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B162023年12月2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岳嵬 主编：杨道 美编：许丽 检校：招志云 原中倩

名
家
专
栏
·
大
地
岁
时

诗路花语

装满春天的眸子（外二首）

■ 唐鸿南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立冬之后，到底冷了。风也多了起
来，细如针尖，钻进人的棉衣里，也钻进树
梢山头。只要不是晴天，空气里总隐隐透
着一抹雪意。小雪、大雪、小寒、大寒，雪
意越来越浓，先是起云，再是起风，风吹动
杨枝、吹动松枝、吹动地上枯黄的野草。
继而风大，呼啸复呼啸。雪子开始落下，
细细碎碎一颗颗晶亮，散在屋檐下，从松
针上滚到山沟里。山沟是最先白的。那
白是灰白，然后浅白，终至纯白。

雪开始下了，虚虚积起来，伸手一蘸，
指尖染有一层棉絮。树梢白了，瓦片白
了，继而天地一白。弯弯绕绕走过弄堂走
过小路，眼前是黑白的世界，也是黑白的
味道。雪静静下着，四野一片白一片黑。
除了雪花飘落时一种轻软的簌簌之音，听
不到一点声响。古老的砖木建筑，幽微光
线淡得寻不到前尘往事。黑夜睡在白雪
里，幽静而壮美。

喜欢在旧式古屋的窗后看雪，看腊月
的雪，一夜不绝。晨起的炊烟显得孤寂清
冷，雪浸透了烟囱近处的屋顶，瓦片湿漉漉
的，越发灰暗，一直灰暗到眼底。庭院外樟
树叶子上的雪积得太厚了，忽地倾下来，打
在鱼鳞瓦围墙上，四散开，惊得竹丛里的几
只鸡四处闪躲，抖开翅膀复又卧下。竹枝
上的雪也厚了，在北风里泻过，冬天的样子
弥漫整个旧式的庭院。

在旧式古屋的窗后看雪，从冬雪看到
春雪，从少年看到中年，雪冷雪白。蒋捷的
《虞美人·听雨》似也可以改用来看雪：少年
看雪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看雪客舟
中……而今看雪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冷冬，几个人把盏闲话，无所事事，一
扭头，下雪了，是初雪，细细碎碎飘着，如丝
如绵，在檐前，在窗下，一片素白遮远岫。
雪飘过树梢，飘过屋檐，轻轻黏在地上。茶
一口口喝得淡了，雪却越来越大。一夜风，
一夜雪，清晨起来，庭院、野地、村坡一片
白。离别太久，逢雪有愁思：白日银色铺
地，风送冰雪，心有愁消息。

倘或是江南小巷逢雪，撑把油纸伞，徘
徊又徘徊，放慢步履，由着足底敲响微冻的

石板，“咯崩”脆脆声，每一步仿佛踏进山水
画。薄如轻纱的冷雾弥漫远山，红墙黑瓦
的老房子越发安谧。走进巷深处，看看头
顶窄窄的半爿天，不知不觉，心神凝进了古
典的世界。

乘舟泛清流，相逢寒江雪，大抵行旅中
了。两岸青松镶玉，白绿相叠。干脆停了顺
水直下的扁舟，借一袭蓑衣，一顶斗笠，一弯
鱼钩，纷纷飘雪中独钓泓波，兴许能碰上一
尾鲜鱼。且移船靠岸，支炉火，烹肥鱼，将几
枚小钱换一壶浊酒。听艄公扯扯水里的掌
故，谈谈乡野的趣闻，足以消解一切岑寂。

山中逢雪是猎户，肩头枪尖挑着野味，
腰间的皮囊装有响箭。雪壮英雄胆，听得俚
曲分外脆亮，山歌格外雄浑，那人大踏步奔
向森林深处木屋。雪愈下愈大，窗外乱云低
薄暮，急雪舞回风，屋内和暖如春，松花轻
爆，烤肉流香。男人笑憨憨看着心上人红扑
扑的双颊，虽是荒山木屋，却别有一番温馨。

