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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场雪落，从岁首到年末。终于，
它来了。

扑簌簌，如蝶振动双翼，从傍晚到黎
明，雪仙子羽衣洁白，纤尘不染；轻盈盈，飘
摇如柳絮，在路灯暖色调的光线里，流风回
雪，终入人间。

初雪总有些矜持，即便是在地处黄河
流域的小城，城区亦难得落住一星半点，
沾地即融，唯有夜深人静时听得细微雪
落之音。晨起推窗丝毫不见雪的踪影，
只余满地落叶，凛冽的空气提醒夜里确
曾下过雪了。

然而在海拔稍高的乡野，初雪便显出
另一番面貌。远山威严地矗立在彤云底
端，那云里看不见的大手一挥，顷刻间雪片
子纷纷洒下来，淋得树木须发皆白，恰似一
个个仙风道骨的老者，皓首之下难掩精神

矍铄，有着不为人知的神秘和不可亵渎。
忽而松柏叶子抖动，便是起先落的雪化了，
旁的雪失了依凭，跟着一起掉落，着地的

“吧嗒”声微弱又清晰，皆因深山足够静谧。
此时野兔和山雉基本藏匿于洞穴或枯

草堆中，最开始并不会因为雪落而受惊。
倘若雪下得再久一点，降雪次数累加起来
多上些许，兔子就耐不住了。届时大地白
茫茫一片，田间难觅遗粮，洞中食物不足果
腹，它们便要小心翼翼出来找吃的，机警的
野兔会被大树上猛然砸落的雪团惊得四下
乱窜。山雉闲得无趣，又要响数声嗓子刷
刷存在感，粗嘎嘶哑的叫声打某处野地里
抛出，荡几层回音之后有了嘹亮之势。麻
雀之类的山雀应声飞上枝头，扑棱棱逃离
是非之地，山雉因此越发无聊了，沉默下
去，也不知它们是否存在饥饿之忧，但过段

时间总会在另一个方向听见类似的叫声。
幼时在家门口的树林里多次见过野

兔和山雉，基本皆在雪天出现。野兔最为
低调，土黄夹杂灰棕的毛色，很方便藏在
冬天的林子里，它竖着耳，盯着我家的方
向，三瓣嘴忽闪忽闪地动，像是在琢磨这
边是否安全，有没有可能找到食物。“哎，
兔子，快看，树林里有个野兔！”我无意间
发现它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兴奋大喊，要家
人和邻居都听到这个令人雀跃的消息，兔
子被我的叫喊吓了一跳，撒腿就跑，眨眼
消失在雪地里。山雉相对大胆，寻常人声
吓不到它，村里男孩子趁下雪无事，循着
它的叫声找过去，挨近时它就噤了声，直
到人站在它眼前四下探寻时，它又猛地尖
叫着飞扑出来，带起雪泥溅了来人一身，
然后连飞带跑逃远了。

那时偏远山村交通不发达，人们冬天
的娱乐活动单一，少年在雪停间隙逮兔撵
山雉自得其乐，有无收获并不是最重要的，
要紧的是那点追与逐之间的山野意趣。

因是初雪，现下暂不能觑见丰年大雪
的盛景，那白雪装点出的水墨世界总要等
上一等，方能得见。个人内心对下一场雪
的到来充满期待，那时节应当年内诸事皆
毕，待雪落了，可与三两好友相邀，围炉煮
茶，共话收获，或者带上家中幼童外出踏
雪，于广袤的琉璃世界之中，听雪落的声
音，体会山水意韵。

在岁末奔忙的日子里，一场雪，让时间
减缓流淌，让人有机会分出片刻精力关注
造物主的杰作，领略自然风物之美，多一点
空余听雪、观山、看水，悟平生；蓄一些新势
总结、剖析、重组，再出发。

孟冬听雪孟冬听雪
韩林池韩林池

我爱吹笛。爱了大半辈子，甚
至睡觉前，摩挲笛孔入梦，萦思笛
曲笑眠。

竹笛，一种民族乐器，它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承载着华
夏儿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
的表达。

相传竹笛由神农氏发明。《离
骚》中的“抚竹”一词，即竹笛吹奏。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
门关。”羌笛是竹笛的一种，流行在
盛唐。据传唐玄宗不仅是一流的羌
笛演奏家，还创作了许多感人肺腑
的笛曲，其音乐修为堪比大作曲家。

