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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

天气预报说1月15日、16日有雪，
早上晨练，东方天际隐约可见一片淡淡
的橘红，心想：雪可能要黄了。

没承想，下午一点二十左右，雾蒙蒙
的天空瞬间飘起雪花，越下越大，越下越
猛。旷野里、大街上……整个城市笼罩在
纷飞的大雪之中。漫步在人行道上，任凭
雪花倾洒在脸上、身上，快意舒畅，恣意
洒脱，久违的、莫名的欣喜涌上心头，触
目的是漫天洁白，入耳的是踏雪的咯吱
声。就连小区南门外那片沙土地，也幻化
成了一片洁白的世界。

雪，不停地下着，一直到下午五点都
没有停歇的意思，路上的积雪已厚达十
厘米左右。适逢孩子们放学，孩子们心中
的那份惊奇、喜悦，洋溢在童真无邪的脸
上，展示在手舞足蹈的肢体上。他们的小
脸虽然冻得通红，但还是用戴着手套的

小手攥紧一团雪花，你砸他一头，他撒你
一脸……孩子们脆甜、银铃般的欢笑声，
成了这个冬天城市里最灵动有趣、最活
力满满的画面。有市民在人行道旁的台
阶上堆了一个可爱的小雪人，脖间系了
一条红丝带，吸引孩子们驻足围观，缠着
家长打开手机与小雪人合影留念。

傍晚，雪似乎小了些，微信群里却依
旧热闹。孩子们在雪地里滚雪球、堆雪人
的视频成了热门。短视频里，无人机拍摄
的城市各大景区、标志性建筑的美丽雪
景，也在群里掀起一波转发热潮。最让人
感动的是，河津交警大队负责人原永贵
同志带领交警们冒雪值勤，确保城市道
路交通安全，无愧最美“雪警”。广大交警
们雪中坚守，温暖护航，雪天开启推车模
式，帮助被困车辆脱危解困……我不由
得想起那句话：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因
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晚上七点多，天上依然飘着零星的

小雪花，小区里又响起一阵喧闹。隔着窗
玻璃，看到有居民在雪地里拍照留影，好
不惬意，有的还把精心制作的美篇分享
在业主群里。小朋友们手里的雪球滚成
了一个大大的圆柱，像极了过去农村麦
场上碾麦的石碾子。西门口，一位年轻父
亲正带着一双儿女堆雪人，其乐融融。白
雪皑皑的雪景在小区景观地灯的辉映
下，更显和谐与温馨。小区的热闹，一直
持续到夜里十一点才静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走在白雪覆盖的人行
道上，望着往日枝干叶枯的树被白雪装
扮成了玉树琼枝的模样，不禁心生感动。
街上的车辆行人虽然少了许多，但每个
人都不疾不徐，世界仿佛有了一片宁静
的释然。

是啊，春夏秋冬，四季有序。冬天的
大雪，大概就是上天冥冥之中在人们快
节奏的生活中，适时添加的静谧、舒缓音
符，让人们的灵魂跟上身体的脚步。

雪，宁静了世界



□支望华

今年1月，伴随着“小寒”节气，一场
大雪悄然而至。

漫天的雪花，在还未睡醒的黎明中
飞舞，安顿在每一个角落，把世界逐渐染
成一片银白。踏出家门，才发现雪已积得
极深了。我抬头仰望，它们成群结队、自
由自在地飞舞着，看似杂乱无章，却有种
无拘无束的美感。白色的小精灵就这样
顽皮地扑打在我的脸上、躲在我羽绒服
的缝隙里，时不时地，能感觉到它们在柔
柔地亲吻着我的睫毛，然后一下子化成
水滴，顺着脸颊冰凉地滑下。

我喜欢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它不像雨或冰雹，大部分都是用声音来
宣告自己的到来。相反，它总是这么安
静，唯恐惊动了万物的好梦。雪把一切事
物的轮廓都抹柔了、变淡了。它的颜色，
是最纯粹、最细腻的白，不带一丝杂质，
明亮而娇嫩，让人不禁觉得，连踩在上面
也是一种罪过。雪是如此纯洁，以至于它
把空气中的灰尘都洗涤干净了，只剩下
它本身独有的那种甜蜜和略带些寒气的
香味。在你吸入这些香味的瞬间，好像也
洗刷了自己心灵的杂质。

