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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国的冬想北国的雪
□刘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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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送爽 ，丹桂飘
香。长假里的一个早晨，
我迎着清风，沐着阳光，
踏上了鸥汀之旅。

鸥汀背寨文化积淀
和文化底蕴颇为深厚，
村 前 寨 后 庙 堂 星 罗 棋
布，街头巷尾宗祠随处
可见，家家茶香氤氲，户
户兰蕙萦绕。而一旦置
身于古韵悠扬、老宅旧
屋遍布之鸥汀背寨，虽
疏疏淡淡，若即若离，却
是仪态万端，令人醺醺
然而陶醉。

鸥汀，一个诗意的名
字。犹如一本文化经典
书籍，令人百读不厌，久
久难以忘怀。方圆几里
之地，竟蕴藏众多沧桑而
美丽景色，以及一处处革
命红色遗址。这里诚然
是汕头一方人文旅游胜
地，亟待开发，亟待观赏
与瞻仰。

鸥汀有“沿溪沿地，
烟墩木棉”之美称。历
史上的鸥汀背寨文人荟
萃 ，经 济 发 达 ，文 化 鼎
盛，人才辈出。鸥汀人
民，凭着勤劳智慧创造
了丰富的物产。鸥汀除
了古时有“证果谈禅、腾
辉倒影、蓬鸥书声、龟桥
似月、新兴红树、西宁晚
泊 、南 薰 纳 凉 、庙 前 白
鹭”等八景，现在还有腾
辉塔、证果寺、辛氏大宗
祠、许氏宗祠、李氏英毅
公祠（五座祠）、李氏蓬祖
祠、西宁桥，汕头市文物
保护点天后宫、密林文艺
研究社旧址等。鸥汀背
寨之中，被列入龙湖区不
可移动文物名录达9处之
多，可见其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

观赏着鸥汀的景色，
怀想着鸥汀的历史，不知
不觉间，我来到证果寺。

证果寺是原鸥汀八
景之一，景名为“证果谈
禅”，始建于明朝永乐四
年（1406 年），初名为崇福
庵，迄今已有 600 余年历
史。该寺位于鸥上证果

寺路，规模颇为宏伟，是
龙湖区唯一明代敕封古
寺，也是汕头市一处旅游
观光胜地。证果寺历经
沧桑，曾于清康熙八年
(1669 年)重新修建，康熙
五十四年 (1715 年)、乾隆
五十八年 (1793 年)、民国
十 二 年 (1923 年) 先 后 重
修。1994 年被列为汕头
市文物保护单位。

我怀着虔诚敬意，缓
缓 步 入 院 中 。 寺 内 有
600 年树龄的菩提古树，
葳蕤茂盛，森然挺立，撑
起 一 片 清 凉 的 天 空 。
1983年 6月，证果寺筹备
复建。经过 10 多年修建
和扩建，该寺现已具一定
规模，坐西北向东南，呈
长方形，纵深 77.2 米，宽
度 21.7 米，总建筑面积达
1700 多平方米。由中轴
线从外向内依次是山门、
华藏法门、天王殿、大雄
宝殿、藏经楼；设有消灾
堂、报恩堂、伽蓝殿、地藏
殿、观音阁、客堂、五观
堂、方丈室、僧舍等。尤
以石砌大山门、无量 (梁)
天王殿、大型泰国铜佛
像、九龙壁石雕、古菩提
树与般若井泉引人入胜。

据《澄海县志》记述：
当初这里只是一处滨海
小庙，庙前有小溪流，周
围有桑田碧野。其时，当
朝宰相之侄、福建人氏李
荣喜从金陵一路游历至
潮州开元寺，慕名又来到
这里。他生性喜欢僻静
风光，来后甚感此处适宜
其悟禅辩理，遂在此削发
皈依佛门，终生苦修净
业。朝廷为颂其德，于嘉
靖四十四年（1565 年）敕
封 崇 福 庵 为“ 证 果 禅
寺”。期间曾于清康熙八
年（1669 年）重修，由翰林
院侍读学士佘志祯为证
果寺题额，乡绅袁绮诸生
袁梦祖等人延请福建名
僧性观为住持，因常在寺
里讲经，久而久之，成为
鸥汀一景，名为“证果谈
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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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骑自行车
找到你时，记得是多年前
的一个春天黄昏，别处华
灯初上，你这里却很暗，
暗得如同委屈的黑夜。

