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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袁二辉
“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

眼，你是我穿过思念的箭，不
如见一面，哪怕就一眼……”

迷上凤凰，只因为读过沈
从文的《边城》。在《边城》中，
他一次次诉说着那青山绿水
中质朴的人们的故事，我的心
中泛起了阵阵涟漪，期盼感受
那朴实简单的所在。

2月13日16时16分，我们
离开张家界驶向凤凰。微曛
的夕阳收起刺眼的光芒，温情
似水地眷顾着这个世界。

天色渐晚，一阵寒意从四
面八方围拢过来，一只凤凰张
开俊俏的翅膀熠熠生辉，仿佛
向世人传送着新年的祝福，两
只凤凰，三只凤凰……前面的
路灯全部是凤凰形状，下面均
扯着一串福字灯笼，昭示着人
民的幸福生活。

过了两个路口，眼前的世
界亮如白昼，东、南、西、北、中
无不花灯闪烁。一位身穿制
服的交警正娴熟地指挥着，一
丝不苟、严谨认真的工作态
度，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径
直往前驶去，排排高楼大厦矗
立在渐浓的夜色中，“湘西血
耙鸭”“如家酒店”“苗家寨米
粉”等吃的、住的、用的店铺渐
次出现，台阶上一拨又一拨人
朝着同一个方向走着，马路中
间的汽车和大巴车，一辆接着
一辆，缓慢行进。一种奇特的
交通工具——— 机动摩托车出
现了，后座上坐着一人或两
人，插入两辆汽车中间随风而
去，令人羡慕。

小帅的手机响起来，是网
约民宿老板打来的。小帅的

言语中透露着焦急与无奈。
只听见电话那边问：“你们在
哪里？车牌号多少？”

等待是种无言的煎熬。
一会儿，一位头戴白色头盔，
身穿灰白色羽绒服，骑着摩托
车的男子敲起了车窗。他的
鼻翼上闪动着晶莹的汗珠，必
定是急我们所急的。民宿阿
哥（土家族对男性朋友的称
呼）来接我们啦！他在前面领
路，躁动不安的心渐渐平静
下来。

台阶上的人不知何时多
了数倍：手牵手的甜蜜情侣、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小帅
的电话再次响起：“走最右边
的道，在前面路口处拐。”车子
刚拐入胡同口，那个熟悉的身
影闪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跟着
阿哥进入停车场，一列列、一
行行的车如凯旋的士兵。后
备厢里的大包小包被取出堆
放在地上，如一座小山。“先驮
两个人过去吧！”“不用啦，不
用啦！”终究拗不过阿哥的盛
情，我们分两组坐上他的车后
座，行、穿、插、越到达了“云
家”民宿。

青砖红瓦的古楼，飞檐翘
角的马头墙，老宅的蜘蛛网，
都板结成时间的坚果，像一本
本线装书，等待着去破译和
解读。

我们伫立在南华门大桥
上，清丽的沱江似一条光滑的
丝带从远山飘摆而来，轻柔地
穿山绕城，为这座古老凝重的
古城增添了无穷的魅力。灯
光忽明忽暗，黄的、红的、蓝的
各种光芒交相辉映，映入水
中，光晕迅即散开了。楼房的

倒影影影绰绰，成了富丽堂皇
的宫殿。水面上弥漫着氤氲
的雾气，婀娜多姿，袅袅升起，
仿佛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越夜越美丽，此时的沱江
两岸迎来了最高光的时刻。
桨声灯影里人声鼎沸，古色古
香的小巷掀开了灯红酒绿的
一页。“阿妹，编个彩辫吧，你
头发这么好看，编出来一定更
好看的！”“阿妹，要不要租苗
服，你这么漂亮穿起来肯定好
看。”

泛舟沱江，橹动舟移，碧
波荡漾，迷人的画卷缓缓展
开。右边的吊楼挨挨挤挤，木
格窗里不时飘出米酒的醇香
或露出灿烂的笑脸；左边的老
营哨街店铺林立，柳条低垂，
游人如织。中坝水流湍急，激
起一阵阵浪花，嬉笑声、尖叫
声不绝于耳；岸边的水车吱吱
呀呀，好似向谁诉说着昨日的
故事；划过风雨桥，河水在沙
湾打个旋，水平如镜，如诗如
画。艄公吟唱起一首柔情的
山歌，勾魂摄魄，烦恼、忧愁顿
时烟消云散。

24点钟的古城依然灯火
如昼。狭窄悠长的大街小巷，
纵横交错的石板街斑斑驳驳，
摩肩接踵的人儿你退我让，各
种方言土话亲切润耳。

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扑
面而来，臭豆腐是凤凰古城本
地很有名的小吃，经过时恨不
得躲得远远的。一些人正在
排队等候，四十多的阿姐正在
给油锅内的赤褐色方块豆腐
翻个，稍候片刻捞出，用筷子
轻轻拨开一个小口，往内放入
辣酱和蒜蓉，再放点榨菜或酸

萝卜，最后撒上香菜。
“翠翠在风里长养着，故

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
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
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
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
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
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
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
是沈从文在《边城》中对翠翠
的描写。

