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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来了
步儿依旧轻盈
抱抱青舍上的炊烟
亲亲窗棂上的窗花
雪花 故乡出嫁的女儿

雪花也有乡愁
一到冬天便归心似箭
想看看父亲的果园
想瞧瞧母亲的麦田
更想在故乡的柳枝上荡会儿秋千

雪花 故乡的小女儿
故乡心头上的小清新
无论她走得有多远
永远是
趴在父亲肩上的小棉袄

雪花来了
想起远在他乡的女儿

北风的性格
北风来了
落叶仓皇逃窜
田野 被它啃得干干净净
塞北与江南
钢刀般的北风劈开泾渭两半

北风硬邦邦的
父亲的性格比它还硬
握一把钢锨围堰田垅
挑一肩黎明逆风而行
头顶上冒着的热气
比雪花更白

北风
流里流气地吹着口哨
敲门打窗 惹是生非
母亲操起一条捅火棍
让它望而生畏
屋内 春在炕头

雪花,故乡的小棉袄（外一首）
■晓 寒

昨夜，突然彤云密布，不知不觉
中飘起了鹅毛大雪。今年的冬雪在大
雪时节，终于在千呼万唤中登场了，
我一阵欣喜，“下雪了！下雪了！”

今早打开门，一股寒气扑面而
来，随即出现在眼前的是洁白无瑕、
一尘不染的银色世界。我置身于白茫
茫一片的“纯洁世界”中，忘记了身处
何方，忘记了烦恼忧愁。我顶着寒风，
裹紧棉袄，欣赏着白雪皑皑的世界，
用双手承接久违的雪花，任六棱形图
案在掌心转瞬即化成水，从我的手指
间流淌出去。雪的一生虽然短暂，可
它却在人间留下了辉煌，在人们头脑
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

我喜欢冬天洁白美丽的雪花。漫
天飞舞的雪花，像玉一样洁，像银一
样白，像烟一样轻，像柳絮一样柔，纷
纷扬扬地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向下
飘洒。白色的小精灵，都戴着透明的
六角帽，且各有不同的图案，比过年
时剪贴的窗花还要好看。这，一定是
织女的巧手精心剪成，送给我们即将
来临的元旦佳节的贺年卡吧！

我喜欢冬雪的勇敢无畏。有人说
雪花像魂魄，在凄风中飘荡。我不这
么想，我认为雪是搏斗了一番的勇
士。任凭寒风怎么吹、怎么吼，她也不
肯离开大地的怀抱，连傲霜的腊梅也
逊她三分，淡妆的松竹也自愧不如。

我喜欢冬雪的洁白无瑕。雪花，
冬天的“白衣使者”，她是那样的白，
像天上的白云一样；她是那样的美，
像大自然中的花儿一样；她是那样的
轻，像柳絮似的无声飘舞。雪花有纯
洁的生命，干干净净，不掺杂一丝一
毫的尘埃，白得闪亮，白得耀眼，白得
炫目，把大地装扮得洁白大方、冰清
玉洁。“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
琼枝。”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浮想联
翩？

我喜欢冬雪的晶莹剔透。无论是
江南水乡飘落的雪花，还是东北大地
厚厚的积雪，无不圣洁无瑕、纤尘不
染、表里如一，给人一眼望穿秋水的
感觉。远望——洁白万里，大地相连，
山坡、田野、房屋、地面都是银装素
裹，好像铺上了一层厚实的鸭绒大地
毯；近瞧——枝头犹如掉满了竞相怒
放的梨花，蓬松松，沉甸甸的，真是

“ 忽 如 一 夜 春 风 来 ，千 树 万 树 梨 花
开”！雪花以她素洁的灵魂、动人的姿
色、神奇的变化，不知博得多少文人
墨客的钟爱，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千古
绝唱。

我喜欢冬雪的包容博大。雪，以
自己洁白之躯，把祖国山河打扮得异
常壮美。然而，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
正领略着雪的无限情趣，还未想出赞
美她的词句时，她就悄无声息地融化
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这两句诗咏的是春蚕和蜡烛的
不求回报、默默奉献的精神，雪花，她
不也是那种舍自己为群体、舍小我为
大家的公而忘私的典范吗？她来去匆
匆无所求，用生命的汁水滋润大地，
换来人间满园春色！