山中逢雪的还有隐士，午后得闲，携琴
与友清谈。闲处光阴易过，推门欲走，天色
已变，已是彤云密布，飞雪连天。只好返身
回屋，添茶换香，继续那一盘未完的残局，

夜间靠着炉火在木榻上和衣而眠，只等鸡
鸣唤醒。

雪花大如席，关上柴门，斜剌剌歪在炕
上，手执一卷文章，红泥火炉托一罐野味。
少顷，满屋生香，少不得做些馋虫状。耳听
着朔风敲磕着临风的矮窗，就着尚有余温
的炭火，烘烘手掌，敲冰研墨，一阕新词在
纸上墨色淋漓。

春意迷离、乍寒未暖时逢雪，不妨丢开
伞，迎着吹面微寒的风，没遮拦信步溜达，
走入“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的诗境。春雪很细，不成片，悄无声息笼罩
山河大地，有一股薄薄的冰凉渗进体内。
于是躲进暖意盎然的楼阁，熨熨头发，盈掌
滑腻，雪味扑面而来，浑身上下一片清爽。

画堂晨起，来报雪花飞坠，不妨学学风
雅古人，高卷帘栊看窗外一川雪景。等肚
子饿了，弄几盘小菜，烫壶酒，或独酌或者
三五友人共饮。白雪飞花乱人目，樽中有
酒可消愁，饮到情浓，纵兴高歌，看“蝴蝶初
翻帘绣，万玉女，齐回舞袖”，岂不快哉？

最怕的雪，孤仃一人，恰逢生病，衣衫单
薄，用被子裹着冷得发抖的身体。“黄河捧土
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雪越下越大，让
人格外心慌。想到“弟寒兄不知”的困窘，庭
前虽有玉树可看，灶上无米肉下锅，只得强
自宽慰：雪明天就会止的，冬深春已近。然

“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任是铁打的汉
子，也不禁暗自伤怀，泪湿衣襟吧。

小时候喜欢玩雪，现在是看雪，看雪比
玩雪格调高。但玩雪有一片灿烂一片天真，
常常令人怀念。有年春节从乡下回城，一路
看雪，不亦乐乎。早春之雪比初夏的花更
美。坐车看雪，仿佛走马观花，洋洋乎喜
气。坐在车上，大地一白，春雪连绵两路，心
境甚好，大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欣然。

雪可以看，雪也可以听，在静中。在暗
夜的静中听雪，倘或是瓦屋，听觉上总是一
种诗意。总觉得那些飘动的雪影是夜里浮
动的暗香，幽幽然消散而下。

院子里无风，躺在床上，可以听到屋顶
上与窗外雪花落地，开始是绵密的木墩墩的
声响。不多时，雪积得一铜钱厚了，声音越
来越小，四周越来越安静。一扭头看见隐默
于夜色的树干，冰雪在窗灯里氤氲。冷飕飕
的风刮过，家家户户关紧木门。灯火下，一
张桌子，一只火炉。虽然未能围炉夜饮，一
个人，一本书，一杯茶，却得独处的自适。

听雪听风听雨听水听鸟鸣听蛙声，这
种美感与惬意常见于古人诗文书画。古人
诸多雪景里，有山有水，多有一人，或抚松
或坐石或驾舟，或隐于窗后或坐于案前。
此人是画家自己，身处画中看雪听雪。

黄公望画《剡溪访戴图》，层峦叠嶂，峰
岭竞立，陡峰雄奇壮观，直插云际。山下是
蜿蜒曲折的剡溪。小舟上，船家用力划桨
驶离村落。山麓处村舍错落，屋内空寂无
人，庭院盖着积雪。这积雪遥遥呼应王维
的《雪溪图》，江村寒树，野水孤舟，白雪皑
皑，天浑地莽，一片寂静空旷。这是天地之
雪，也是人间的雪。

古人画雪，雪景极其铺排，人却微小，
几近于无，常有舟船。譬如赵佶《雪江归棹
图》、王诜《渔村小雪图》、高克明《溪山雪意
图》，况味如《前赤壁赋》所云：“驾一叶之扁
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
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
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又是一个冬季，慧子姐真正忙碌在自己的咖
啡店里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

