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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光

“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春节，

是中华民族最隆重、喜庆的节日。在这

孕育一年美好希望的日子里，不少文人

因时感怀，借时寄情，展开笔墨书所见

所闻、抒所思所感。这些文字，既是作

者情感的生动表达，也是年俗礼仪发展

的历史记载。

徜 徉 书 卷 长 河 ，感 受“ 字 ”里 春

节 ，默 念 有 关 国 家 典 礼 的 恢 宏 铺 叙 ，

细读有关过年礼俗的生动记录，品读

有关自然景物的描摹感兴，体验作者

交 织 着 向 往 承 平 祥 和 的 情 感 和 感 叹

物换星移的人生况味，以清辞丽句辞

旧岁，以捧卷阅读迎新年，其乐融融，

雅趣无穷。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古春节

祭祀，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极为

庄重的活动。被称为“古代社会百科全

书”的《诗经》，这样记载祭祀：“朋酒斯

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

寿无疆。”新年旧岁交替之时，人们宰羊

备酒，祭祀农神与祖先，庆典之后欢聚

一堂，一场盛会徐徐拉开。

春节，又称“元日”，即一年之首。

有开始，就有期待。在春节，不少文人

写下了对未来的期盼，“为言今岁胜去

年 ，来 岁 应 须 更 胜 前 ”。 唐 朝 诗 人 姚

合，就在《除夜二首》里这样写道：“旧

国当千里，新年隔数更。寒犹近北峭，

风渐向东生。”再如孟浩然的《田家元

日》，这样表达愿望：“桑野就耕父，荷

锄 随 牧 童 。 田 家 占 气 候 ，共 说 此 年

丰 。”宋 人 李 处 全 的《南 乡 子·除 夕 又

作》，也是一首表达新年希望的词作：

“和气作春妍。已作寒归塞地天。岁

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更长自不

眠。节物映椒盘。柏酒香浮白玉船。

捧劝大家相祝愿，何言。但愿今年胜

去年。”这些书写，字里行间都流淌着

诗人对新年的美好憧憬。

春节，是华夏儿女最浓郁的乡愁；

团圆，是炎黄子孙最沉醉的年味。对团

圆，感慨最深的莫过于那些离家在外的

游子。异地他乡，孤身一人度过除夕，

是怎样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唐

代诗人崔涂赋诗道：“乱山残雪夜，孤烛

异乡人。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戴

叔伦在《除夜宿石头驿》中写道：“旅馆

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

里未归人。”就连写下“莫愁前路无知

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适，面对此情

此景，也难免感慨：“故乡今夜思千里，

霜鬓明朝又一年。”这种“每逢佳节倍思

亲”的情愫是属于春节的特殊况味，正

是由于它的存在，才让团圆显得格外珍

贵。

春节诗词是诗人情感的寄托和凝

练表达，而在小说中，作家们关于春节

习俗、新春活动的描绘，则更加丰富立

体。

如《红楼梦》第五十三回用大篇幅

描绘了过春节。对置办年事，书中写

道，“当下已是腊月，离年日近，王夫人

与凤姐治办年事”；写散压岁钱，“这日

宁府中尤氏正起来同贾蓉之妻打点送

贾母这边的针线礼物，正值丫头捧了一

茶盘押岁锞子进来”；祭祖仪式完毕后，

“众人围随同至贾母正室之中，亦是锦

裀绣屏，焕然一新。当地火盆内焚着松

柏香、百合草……”古人相信火暖热长

为吉祥之兆。

当然，曹雪芹描写贾府过年，既是

向人们展现贾府的热闹，也是暗示贾府

的奢靡。

《儒林外史》的第二十一回，描写了

小店主卜老爹过年的情景：“卜老直到

初三才出来贺节，在人家吃了几杯酒和

些菜，打从浮桥口过，见那闸牌子家换

了新春联，贴的花花碌碌的，不由得一

阵心酸，流出许多眼泪来。”

现代作家笔下的春节，记录了各

地 的 过 年 习 俗 。 比 如 鲁 迅 在《祝 福》

里，这样写江浙一带的过年：“这是鲁

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

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

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

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

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

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

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

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

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

如此，家家如此。”

要感受老北京春节的民俗，不妨读

一读老舍笔下的《北京的春节》。老北

京人过年，一般是从“腊八”开始，一直

延续到元宵节后。老舍在开篇就写到

家家熬煮腊八粥和泡腊八蒜，并详细描

述了腊八粥的用料和做法，幽默地称其

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腊八这天还要

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

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

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

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

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哲人说，书海里，有远比眼中更生

动的风景。文人笔下的春节，是遥远

的，也是切近的。它在民族的历史记忆

里徜徉，在国人的心灵世界中浮现，它

的丰富性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春节

文化，滋养着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文人笔下的春节，在巍巍廊庙，也

在寻常巷陌；在天人哲思，也在花间枝

头。这些文字，不管是歌颂、赞美、祝

福，还是观察、体悟、省思，都是历史沙

漏里不会枯竭的丰满沙粒，是岁月绿洲

中盛开不败的百花，是永远怀着乡愁的

冲动到处寻找家园。

春节期间，对这些能勾起中华儿女

乡愁记忆的文字，捧卷而读，掩卷而思，

让心香与书香共缱绻，不仅是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温，更能在“字”里春节

中，体会到别样年味。

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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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版图的西南边陲，有一片广袤