我喜欢冬雪的天寒地冻。在皑皑
白雪的天地里，孩子们堆雪人，打雪
仗，滚雪球，溜滑滑，呼叫着，簇拥着，
玩得欢天喜地，开心极了！由于雪的
到来，孩子们沸腾了，大街上热闹了，
雪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幸福。

我喜欢冬雪的无私奉献。今冬麦
盖三层被，来年抱着馒头睡。雪是水
的化身、雨的精灵、冬天的灵魂，是抚
慰人心灵的甘露，是上天派来滋润大
地的使者。大雪过后，天寒地冻，土壤
里的越冬害虫全部冻死；雪在阳光耀
眼的照射下，化为雨水渗入泥土，给
庄稼生长提供必需的水分。冬雪，给
农民带来了丰收的希望！

感谢冬天的雪，让我情思脉脉。
我眷恋着下雪的滋味，对雪的希冀与
慕求，对雪的淡淡情结，深深根植在
心中；我眷恋着雪的洁白无瑕、晶莹
剔透，升华自己的默默奉献；我眷恋
雪的漫天飞舞、纯洁含蓄、清爽俊美，
装扮大地，净化空气，给人们带来了
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我喜欢雪的性情
温和、心地善良、滋润万物，给广袤田
野带来丰收的希望，给人们带来美好
的遐想！

瑞雪兆丰年！我之所以喜欢冬
雪，是因为冬雪是家乡的黄土地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界捧出的一
幅美丽画卷。因为有了雪的飘逸，有
了雪的无私，有了雪的洁白，有了雪
的生命力，更能激励我去珍惜生命、
努力工作、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冬雪抒怀
■彭建国

今年的雪是大雪之后开始的。
一觉醒来，天已蒙蒙亮，推开窗，一

股寒气扑头。向窗外看去，地上白茫茫一
片，也许是条件反射，看到雪就给人一种
洁白如玉、清凉干净的感觉。早起上班的
人们在清扫车上的雪，树上的叶子被冷
风吹得一干二净。

雪落无声。恍惚间，一幕幕关于冬天
的景象，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大早，娘嘴里嘟哝着下雪了，父亲
在院子里开始扫雪了。听到妈妈的嘟哝
声、父亲的扫雪声，十多岁的我，按捺不
住心中的激动了，爬出温暖的被窝，一溜
烟跑进雪的世界。孩子们聚在一起，铜铃
般的笑语响彻雪的世界。我们一会儿滚
雪球，一会儿堆雪人，打打闹闹，玩得忘
乎所以，像一群白色的鸽子划过天空，四
散开去，又像村子落雪的屋顶和袅袅的

炊烟交错缠绕。树下一群孩子在玩，一个
调皮孩子恶作剧地摇动着树，只见枝头
有雪团落下，落进孩子的脖颈里，他们打
一个冰凉的激灵，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
样，接着有更加尖利而明亮的叫声蹿出
喉咙，把一个村庄彻底地唤醒了。我们的
手一只一只被冻得通红通红，像透明的
胡萝卜。

雪落无声。我想起当年老年人聚在
一起，坐在南墙根下晒太阳的情景。他们
背向太阳，坐在小板凳上，抽着旱烟，晒
一会，身上热了。这时，会有老人掉过身
子，在墙上蹭一蹭。现在这种现象不复存
在了。

去年，也是一个雪落不久的日子，我
回到村里，在墙根阳光下的不远处，看到
一座窗明几净的老年人活动室，很多老
年人在一起打牌、下棋，其乐融融。过去

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的老年人老
有所养，穿着新衣，生活充裕，有满满的
安全感、幸福感。

雪落无声，总得有一场鹅毛大雪才
对得起人们对冬天的想念，对土炕的记
忆，怕是到冬天来临时记忆才更深切些。
土炕留在我们一代人的记忆里，它是人
们保暖、取暖的一种必要手段。小时候，
那时一家七八口人睡在一盘土炕上，天
一黑，整个村里漆黑一片，生活单调，就
早早蜷曲在被窝里。有时一觉醒来，看到
母亲还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们缝制衣
服，自己便想，什么时候没有冬天该多
好？那时候对未来的憧憬，就是点灯不用