两年前的冬季，我在银行学校的一栋家属楼
里见到了正在烘咖啡豆的慧子姐。素衣，深绿色
的围裙，黑发挽成髻，皮肤白皙，笑容温暖，亲切得
让人想吐露心事。

这套房子是慧子姐的私人咖啡工作室，一面
墙是木工书架，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整洁的书籍，主
要是社科和文学书籍，还有一些关于心灵成长的
畅销书，很多书我听过名字，自己都没买，因此我
对慧子姐的喜欢又深了几分。

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在慧子姐的工作室里消磨
了一个下午，喝咖啡，吃甜点，又吃了晚饭才离开。

不久后，我遇到了人生中非常艰难的事情，慧
子姐偶然听说我的遭遇，没有多余的打探和劝说，
只是大老远地给我送挂耳咖啡，都是花魁，以至于
我一直对花魁情有独钟。我给她转钱，她一概不
收，我心里温暖又感恩。在那个冷风冷雨的春节
期间，我冲泡着慧子姐送来的咖啡，带着酸苦气息
的花香带给我美好体验的同时也给了我启示。

那年春季过后，我重拾了自己的人生。慧姐
的咖啡店也装修得七七八八，一样的素白主色调，
简洁时尚，有点儿佛系。

咖啡店试营业后，我经常去，自然地就跟着慧
子姐学习咖啡知识，渐渐地自己也上手冲，在这安
静专注的操作中，我疼痛又慌张的心得到了一次
又一次的安放。

咖啡馆的桌上总有鲜花。店里的咖啡杯大都
是慧子姐请景德镇的师父专门烧制的，一样是素
白的颜色，对我来说只是用手触摸这些杯子都是
一种治愈。

客人来来往往，脸上总有笑容，来咖啡馆的客
人大多是熟客，进门如没见到慧子姐，总会先问一
句“慧子姐”呢？成熟男士喜欢曼特宁，女客来了一
口气能喝好多种，年轻的男士有包容性，会让慧子
姐推荐。新客第二次来就变成老客，会十分自然地
坐到吧台前，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一不留意就能
在这里消磨好几个小时，在没有压迫感的闲谈中找
回了松弛感，走出咖啡馆又奔向忙碌的生活。

在我的认知里，慧子姐的咖啡店走的是执着
的国际化的路线。今年炎夏的时候慧子姐去上海
学习，世界级的咖啡大师全程英文授课，不会英语
的慧子姐坚持了下来，并通过了严苛的考核成了
一名世界级别的咖啡测评师。她对自己热爱的事
业的专注和努力让我佩服，也带动了我阳光向上
好好生活和工作的愿力。

慧子姐因为爱情来到了海南岛，后来爱情走
了，当初的爱人去了他乡，她留在了岛上，多年奋
斗，有了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生活的物质能力，就决
定把余生的时间都用在咖啡上。

我没走过世界，却在慧姐的咖啡馆里把世界
上的好咖啡喝遍了，脑子里有一条地球上完整的
咖啡带，这些山间植物果实所散发的香气都在我
的味蕾深处。我还知道海南咖啡豆用100℃的高
温和80℃左右的温度冲泡出来最好喝。慧子姐的
咖啡店装得下世界上最有品质的咖啡，也收容了
咖啡客人间烟火的情绪。

人生况味

慧子姐的烟火
■ 离响

世上还有谁
能比我更懂得水性
深深浅浅的水
有时明澈透底
有时混沌初开
我是知道的
但我也可以不知道
逆上而行
顺流而下
也无所畏惧
总之每次游行中的回流
已经足够
让我回味一生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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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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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雨幕的凝视在菠萝园起伏
迫不及待地寻找，菠萝园让出辽阔
雨水还原了土地的色彩
一个个拳头大小的菠萝果
挺起湿漉漉的季节
菠萝园里眼神交错
一个女孩黑亮的眸子
装满大地的果实和芬芳
尽管绿叶间还流淌着些许迷茫
但我知道
这是一个真实的春天

◎第八种颜色

北风，铺天盖地卷过原野
南方的雨水被收割干净
红土地的七彩田园
敞开胸怀接纳初冬的阳光
圆椒角椒青色的果皮渐渐变黄
大卡车顺着鸟鸣声奔到田头
青椒采摘现场，是乡村自导自演的丰收剧
风中飘扬的红头巾
成为初冬田野的第八种颜色