神奇的土地。它是“世界屋脊”上一个

人迹罕至的角落。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有一天，海

拔 4300 米的团部驻地来了名士兵。从

他与雪线反差极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

是从更远的雪山哨所下来的。

原来他是个病号，在海拔 4900 米的

哨所，常常头昏心悸，是来团卫生队治病

的。突然间，他失神的瞳孔发出亮光，从

别人的搀扶中猛地挣脱开来，跌跌撞撞

走到两棵绿色——不，充其量只能算作

黑色柳状植物前，抱住树干嚎啕大哭。

他说他在那个被称为“雪罗汉”的

哨所站岗 4 年，没有见过鲜嫩的草木，今

天终于把它搂在怀里，真像回到了遥远

的春天童话里。他是高兴过度才哭的。

后 来 ，陪 我 采 访 的 团 宣 传 股 刘 干

事告诉我，这两棵当地人叫做“黑柳”

的 树 ，是 附 近 地 方 养 护 段 第 一 代 老 工

人多拉不甘寂寞，数年前从 200 公里外

低海拔的县移栽来的。经过数年春夏

秋 冬 的 精 心 呵 护 养 育 ，才 存 活 下 来 。

然而好端端的红柳，到了这里，经过高

寒 环 境 的 洗 礼 ，出 落 成 现 在 的 黑 色 模

样。它高不过 4 米，粗不及胳膊。然而

它 在 边 境 小 镇 却 领 尽 风 骚 ，成 为 一 道

独特风景。

据说，哨所那名士兵自从抱着黑柳大

哭一场后，他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起来。

我曾数次到该地的边防一线采访。

在通往某哨所的一条路上行走，经

过一片片低矮枯黄的刺笆丛，常会有兔

子闪入眼帘。这里一年三季都会下雪，

在雪天抓兔子别有一番情趣。飘雪的

晚上，战士把伙房门打开，随意在屋里

撒两把青稞作为诱饵。翌日黎明，就会

发现雪地上嵌满从不同方向溜进伙房

的爪迹。炊事员悄悄地闪进去猛地关

门，屋里准会有惊喜。

中国西藏高原上的野驴，是亚洲野

驴中体形较大的一种。它上体为赤褐

色，四肢内侧和身体下部均为灰白色。

我在哨所采访时，多次见到少则几匹、

多则上百匹的野驴群。

有一次傍晚，我们驱车离开哨所 5

公里，见数百米外的山坡上，伫立着一

匹罕见的动物。它和我见到的野驴模

样相近却更为雄奇，浑身艳丽的斑纹酷

似 非 洲 斑 马 。 背 上 灰 白 相 间 ，下 身 枣

红，黑尾飘逸。陪同我的刘干事说，他

在这里 17 年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珍

稀的“斑驴”。

此时，夕阳的余晖斜射在“斑驴”身

上。它开始扬鬃奋蹄与越野吉普平行

疾跑，身段呈现出流畅的线条。我渐渐

地看得清晰些了，“斑驴”肥大的臀部绷

出强有力的肌腱，四蹄飞奔呼呼生风，

扣地如鼓，炫人眼目。

我 从 有 关 资 料 上 ，暂 未 查 出 这 种

“斑驴”的相关记载。

一泓天然湖泊是哨所的“风景区”，

蓝天之下，水面之上，栖息着一群群野

鸭。

战士们告诉我，如果坐上自制的简

易筏子，荡过清清的湖水，静静躺在湖

心岛的沙地上，可以体验天人合一、与

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如果把身体

用沙子掩埋起来，仅在脸部或鼻尖上放

几粒青稞，屏住呼吸，准会有傻乎乎的

野鸭来啄食。

哨所驻地的鱼多，究竟多到何等地

步？5 月底积雪开始融化，雨季来临。

有时暴雨无常，倾盆而下，湖里的鱼会

顺着沟渠逆流而上，冲出数里之远。骤

然雨歇，水迅速回流，除了地面上被搁

浅的鱼之外，无论你走到哪一条与河湖

相通的水沟前，都能看见大则几斤、小

则 几 两 重 的 鱼 ，或 逆 流 而 上 或 顺 水 而

下，满沟翻动银色的鳞甲。

6 月至 9 月更是旺季。战士们赤脚

站在水里，会觉得鱼乱碰腿，扬脚向外

一踢，“呼啦”一声，没准会带出一条活

蹦乱跳的鱼。假如打开麻袋堵在下游，

让别人拿刺笆柴吆鸭子似的从上游把

鱼赶过来，等待一会儿，将麻袋一提，至

少也会装进去十几条。

闲 暇 时 ，抓 鱼 是 战 士 们 的 放 松 活

动。到水沟旁用木棒打、石头砸、刺笆柴

围，都能抓到鱼。若钓鱼竿上挂 4 个钩，

碰巧了竟能同时上钩。战士们说，在高山

雪原生活，多吃鱼对身体有益。

一位老兵告诉我，还有一种怪鱼，

