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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风吹向天外云，信步山
顶观繁星；天高流光月在侧，日
升日落总关情。”当我最终吟出
这首诗时，已身处九宫山之巅，
四周仍沉浸在茫茫而静谧的夜
寂中。隐约可闻的，除了风声，
还有山顶风车的旋转声。肉眼
看得见的，是渺渺的星群，迷离
的灯光，以及天边那一道狭缝
般，充满了生命诱惑和神奇魅
力的醒目光亮。这时，已是凌
晨四点半。

抬头望去，满天繁星真切
而清晰，似乎伸手可摘。那份
清冷却自在的闪烁，又怎能不
教人心生怜爱，遐思翩跹？星
群中最为闪亮的那一颗，应该
是启明星了。那是一只醒着的

“眼睛”，一只充满牵引魅力的
明亮的“眼睛”，虽然出没于遥
迢的星空，却闪烁着羞羞答答
的人间韵味。

再宽广的人间夜色，也有
一些远远近近、星星点点的尘
世灯火，分明地醒着。那灯火，
是日出的序章，是崭新一天的
前 奏 。 只 要 你 置 身 深 深 的 夜
色，这满天繁星与尘世灯火，你
是无法分辨得一清二楚的。就
算你置身高山之巅，你所能看
见的，也只能是浑然一体、星点
连片、闪烁成河的光亮。

而天边那道狭缝般充满诱
惑的醒目光亮——有人称它为
鱼肚白——在时间的流淌中悄
无声息地变化。事实上，这是
一条彩色锦鲤般谜一样的鱼肚
白 ，其 间 隐 约 有 宝 石 蓝 、胭 脂
红，甚至有一小块一小块深色
如墨的云絮，透现在宝石蓝里，
点缀在胭脂红中。

风，总在舒张有致地吹着，
这是真正的山野晨风，清新、洁
净 、饱 满 ，透 着 草 木 天 然 的 清
香。东方天际线上，那些美丽
的梦幻般的色泽，在风的节奏

里洇散、蔓延，伸展成亮黄、亮
蓝 ，而 后 抵 达 宽 广 无 际 的 深
蓝。亮蓝中，闪现出丝丝点点
的 白 云 ，颇 有 国 画 皴 擦 的 意
味。而后，在天外清风的助力
下，变得轻柔、缥缈，成一丝一
缕，散淡而去。那深色如墨的
云絮，在绚丽的色泽中，在光影
灵动、美轮美奂的画面上，捣了
不大一会儿乱，便消散得无影
无踪。

鱼 肚 白 转 眼 就 变 成 了 鱼
肚 红 ，是 那 么 自 然 而 然 地 ，铺
展成赏心悦目的红霞，带着红
蓝相间的节奏，渐成强有力的
散 射 状 ，向 辽 远 的 湛 蓝 伸 去 。
太阳即将升起的地方，黑云镶
上 了 金 边 ，那 种 亮 ，有 炉 火 的
意 味 ，有 金 属 的 色 泽 ，有 号 角
的声响。随风飘过的黑云，瞬
间 变 成 火 烧 云 ，燃 起 熊 熊 烈
焰，醉红飞溅，令人不敢直视。

在山顶来回奔跑的人，汗
水闪动在晨光之中，闪烁着无
与伦比的晶莹，昭示着快乐人
生的健美之境。在这份闪亮的
晶莹里，一颗鲜红的太阳探出
头来，从地平线上缓缓地骄傲
地升起。

启明星依然闪亮着，由近
而远的山影，由深而淡，轮廓由
清晰而模糊。太阳渐成亮白，
刹那间，万丈光芒直入人间，属
于黑夜的一切，淹没在势不可
挡的光明之中，灯影由明亮而
散淡，及至完全消散在观日者
的视野。

美景接踵而来，远景近景
层层相扣，层次分明地浮游出
庞大的夜寂，群山沸腾，奔涌如
潮。这一刻，入眼的，是群峰竞
秀，万壑奔突，款曲轮回，一切
浮出夜寂的浓淡相宜的山光水
色，演变成逶迤的或明或暗的
风景，铺张成气势磅礴、光影氤
氲的山水图画。

山顶看日出
□程应峰

夜幕 降 临 ，冬 日 的 三 门 峡 天 鹅 湖 国
家城市湿地公园里，成群的大天鹅在水
中 觅 食 、嬉 戏 ，与 一 丛 丛 芦 苇 相 映 成
趣 。 夕 阳 西 下 ，晚 霞 映 红 天 际 ，映 照 湖
面，水天一色，色彩斑斓，空气也凉了许
多，整个湖面显得静谧而恬适。