◎大地丰盈

白雾散去
千万棵金菠萝用饱满的果实
致敬太阳
途经菠萝地的小溪
流过昼夜的喧闹和宁静
黄鹂鸟的歌声，唤起
劳作之人内心的美好
一个女孩走出菠萝园
她手里握着的两个熟菠萝，像秋天的眼睛
女孩映在溪水的脸庞，笑容生动
她凝视的眼神
像极了初为人母凝望初生儿
这个秋天，她内心丰盈
就像眼前硕果累累的大地

石鲮鱼

■ 李明刚

这是一卷温婉的抒情诗
鸦鹃，苍鹭，紫水鸡……
众多同一偏旁的词，诗意灵动
飞翔的舞蹈，欢快的嬉戏
翠荫下，流淌祥和的音韵
深化了绿色家园的意境

这是一部柔美的交响曲
风箫，溪琴，虫吹笙
岸树扬高腔，水草奏低音
振翅轻荡声响，旋翩飘洒啭唱……
多声部生动风晨雨夕
放飞着大自然自由的畅想

这是一轴悦目的彩墨画
草木青，涟漪碧，铺成背景
工笔描出菊黄芦白莲花红
再绘落叶铺地毯的木麻黄
而野菠萝盘曲斜逸，是写意……
五彩斑斓尽情秀美四季时光

我真想，在凉亭里泡一壶茶
品咂夕光添彩那诗情画意
看红树丛演绎鸟群故事
听龙血树讲述远古传奇
流水潺潺，唤醒一泓蛙鸣
且倚蛙声随星辰眨闪的灵光
悠悠进入静谧幽远的禅境……

走进海尾湿地公园
■ 倪俊宇

“画绝”顾恺之
■ 姚秦川

文艺随笔

近日，读了些许关于东晋大画家顾恺之（348
年—409年）的文章，颇为回味。

顾恺之，东晋著名画家和绘画理论家，擅长诗
赋、书法，尤善绘画。他以杰出的绘画才能，赢得
了当之无愧的“画绝”称号。

在创作人物画时，顾恺之善用眼睛来传神，他
认为眼睛的神采是一个人内心情感的标志，所以
特别注重点睛，他曾坦言，“点睛之节，上下、大小、
浓薄有一毫消失，则神气与之俱变也。”由此可见，
他对点睛之笔的重视程度。

据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晋哀帝兴
宁间，建业瓦棺寺初置，寺中主事僧人向京城士大
夫募捐。当时，一般人认捐多在十万钱以内，可轮
到顾恺之时，他却写下布施百万的“豪言壮语”。
面对这种情景，大家都嘲笑顾恺之在说大话。

时间不长，寺僧要求顾恺之兑现他当初的承
诺。此时，一些不怀好意之人开始等着看顾恺之
的笑话。顾恺之好像一点也不担心，他花了一个
多月时间，在墙壁上画出维摩诘一躯。到了画像
正式完工那天，顾恺之当众给维摩诘点上眼珠，顿
时，画面上的维摩诘像活了一样，光彩照人，满寺
生辉。之前那些等着看顾恺之笑话的人此时也不
免啧啧称叹。没多大工夫，众人便帮忙捐足了一
百万钱。此事一经传开，令顾恺之名名声大振。

因为善于在作画时用眼睛来传神，所以顾恺
之往往将人物像绘成后，几年不画眼睛。人问其
故，他则风趣地回答：“一画眼睛，人就活了，还是
让他多休息一下为好。”

值得一提的是，曾任荆州刺史的殷仲堪眼睛
有恙，顾恺之为其画像时，采用了“飞白”技巧。“飞
白”是书画创作的一种手法，即在笔画中间夹杂着
丝丝点点的白痕，给人以飞动之感。这样一来，殷
仲堪的眼睛看上去就有了“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
之蔽日”的效果。

而顾恺之在为裴楷画像时，在其面颊上添了
三根毫毛而更显栩栩如生，后人称赞传神之笔，谓
之“颊上添毫”。如此别出心裁的作画风格，真是
令人赞叹不已。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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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
雪，为有暗香来。”正值寒冬，疏影横斜、清
雅俊逸的梅花却开得热烈，芬芳清冽。