就这样与你相遇，危
楼重重，陋巷深深，烂路
崎岖，电线乱舞，破窗欲
坠，如入百年废墟。几乎
差 点 儿 放 弃 对 你 的 幻
想。果不其然，你坐在历
史的最深处，被残破不堪
的楼影遮蔽，被喧嚣不休
的风尘覆盖，被膨胀无度
的人心遗弃，被厚重无情
的时间隔离。

我 发 觉 你 即 使 这
样，也从不怨艾。蜷缩
在交叉十字路口中央，
矮小且纤瘦，薄成一幅
非遗剪纸，剪纸里的轮
廓。仿佛从来没有谁能
改变过你的姿势，坐在
路中央，等待日出，守候
夕阳，或者顶着风冒着
雨，环顾着一起陪你慢
慢 变 老 的 南 生 百 货 大
楼，长长的骑楼，再把思
绪拉长一点，你还挂念
着曾经吆喝捧场的老妈
宫戏台，唯一让你日夜
期盼音讯的老邮局，还
有那集潮汕子民写满过
番辛酸笔迹的侨批馆，
记载血泪奋斗史的开埠
文化馆，以及那些遗落
却成永恒的街边风物，墙
角上风中摇曳的野花乱
草，屋檐下斑驳陆离的笔
痕墨影……你凭着这些
深沉的思念过日子，凭着
这些苍凉的记忆过日子，
掰着手指历数千古风流
人物，以及自己那些飘远
的风花雪月，隐退的宝
马雕车，消逝的刀光剑
影……

你想到了南澳大桥
的通桥已突破数项纪录；
你想到了南滨路已出现
海市蜃楼；你想到了东海
岸的高度已倒映在海面
上；你想到了内海湾的海
底隧道正在延伸；你也想
到了自己的面容与背影，
自己的出路与复活！可
是，你不知道路在何方？
也不知道怎么复活？

终于 ，你首次见到
“旧城改造”“保育活化”
“以旧修旧”等新名词，出

现在你视线所及之处，你
压抑经年的心绪开始激
动，掀起了一阵阵内海湾
般的涟漪。接着，“创文”
之风犹如故人来，不仅来
看望你，还带来了新衣
裳。于是，你精心打扮，
细心描绘，那些斑驳陆离
的雀斑淡了，甚至不见
了；那些摇摇欲坠的门窗
扶正了，甚至换新了；那
些凹凸不平的烂路铺平
了，甚至铺石板了；那些
精美的装饰图案勾勒了，
甚至重彩了……此刻你
就是一把打开的折扇画，
每根扇骨上层次分明，浮
翠流丹，淡妆浓抹总相
宜：铺面外挂起了新招
牌，骑楼下挂起了红灯
笼，门框上贴起了红对
子，流畅的线条似乎勾勒
着曾经的辉煌，也重新揭
开了百载商埠文化的新
生活！我终于听到你吟
起“千门开锁万灯明，正
月中旬动帝京”的张祜
诗，也听到你唱起了“忍
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的柳永词，更听到你打
着拍子哼起了熟稔的潮
剧……

来 了 ！ 都 陆 续 来
了！我自己又来了，我带
着妻子来了，我们带着女
儿来了，而且还是常来。
来这里画画，来这里当小
导游志愿者，来这里玩耍
……对乡下的孩子来说，
你是外婆；对城里的孩子
来说，你是爷爷；对年轻
人来说，你是爱的月台；
对出门在外的游子来说，
你是时时挂牵的后花园
……当年过番的潮汕人
后裔来了，既陌生又熟
悉，从祖辈的讲古中找到
了记忆的碎片，从父辈的
思念中找到了梦里的故
乡，从同辈的朋友圈中找
到了心灵的桃源。一个
老华侨看到焕然一新的
建筑，闻到蚝烙、糕粿、糖
葱薄饼等小食飘香时，激
动地说，这才是“百载商
埠”的汕头，这才是汕头
人的根呐。

根。
你听完笑了，满面通

红，从头到脚，连那眼角
的皱纹也泛着红……

南国的冬，是暖暖的冬，悄
无声息地来，好像在一夜之间，
突然冷了下去，冬意来袭，冬天
就来了，然后又好像在一夜之
间，天气就热了起来，冬天又走
了。

南国的冬，是看不到红的枫
叶，光的树桠，看不到厚厚的积
叶，光秃秃的树丫，好多的树一
年四季都是那么绿葱葱的；落叶
是有的，但不是全部凋零，也不
是一下子凋零，是慢慢地一片片
飘落，就像中年的大叔，每天都
扫落几根头发，也是悄声不息
的。唯一有冬日感觉的是学校
那几棵不属于南方的银杏树，每
年，看着银杏叶慢慢地变黄，慢
慢地飘落，慢慢地光秃，然后再
慢慢地发芽，慢慢地变绿，慢慢
地茂盛，一年四季就这样轮回
了，也正是银杏树叶轮回才知道
南国的冬已然到来。而大多数
的叶子是不知道冬天来临的，只
有从开始数落脚冷和开始穿多
一件外套开始，冬天好像在夏的
末一下子就到了冬。

