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的春天，是乍暖还寒的春风，也是万物复

苏的春光。人们常说，东北“春脖子短”。诚然只有

一夜之间被春风抚开的桃树，才昭示着春的来临。

春光漫漫，最宜踏青，告别了沉闷的冬天，去

呼吸一年之初的朝气，是最快意的事情。若是提

到春游的好去处，首选净月潭。荡漾的碧波、轻

柔的树枝、飘落的花瓣，无一不诉说着春天的惬

意。携三两好友，漫步在甬道上，感受春风里混

着的青草香气；穿梭在森林中，享受丰富而又最

纯净的风景。放松的，不仅有疲累的身体，还有

久未舒展的灵魂。

春风中或许夹杂着些许冷意，但也蕴含着无

限的希望。不知从哪里飘来一只风筝，我的身体

也轻盈了起来，它拉着我飞度潭水，日光照耀着

我的影子，清澈的湖水荡漾，两岸的鸟儿清啼，它

拉着我跨越群山，丛林指引着我的方向，岩中的

泉水震响，天边的白云作伴。此时已是黄昏，随

着风，来到空中的索道，这是净月潭不能错过的

项目。坐着缆车，所有景象尽收眼底，有日光暖

暖的金色，有松林苍翠的绿色，还有游人衣衫的

五颜六色。净月潭美不胜收，生机盎然，风景如

画，正是春天的缩影。

吉林的夏天，是缠绵悱恻的细雨，也是骄阳

似火的热情。夏天的暑气来得更加直接，登上高

处，去感受一丝凉意，是最舒服的事情。

若是提到避暑的好去处，绕不开的就是长白

山。高耸的树林、清澈的天池、和煦的微风，无一

不诉说着仲夏的美妙。奔跑在古老迷人的丛林

里，去找寻松花江的源头，感受历史与现实的碰

撞；攀爬在古朴自然的台阶上，去探寻天池的模

样，感受宁静与震撼的火花。感到舒适的，不仅

有渴望凉爽的身体，还有渴望安然的灵魂。

若到了这里，不能仅仅去长白山，山脚下的

二道白河镇也千万别错过。到长白山河洛文化

公园去，了解河图洛书的源远历史；到湿地花海

去，欣赏夏日花朵的万紫千红；到美人松空中廊

桥公园去，体会世外桃源的曲径通幽；到奶头山

滑草场去，体会简单快乐的童年意趣。

在静谧的夜晚，和小伙伴们一起到镇里的小

店，品尝特色美食；在宽阔的街道上散步，聆听夏

蝉的鸣叫。随着风慢慢腾空，满天星斗随意散

落，在这里无须灯光照明，银色的月光会为你指

引；各个村庄错落有致，在这里没有满目繁华，轻

柔的夜曲会伴你入眠。转眼已是黎明，随着风，

回到长白山的高处，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愫萦绕在

心头，因为红彤彤的太阳即将在地平线跃起。灿

烂的阳光拨开山间的迷雾，百鸟竞相争鸣，像是

一场盛夏的狂欢。长白山山清水秀、郁郁葱葱、

绚烂无比，正是夏天的缩影。

吉林的秋天，是萧瑟寂寥的秋风，也是层林

尽染的秋叶。“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唐代诗人刘禹锡留下如此名句，正适宜东

北，因为东北的秋天有着独特的浪漫。

秋高气爽，最宜秋游。不同于夏天的火热，

秋日金黄的余晖倾泻而下，置身于山景秋色中，

是最惬意的事情。若提到欣赏绝妙佳景的好去

处，当然不能错过拥有“中国十大秋色”之一的蛟

河红叶谷。飞流直下的瀑布、潺潺流动的溪水、

五彩斑斓的沿途风景，装点出秋日里多姿多彩的

风光画卷。赏一场秋雨，聆听大珠小珠落玉盘的

清脆；寻一丛秋叶，感受鹿蹄踏叶暮山响的曼妙；

浴一轮秋阳，体验便引诗情到碧霄的畅快。与秋

日盛景产生共鸣的，不仅是久在樊笼里的身体，

更是向往“复得返自然”的灵魂。

在这里，有红叶溪欢乐地奔腾，水花们牵着

手汇成洪流；在这里，有湖水瀑布高亢地歌唱，浪

花们簇拥着飞流直下；在这里，有爱林林场静谧

地伫立，动物们开心地肆意探寻。

吉林的冬天，是冰封千里的纯粹，也是暮霭

沉沉的朦胧。这里满是北国特色，北风呼啸而

过，冬日就隆重地来临了。

冬天凛冽，最宜赏雪，过去时光中的纷繁颜

色，此刻尽成为满目霜白，是其他三季看不到的

至纯至净。若是问起冬日里该看的好景色，第一

个映入脑海的，是吉林市的雾凇。晶莹的霜花、

清新的空气、苍茫的寒江，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北