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已远
去，目力所及满城皆翠翠。身
着民族服饰、佩戴银饰的姑娘
正在进行旅拍，摄影师指导着
她们摆着各种造型——— 有的
提着竹篮，或马灯，或苗鼓；有
的坐在离岸不远的石头上赤
脚放在水流中；还有三四个姑
娘站成一排拍集体照。在沱
江的游船上，身穿苗服的“翠
翠”提着闪亮的灯笼静立船
头；也有身着苗服的姑娘走在
路上，佩带的银饰叮咚作响；
城墙上、小河边，无数穿着各
式民族服饰的“翠翠”，夹在成
千上万的游客中，成为一道道
亮丽的风景。还有以纪念翠
翠命名的茶店，莓茶当茶底，
上面是厚厚的各色奶油，抿一
口，淡淡的酸甜味让人回味
无穷。

酒吧门前霓虹闪烁，屋内
灯光摇曳，人影婆娑。每家酒
吧里都有一位嗓音独特的歌
手倾情演唱，他们的歌声吸引
着大批游客入内或者在门前
驻足聆听……

我醉了，沉浸于古城的风
月之中，徘徊于灯火阑珊中的
古风庭榭，流连于月光倾泻下
的小桥流水……

不如见一面

□ 郑峰
今年元宵节前夕的一场

雪，下得很大。据气象台介
绍，淄博今年降水量累计已达
30.4毫米，是去年同期的近4
倍。毕竟是龙年啊，又是一龙
治水，省去了内耗，天气也好
掌控了。

今天，天气放晴，从窗口
望出去，蓝天白云，高空万里，
空气清新，一排高大威猛的银
杏树，抖去了一身枯叶，显示
出了一身的腱子肉，铁铸似的
直刺向湛蓝的天穹。我第一
次看到，无叶的树枝与蓝天白
云如此这般的和谐，一点都不
感到苍凉和单调。

窗外的甬道上，经过打扫
后的柏油路面，剩下薄薄的一
层雪冰，在并不骄烈的阳光照
射下，慢悠悠地变成了一片片
水景，路面几乎全部露出了真
面目，只是显得更加浓黑了。
房顶上的积雪，也开始瘦身运
动，似乎变得薄而透明了，但
尚未看到滴水。也许化开的
雪水，早已顺着下水管道流走
了吧。

午后的阳光，变得更加柔
和妩媚，使坐在窗前的人们，
有种温暖慵懒的感觉。此时
此刻，仿佛天地间，都披上了
一层静谧安祥的轻纱，岁月是

如此温馨静好。
突然，一声响亮清脆的鸟

鸣声，划破了这宁静的氛围，
春天的信使来到了。

我的脑海里，开始飞翔
着无数诗人们“春”的诗篇。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上青天。”诗词总是与人们的
心情相呼应。“安史之乱”结
束后的第二年，杜甫回到了

成都之郊的草堂，几经动乱
颠沛的生活结束了，又值新
春时节，看到眼前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色，心情大好，对生
活又充满了期待，于是，信手
写出这首流传千古的绝句。
因为一场雪，每一个角落都
变得可爱了。

韩愈吟：“白雪却嫌春色
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当雪遇

上春风，纷纷扬扬；当雪落在
柳芽上，孕育着希望。雪落春
风，雪落人间，自有一番别样
风情。

春雪，也曾见证过白居易
和元稹的友情。元和十年，被
贬五年的元稹回京，春风得
意，经过蓝桥驿时，在驿壁上
留诗一首。八个月后，被贬江
州的白居易经此，满怀失意的
他，读到元稹的诗句，感慨万
千，也留诗一首：“蓝桥春雪君
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
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
诗。”

最奇特的是苏东坡了，这
个才华横溢，极具多面才能的
人物，一生却几乎都在被贬中
活着，一直被放逐到当时蛮荒
之地的琼州。不过，他是一个
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在他的心
里坚信：总有一个春天，为你
而来！“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
华。”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多
启示。

雪，是雨的精灵，它的飞
舞，是赶走冬寒的鞭子，激活
天地间的能量，唤醒沉睡的
万物！

推开窗户，春风拂面，走
出屋门，山川嫩绿，无垠的大
地，春风吹又生！

大雪初霁

雪后的博山原山齐长城

五绝·立春迎雪
（中华通韵）（外7首）

□ 李绪贵

春风知我意，
吹梦大如席。
梨花纷落间，
一夜闻羌笛。

七绝·春意（中华新韵）

东风龙舞千帆立，
梨树催开次第枝。
岂需三五冰消后，
梅落春萌嫌雨迟。

七绝·春夜雪满枝（中华通韵）

昨夜琼花挂树梢，
晶莹剔透玉妖娆。
怎知旭日午行暖，
化作春流润碧桃。

七绝·春早（中华新韵）

一夜东风挂玉花，
抬头仰望落红颊。
春来已与三江绿，
桃树灼灼乘梦发。

七绝·雨水寄柳（中华通韵）

小院沾湿润客家，
雨来花信争相发。
春风最解行人意，
折取丝绦寄予她？

七绝·雨水飞雪（中华通韵）

已是雨来乍飞雪，
春风初到又西斜。
试问青龙欲何为？
花灯舞动上元节。

五绝·春明景和图（中华新韵）

斜风理碧绦，
春雪没青苗。
冰散溪流暖。
归心过柳梢。

七绝·春耕（中华新韵）

飞雪暂随龙起舞，
抚摇飘落润青竹。
泥炉温盏闲聊事，
山野耕牛遍荷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