南国的冬，是看不到雪的，
雪是一种奢侈的梦想，就像内
陆的人渴望看到海一样，南方
的人总梦想看到雪。总幻想着
有一天，跟爱的人，在白皑皑
的雪中，堆雪人、打雪仗；看一
夜千树万树梨花开，感受冷风
吹入骨的冷意，看风吹雪花飞
的浪漫感；在漫天的白色里留
下两行深深的脚印，就像在柔
弱 的 沙 滩 上 印 上 两行脚印一
样，等待雪再次覆盖的快乐感；
在无边无际的雪地里奔跑，让
飘扬的雪花沾满我的帽子沾满
我的发梢；看挂满冰凌的树枝
在风中摇晃，雕刻印象派的冰
雕；等雪慢慢地融化，冰慢慢地
融化，感受雪与水的游戏；在结
着厚厚冰的河上打一个洞，一
支竹竿一个鱼钩一袋鱼饵，来
一场愿者上钩的等待。那雪好
像总是在最冷的时间入梦来，
在暖暖的被窝里感受白色的浪
漫和激情，想念，是那么的强
烈 ，那 也 许 只 是 南 国 没 有 雪
吧！而在南方的冬天，就算是

再冷，就算是下了霜，也是等不
到雪的，只能是任凭冷风扑面，
风尘滚滚地感受着潮湿的冬，
夹杂着海边的鱼腥味，雪只能
在梦里，遥远得像在暖暖的春
日里的阳光。

南国的冬，阳光是可爱的，
每一缕都是沁人心扉，不管多冷
的天，只要见到阳光，总能找到
暖暖的感觉，仿佛是看到黎明前
黑暗的那缕光线那么让人充满
希望和期待。总想在这样的一
个午后，泡上一杯手磨的咖啡，
扭开电台的按钮，一张逍遥椅，
读一本想读很久却没时间读的
书，放飞雾霾中困乏的心情，在
暖暖的冬日里，是那么的舒服和
享受啊！冬天里每天的心情也
跟是否阴天和是否有阳光一样
起伏不定，我看到有阳光的日子
里阳光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不管
那个人是否疲惫是否忙碌，南方
的冬，因为有了阳光，也变得可
爱了。

在南国的冬里想着北国的
冬，因为有了想象，冬也变得美

丽和温暖了，即使没有雪，也是
冬，一年四季也许在这里并不是
很明显，但日复一日，月复一
月，年复一年，生命就像那绿了
又黄、黄了又绿的银杏树一样，
悄无声息地轮回着；生活就是那
么不紧不慢地走着，也许是那么
的平淡甚至有点无趣，但就是那
么真实地流逝着，我们慢慢地老
了，悄无声息地老了，也许我们
会在某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突
然感叹人生，感叹流年似水岁月
如梭，但我想在你不知不觉的生
活中，有些人有些事有些东西是
你永远也难以忘怀的，是刻在你
记忆里的印记、是生活给你的烙
印，不管回忆中是带着甜甜的味
道还是涩涩的滋味，那都是生
活给予的礼物，是蓦然回首的
坦然，而这就是生活，无论你怎
么选择，它还是那么安静地看
着你，等着你！像我在南国的
冬天，好像一夜之间来了，又一
夜之间走了，但我忘不了在下
雨的冬夜，围着暖暖的砂锅，吃
着暖暖的羊肉，喝着暖暖的黄

酒，煮酒看诗，不管有没有雪，
生活依然精彩！

南国的冬，其实只是一个
冬，是看不到雪的冬，但我却是
那么的矫情，也许我知道，不管
是冬还是春，不管是阴还是晴，
都要充实过好每一天，让身边的
人因为我的存在而幸福，享受生
活给的每一个感动，感谢闯入我
生命的每一个人，我成长，我快
乐，我老去，我幸福！

