联，才有

年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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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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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花，恐怕有千种万种了，

冷艳的、娇艳的、俏丽的、娇羞的、婀娜

多姿，姹紫嫣红，五彩缤纷，无不令人

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雪花飘落的景象是迷人的。自从

人类把自然风物作为自己的审美对

象，宇宙间各种景观有了独立的美学

意义之后，雪花，便有无数诗人、作家

咏赞它，描绘它，赋予它空灵的生命的

色彩。

唐代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已成为传诵千古

的咏雪华章。唐代韩愈的“白雪却嫌

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宋之问的

“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

开”；宋代杨万里的“最爱东山晴后

雪，软红光里涌银山”，堪称是一幅幅

精美的风景画。唐代东方虬的“春雪

满空来，触处似花开。不知园里树，

若个是真梅。”则是对雪花赋予了高

度的赞美之情。

在现代作家的笔下，雪花更是灵

动，多姿多彩，具有唯美的意象之美。

梁实秋说：“一片雪花含有无数的结

晶，一粒结晶又有好多好多的面，每个

面都反射着光，所以雪才显着那样的

洁白。”在梁实秋眼里的雪花，是具有

物理属性的美。鲁迅写得更具有情

感：“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

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

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

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

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

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

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

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

闪烁。”

也许是因为我出生于北方的缘

故，对雪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小时候盼冬天，冬天有年过，有雪花

飞。每到寒冬腊月，飘雪花的时候，我

便情不自禁地趴在窗台上，隔着窗凌

花，傻傻地向外望，望着漫天飞舞的鹅

毛似的雪花，尽管对雪花不解一二，但

满眼的虚幻神奇，使心灵中总是充满

着莫名的快乐。

再以后对雪花开始逐步有了理

性的感知与些许思考。曾经听人说

过，古有“烹雪煮茶”，苏武“渴饮雪饥

吞毡”的故事。我始终觉得在人类现

实的生活中，雪是有情怀的，它给人

们带来了福祉。雪花是可爱的，它广

为大地覆盖一切，没有差别，它大公

无私，装点了美好事物。雪花是高尚

的，让凛冽占据闪光的生命，甘愿陪

伴严寒。雪花是有情的，它有益于人

们的生息。俗话说“瑞雪兆丰年”，还

有人说“雪宜麦而辟蝗”，雪可治虫

害。

雪花，春的使者，万物孕育生命的

甘泉。雪化作水，对植物、农作物的生

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你看，冬日几场

大雪积起来，春来融成了天然的润溉，

大地复苏，新苗怒发，草木丛生，花团

锦簇，人世间一派勃勃生机。

此时的窗外，晶莹的雪花折射着

刺眼的阳光。雪后的空气格外的清

新，园区里一些树木还残存着黄色的

叶子，唯见三叶草，叶还有星点墨绿，

不肯脱去葳蕤的夏装。落叶被雪覆盖

起来，经过晶莹雪花的点染，平添几许

晶亮的诗行，在心灵、在旷野、在高山、

在隆冬。

笔落至此，此情此景，一首曾经唱

遍大江南北的歌，遂又萦绕在脑际：我

爱你，塞北的雪……

蓦然，我沉醉在银光闪闪的世界

里，沉醉在甜美的憧憬中。

雪 花
□张 诚

每年年初岁尾，都会兴致勃勃地写下十条心愿。待到一年匆匆而过，再

去看当时的“豪言壮语”时，不禁汗颜。除了寥寥一两个心愿得以实现，其他

都如肥皂泡般地破灭了。好在，时光不老，我们可以继续逐梦。于是，在新

的一年，我又把那些愿望“如法炮制”，写完自己都会想：“到了明年这个时

候，这些愿望能实现几个？”

小时候，我喜欢写作。那时，当我兴冲冲地拿着自己的作文去找语文老

师时，她说：“你的文字朴实，但灵气不足。也许，成不了很好的作家。”那时

候，这个梦似乎就瞬间碎了。当我四十岁时，看着别人频频发表文字，就突

然想：“我不一定要成为作家啊，做个快乐的文学爱好者就好，记录生活点

滴，也蛮有趣的。”

于是，我开始从身边的人和事写起，锻炼自己心和手的距离，就像有人

说，写作的秘诀就是开始和坚持。当我已经开始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地写下去，享受写作带给自己的欢愉。几年前，我在报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

字。当我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时，开心不已。慢慢地，文字花开，散落

在各大报刊上，那种小惊喜让每天的生活充满了期待。新的一年，每个月我

都给自己制订了达成的小目标。生活中，口袋里装着笔和纸，随手记录下有

趣的人或事，慢慢留心，坚持写作，表达也越来越顺畅了。当一年结束时，那

厚厚的发表文章的记录本，就是生活馈赠我的一朵大大的红花。

爱人有个心愿是坚持跑步，锻炼身体。起先，他只是想简单地锻炼身

体，那时候，跑一个全马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的事儿。后来，他看

到很多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坚持长跑，甚至可以完赛全马时，他突然有了

一个梦想，可以在自己坚持长跑三年后，跑完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全马。

从此，他风里来雨里去，当人们还沉醉在梦乡里时，他就起床去跑步

了。运动场上，他从跑一个四百米都累得“呼呼”直喘，到后来他慢慢地爱上

了跑步。他开始享受运动带给他的快乐。每到周末，他都和跑友们一起，来

到山野，或是风景如画的小径，开始一天的奔跑。在奔跑中，他们见证了这

个城市的黎明和灿烂的朝阳。在奔跑中，他领略着沿途的花花草草，风景迤

逦。在奔跑中，他的体能越来越好，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半马，于是那个

愿望开始越来越清晰。在这期间，每周、每月的目标都清晰可见。在新的一

年，他终于把全马列上了梦想清单。我想，这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儿子的心愿是考研上岸。自从他决定考研开始，似乎在他的脑海里，已

经有了一张清晰的时间列表。几月份要准备什么，要攻读哪些书籍，几月份

要掌握不同课程到什么程度，甚至每天的作息时间表都有了详细的规划。

我想，考研对于儿子来说，不再只是一个口号，或是一个梦想，而是实实在在

要去实现的目标。

梦想就像是一条遥不可及的路，一座高不见顶的山。可是，当我们按照

自己的节奏，目标笃定，即使遇到困难也不懈前行，并在朝梦想前进的路上，

给每一个目标制定一个时间节点，我想，那个梦会逐渐清晰……

给梦想一个

时间节点
□刘云燕

梦想，绚烂，喜庆，团圆

所有发光的语词

在夜空中喷薄而出

黑暗被烫出了一个洞

一株巨大的烟花树

以霹雳雷霆的姿态向上生长，越来越高

似花而又非花。却像一柄剑

是眼里的渴望幻化的星星

是指引前行的一盏明灯

过年花炮
□张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