油，耕地不用牛，而且一心想着这一天早
早到来。

我家兄弟姐妹六个，一个与一个年
龄差一两岁，吃不了苦，干不了活，只能
张着一张张吃饭的嘴，向父母要吃要喝。
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父亲和母亲
的肩上。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在集市
开了一个茶馆，11 岁的哥哥便过早地挑
起人生的担子。镇上不逢集，他们就担着
担子四处赶集，有一次冰天雪地赶集回
来，遇到几头狼，父亲和哥哥经过一番搏
斗后才算脱险，而我们睡在被窝却茫然
不知。

冬天的雪是快乐的，也是刻骨铭心
难以忘怀的。看到落雪，想起冬天，我们
打雪仗的无忧无虑，老人们在冬季的煎
熬，油灯下父母的身影……现在，生活在
幸福满满的社会里，原来有雪的世界，是
无比美妙的呀！现在我想看雪，其实是希
冀看到一种美丽和幸福！

雪落无声胜有声。

雪 落 无 声
■梁 冬

陈玉芳同志是全国三八
红旗手、“感动山西”十大人
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2011 年 12 月，我写了一
首长诗《爱的礼赞——献给
五 十 九 个 孩 子 的 母 亲 陈 玉
芳》，发 表 在《运 城 日 报》和

《河东文学》。
这首诗是冬天写的，没

想到，12 年后的冬天她竟然
走了……

她走了
一颗伟大的爱心
停止了跳荡
不
她没有走
因为爱
永远不会消亡

她走了
在寒风中走了
走得那么让人落泪悲伤
不
她没有走
爱的河流不会冰冻
仍在流淌

她走了
在飞雪中走了
走得那么让人挂肚牵肠
不

她没有走

田野里依然飘逸着

爱的芳香

看

她仍在爱润信绣艺公司

车间里

手把手教孤残儿童

刺绣裱框

看

她仍和关工委的同志

进学校入课堂

给学生把红色的故事

说讲

看

她仍与慈善会的人员

筹措资金 扶困济贫

为全县的慈善事业

四处奔忙

她仍在灌注爱的雨露

她仍在播撒爱的阳光

她曾办起博达学校

先后将五十九名

孤残儿童收养

她以博大的胸怀

使五十九名孤残儿童

生活在爱的海洋

五十九名孤残儿童啊
在博达
吮吸到了母爱的乳汁
品尝到了母爱的琼浆

白天
为孩子们购菜买粮
夜晚
为孩子们盖被关窗
使被家抛弃的残童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融化了心头的冰霜

孩子们哭了
她擦眼泪
孩子们病了
她日夜陪床
让失去母亲的孤儿
感悟到了母亲的慈祥
抚平了心灵的创伤

教孩子们学知识
教孩子们学技能
使孩子们懂得了
做人要自立自强

给孩子们讲故事
给孩子们指航向
让孩子们知道了
人生必定要远航

孩子们都叫她

陈妈妈

孩子们都把她

当亲娘

在她爱心的呵护下

五十九名孤残儿童

茁壮成长

一个个挺起坚强的脊梁

在她爱心的哺育下

五十九名孤残儿童

展开了飞翔的翅膀

一个个都能自食其力

为社会发挥一技之长

问世人

谁能抚养这么多的孩子

唯有陈玉芳

看世间

谁能撑起这么大的家庭

唯有陈玉芳

她把爱

写成了最优美的诗行

她把爱

谱成了最动听的乐章

她用爱

绣出了最绚丽的画卷

她用爱

奏出了最磅礴的交响

今天
五十九名孤残儿童
一起来到陈妈妈的灵堂
用最古老的方式
为自己亲爱的母亲
守灵送葬
向自己挚爱的亲人
诉说衷肠

陈妈妈
您快醒醒吧
我们愿用生命换取
您的健康
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
哭喊啊
令江河也呜咽
令苍天也悲伤