南国没有雪，北国有，想多
了就去看看吧！

生活没有梦，梦里有，想多
了就去做做吧！

于是，有了《午夜阳光》《月
亮不说话》，也有了《星星的城
堡》《某日，鱼说》……

感谢生命给予我书写的能
力，让我有抒写一切的力量！

感谢生命中遇到的一切，让
我幸福着写着！

感谢生命中遇到的你们，让
我有自己的城堡！

感谢星星，今夜，与星星同
眠，唤醒一个沉睡的城堡！

“剪雪裁冰”语出梁实秋先
生赞“四君子”的首句，“梅，剪雪
裁冰，一身傲骨”。梁先生确实
是一个喜梅爱梅的“花痴”，从小
就临摹《芥子园画谱》，画了不少
心仪的梅花，画梅伴随了梁先生
的一生。著名作家、编辑家、画
家赵清阁女士和美国西雅图华
盛顿大学的荣誉教授马逢华先
生都曾得到过梁先生的“梅花”
大作。

“写梅未必合时宜，莫怪花
前落墨迟。触目横斜千万朵，赏
心只有两三枝”。就是这样一个
爱梅写梅画梅的老人，在西雅图
回忆小时候画梅的情景时竟说，
最初画梅根本没有见过梅花树，
那些“细枝粗干，勾花点蕊”，全
凭想象，真是难为他了。

对于梁先生的这个说法，他
的好友不以为然，他给梁先生开

玩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吾
家之犬，亦优为之”。的确，狗也
是“画梅高手”，它的四个蹄子随
便往雪地上一点，一朵梅花就出
来了。不是有一条“狗”的谜语
是这样说的吗，“走起路来落梅
花，从早到晚守着家。看见生人
就想咬，见了主人摇尾巴”。

当然，最喜欢梅花的还是陆
游，这个被人称为“花癫”的南宋
诗人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
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
故”，可以说是脍炙人口，家喻户
晓了。天下谁人不爱梅，正如范
成大《梅谱》里说的，“梅天下尤
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
议”。

我也爱梅，但家乡很少有
梅，原因很简单，家乡的气候不
适合梅花的生长。“梅花香自苦
寒来”，那是夸张，真是“苦寒”，

零下几十摄氏度，是没有梅花在
野外生长的。《诗经》中只有《秦
风》里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
之语，其他都没有写到梅花。陕
西终南山之南接近长江流域气
候，所以有梅花。《书经》中虽然
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之句，
但这个“梅”是指辛酸的梅子，非
是雪中梅花也。

梅花喜欢江南清冷潮湿的
天气，所以真正的赏梅境地，大
多在江南，范成大的家乡苏州石
湖，就是江南看梅花的好地方，
楞伽山、天平山、邓尉山，还有

“香雪海”，都是著名的赏梅胜
地。每年冬季这些地方云蒸霞
蔚，就是一片花的海洋。咱的家
乡没有梅花，我小时候每逢春
节，都会剪几枝石榴枝，用小手
蘸着熔化的蜡汁，做一枝枝“梅
花”装点佳节。

梅花作为冬季花卉，其药用
价值也是非常可观的，《本草纲
目拾遗》，就将梅花列为众花药
之首，美其名曰“绿萼梅”。不
仅如此，古人还把梅花上的落雪
视为珍品，用于煮粥、煎茶，不
但清醇味美，营养价值也非常丰
富。《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宝
玉品茶栊翠庵时，妙玉烹茶所用
的水，就是从梅花上扫的积雪，
用青花瓮收藏地下五年后才用
的。还有宋代林洪的《山家清
供》说，雪、梅花、白米同煮，可
以治疗梅核气、神经官能症、胸
闷不舒、嗳气、食欲减退、疮毒
等病症。

文人以梅唱和，更是屡见不
鲜。苏东坡、苏小妹和黄庭坚一
起论诗时，就有一段佳话。他们
三人看到“轻风□细柳，淡月□
梅花”之句时，苏东坡认为方框

内应该填“摇”字和“映”字；黄
庭坚则认为应是“舞”和“隐”；
苏 小 妹 一 语 道 破 天 机 ，认 为

“扶”和“失”字最好。的确，“轻
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不但
显示了柳的柔弱，也写出了风的
柔情，更让月下的梅花若隐若
现，有了一种朦胧美，就像透过
细纱看美人。

王冕的“我家洗砚池头树，
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
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之诗
我也喜欢。

看梅花，我还是喜欢龚定庵
《病梅馆记》中批评的“梅以曲为
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
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病”
梅。正是梅的“病”，才显梅的
美，如若不然，吟梅的诗篇，写梅
的画幅，绝对不会车载斗量，汗
牛充栋。