三门峡这座新兴而古老的城市地处
豫晋陕三省交界，因黄河流经此地的“人
门、鬼门、神门”三险而得名；因万里黄河
第一坝的修建而闻名；因白衣仙客——大
天鹅的光临而享誉华夏。

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发源于青藏
高原，途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流入渤海，落差
2000 多米，素有“人间天河”之称。一路自
西向东奔腾不息，原本桀骜不驯的黄河
水，由于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修建使河水变
得平静了许多。在大坝的上游，三门峡市

区段形成了“高峡出平澜”的壮美景观，河
面宽广，河水清澈，远远望去，天连山，山
连水，湖光山色，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特
别是近几年来对黄河两岸生态环境的提
升改造，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绿化、亮
化 、美 化 ，使 得 生 态 环 境 得 到 了 极 大 改
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融为
一体。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一个冬日里，暖
阳懒洋洋静静地洒在河面，河面上突然
飞 来 了 数 千 只 天 外 来 客—— 大 天 鹅 ，只
见 水 面 上 一 群 群 洁 白 的 大 天 鹅 悠 然 自
得 地 游 着 ，远 看 像 草 原 上 的 羊 群 ，到 了
近处能听到一声声悦耳的大天鹅鸣叫，
给平静的湖面带来了动感，给三门峡平
添了几分美意。

从那 年 之 后 ，每 年 入 冬 ，大 天 鹅 就
会 如 期 而 至 ，而 且 越 来 越 多 ，她 们 成

群 结 队 不 远 万 里 从 西 伯 利 亚 赶 来 ，整
个 冬 天 都 会 在 这 里 安 家 栖 息 。 每 天 伴
随 着 太 阳 升 起 ，它 们 都 会 活 跃 起 来 ，
有 的 展 翅 高 飞 ，“ 一 ”字 排 开 ，或“ 人 ”
字 排 开 ，冲 向 高 空 探 索 天 空 的 遥 远 与
神 秘 ；有 的 在 高 空 展 开 双 翅 自 由 滑
翔 ，平 稳 舒 展 而 优 雅 ；有 的 双 翅 一 夹
快 速 俯 冲 而 下 ，接 近 水 面 展 开 双 翅 ，
双 脚 前 蹬 身 体 后 仰 ，长 颈 高 仰 ，稳 稳
着 水 ，荡 起 层 层 涟 漪 ；有 的 成 双 成 对 ，
或 你 追 我 赶 ，忽 近 忽 远 ，嬉 戏 玩 耍 ，或
相 互 依 偎 在 一 起 ，仰 起 长 颈 搭 在 一 起
组 成 一 个“ 心 ”形 ，或 窃 窃 私 语 ，或 互
诉 衷 肠 ，或 对 天 高 歌 ；有 的 拍 打 着 翅
膀 掠 过 湖 面 ，自 由 地 游 弋 着 ；有 的 游
来 游 去 ，时 停 时 游 ，时 急 时 缓 ，时 而 仰
天 高 歌 ，时 而 低 头 沉 思 ，寻 寻 觅 觅 ；有
的 展 开 双 翅 踏 浪 而 行 ，撒 欢 长 鸣 ……

远 远 望 去 好 像 天 空 倒 着 ，犹 如 朵 朵 白
云 飘 浮 空 中 ，又 好 像 朵 朵 白 莲 镶 嵌 湖
面 ，近 听 它 们 鸣 叫 ，犹 在 弹 奏 一 曲 曲
交 响 乐 曲 ，似 在 对 唱 山 歌 ，互 诉 衷
肠 。 特 别 是 在 早 上 太 阳 初 升 与 傍 晚 夕
阳 欲 落 之 时 ，晨 曦 洒 向 河 面 ，余 晖 映
照 山 水 ，大 天 鹅 与 岸 边 芦 苇 、游 人 交
相 辉 映 ，形 成 一 幅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之 美
的 画 卷 。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 深 入 推 进 ，三 门 峡 生 态 环 境 更 为 改
观。每年一到冬季，大天鹅都会如期而
至 ，而 且 越 来 越 多 ，三 门 峡 也 因 此 有 了

“天鹅之城”的美誉。大天鹅的到来，给
三门峡增添了灵气，也带来了人气。一
些摄影爱好者携带着高清相机，天不亮
就 架 起 三 脚 架 ，捕 捉 大 天 鹅 那 舒 展 ，优
雅，梦幻的醉人身姿；节假日，周末，市民
们三五成群地到河边观赏大天鹅，一睹
大天鹅的倩影。一时间，大天鹅的各种
姿态和影像上了挂历、摄影展、画册，并
在高铁三门峡南站、火车站等客流量大
的地方相继展出，提高了三门峡的知名
度。

