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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中抚摸雪
（外两首）

□ 巩本勇

在湖中，苇雀和麻雀隐没外表
好像已经藏好了
环湖公路飘在湖面上
一场雪落到湖面上，它们都喜
欢安静

有不速之客惊扰了它们的
生活
雪留给满湖残荷，也留给孤寂
的诗人
乡村并不需要修辞
这些是，又都不是

有人支起捕鸟的网
鸟叫声，像它的雀巢一样冷
那染了雪的爱，吟唱着净土的
梵音
在掌心里，生了又死，死了
又生

枯荷

枯荷还在枯瘦下去
冷寂的清音
衍生出心的禅定

这种眷顾
留有秋的滋味
以维系物种的繁衍

雪打枯荷
伤感的不仅是苇雀
还有晚霞

战栗的枯荷，像一件件展开的
僧衣

兔子

狗狗虚张声势地吠叫两声
房顶上有了一群活泼的鸟
桥下破冰捕鱼的人，咔嚓咔嚓
把湖水翻译成黄昏
偌大的背景，一直留有一个
地方
给胆小的兔子

我放生了两条鲫鱼后
第二天我又放生了一条鲤鱼
兔子一面看着
一面环顾
它放生了整个湖泊

这类人的命，卑微如草芥
万物并不因此深入

在滚着白云的草坡上
兔子会扣一顶酷帽
一场雪来
掩盖残荷，也掩盖残冬

赏雾凇
□ 王红悦

晨起，掀开窗帘的瞬间，
被窗外的景色惊艳了。不知
何时下起了雾凇。到处雾气
袅袅，琼花盈盈，恰似春日满
园梨花翩翩。于是驱车前往
湿地公园，猜想临河的岸堤一
定极美。

果不其然，刚踏进公园即
被眼前的盛景吸引。远远望
去，雾霭在林间弥漫成海，轻
轻巧巧，如梦如幻，空气格外
清爽宜人，更如置身于童话的

世界。花非花，雾非雾，若隐
若现，让人飘飘然。洁白的雾
凇，附着在树木、围栏、灯杆
上……清秀素雅。河岸上的
垂柳，撑开了伞，远看是一团
团白色的大绒球，凝霜挂雪，
银灿灿的，枝条与凇花相映成
趣，温婉可人。

那毛茸茸的凇花，在阳光
下格外晶莹，垂柳变成了琼林
玉树。苍松竟然在绿色的针
叶间，绽放出一朵朵雪莲花。
就连林间的枯草，此时也披上

了新年的盛装，高高低低，错
落成一道精美的图画。

我沉浸在这如梦如幻的
奇观之中。慨叹，难怪雾凇被
称为四大天气奇观之一。“园
林日出静无风，雾凇花开树树
同”“琼敷缀叶齐如剪，瑞树开
花冷不香”“东风吹得十分匀，
开遍梨花千万树”……灵动的
雾凇，令多少文人墨客倾心
赞颂。

冬阳渐渐升高，阳光万
道，为河岸的银柳披上一层金

色的锦衣，轻盈俏丽，柔美而
向暖。一场雾凇乔装打扮了
枯瘦的寒冬，让冬日变得丰盈
可爱。它淹没了城市的喧嚣，
我同每一个生灵在行走，我们
都沉浸在大自然的童话世界
里。如同泛舟碧波之上，忘却
了寒冷，幸福悄然漫上心头。

“昨夜飞琼千万缕，谁剪
条条晴雪？”感恩雾凇，这冬日
的精灵。数九寒冬，可以欣赏

“繁花”盛景，安享岁月静好，
是多么幸运和幸福！

姨母
□ 李彦瑶

母亲很小的时候，外婆就
过世了。母亲的姐姐，也就是
我的姨妈，挑起了家庭的重
担。于我而言，姨妈给了我许
多美好的童年回忆。在我心
里，我更愿意叫她一声“姨
母”。

小时候，每逢放假，我最
开心的事，就是去姨母家，因
为她会给我做许多我爱吃的
美食。

每次包水饺，姨母会特意
准备两种：给大家吃的和给我
吃的。大家常吃菜肉馅的水
饺，可我从小就不吃肥肉，碰
一丁点儿都犯恶心。平时家
里吃水饺，我只看，不吃，母亲
还嫌我矫情，但姨母会让卖肉
的师傅仔细地剔掉肥肉，留下
纯精瘦肉，回来剁碎成泥，打
上蛋清，和上葱姜水，额外给
我和馅。她还会跑到老远的
地方，买小馄饨的专用皮子，

包皮薄馅大的小馄饨。我一
口一个，吃得很过瘾。

我爱吃虾。到了夏天，姨
母就让姨父去河里下虾笼，打
电话让母亲带我去玩，然后吃
一顿大餐。有时我学业忙，没
时间去，姨母就会送过来，生
怕母亲亏着我这个小胖子。

姨母家有土灶，烧饭的时
候，饭煮熟了，先盛出来；锅底
的一层米饭，姨母会特地多炕
一会儿。炕硬了，就成了香喷
喷的土灶锅巴，嚼起来“嘎嘣
嘎嘣”脆响。这么多年，只要
看见锅巴，我就会想起姨母。