国风光。穿着暖和的羽绒服，于江畔漫步，手中

糖葫芦的鲜红与身旁一树的银白形成强烈的对

比，映出冬天里不一样的生机来。江心处早有孩

童们嬉戏玩耍，溜冰、雪爬犁、打雪仗……寒冷的

天气也无法将他们的热情磨灭，正是东北人坚韧

热忱的写照。在这里，身体虽然吹着寒风，心却

暖融融的。

冬日里最值得期待的事情，当然是过大年，家

里面不必说，就连江畔也是一片喜气洋洋。树树

银花竞相闪耀，天空中的烟火也来凑热闹，显示出

新年的气象来。爆竹声此起彼伏，夹杂着团团飞

舞的雪花，拥抱着整个城市；祝福声延绵不绝，带

着对新年的期冀，蔓延在每个角落。千里冰封的

雪景与自然纯粹的热情，正是冬天的缩影。

春暖花开，仲夏蝉鸣，秋色宜人，寒冬落雪。

四季轮回，人日新月盛，景却美丽如故，大美风

光，一起出发吧。

四季里的吉林
□席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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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2023年11月，到广东东莞观音山

国家森林公园“中外作家交流营”走

访并座谈。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位

于东莞市樟木头镇境内，走进观音山

国家森林公园，立刻被这里浓浓的文

化气息吸引。僻静处，还有一片“文

化艺术林”。2019年，“文化艺术林”

就已达到“百名作家植百树”的规模，

慢慢走着看着，发现了许多熟悉的作

家的名字，其中就有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种

下的火焰木。

文字资料上是如此介绍观音山

国家森林公园的：观音山国家森林公

园拥有“森林氧吧”的美誉，是粤港

澳居民休闲旅游、观光打卡的好去

处。观音山每年植树几十亩，成活率

达92%以上，成为国内样板，被国际生

态安全合作组织授予“国际生态安全

旅游示范基地”称号。

观音山的人文气息，是缭绕的，

是微薰的，是亲切和独特的。身处观

音山，处处可以感觉到这里在尊重文

学、尊重文化方面用心用情至深。有

幸的是，我得以在观音山“文化艺术

林”种下了一棵象征和平、生长和安

康的火焰木，这是“中外作家交流营”

的一项传统活动，已有百余位中外作

家先后来到观音山参加文学交流活

动，在“文化艺术林”种下了火焰木。

在观音山“文化艺术林”植树的

时候，阳光突然热烈起来，拂在我和

火焰木身上。终于，我栽种的火焰木

站立起来了，浇完水，我久久地仰望

着标注着我名字的火焰木，不忍离

开。

东莞市第八高级中学20余位同

学参加了“中外作家交流营五周年”

座谈交流会。会后，我捐赠了一套

《天池小小说》，得到杂志的同学把我

围了起来，热闹的场面真是暖心。突

然，在交流会上提问的那个女孩流着

泪跑到我面前，急匆匆地说，谢谢老

师注意到我，感觉老师讲话的时候，

就是在和我说话，虽然是慢慢地、柔

柔的，但是很有力量，我听了心里暖

暖的……记得女孩的提问是关于文

学作品影视化问题，她说，相比于文

艺爱情片的青涩和悬疑片的惊险，我

更希望看到一些经典作品中平和温

厚但有力量的画面。“我真想看看外

面的世界。”女孩在我面前不停地流

泪，她的泪告诉我，我是懂她的。人

与人之间需要对话，需要在诚恳的交

谈中感知彼此。在老师催促女孩离

开的那一刻，我加了女孩的微信，生

怕这么好的缘分一转眼就消失了。

从此，这个东莞女孩成为我的惦念。

同学们一边穿梭着请每一位作家签

名，一边开心地说，以后不再追星了，

我们开始追作家了。

虽然是第一次来东莞，但我对东莞

是熟悉的，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本书——

《和春天一起来到映秀》。这部作品以

诗一般的语言展现了东莞人的无私

大爱，反映了东莞市对口支援“5·12”