如今，在三门峡黄河湿地公园自东向
西沿黄河修建了沿黄公路，路边绿树成
荫，开车或骑行、步行其中，犹如海风阵
阵，仿佛走在海边。一座高耸的三门峡
黄河公铁两用大桥飞架黄河两岸宛如一
道彩虹。在湿地公园的适当位置修建了
天鹅湖观景平台与戏水步道，便于人们
观看、欣赏大天鹅那优美的舞姿，近距离
与天鹅共舞，拍照留念，尽显人与自然和
谐之美。

近年来，三门峡市政府投巨资不断改
善黄河湿地的生态环境，还为保护大天鹅
安全越冬，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修建
了投食区，以吸引更多的大天鹅来此过
冬。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三门峡这个名字
会搭上大天鹅这个天使的翅膀飞得更远。

“天鹅湖”上天鹅舞
□杨文东

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
为璀璨夺目的明星之一，他的出现惊
艳并照亮了同时代和后世的人们。
除了文学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他最能
打动人心的，是在跌宕起伏的人生境
遇中始终保持着快乐和向上的人生
态度，温暖并鼓舞了无数读者。林语
堂先生概括总结的最为恰当，他称赞
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
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
一笑置之”。一言以蔽之，苏东坡是
快乐人生的“精神导师”。

苏东坡 22 岁考中进士，26 岁考
取 制 科 三 等 ，步 入 仕 途 ；44 岁 遭 遇

“乌台诗案”身陷囹圄，贬谪黄州汝
州；50 岁起复，作过五处知州（登州、
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其间三度回
朝，担任过翰林侍读学士，和兵部、礼
部尚书；59 岁开始又被贬谪惠州、儋
州，65 岁北归，66 岁病逝常州。他的
一生可谓青年成名，中年受挫，老年
飘零，经历了大起大落，数临绝境的
人生。

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苏东坡历
经人生风浪，但是不论他身居高位还
是落魄不堪，始终保持着高贵的人
格，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在地方
任职，他赈灾抗洪、疏浚西湖，留下了
千古遗爱；在朝廷做官，他赤胆忠心，
仗义执言，大义凛然，指斥奸佞，捍卫

着道德和良俗；贬谪时，他关注地方
民生，捐钱捐物，修桥筑路，拯救弃
婴，泽被黎民百姓。

从苏东坡的诗文和经历中，我们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的世界观是：人
生是快乐的，人应该快乐地度过人
生。

首先，他认为“人生如寄”。相
对于永恒的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
百 年 人 生 真 如 须 臾 。 如 何 度 过 这
有 限 的 人 生 ？ 人 生 寓 居 在 天 地 之
间，只是一场短暂的旅行。旅行的
目的就是要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
期 间 遇 到 暂 时 的 挫 折 和 困 难 都 不
应 该 动 摇 我 们 的 初 衷 。 这 种 人 生
寓居的看法，他还推广到了对待外
物的态度，那就是“寓意于物”而非

“留意于物”，就是“超然物外，快哉
心中”。

其次 ，他 主 张 平 等 与 博 爱 。 他
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吾上可陪玉
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在他
的眼中，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对玉皇大帝和乞丐都应一视同
仁。对于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
也就不会存在患得患失，特别是对
失去的东西能够轻易放下；另一句
话是，“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目之所及，都是好人。心中无仇恨，
眼中无仇人。这就是如何看待他人

（包括伤害过自己的人）。
再次，他平易近人，待人谦逊。

“先生与人交，略去圭角，洞见肺腑，
恐其不亲己，人亦自忘其鄙吝，而不
知所以化。”在李昭玘的《上眉阳先
生》中记载，苏东坡的朋友圈里，既
有朝廷重臣，皇亲贵胄，也有贩夫走
卒，普通百姓，他总能给朋友们带来
快乐，朋友们自然也会给他带来快
乐。

