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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午后，我来到所城里。天
清气朗，阳光煦暖，一种微醺的感觉。

从侧门而入，踅过两堵黛青色
砖墙，一名铜铸铁甲士兵闪现在我
面前，他左手按腰刀，右手持长枪，
双目炯炯，凝视远方。不远处，几
位面容姣好的女孩，身着羽绒服，
背着小熊背包，吮吸着温热的奶
茶，行走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仿
若现代和古代的完美融合。

冬日的所城里，似乎少了一点喧
闹和繁华，多了一份宁静和沉稳。木
鸟肖像漫画，栩栩如生；静静伫立的雕
塑，缄默不语；形态各异的剪纸，活灵
活现；红彤彤的灯笼，随风摇曳；随处
可见的壁画，形神俱备；造型美观的葫
芦，让人赞叹；婉转动听的戏曲声，从
幽深的屋子里飘荡出来。高耸挺拔的
三株白杨树，不知从何时起，就站在那
里，仰头望去，仍有绿叶挂在枝头，在
凛冽的寒风中摇曳。青黑色的方砖，
铺砌成一千多米的幽深。纵横交错的
小巷，星罗棋布。踏着时彦街粗糙的
砺石，悠悠而去，厚重而黑黢黢的木
门，有的紧闭，有的敞开，紧闭的是一
段古老的往事，敞开的是一个绮丽的
未来。屋顶上的积雪，慢慢融化，顺着
屋檐滴落下来，润湿了六百余年的光
阴。黛青色的墙壁，古朴的方砖，四角
飞檐的屋顶，高大的梧桐树，仿若一幅
悠久的黑白画，尘封了遥远的记忆。
行走在小巷里，我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触摸到平缓的脉搏，嗅闻到岁月的芳
香。它与周遭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却可以宁静我的心情，慰藉我的胸怀。

信步走进“螳螂拳非物质文化遗
产基地”，不算宽敞的庭院里，两个男
孩一身黑色劲装，有板有眼地打着螳
螂拳。一位壮实魁梧、浓眉大眼的中
年大汉，着一身白色对襟大袄，脚蹬黑
色练功鞋，在旁边悉心指点。学员有
领会不到位的地方，老师立即现场示
范，腰马合一，左腿虚，右腿实，拳如流
星腿似鞭，“嗨”的一声大喝，一招“螳
螂出洞”，眼神凌厉，步伐稳健，围观游
客无不叫好。

远处有咿咿呀呀的声音传来，我
循声走进一处院落，偌大的庭院里，有
一个宽敞的戏台，几个穿着红色戏服
的演员，正在台上表演京剧《苏三起
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
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往的君
子听我言……”我不太懂戏剧，可是
台上的青衣唱得着实婉转，台下的观
众听得如痴如醉。东首的厢房里，演
员在化装，虽然都是业余的，但是大
家一丝不苟，很认真的模样。烟台原
本就是京剧之乡，当年的名角儿都要
来烟台露露脸。

冬日的所城里，剥离了万象和繁
杂，回归淡泊与宁静。少了热闹的叫
卖声，多了动听的戏曲声；少了琳琅满
目的商品，多了些许艺术品；少了摩肩
接踵的游客，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所城里，是烟台人的精神归宿，是烟台
人的血脉灵魂，是烟台人的根系所在，
蕴含着烟台人无法割舍的家园情怀。
喜欢夏日的所城里，热闹嘈杂，充满人
间烟火，也喜欢冬日的所城里，安静地
卧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不动声色，过
着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仿若一位睿
智的长者，与世无争，洞察世间百态，
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沧海桑田，我自安
详坦然，宠辱不惊。

四十年前，一部由李连杰主演的电影
《少林寺》风靡全球，也让幼小的我知道
了少林功夫的厉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
依然记得当年电影一票难求的场景。

自从看了《少林寺》，每天放学后，我就
会操起棍子，不断琢磨招式，学着“少林功
夫”有模有样地耍起来。记得有一次，五岁
的妹妹哭着跑回家告诉我，有个小朋友欺负
她。我二话没说，操起棍子往外跑，我这架
势惹来了那个小朋友的三个哥哥。一番大
战，我腿脚麻利，耍起棍子威风凛凛，他们哥
几个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只好认怂退却。我
气哼哼地吆喝，别看我家没有男娃，你们要
是再欺负小妹，我的棍子可没长眼。

自那以后，村里的人看见我父亲就问，
你女儿什么时候学的功夫，一个女孩子竟然
能打过三个男娃，这功夫不得了！

童年早已远去，少林功夫却是我无法忘
却的情结。那一日，我与友人相约，一起乘
车前往少林寺，去追寻一个我多年未曾实现
的愿望。

动车上，从导游口中得知，嵩山景区少
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因坐落于嵩山
腹地少室山茂密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
少林寺不仅是佛教禅宗的发祥地，还是中国
功夫的发祥地，素有“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
功夫甲天下”之说。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
展的时期，以少林寺为背景制作了多部动作
电影。这些电影不仅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
尽的快乐，也给幼小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回忆总是让人心生欢喜，行动更让人振
奋。那天，导游从郑州接站后，带我们乘车
直奔河南武术圣地——登封，晚上，我们观
看了山地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
典》，由谭盾担纲艺术总监和音乐原创，梅元
帅制作，易中天、释永信顾问，黄豆豆编导，
演出规模宏大，88架古筝的激情演奏，近
600人的禅武演绎，直指心灵的佛乐禅音，
奏响了一曲中岳嵩山的辉煌交响。