汶川特大地震震中映秀镇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的情形。映秀镇是汶川强

震中受损最严重的地区，原计划三年

重建的工作量，在东莞援建人员及映

秀镇政府与人民共同的顽强拼搏下，

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虽然东莞

市的援建工作已经过去15年了，但在

踏上东莞市的那一刻，震撼和感动之

情涌满心间。

落笔时，我已经回到飘雪的北

方。这个冬天比往年寒冷许多，想到

观音山“文化艺术林”里的那棵火焰

木，暖意立刻袭来。

暖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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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

明。”清明山苍苍，水漾漾，人们追念先祖，缅怀先

贤，敬仰先烈，释怀哀思，意在顺天应时。清明节

前后，春社、双蝶节、踏青节、西王母蟠桃会、上巳

及寒食诸节融入，犹如一壶杏花春酒，醉了众多

天南地北富有情趣的节日习俗。“雷惊天地龙蛇

蛰，雨足郊原草木柔”，携手天文，清明以绵绵春

雨，洗冬之灰黄为青翠，濯天地浮尘为清朗，拷贝

出一幅警策人间的水墨丹青。

这幅画，慎终追远。“贤愚千载知谁是”“士甘

焚死不公侯”，千百年来，清明首祭介之推，清明

之神，忠孝之魂；炎帝、黄帝、孔夫子，民族精神

的化身；乡贤先贤与先烈，忠孝文化的地方楷

模；千门万户列祖列宗，体现对血缘先人的感

恩。对于先人和父母恩德，子女以“孝”表达。

这种“孝”，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就是“生，事之以

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据吉林《永吉县

志》记载，是日“家无贫富，必携酒馔，祭墓培

坟”。在古代中国，人们“事死如事生”，祭祀也

上升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高度。“追思”

是温故知新的文化盛宴，既是民族自身良知的

灿烂，也是对民族历史的精神赡养。“白下有山

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通过追思与缅怀，达

到“敦亲睦族”的节令境界，这是清明传统留给

人们的宝贵财富。

这幅画，踏青游艺，和谐万物。清明，“草

色遥看近却无”，游子寻春，或称踏青草，古人

谓之“青履”。《周礼》说：“中春之月，令会男女，

于是时也，奔者不禁。”郑玄认为，这是“重天

时，权许之也”。及至唐宋，已见清明游春之

盛，“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

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脍炙人

口的诗，记载了清明踏青，男情女恋，而让唐代

风流倜傥的诗人崔护，惆怅终生的故事。春日

游，既有“绿杨影里，海棠枝畔，红杏梢头”“杏

花吹满头”的乐趣，也有“梨花风起正清明，游

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

流莺”的热闹。

这幅画，敬畏自然，避邪求福。寒食节又称

禁烟节、冷食节，并不源自介之推，同清明节一

样，天文使然。《周礼》载：“仲春，以木铎修火

禁于国中。”而春天东方的苍龙七宿升起，七

宿中的心宿，即为大火星，按阴阳五行生克关

系，春天最易起火。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离不

开火，但火灾又经常给人类造成极大的危害，

于是人们对这种不可预知的“火”便产生了畏

惧。火崇拜，就这样成了人们的一种潜在意

识。所以《周礼》中有遍街摇木铎，提醒人们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禁火风俗。插柳和戴