所有的事物，都在雪的装饰下显得

高贵起来。每棵树的枝丫，均被涂上一抹
白色，衬托着棕褐色的树皮，竟然有一种
令人意想不到的美感，仿佛是一幅风景
画。房前屋后覆盖着一层厚重而流动的
银白，我不禁突发奇想：是不是上帝打翻
了奶油罐子？灌木顶着积雪，从远处看像
极了巨型蛋糕；松树戴着一顶由雪做成
的小圆帽，活似一个个加多了奶油的冰
淇淋蛋筒。雪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魔术
师，瞬间使万物改变了模样。它的亲吻，
让再平凡不过的事物也变得神奇。

最映衬雪的，当然是雪松。尽管已是
冬天，雪松的针叶依旧碧绿，雪则像倾斜
的白玉，覆在每一条大枝杈上。绿白相
配，愈发把雪松衬得生机勃勃，好像树上
开满了大大小小雪白的花朵。柔软的花
瓣轻轻摇曳着，似乎在低吟一首无声的
歌。虽然雪块很重，但雪松却仍然骄傲地
挺立着，枝条优美地向四周舒展开来，俨
然一位威风凛凛的将军。

一块覆有雪的岩石，在我看来就是
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积雪就像是一
条为石头量身定做的毯子，它的边缘与
石头表面的边缘完美贴合，凹凸有致。积
雪薄的地方，能看出石块本身的青褐色，
像墨迹一样朦胧地显现出来。贴近了看，
只见所谓的“毯子”是由一层层细小圆润

的小雪珠构成的。它们紧密却不黏合，蓬
松却不零散，像小孩子一样手拉着手，一
层搭着一层，仿佛某种最奇妙的分子结
构，之间留有细小的孔洞。把视线拉远
些，却只看到浑然天成的雪毯，紧密得没
有一丝缝隙。所以，谁敢说这不是一种奇
迹？

雪后的正午，阳光温暖地洒下来，驱
走空气中的寒意。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一
堆积雪旁边，注视着一处积雪融化。那一
粒粒小雪珠儿，在阳光温柔的抚摸下，开
始有些支撑不住了：一粒雪珠儿忽然颤
动了一下，然后由纯白一下子变成晶莹
的透明。越来越多的雪珠儿跟随它，小小
的身子从白色扩散成一滴水珠儿，像变
魔术一般。我着迷地看着积雪这一处或
那一处忽地闪烁起来，直到最后化成了
水。

这时，我猛地醒悟：这……或许就是
雪在呼吸吧！它们也是有生命的，就像这
样一下一下地呼吸，吸进阳光的热量，从
而一点点地变成水，最后融于泥土中，又
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洁白的雪啊，你把大地装饰得一片
银白，你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洁白的
雪啊，你是天地间的精灵、天使，叫人如
何不爱你！

大 雪 即 景

□贾玉祥

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
兄弟四人分家后，生活一直捉襟见肘，于
是他弃农经商，远走他乡。干了几年没挣
下几个钱，他又回到了老家，经营起那几
亩处于沟沟洼洼贫瘠的土地，以耕田种
地为生。

父亲没有远大的理想、伟大的抱负，
也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眼前如何支
撑起我们这个吃饭人多、干活人少、入不
敷出的贫穷家庭。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一
家五口，兄弟三人先后都上了学，母亲又
是小脚，下地多有不便，地里的庄稼活儿
几乎都是父亲一人在干，其艰辛可想而
知。

但父亲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叫苦叫
累，他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自己努
力。因此，父亲一直在奔忙着，一直干到
实在干不动才歇了下来。父亲的努力虽
然没有改变我们家的贫穷状况，但却使

我们的家得以延续，也使我们兄弟三人
感受到在父母怀抱中特有的温暖和幸
福。对于整个社会，父亲只是一个微不足
道的人，是路旁的一株小草，但对于我们
这个家庭，父亲就是根硕壮的顶梁柱，是
一棵遮风挡雨、顶天立地的大树。

父亲纯朴真诚，与人为善，与世无
争。他古道热肠，村里谁家有事都会主动
前去尽力相帮，因而人缘特好，大家都乐
意与他相处共事。村里的业余剧团每年
春节前后都要进行排练和演出，父亲虽
然不会吹拉弹唱，但管理戏箱和行头他
却是不二人选，年复一年。父亲的努力大
多在幕后，别人也许不知道，但他心里明
白，有些事总是要有人去做的，有些艰辛
总要有人去承受，无须逃避，也无须张
扬。