音乐盛宴如同前奏，我心心念念的还是
少林功夫。第二天，我们一行乘车约2.5小
时，终于抵达了少林寺。下车后，一路徒步
前行，每到一处，导游都滔滔不绝地讲述少
林寺的人文历史。精彩的少林功夫表演，让
我看到了天下闻名的螳螂拳、蛇拳、猴拳、蛤
蟆功等。导游谈及少林寺大力金刚手时说，
此功夫来自“少林七十二艺”中的第五十一
艺螳螂爪，是“少林七十二艺”中的硬功外壮
法。这种武功本不外传，但少林寺烧火小
工、俗家弟子南宫远却在禅师暗中指点下掌
握了其中的奥秘。

随后，我们又参观了常住院山门、天王
殿、大雄宝殿还有藏经阁等，最后游览的是
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塔林，这
里是少林寺历代和尚的墓地，历经唐、宋、
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共留下241座塔。
塔林也是不少影视作品动作戏的取景地。

听着导游绘声绘色的讲解，看着活力十
足的少林功夫，我不由兴起：若时光能倒流
40年，好想与这些少林小子切磋一下！

一场入冬以来最酣畅淋漓的大雪不
期而至。

我喜爱冬天，更喜欢下雪的冬天。
清晨起床推开窗户，哇，好大的雪呀，天
地间一片银白，楼顶上、树枝上、地面上
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令人有一种心灵被
洗涤得清澈透明的感觉。

我喜爱下雪的冬天，也喜爱古往今
来文人墨客写的有关雪的佳句。李白的

“燕山雪花大如席，纷纷吹落轩辕台”“画
堂晨起，来报雪花坠”；杜甫的“窗含西岭
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乱云低薄暮，
急雪舞回风”；白居易的“夜深知雪重，时
闻折竹声”；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王维的“隔牖风惊竹，开
门雪满山”；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高骈的“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
青竹变琼枝”；毛泽东的“北国风光，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陈毅的“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
时”……这些诗句对雪的描写惟妙惟肖，
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当天要送女儿去学拉丁舞，看看外
面纷飞的大雪和肆虐的风，我不寒而栗，
跟女儿商量不去了，可女儿坚决要求打
电话问是否停课，一问，不停课。“嘿，还
真够敬业的。”我心里嘀咕着。拗不过女
儿，我们步行前往。一路上，凛冽的寒风
夹杂着雪花扑面而来，戴着眼镜的我甚
至睁不开眼睛。风好像跟我们作对似
的，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女儿感慨地
说：“爸爸，你觉不觉得这鬼天气像个魔
术师。”小家伙富有想象力的话，让我不
由得想起女儿画的一幅画：画面上方飘
飞着形状各异的雪花，下面是一座美丽
的小房子，颇像童话王国里和谐安逸的
冰雪世界……

路面的雪没过鞋子，宽阔的马路被
雪花覆盖，远看像一张宽大的白地毯，路
人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有节奏的声
音。马路上的行人比平常少了很多，机
动车也放慢了速度。路旁的行道树上、
广场的绿地上、塔松枝叶上、甚至健身器
材上都落满了雪，被风一吹，纷纷扬扬地
飘起。几个贪玩的孩子在广场上追逐嬉
戏着，玩起了打雪仗游戏。两个大一些
的孩子正堆起一个大雪人，他们为雪人
戴上一顶红色的帽子，很是显眼。雪人
嘴角斜叼着一支塑料管，神似一位吸烟
的老者。

将女儿送到后，我冒雪来到夹河岸
边。夹河边的绿化树上、雕塑上、草坪上
落满了积雪，夹河的水面结了一层冰。
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驱车来到夹河
边，小心翼翼地走到一棵冬青树旁，一个
随意摆出“POSE”，另一个举起相机拍
摄，把这美丽的瞬间定格。一对约莫五
十岁的中年夫妇携手走在夹河岸边，看
着两人相依相偎的身影，我不禁想到一
句歌词：“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

漫步雪中，我充分领略了大自然的
造化神工，感慨良多。瑞雪兆丰年，我喜
欢雪花这个轻飞曼舞的精灵，钟情飘雪
的冬天……

行走者

冬日的所城里
林春江

风物咏

飘雪的冬天
杨强

流年记

火是雪的邻居
邓兆文

雪见到火的那一瞬间
突然眼前一亮
它做梦也没想到
火为了它
竟把黑夜捅出了个窟窿
雪的到来
也让火最终明白
飞蛾扑火，那不叫傻
而是舍生取义
谁说冤家不能和解
换个形式和身份
即使水火，也能相容

大雪（外一首）

倪誉晏

你如夜空中无数的告白
扑面而来
闪亮的眼眸捕捉着喜爱

那落在睫毛上的晶莹
是我的血脉
牵动着心绪的起伏
融入了茫茫的人海

有一点红装在远方驻留
涂抹着鲜艳的色彩
小孩的热闹是奔跑的开怀
我张开了臂膀，把雪拥入了怀

这个季节总是无法拒绝
每一片雪的纯白

夜雪

我还在感慨你的离开
分别是在无雪的夜
承诺在飘雪时归来

我一直在冬天里储备着雪
装在我的眼里、心里和岁月里
装满了整整二十四个冬季的风

只为你来时
风可以吹起漫天的雪花
告诉你，我一直都在

诗歌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