柳，是清明护佑生命的风习时尚，春柳留春，人

们用青青的柳枝挽留青春。《奉天通志》载：“清

明，插柳门首，小儿女皆折嫩柳，曲作连环簪头

上，名曰柳树狗。”依照“清明不戴柳，红颜成

皓首”的谣谚，妇女则结杨柳球，插于鬓边，象

征新嫩蓬发，青春不老；男人身上佩柳，儿童吹

柳管(俗称柳哨)。是日，家家藏柳，户外植柳，

以柳为崇拜的图腾。尚柳形式纷呈，有用面造

枣(小面饼)飞燕，柳枝串之，插于门楣，名“子

推燕”，翩翩欲飞；有插新柳于屋檐，俗意可以

“明眼”；儿童则戴柳条帽，以为可祛疫鬼；又有

以是日柳叶焦或青占农作物丰欠之俗，“清明

柳枝青，百谷又丰登。”“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

沿街卖柳条。相约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绿云

翘。”清明柳，袅袅嫩嫩，把清明打扮得清清明

明，生机蓬发。

清明的饮食与春季养生护生有关，有寒食

燕、清明团、清明饭等。俗话说：“屋檐滴水，点滴

不移。”它常常被用来规训人们，文化的惯习可以

一代代复制。

“清明”二字，本意指天明地洁、气象清朗之

境。日暖，天朗，风和，雨沛，草尽染绿，木咸丰

茂，山川河流，一片欣然。四野如市，车水马龙，

清明，警策人间一幅画：报本反始，寻根回源，清

明，历史价值丰厚；祓禊不祥，憧憬美好；亲近自

然，心存感念。清明，不仅仅是一种时令、节气或

礼仪，还是人们通过修身，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

绝好时机。

清明，警策人间一幅画。

清明：
警 策 人 间 一 幅 画

□施立学 吴亚楠

书房的窗户正对着小区的花

园。花园不大，却植满了各种树木和

花草。才是早春时节，迎春花便急不

可耐地绽放开来，一丛丛，一簇簇，金

黄金黄的，仿佛是谁不小心碰洒了一

地的金子。花朵不大，却开得热烈，

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照进来，

洒满一桌一椅。此时窗前捧书，文字

里浸着花香，书页间萦绕着春意，最

是幸福。

春日里，我曾在《慢煮生活》中感

受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里蕴藏

的深邃与温馨；也曾在《人生海海》中

品味了那些看似波澜壮阔的人生历

程中隐藏的无奈与坚韧……那么，在

这个春天里，我又该去谁的世界窥探

一二呢？

一阵微风吹过，迎春花花瓣轻颤

了几下，像是蝴蝶扑腾着翅膀，生命

的气息扑面而来。或许，我可以读一

读刘亮程和梁晓声。以前我对于这

类文字是读不下去的，总感觉太过深

刻，太费脑筋，但这几年，经历得多

了，读起来颇有“与君歌一曲，请君为

我倾耳听”之感。

起初，我以为刘亮程和梁晓声是

完全不同的。一人性情偏内敛，对自

然有着深刻的观察与描绘，另一人则

更偏向于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一人

像是坐在乡村的田埂上，用诗意的语

言述说土地的故事，一人则是在城市

的街头巷尾，用锐利的笔触剖析社会

的百态。但看过文字后，我却觉得他

们的内核是相通的。在他们或平淡

或深刻的文字里，都隐藏着对生活的

热爱和对人性的洞察。或许正是因

为这份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人文

的深切关怀，才使得他们的作品如同

春风拂面，温暖而深沉。

刘亮程写“一个人心中的家，并

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

走过再多地方，依然时时想起的那个

地方”，写“村庄在田野上，田野一半

是村庄，一半是草木”，写“虫子们爬

过墙头，到另一个院子里去了，它们

把院子里的月光也搬走了”。梁晓声

写“人生啊，如果尝过一回痛快淋漓

的风景，写过一篇杜鹃啼血的文章，

与一个赏心悦目的人错肩，也就足够

了”，写“人世间，有一种善良渲染着

世界”，写“恻隐之心，是人天生就有

的，善良的心人所共有”。

他们笔下的文字，就是一朵朵开

得热烈却又不张扬的迎春花，让我沉

醉不知归路。读书，是在阅读文字，

也是在触摸心灵，感知世界的千变万

化和宇宙的浩瀚无垠。

也许，没有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

的轨迹，也没有一本书能左右一个人

的命运，但我相信，书的力量始终存

在。它就像一颗迎春花种子，种在了

我的心里。在某一年的春天，这颗种

子会破土而出，抽出新芽，开出金黄

的花。

“惆怅管弦何处发，春风吹到读

书窗。”在春日里，这一扇读书窗，因

有“春风”这位老友为伴，收获的不仅

是春暖花开的美景，更是精神上的富

足。

春风吹到读书窗
□王 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