竹笛的延伸，诞生了口笛、玉笛
等。都以稀有材质和独特音色而闻
名，并不常见。

李白的“谁家玉笛暗飞声，散
入春风满洛城”是文学作品的美
好记忆；八仙之一韩湘子手持的
法宝——名为紫金萧的短笛；金
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

“金笛秀才”，以及手中杀人不见
血的金笛等，让儒雅的笛子以武
示强，实在是让人尴尬无奈。

“横吹古曲美无伦，顾视徘徊
听入神。”吹笛离不开笛曲。古往
今来，无数竹笛演奏大师，创作并演
奏了许多经久不衰的经典笛曲，成了中华文化的名片、标签。
笛曲《梅花三弄》，为东晋大将军桓伊所作，以梅咏志，借笛发
声，音符里流淌着的高尚情操和凛然正气，至今听罢，仍然让
人感叹唏嘘。

据传东晋大文豪、书法家王徽之，某天乘船游览，听说演
奏家桓伊正从岸上路过，因为仰慕桓伊的笛艺，便央人请求桓
伊吹奏一曲。桓伊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欣然下车，为王徽
之演奏了三首笛曲，吹奏完毕，径自离去。可见只有用心品
味，才能真正体会笛声的美。

陕西作曲家王相见先生，他写的笛子独奏《渭水秋歌》，讲
说渭水，吟咏秋歌，以沉稳、伤感、眷恋、热切的竹笛音韵，表达
了作者对三秦大地“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情怀。每每闻听
笛曲，特别是前半部分的滑音，揉音，便心里咯咛，眼睛湿润，
想起十六岁时随父辈们当麦客，在山外渭南各县，在一望无垠
的麦海里捶腰抹汗的一声声叹息。

竹笛，顾名思义，用竹子制作的笛子，主要分曲笛，梆笛，
也即南派北派。南派多用曲笛，具有鲜明的水乡文化特色，代
表人物及曲目有陆春龄演奏的《小放牛》、赵松庭演奏的《鹧鸪
飞》等。北派主要以演奏梆笛为主，音乐形象气势阳刚，豪放
粗犷，常用于京剧、秦腔戏的伴奏。

我七岁学笛，跟着爱唱秦腔的父亲野吹。十七岁考进县
剧团，专事秦腔戏曲笛子伴奏。学艺不算短，功底一般般，在
恋爱季，瞄上团里的一女子，口纳舌笨不会说情话，就对着心
仪的人吹笛。从她面前走过，我吹着拿手曲子“敬爱的毛主
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晚上她在灯下背戏词，我又对着她窗
口吹“毛主席在延安，火红的灯光映红了天……”心诚则笛灵，
终于抱得老婆归。

评职称无果，我心灰意冷失眠，就吹笛。吹《边疆的泉水
清又清》，慢慢心静了，眼前漾一汪泉，一骨朵一眼泪的，一切
如指尖一滴水珠，无所谓高，无所谓低，都是美丽的挣扎……
最不可思议的是，疫情过后有了后遗症，气喘手指麻，返聘剧
团惠民演出吹笛，半年下乡结束，手不麻了，气不喘了，恍然有
朝气了。

综上，便是爱笛子的缘由。说到笛子的演奏技巧，打开
抖音头条，不是专家霸屏，便是高手炫技，本人那点可怜的

“手艺”，实在不敢露丑。至于乐友、文友们聚会，我肯定是
吹着凑热闹。记得某年，作家孙见喜返乡，文友集会于周刚
先生新房，我恰患感冒，孙老爱音乐，硬逼着我吹《牧民新
歌》，曲至半途，清涕流到嘴边，作家何丹萌用纸帮着擦，边
擦边鼓励：“吹完，吹完……”

如是，笛子便终生伴我行。
笛子有着诗的意向。思念靠笛，送别靠笛，欢乐是笛，

愁绪也是笛。中国人素有“以悲为美”“以和为美”，以及“天
人合一”的美学理念。笛，能净化我嘈杂的灵魂，使我的内
心重新回归自然，不忘初心，也许这就是笛子告诉我的“道
中有道”的绝妙独白。笛，作为一件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民
族乐器，是一件富有灵气的乐器。笛子的气质，代表了中华
民族的有礼，有节，代表了“和”，代表了“清”，代表着中国人
所追求的“君子”形象。

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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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农村堆放收回来的庄稼和打
庄稼的场，一般都坐落在村子风头比较
高且场地比较平展的山头上，我们村的
场就位于我家土窑后方的山顶上。因
为我们家离场最近，秋收时常被村子里
其他人家羡慕。