梅花又称腊梅、红梅、冷香，可分为观
赏梅和食用梅。观赏梅指花梅，食用梅主
要指白梅。白梅将开之花蕾，被称为绿萼
梅花，花瓣为白色，香味极浓，尤以“金钱绿
萼”最为上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蜡梅花味甘、微苦，采花炸熟，水浸淘净，
油盐调食。”既是味道颇佳的食品，又有开
胃散郁、解毒生肌、止咳的功效。

宋人最爱梅花，那时梅花便被做成多
种食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梅花粥”。南宋
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寒食梅粥》里有诗曰：

“才看腊后得春饶，愁见风前作雪飘。脱蕊
收将熬粥吃，落英仍好当香烧。”把飘落的
梅花收拾起来，将花瓣冲洗干净，用雪水和
上好的白米一起煮粥，待粥熟之时，撒入梅
花，再次滚沸，即是一道香甜可口的梅花
粥。米香的软糯和梅香的秀雅，调和在了
一起，细腻柔和，且散发幽香，吃了可以温
中健脾，开胃除寒。

好酒的宋朝人还常取鲜梅花以蜜腌
制，用来佐酒，酒醇厚热烈，梅清甜洁白，令
人不胜向往。杨万里曾吃过“蜜渍梅花”，
留诗曰：“瓮澄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

餐。句里略无烟火气，更教谁上少陵坛。”
采来一罐雪水，放进一点白梅果肉，让雪水
带上酸香，然后把新摘的梅花浸在雪水当
中，腌染上一点梅酸味。经过一夜之后，将
梅花捞出，再用蜜腌，便是一道下酒好菜，
其清雅风韵，不逊雪水煮茶。

宋人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中记有一
种叫“梅花汤饼”的点心：“初浸白梅，檀香
米水，和面做馄饨皮。每一迭用五分铁凿

如梅花样者凿取之。候煮熟，乃过于鸡清
汁内，每客止二百余花，可想一食亦不忘
梅。”梅花汤饼的做法实在高雅，要用浸透
白梅花和檀香末的水来和面做皮，还要用
五分铁凿将皮做成梅花的样子，煮熟后，再
放于鸡汤内，且限量出售，令人回味。

不仅如此，古人还拿梅花来制作一种
茶汤，谓之暗香汤，又名“汤绽梅”。明高濂
《遵生八笺》里有描述一款暗香汤的制作方
法：“梅花将开时，清旦摘取半开花头，连蒂
置磁瓶内，每一两重，用炒盐一两洒之，不
可用手漉坏，以厚纸数重密封，置阳处，次
年春夏取开，先置蜜少许于盏内，然后用花
二三朵置于中，滚汤一泡，花头自开，如生
可爱，充茶香甚。”在明朝徐春甫《古今医统
大全》的九十八卷中也记载了暗香汤，功能
主治，调脾胃。中医理解，梅花性平无毒，
疏肝理气，和胃止痛。

更绝的是，士大夫在雪地梅花下饮酒
写诗，平民百姓则采梅花来腌制小咸菜。
把白菜剁碎，泡在清面汤当中，加入姜末、
小茴香末等进行腌制，再投进一小撮梅花，
成品就美其名曰“不寒齑”或“梅花齑”。《山
家清供》记载：“南宋高宗吴皇后性恭俭，每
至治生菜，必于梅花取落花以杂之，其香犹
可知也。”同时还记载“梅花齑”（齑是将芳
香蔬菜捣成稠酱状的一种开胃小菜）的原
料有姜、椒、茴、萝，在其中“入梅英一掬”。
相信喝粥时来一碟这样的小咸菜，一定别
有风味。

隆冬品梅花馔，是古代文人一件最风
雅不过的乐事。沈复《浮生六记》的《闲情
记趣》中专门记了芸娘所置梅花盒：“为置
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中置一
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
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
如一朵墨梅覆桌；启盖视之，如菜装于花瓣
中。”单是器具都这样精巧雅致，菜品自然
秀色可餐，赏心悦目，诱人食欲。这样的
人，一定热爱生活，心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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