此外，他心态豁达，认为“此心安
处是吾乡”。人的一生，始终面对着
如何安顿好自己心灵的问题。苏东
坡就做出了表率，他被贬谪黄州后，
先是“闭门却扫，深自省察”，不久就
放下了思想包袱，他给朋友写信说他
很适应黄州的生活，忘却那曾经的仕
途过往，感觉自己好像原本就是黄州
人；贬谪惠州，他写诗，“仿佛曾游岂
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贬谪海南，
他又说“海南万里真吾乡”“我本儋耳
人，寄生西蜀州”。万里北归渡海，回
顾儋州三年，他写下“九死南荒吾不
恨，玆游奇绝冠平生”的豪迈诗句。
每到一地，他都能够平复自己的情
绪，安顿好自己的心灵，不怨天，不尤
人，和现实达成和解，用美的心灵去
发现美的风物。他把苦难也作为一
种人生滋味，认真地辨别，好奇地品
尝，满怀热情地“享受”。

最 后 ，他 儒 佛 道 兼 修 ，洒 脱 旷
达。他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业，
虽然自称是陶渊明转世，“只渊明，是
前生”，向往着泉林生活，但从不逃避
社会责任，而是积极“应世”，在红尘
中完善自己品格的“修行”。他是清
醒而现实的，被称为“坡仙”名副其
实。

以上这些思想观念，大多并非他
本人独创，都是前人的智慧结晶，但
是完美的“组合”在一身，又似乎只有
他一人。他就是这样，把前人的智慧
熔 于 一 炉 ，炼 制 成 独 家 的“ 灵 丹 妙
药”，困境中医治创伤，平居时强身健
体。

同样，我们的工作也有顺境逆
境，生活充满喜怒哀乐，对于热爱苏
东坡的人来说，你可以把自己当作

“缩小版”的苏东坡，把他当作引领我
们快乐生活的精神导师。特别是身
处逆境遇到挫折的时候，可以从他身
上寻找答案，汲取力量。很多时候，
我们身处无法改变的“大环境”，但可
以学着像他那样，营造自己内心的

“小气候”；身外有个世界，心中有片
桃源，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积
极快乐地度过人生。这就是苏东坡
昭示给我们的人生智慧，也是我们学
习他的现实意义。

学习苏东坡，人生更快乐。

寒冬 季 节 ，暮 色 渐 浓 ，风
中 带 着 几 分 萧 瑟 。 然 而 ，家
中 厨 房 却 灯 火 通 明 ，暖 意 融
融 。 母 亲 正 忙 着 准 备 卤 制 美
食 的 材 料 ，空 气 中 弥 漫 着 香
料 的 幽 香 。 每 逢 岁 末 ，我 们
便 忙 碌 于 制 作 卤 菜 ，以 迎 接
新年的到来。

晨曦初露，我和母亲前往
市 集 选 购 食 材 。 摊 位 琳 琅 满
目，各类新鲜肉类与蔬菜陈列
其上。母亲细心挑选猪蹄、鸡
腿、豆腐、鸡蛋等，这些都是卤
菜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她
还会购置八角、桂皮、花椒等香
料，这些香料能交织出一种独
特的芬芳。

归家后，母亲着手准备卤
水。将香料投入锅中，添入适
量清水及酱油、老抽、冰糖、盐
等调料，细火慢炖。此过程需
耐 心 ，火 候 至 关 重 要 ，卤 水 的
质 量 直 接 影 响 成 品 的 口 感 。
经一小时余的熬煮，卤水色泽
红 亮 ，香 气 扑 鼻 ，令 人 垂 涎 。
那股香气透过门窗飘散出去，
引 得 邻 里 的 孩 子 们 不 时 探 头
张望，眼神里充满了渴望。

随着卤水逐渐成形，那种
混 合 了 多 种 香 料 的 独 特 气 息

开 始 弥 漫 开 来 。 先 是 淡 淡 的
清 香 ，随 后 是 浓 郁 的 香 气 ，最
后 是 让 人 忍 不 住 咽 口 水 的 鲜
美。卤水做好后，便进入卤制
环节。母亲首先清洗猪蹄、鸡
腿 等 肉 类 ，并 焯 水 去 腥 ，再 放
入已熬好的卤水中。接着，将
豆 腐 切 块 ，鸡 蛋 煮 熟 剥 壳 ，一
同入锅。随着时光流转，卤水
渐渐渗入食材，赋予它们丰富
的层次感。约两小时后，卤菜
终成。母亲移开锅子，让卤菜
自然冷却。此时，卤菜外皮晶
莹 剔 透 ，内 里 鲜 嫩 多 汁 ，散 发
迷人香气。那种香气，既有着
八角的浓郁，又有着桂皮的醇
厚，还有着花椒的鲜麻和丁香
的 馥 郁 ，层 层 叠 叠 ，让 人 回 味
无穷。