我们村只有这一个场，因为村子不
大，场也就不是很大，在村子的最高处，
视野开阔，站在场上可以对村子一览无
余。村子十来户人家，虽然姓氏有三四
个，但经年的朝夕相处，大家都跟一家
人一样，相互帮助，和和睦睦，不管说起
哪一家的光景日月，大家都如数家珍，
不论谁家有了大事小情，大家也都能齐
心协力。

记得儿时，每到秋天，大人们会在
场上议论庄稼的成色和一年的收成，而
孩子们永远只知道玩。我二弟四岁那
年，有一天，场上正在用碌碡碾谷子，他
觉得好玩，趁大人不注意，偷偷趴在了
碌碡上。随着碌碡转动，掉在了正被碌
碡碾着的谷穗堆里哇哇大哭。母亲听
到哭声，迅速飞跑过来，抱起就往医院
跑，还好只是伤了皮肉，大家悬着的心
才放了下来。

奶奶知道这件事后，又悲又喜，说
是老先人没做亏人事，积下德了，娃娃
才能平安无恙。如今，二弟也已进入天
命之年，每每说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件

“流血”事件，家里人总要回忆与感慨半
天，自然又会想起那时的生活情景，说
起那时的人和事。而已逝去多年的奶
奶，也必会一次又一次被我们提起，无

尽的思念缠缠绵绵。
记忆里，村子里人口最多时大概有六七十口人，平时最不缺的就

是鸡叫狗咬和呼儿唤女声，尤其一到饭时，满村都是母亲们此起彼伏
的召唤声，像无伴奏合唱，浓浓的烟火气顿时在村子上空弥漫开来。
特别是到了秋天打场时，大人们在场上打庄稼，娃娃们就在场上钻庄
稼垛子或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当跟屁虫。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粮食对农民来说是最金贵的，那可是一年的
收成和口粮。那时候，场上碌碡碾压的是时光，手中木锨扬起的是希
望，红的、黄的、绿的、黑的，一粒粒都是生活的颜色。等上丰收年，大
家乐得合不上嘴，遇上歉收，则都苦着一张脸。可不管怎样，场都是
一年辛苦与汗水的承载者与见证者。

自从包产到户后，场上堆放的庄稼更多了，但却少了往日的热
闹，大家仿佛都憋着一股劲，总是匆匆忙忙走在奔小康的路上，让许
多美好遗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一个热热闹闹的场在悄无声息中变得
冷漠、寂寥。后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山上的庄稼越种越少，村
里的年轻人越走越远，留守的全是老人、儿童，场在不知不觉中被废
弃，被遗忘。

前些日子，与总是念旧的父母一起回村，特意上场上看了一下，
场已经像一个耗尽元气的老人，被岁月改变得面目全非。场还是那
个场，却已物是人非。站在场上，再也听不到秋日分粮时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再也看不到村民们脸上皱纹里的幸福荡漾，再也闻不到五谷
丰登后各种粮食散发出的醇香……

父亲边走边遗憾地说，这个场在他出生时就已经有了，距今估计
已有百年了，如今却成了这样。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也必将滚滚而
去，时光之河源源不绝，而我们充其量只是浪花朵朵，场也一样。场
上红火过，热闹过，经历过风雨，见证过兴衰，如今却如一个风烛残年
的老人，只有空寂与落寞。它的欢乐，它的悲哀，它无法倾诉的情怀，
无可奈何的结局，这一切，又有谁会惦记？

秋风萧瑟，伊人独立。
这世道，这永不知疲倦的人间，多么美好，又多么残忍。如我身

边正在老去着的父母，虽然他们此刻就在我身旁，可是再过十年或二
十年，或许更久一些，他们还会像今天一样，硬硬朗朗地站在我身边，
站在这清风朗日的天地之间吗？而我，那时会不会也像场一样，孤独
而又无助呢？

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哽在我的喉咙。我转过身，迅速逃离。我怕
我的泪滴会淋湿场的伤口，会勾起它的回忆，会听到它无声地叹息。