陈妈妈
您不能走啊
我们愿永远陪伴你
度过幸福的时光
那一次次虔诚无比的
跪拜啊
令山岳也摇撼
令大地也震荡

这是孩子们
对母亲大爱
最真诚的回报
这是孩子们
对母亲大爱

最崇高的奖赏

这是大爱

让人性放出的

最强烈的光芒

这是大爱

使道德产生的

最强大的力量

她走了

在孩子们的哭声中走了

走得那么安详

不

她没有走

看

五十九名孤残儿童

一直围在她的身旁

天地间

永远放射着她那

爱的磁场

她走了

在乡亲们的护送下走了

走得那么端庄

不

她没有走

看

漫天飞舞的雪花

不正是她的化身

为大地披上了银装

使干渴的沃土

得到了滋润

受到了滋养

来年春天

在这广袤的土地上

一定会有千千万万

爱心的花朵

迎风绽放

四季芬芳

……

她 没 有 走 ……
■刘建政

一个“缘”字，成就了我们生存的
这个世界，也丰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
生历程。不是吗？看看我们周围的一切
吧，什么天缘、地缘、人缘、事缘、姻
缘、血缘、亲缘、乡缘、爱恨情仇缘、
悲欢离合缘、油盐酱醋缘、锅碗瓢盆
缘、名胜古迹缘、山水风光缘，等等，
无不浸润着“缘”的元素，任何人任何
事任何物都逃脱不了。就我自己而言，
自小就喜欢扎花，经过半辈子的风雨沧
桑，如今又重新开始扎起花来。这大约
就是“缘”的缘故。

扎花的官名儿叫刺绣，就是用针将
丝线或其他纤维、纱线，以一定图案和
色彩在绣料上穿刺，以绣迹构成花纹的
装饰织物。我们山西民间刺绣，史称

“晋绣”，主要分布于晋北与晋南，历史
悠久，题材广泛，有着独特的艺术风
格，在中国刺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晋绣因其图案纯朴、色彩艳丽、构图简
洁、造型夸张、针法多样、绣工精致，
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而名扬海内外。作
为晋绣的组成部分，我们古郇扎花更是
独树一帜，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史料证明，位于山西省南部的古郇
阳地区，是民间刺绣艺术品重要的发祥
地之一，早在人类历史的“童年”时
代，就记录着嫘祖养蚕缫丝织帛动人传
说。出土于夏县西阴村经过人工切割的
半个蚕茧，彰显中华民族的智慧。随着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养蚕结茧
缫丝派生出纺线织布，继而产生扎花刺
绣的工艺，也逐渐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
缺的内容。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地
域的影响和文化的差异，虽然是同一种
事物，却产生出不同的流派和风格，构
成了万紫千红的艺术世界。我们古郇扎
花受猗顿时期种桑养蚕文化和峨嵋涑水
地理条件的影响，整体显示出朴实、率
真、热情、奔放的艺术风格，显示出当
地人自然、洒脱、实用、朴素的美学追
求和勤劳、聪慧、多思、向上的生活态

度。在岁月的长河中，经过祖祖辈辈的
耕耘和播种，古郇扎花始终在我脚下的
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绽放着耀眼的艺术光芒。

事实上，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品，都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再现，无不印拓着每
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追
求的痕迹。也许正是受脚下这片土地环
境优美、气候宜人的影响，我们古郇人
形成了容易满足现状，喜欢安居乐业的
生活方式，追求着“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所以我们从
每一件古郇扎花作品中，都能够体味到
一种崇尚自然、平安是福的厚重感来。
而这种厚重是观念、技巧与生活高度完
美的统一，是来自古郇阳这方水土民间
艺术的具体再现，也是丰富多彩民俗生
活的真实反映。

由于受农耕文明和耕读传家文化的
熏陶，在过去的时代里，妇女们多是养
在深闺，足不出户，刺绣就成为她们主
要的生活内容，因而才有了绣楼的称
谓。在我们当地农村也流传着“麦忙秋
忙，绣女下床”的农谚。正是在这种环
境的影响下，许多妇女经过祖祖辈辈的
言传身教，都成为扎花高手。就我自己
的扎花技术而言，就是跟着奶奶和母亲
学来的，据说奶奶也是跟着她的奶奶学
成的。时常是晚上坐在土炕上，点着煤
油灯，有时候一不小心，手指头被绣针
扎得鲜血直流，用嘴巴吸吮一下又继续
着扎花的梦想。

生活就是这样，到什么山唱什么
歌，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记得我们小的
时候，女孩子放学或从地里干活回来，
都会拿出一个竹制的撑子，撑上白布，
一针一线地绣起来。有时候大家聚在一
起，互相切磋着针法手艺，说说笑笑，
形成了乡村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正
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近乎随心所欲的传承
方式，使古郇扎花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
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来。只是时光荏
苒，岁月不居，这道美丽的风景线已经