父亲没有文化，识不了几个字，但他
却希望他的孩子有文化。他鼓励我们兄
弟去上学，谁能考上谁就上，都能考上就
都去上，家里的困难他克服，这就是父亲

的“政策”、父亲的情怀。为了我们上学，
父亲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20世纪
50年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兄弟
三人都走进了学校。我在国家助学金的
支持下一直上到了高中，后又被保送到
军校，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我
也是我们村第一个拥有大专学历的人。
这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才有了今
天的我和我的家庭。我们生活过得虽不
光鲜富裕，但吃穿不愁，再也不会像父亲
那样为生活而四处奔波。

我感恩父母，他们不仅给予了我生
命，还给予了我一个与他们不一样的崭
新生活的机会。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如今
我也进入了耄耋之年，但父亲的音容笑
貌却经常出现在我眼前，还是那么亲切，
那么温馨。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
产，但却留下敦厚质朴、正直善良、吃苦
耐劳、任劳任怨、勇敢担当的优良品质，
使我受用终生。

父 亲 的“ 政 策 ”

□余振中

星期天我去街上取快递，孙女点
了外卖，两个汉堡，一杯饮料。回到家
中，看着她美滋滋享用的样子，我不禁
思绪飘飞，感慨万千。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经济困难
时期，家里总是缺粮，经常为吃饭发
愁。那时候生产队每个人全年只能分
百十来斤小麦，其余的就是有数的高
粱、玉米、红薯等杂粮，也不够吃。小麦
蒸的馒头叫白馍，那是最高级的食品，
只有过年才蒸一些吃。为了有足够的
粮吃，很多人家都把小麦换成杂粮来
果腹。高粱面蒸的馍又黑又硬，嚼起来
嘴里发涩，特别难吃。有时候，奶奶把
高粱面蒸成方形的高粱糕，但仍难以
下咽。爷爷年纪大了，我是小孩，为了
照顾我们一老一小，奶奶就在高粱面
里加一点白面，蒸出的馍叫“接下馍”，
颜色浅了一些，吃起来也暄了一点。这
种偏待只给爷爷和我，其他家人仍然
吃着黑黑的高粱馍。粮不够吃时，大人
还会从地里挖些野菜做成坨状，我们
叫菜馍，但菜馍味道同样苦涩，还不耐
饥，只能掺着吃，省点粮食。

我上中学时，馒头是玉米面做的。
玉米面没有黏性，做的时候把面团放
在碗里摇，蒸出的馍全是圆的，我们叫

“玉米蛋子”。玉米馍当然也不好吃，吃
多了还烧心，但比高粱馍进步了。我那
时候住校，每星期回一次家，去学校时
背一大袋玉米馍，基本上要吃一周。因
为家里困难，我在学校搭的是“水灶”，
就是把自己带的馒头装进塑料网兜交
给灶房笼一下，吃饭的时候取出来，就
着从家里带的咸菜吃。

记得班里有个同学，他爸在县城
工作，经常吃白馍，大家都非常羡慕
他。他和我关系较好，有时会送给我半
个白馍。每次拿上他的馍我心里都十
分激动。我把馍揣在口袋，找个没人的
地方躲起来悄悄享用，吃的时候下面
用书本接着，生怕糟蹋一粒馍花。尽管
是凉馍，但一入口满嘴生香，咀嚼时细
细的、光光的，久久舍不得咽下。每次
吃的时候我总含着泪在想，啥时候能
天天吃白馍啊，有白馍吃还要什么菜
啊，那可真是太幸福了！

20世纪80年代初，村里实行了联
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整天守在地里，又
施肥又浇水，忙个不停。我放假回家，
也跟着大人到自家地里劳动，增添自
己的一份力量。第二年小麦大获丰收，
打麦场上的麦子堆积如山，大人们个
个满脸是笑，整天乐得合不拢嘴。于是
有一天，饭桌上突然就全换成了白面
馍，再也不见那黑馍馍了。

从那以后，村里人的生活真是芝
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北方
人的主食，当然还是馒头，但馒头越蒸
越白，越蒸越好，并且还不断变着花
样。有的人蒸馍时在面里抹上油，卷成
花卷，好看又好吃；有的把馍切成片油
炸，又酥又脆。手艺巧的人在家里专门
蒸花馍，上面缀着各种花和动物，造型
精美，颜色鲜艳，哪家娶媳妇、过满月
等，都去购买，既省事还体面。

有了粮食，食品也越来越丰富了，
火烧、油饼、石子馍……一样比一样好
吃。社会在发展，现在磨面的人也少
了，直接可以买面粉。看着现在的孩子
们每天享受着可心的美食，我们这些
吃黑馍长大的人，体验着梦想成真的
喜悦，感受着实打实的幸福，内心真的
充满了感动和感激，也更懂得了珍惜。

曾经“吃馍”当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