往事不堪回首。场在我们身后渐渐远去，我们也与它渐行渐远。
场下面是我们已离开近二十年的老土窑，如今也已破败不堪。

我和父母一起匆匆从窑前经过，谁
也没有提及这几孔我们曾居住了
近三十年的土窑。乡愁就这样被
我们心照不宣地隐藏着，小心翼翼
地呵护着。

我
们
村
的
场

张

弛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
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特别喜欢范仲
淹的这首《苏幕遮·怀旧》，词中描绘的秋景一直让我
十分向往，期待也能邂逅一场人间绝色，虽不能留下
千古名句，但总会发出不枉来一趟的感叹。这个深秋，
应文友邀约，来到了过风楼镇耀岭河村莲花台，看到
了诗词中描摹的景象。不过，我却没有诗人的愁思，
只有“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喜悦。

文友在黑沟驻村，一直在群里发美景图片，让我们
羡慕不已，又曾看过文友写的《大美莲花湖》，更是对
那里的美景十分向往。虽说路途不远，却一次次耽搁
拖延，直到这个深秋才了却心愿，见到了仙境般的莲
花湖，也有了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感叹。

深秋的阳光温暖而明媚，朵朵白云在蔚蓝的天空
中漫步，曾经满目苍翠的青山已经变得五彩斑斓，犹
如画家打翻了调色盘，各种颜色相互交织，比春天的
花朵还要耀眼。我顾不得和文友交谈，目不转睛地望
着窗外的秋色，想把这迷人的画卷收藏在心间。

望着绵延起伏的山峦，我们看见了今天要去的
玉皇山，也叫五龙垛。远远望去，它在群峰之间格外
显眼。我们顾不得欣赏沿途美景，开车直奔目的地。
为了尽快登上山顶，文友找来当地人当向导，带领我
们登山。

到达玉皇山顶，需要翻过四座山。一条通山的道
路，虽说不是水泥路，但还算平坦。道路上铺满了落
叶，踩上去软绵绵的。路边的野菊花开得正艳，眨巴
着眼睛欢迎着我们。特别是白色的野菊花，一簇簇如
闪亮的星星在枯黄的野草中绽放，格外显眼。爱花的
文友忍不住折了一束握在手中，让花香伴着的路程再
远也不觉得累了。

领我们上山的陈叔已经六十多岁了，仍然精神矍
铄，走起山路来虎虎生风，我们自愧不如。他边走边
给我们讲玉皇山的故事，讲玉皇庙曾经的辉煌。从山
脚下看，觉得玉皇山高不可攀，但在陈叔风趣幽默精
彩传奇的故事讲解中，不知不觉间我们就登上了山顶。

通向山顶庙宇的是一段笔直陡峭的石阶，一块平
滑巨大的石头中间长着一棵松树，有碗口粗，笔直茂
盛，让人惊奇不已。看不到一点泥土，树木竟然茁壮
成长。看到这棵树，我不由得敬佩它的坚强，无论遇
到怎样的环境，只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就一定可以
迎风生长。

在庙宇外面，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有两个很深
的石窝。陈叔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油盐窝”。传说这
两个窝，一个装盐，一个装油，看着石窝很小，但是无
论怎么都够用。后来一个和尚嫌石窝太小，就把石窝
凿大一点，想得到更多的盐和油，结果石窝里再也没
有盐和油了。这个故事给人们留下了启示，对任何事
物，都不能太贪心，贪念会让你失去原本拥有的幸福。

站在山顶向远处眺望，只见群山绵延，五彩斑斓。
河流如绿色的绸带环山而绕，蓝天、白云，红叶、野花，
鸟鸣、清风，满眼皆美景，处处是风情。什么名利烦恼
统统抛之脑后，我们对着高山大喊，高声歌唱，似乎回
到了童年时光。

为了赶赴下一场美景的约会，我们带着留恋与不
舍匆匆下山。在文友的热情款待下，我们吃上了当地
的特色美食。酒足饭饱之后，来到了期盼已久的莲花
台水库，看到了“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的迷人景象。

登上游艇，在绿波荡漾的湖水中游走，只见两岸群
山绵延，峭壁嶙峋，山上树木茂盛，红色、黄色、绿色等
颜色相互交映，犹如美丽的百花园，在夕阳的笼罩下，
格外夺目。湖水碧绿，游艇经过之处，留下层层波纹，
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我只觉得眼睛不够用，
顾不得用镜头去捕捉，只能睁大眼睛尽情地看，想把
如此美景都留在心底。一个多小时的旅程，让我们在
碧波中畅游，欣赏着碧水蓝天，满目秋色，忍不住唱起
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们常常向往远方的风景，却忽略了身边的美景。
只要你愿意走进大自然，总会有一处风景让你沉醉，
让你一眼万年。

醉 在 山 水 间
江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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