当夜幕降临，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共享这一碗热腾腾的
卤菜。猪蹄软糯而不腻，入口
即 化 ；鸡 腿 鲜 嫩 多 汁 ，每 一 口
都充满了卤水的香气；豆腐吸
满 了 卤 汁 ，滑 嫩 爽 口 ；鸡 蛋 则
带着淡淡的咸香，成为整道菜
的点睛之笔。

在 这 片 暖 意 融 融 的 氛 围
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美食
的滋味，更是家的温暖与安宁。

一壶热茶，一膛炉火。慢煮生活，轻倚流年。
在故乡的老屋，还有一种从未过时的取暖方式

——烧火堆。在院子里放上一个火盆、几根柴，邻里
好友们共同围坐一旁，唠嗑闲谈。虽然简单，却有着
一股浓浓的烟火气……

记忆中的冬天，刺骨的寒意弥漫。物资相对匮乏
的年代，没有电热毯、暖宝宝，只有橡胶做热水袋。想
要取暖时，就得提前把水烧热、灌满，温暖的液体给人
一种短暂而宝贵的温暖。而更多时候，最暖心的还是
要属那熊熊燃烧的火堆。它不仅是绝佳的取暖工具，
还是人们欢聚的中心、市井的呈现。

晚饭后，奶奶便开始张罗着生火。她从柴房取出
爷爷手工制作的火盆，将稻草细致地铺放在火盆底
部 的 灰 上 ，仿 佛 在 为 一 幅 精 心 设 计 的 图 画 打 下 基
底。接着，她小心翼翼地将一些细小的树枝均匀地
叠放在稻草上。奶奶常说，生火是一项技术活，不可
心 急 。 放 柴 火 也 得 讲 究 技 巧 ，要 错 落 有 序 、疏 密 有
致。只有层层叠放成松散的锥形，这样才能使柴火

充分接触到空气，燃烧得更加旺盛。当一切准备妥
当，奶奶娴熟地点燃了一根火柴，将其轻轻贴近稻草
边缘，火苗在稻草的表面悄然攀升。紧接着，奶奶用
扇子柔和地扇动几下，让火焰逐渐滋长。一时间，浓
烟升腾而起，伴随着火星的跳跃，火苗在她不急不缓
的节奏中愈发明亮，而屋里的空间也随着这些火光
与烟雾一下子活跃起来。

火堆烧旺后，家人和邻里们便纷纷围拢过来。大
家围坐在火堆旁，寒意被驱散，取而代之的是满屋的欢
声笑语。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彻底松懈下来，畅所欲
言。讲述冒险故事，“八卦”村里逸事，细节逼真。孩子
们凑热闹，哈哈大笑，如树林里扑棱飞起的群鸟。

有时大家唠着唠着，还能从火堆里闻到一股烤红薯
的甜香，这香味不时刺激着我们的嗅觉，是奶奶早就埋
藏进柴火中的“宝贝”，那蒸腾的气息仿佛能把一整天的
疲累都给抚平。当红薯出炉那一刻，孩子们就躁动起来
了。奶奶通常会用灰扑扑的围裙小心地捡起刚出炉的
红薯，将它们挨个放在盆边，招呼大家品尝的同时，还不

忘嘱咐我们别烫着。待红薯稍微冷却，我们便迫不及待
地剥开那焦黑的表皮，露出里面热腾腾、黄澄澄的果
肉。这时，也不管红薯表面沾上的灰，只顾往嘴里送。
咬一口，温暖和香甜瞬间充盈嘴巴，从胃一直暖到了心
里。

火堆 旁 的 日 子 ，不 仅 是 吃 喝 。 对 小 孩 子 而 言 ，
是 真 实 世 界 的 课 堂 ，一 个 孕 育 智 慧 与 人 生 哲 理 的
地 方 。 我 们 在 长 辈 的 絮 叨 中 ，在 那 些 话 语 间 的 细
致 讲 述 中 ，聆 听 到 了 这 个 世 界 的 运 行 法 则 ，逐 渐 学
会 和 懂 得 了 待 人 接 物 的 基 本 修 养 ，更 明 白 了 如 何
与 他 人 交 往 ，如 何 独 立 生 活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在 世 界
中 前 行 的 大 道 理 ，而 曾 经 长 不 大 的 我 们 ，也 在 这 样
的夜晚和故事中渐渐成长，渐渐离开故乡。

时间的齿轮快速转动，许多事情已物是人非。随
着物质的丰富和人们对清新空气的越来越重视，烧火
堆越来越成为记忆深处的一抹光亮。

冬夜风起，恍惚间，又见那火光闪动，火炉中噼啪
声渐近，直到坠入梦里。

卤味里的温情
□林伟

生一膛炉火赴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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