姨母家养了很多鸡，每次
我去，小鸡们都吓得“咯咯”叫
唤。因为我一去，姨母就要逮
小公鸡给我加菜。一年下来，
除了生蛋的母鸡，那一窝鸡被
我“祸害”得所剩无几。母亲
笑我是“黄鼠狼”，一去姨母
家，鸡就遭了殃。姨母却笑着
说，这只“黄鼠狼”，可是我家

的心尖宠呢……
姨母心灵手巧，会很多母

亲不会的东西。在我心里，姨
母比母亲能干得多。有一次，
我缠着母亲，给我买了一对小
兔子。后来，兔子长大了，怀
孕了，生下一窝小兔子。可母
亲不会照料，小兔子全死了。
我在家哭闹，不肯吃饭，不肯
睡觉。母亲说，把兔子送到姨
母家养，姨母办法多，肯定能
照顾好。果然，兔子到姨母家
后，生了一窝又一窝。姨母还
把楼梯间改造成兔房。小兔
子们长得肥肥的，在院子里到
处跑，下脚时都得格外小心。

平常，姨母和母亲聊天
时，看我站在一旁，总会逗我：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家瑶瑶
能结婚成家？”见我羞得满脸
通红，姨母拉住我的手，忍不
住大笑起来。

我读高中时，姨母病了。
眼见她日渐消瘦，脸上也没了

血色。我的学业越来越忙，少
有时间去姨母家。再后来，上
了大学，节假日回家时，才能
看望一下姨母。听母亲说，姨
母的病情愈发严重了。

那天，我正在自习教室看
书，母亲给我转发来姨母的一
则信息：宝凤，我可能等不到
瑶瑶结婚成家的那天了！顿
时，眼泪夺眶而出，我跑出自
习 室 ，奔 到 操 场 ，放 声 大
哭……

等我回家时，姨母已病入
膏肓，痛得无法安睡，每天只
能闭着眼睛，倚靠在床头。听
到我来了，姨母勉强睁开眼，
虚弱地唤了我一声。我强忍
着，没敢哭出声来……半个月
后，姨母去了。这一面，也成
了我和姨母的最后一面。十
多年过去了，我吃过很多品种
的小馄饨，却再也吃不出姨母
包的味道。

何以慰乡愁
□ 马亚伟

我的一位同学在国外生
活，好几年没回国了。他说每
当想念家乡的时候，就会开车
去看望一个湖。那个湖离他
的居所有一百多里，其实并无
太多新奇，只是他在湖边坐一
会儿，感觉思乡的苦涩就少了
很多。

因为在他的故乡，也有一
个湖。天下湖泊众多，各有其
特色，不过湖也有共性，就是
同样有静气和清气。每每静
坐湖边，感受晚风中清凉的湖
水扑面而来的气息，他都会有
回到家乡的感觉。故乡的风
景、故事以及人，都像电影慢
镜头一样缓缓在眼前滑过，心
底温暖的情愫油然而生，思乡
的疼痛消散了很多。

人长大后就离开了家，在
这个世界上到处流浪，即使在
异乡扎根，我们的心底仍然有
一根轻易就被拨动的弦。那
根弦，是思乡之弦，它细弱灵
动，常常无声地吟唱我们最熟
悉的乡音。乡愁是融入我们
精神血脉的一种情感，永远挥
之不去，一生恋恋不忘。

人的情感总是如此，必然
要找到一种寄托，如此才能安
放我们漂泊不定的心。

我有个同学是北方人，为
了追随爱情嫁到了南方。爱

情冷却后，剩下的是柴米油盐
的琐碎。她不止一次怀疑过
自己的千里奔赴是不是正确，
可是孩子已经会打酱油了，日
子还得过下去。午夜梦醒时，
乡愁经常如决堤之海般汹涌
而来。于是，她拼尽全力买了

一所带小院的房子。她在院
子里种花，不种桂花不种腊
梅，只种幼时母亲种的月季、
迎春花之类的。她把小院打
扮成记忆中的模样，觉得就像
是把故乡“移植”过来一样。
坐在南方的小院里，看着熟悉

的花花草草，她方觉“此心安
处是吾乡”。何以慰乡愁？草
木最多情，花儿善解意。

我七年前曾在外乡生活
过一年，那时我常去一个小馆
吃饭。因为那个小馆子里有
我家乡的特色菜，虽然味道不
是特别纯正，但足以慰藉我的
乡愁。我独坐靠窗的位子，一
边吃饭一边打量窗外的风景。
窗外行人来来往往，大家或许
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像溪流一
样汇聚于此。何以慰乡愁？
明月清风，还有山河湖海、花
草树木、美食乡音。那些故乡
的符号，就像是我们写给故乡
抒情诗中的优美意象一样，一
次次让我们泪流满面，一次次
抚慰我们的黯然神伤。

诗人艾略特说：“我们所
有探寻的终结，都会回到我们
的出发之地。”年轻的时候，我
们都有探寻未知世界的强烈
愿望。我们辗转天涯、征战世
界的目的，很多时候就是为了
更好地回归，回到我们的出发
之地。可是命运常常会拴住
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异乡扎
根，乡愁变成了一生解不开
的结。

何以慰乡愁？人生之初
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印记，是最
温暖的抚慰，是最长情的
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