渐行渐远，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成为一个模糊的背影，留在人们的记忆
之中了。

在物质条件困顿的年代里，人们的
生活也比较简陋朴素，没有什么过多的
奢侈品。特别在农村乡下，那些以扎花
刺绣作为装饰的生活用品，往往被视作
高档礼物用以赠送。比如小孩子过满
月，老人家做寿，尤其是年轻人订婚、
结婚时，扎花绣品常被作为定情信物、
陪送嫁妆。而这些扎花水平的优劣，也
会成为街坊邻居们评价过门新人的一个
话题，甚至会出现将婆媳、姑嫂的扎花
放在一起相比较的情景。因此临近订婚
或者结婚的姑娘们常常是点灯熬夜，甚
至请来闺蜜好友私下里帮助自己精心赶
置嫁妆，以免被婆家人评头论足，沦为
笑谈。

我们小的时候，就像是处在一个扎
花的世界里，到处充满扎花的工艺。像
衣服的领口、袖口、裙边、披肩、帽
子、鞋子、手绢、鞋垫和生活用品中的
被面、枕头、喜帐、寿帐、布袋、桌
围、椅垫等，都会根据个人的不同喜
好，绣着不同纹式的图案。这些图案多
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内容，诸如日月同
辉、孔雀开屏、喜鹊登梅、松鹤延年、
二龙戏珠、凤凰牡丹等。而日常生活中
的瓜果蔬菜、飞禽走兽、山川风景、亭
台楼阁等内容，也是我们古郇扎花中百
见不厌的题材内容。

从我们古郇民间扎花的作品中不难
看出，人们很善于运用多种手法来表现
自己设想的题材，有的写实，有的虚
拟，有的浪漫，有的理性，从而创造出
既富有装饰趣味，又富有浓郁乡土气息
的绣品来。尤其是在色彩运用上，我们
古郇扎花有着与众不同的风格，通常采
用强烈的对比色彩，比如大红大绿、大
蓝大黑等颜色作为底色，所绣的纹样则
用淡雅的颜色，使绣品图案形成鲜明的
对比，在对比中求得颜色的和谐与视觉
的完美，虽然在绣品中只用几种颜色调

配，却显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古郇阳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我们古

郇扎花艺术提供了广泛的题材空间，在
构思图案时仁者智者，各有千秋，产生
了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来
到我们公司陈列室就会发现，旧时日常
所见到乡下儿童戴的扎花帽子，不仅造
型优美、色彩艳丽、绣工精细，而且帽
子上的耳朵、眼睛、舌头都能晃动自
如，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配以扎花的
披肩，相得益彰，是难得的民间工艺
品，如今已经走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前景十分广阔。

任何事物都是需要承前启后、推
陈出新的，我们古郇扎花艺术从诞生
到现在，经过无数人的薪火相传，走
过了漫长的历史，才有了今天的艺术
成 就 。 老 话 说 得 好 ，“ 一 招 鲜 ， 吃 遍
天”，就是说每个事物只有具备自己的
特色，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古
郇 扎 花 在 针 法 上 选 用 传 统 的 齐 针 绣 、
齐套针绣、平针、平套针绣、散针绣
和打籽绣、乱针绣、滚针绣、盘金绣
等，并且根据不同的表现内容使用不
同的针法，反映了我们古郇大地民间
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也成为我们开
拓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古郇扎花艺术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瑰
宝，需要我们不断坚守和努力，使之在
新时代条件下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近
年来，我们从选题到工艺都发生了全新
的变化，作品多次获得大奖，就是对我
们古郇扎花的充分肯定和鼓励。尤其是
我们绣制的 《初春图》《胡杨礼赞》《开
国大典》《关帝圣绩图》《关公故里 神
圣河东》 等作品，更是展现出古郇扎花
艺术的独特魅力，相继走进了人民大会
堂、毛主席纪念堂，并被永久收藏。古
郇扎花由此走进了艺术殿堂，走进了一
个新的春天。

许多时候，事物更像是一条河流，
后波总是推着前波，前波总是向前奔
流，尽管有时候断流干涸，但是它永远
不会消亡和毁灭。值得欣慰的是，在我
们爱润信绣艺公司中，一批有理想、有
热情、有创意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他
们迎着朝阳出发，为古郇扎花呕心沥
血，创作出一幅幅精美的绣品来。我相
信，在全体扎花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古郇扎花这门古老艺术的明天，必将会
更加灿烂辉煌。

我 的 古 郇 扎 花 之 缘
■陈玉芳 口述 冯建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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