节气物候总遵循着自然指
令，以千年不变的轨迹随季前
行。前几日还冬阳杲杲暖风和
煦，刚叩开大雪节令的门扉，气
温便断崖式下跌，空中还零星
飘起了雪花，朔风凛凛带着刺
骨寒气，迎面吹来冷得人直打
哆嗦。出门途经一湖边甬道，
抬眸便看到如一簇簇火苗在尽
情燃烧的水杉树，真是一树绚
烂了整个湖畔。那如羽的叶子
已由绿变红，枝丫间缀满一粒
粒圆溜溜的小蒴果，塔状的一
树绯红，小果儿宛若一个个悬
于枝间的小铃铛，它像极了那
带给人希望与好运的圣诞树。
在这仲冬如画、岁月沉香的清
冷时节，我的思绪也如那漫天
飞舞的雪花，纷纷从记忆的天
空飘拂而来……

读初中时，恰逢节令大雪
之时，下了一夜的雪，翌日与同
学结伴迈向白茫茫的上学之路
上，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
吱”声，一不留神脚底打滑就跌
得人仰马翻，粘得一身雪花连
滚带爬立起，可狼狈中望着那
飞花溅玉的唯美，大片的雪花
如蝶似絮，我随口轻吟一句《红
楼梦》中“宝琴踏雪寻梅”中的
那句“天上仍是搓棉扯絮一般
……”同伴与我一样痴迷古诗
词，她便出题考我：“你可知‘咏
絮 之 才 ’这 个 成 语 夸 的 是 何
人？”说来也巧，我前几日放学
回家，路过一卖小人书的路边
摊，恰好在看才女谢道韫的连
环画时，知道了这则流传千古
的佳话。说的是东晋宰相谢安
在一个极寒的大雪天指着窗外

欣然吟曰：“白雪纷纷何所似。”
侄儿对曰：“撒盐空中差可拟。”
虽 说 将 粉 白 晶 莹 的 雪 花 比 拟

“漫天撒盐”也未尝不可，但了
无 灵 韵 可 言 。 但 侄 女 谢 道 韫
说：“未若柳絮因风起。”那似花
非花，随风飘舞的柳絮轻盈灵
动，不正道出雪花之飘忽唯美
吗。故此这东晋才女，世人称
她“咏絮才”。

多年前那个大雪之时，在
生着火炉暖意融融的屋里，怀
抱着儿子为他讲“囊萤映雪”
的典故。突然心间一顿，如时
光叠合般被拽回高中课堂，老
师在讲台上“老和尚念经”般
一遍遍为我们讲解着那深奥难
懂的代数，我们云里雾里几遍
下来便没了耐性。恰逢窗外大
雪飘零，那粉妆玉砌的世界让

我们神思游弋于皑皑白雪间。
老师突然话锋一转，为我们讲
起“囊萤映雪”的故事。当年
所 居 之 小 城 是 药 王 孙 思 邈 故
里，原来晋代孙康这个因家贫
买不起灯油，在凄冷寒夜借雪
光苦读的穷孩子，竟是药王孙
思邈的先祖，而当天为我们授
课 的 孙 老 师 ，也 是 孙 思 邈 后
人。那励志故事，瞬间让我们
精聚神回，一个个眼眸发亮奋
劲骤起。

寂寂流光又逢大雪，雪花
还在凛冽寒风里袅袅翩飞，我
迎寒独赏公园小径旁那开得艳
盛灿红的山茶花。难怪苏轼吟
诗赞它“山茶相对花谁栽，细雨
无 人 我 独 来 。 说 似 与 君 君 不
见，灿红如火雪中开。”这与松
柏一样凌寒独傲枝间的“雪里

娇”，它火红的花瓣如霞般在酷
寒中带给人丝丝暖意。那金黄
的点点花蕊熠熠夺目，一树绿
叶碧亮舒展，这冬之精灵让我
爱慕不已。一阵寒风袭来，忽
觉暗香盈鼻，回眸便看到一亭
榭边几株腊梅正枝影横斜，凌
寒独绽，那娇俏灿黄、晶莹剔透
的花苞美得风骨凛然，清冽冽
的幽香让我倏然间想起宋代郑
刚中的那首《腊梅》诗：“缟衣仙
子变新装，浅染春前一样黄。
不肯皎然争腊雪，只将孤艳付
幽香。”

我在这彻骨寒凉的大雪之
时，让神思穿越缥缈，犹如幽幽
暗夜忽见一缕黎明光晕，我分明
在花枝盈香间嗅到了春的萌蘖，
这诗意“大雪”，真是美了流年也
暖了心扉。

诗意“大雪”
□李仙云

剪雪裁冰寒梅香
□刘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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