全身光洁柔滑，大扁嘴，像青蛙一样长

着 4 条腿，这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

在雅鲁藏布江上游的马泉河流域，除了

科学家考察到的双须重唇鱼、巨须裂腹

鱼等，或许还有一种长着 4 只脚的怪鱼，

我们权且叫它“高原娃娃鱼”。

西藏，有着世间罕见的原始风貌，

站岗巡逻的官兵有着鲜为人知的苦乐

生活。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高原给予我

的独特馈赠。我曾有幸在雪域高原服

役 14 年，至今从没有怀疑过，这是我平

凡人生最难忘的年华。

高原馈赠
■杨晓敏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动物。《说

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

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潜渊。”“角似鹿、头似驼、眼似

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

似虎、耳似牛”（宋代罗愿《尔雅翼》），与

凤、龟、麒麟并称“四灵”。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龙蕴含神秘和

威严，代表权力和气势，寄寓吉祥和荣

誉，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和智慧，是中

华民族的图腾之一。现代著名画家齐

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都曾精心描绘过

龙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形象，表现了

他们对龙的认识、理解，以及对龙的敬

畏和喜爱。

齐白石轻易不画龙

著名画家齐白石，绘画题材广泛，

花鸟、山水、人物无所不能，但笔下却

很少涉及龙。他曾说：“二十岁以后，

弃斧斤，学画像，为万虫写照，为百鸟

传神，只有鳞虫之龙，未曾见过，不能

大胆敢为也。”齐白石博闻强识，可是

对 于 未 曾 亲 眼 见 过 的 东 西 ，下 笔 总 是

慎 之 又 慎 。 因 此 ，他 的 作 品 中 难 得 一

见 龙 的 形 象 。 然 而 ，北 京 画 院 收 藏 的

齐白石《十二属图》中，却有一幅《云龙

图》，让人叹为观止。

收藏爱好者关蔚山特别喜欢齐白石

的作品，曾请齐白石画一套十二生肖。

但齐白石跟他并不熟稔，借口说自己不

画未见之物，婉拒了关蔚山的请求。关

蔚山并未放弃，通过画店每年向齐白石

订购两三张画，用了四年时间，最终集齐

了一套十二生肖画。1945 年，齐白石欣

然为关蔚山题写了《十二属图》封面。

《十二属图》技法完备，水墨为主，

略施色彩，没骨法、勾勒法兼而用之，寄

寓了画家丰富的想象和情感。《云龙图》

中，齐白石一反传统绘画作品中表现张

牙舞爪、威武勇猛的巨龙形象，画面的

大部分空间晕染翻滚的乌云，意在烘托

龙的活动氛围。巨大的龙首在浓云之

中闪现而出，双目圆睁，焦墨点睛；其角

其眉，颇有几分卡通意味；龙须飘逸，龙

嘴之下，一道水光倾泻而下；两只三爪

龙足，上下对角，隐约可见，为画面平添

了几分童趣，尽显安宁和祥瑞之相。整

幅作品疏朗简洁，浓淡相间，表现出巨

龙灵动活泼的气势和尊荣高贵的神韵。

徐悲鸿三绘生肖龙

徐 悲 鸿 以 善 画“ 奔 马 ”享 誉 海 内

外 。 他 笔 下 之 马 ，俊 美 健 硕 ，潇 洒 奔

腾。其实，徐悲鸿的其他动物画作，也

毫 不 逊 色 ，不 论 是 凶 猛 威 武 的 猛 兽 猛

禽、乖巧温和的家畜家禽，还是祥瑞喜

气的鸣鸟飞禽，无不形神兼备，各具神

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徐悲鸿曾三绘

《十二生肖》册页，三次精心摹写威严神

秘的龙，遣兴抒怀，意趣盎然。

徐悲鸿最早创作《十二生肖》册是

在 1939 年。该册页笔墨细微，是目前已

知徐悲鸿构思酝酿十二生肖题材的尝

试之作。作品后为新加坡私人收藏，被

称为“新本”。1945 年冬，徐悲鸿在重庆

磐溪沙坪坝中国美术学院绘制了《十二

生肖》册。因与蒋碧薇协议离婚，该册

页由徐悲鸿送交前妻，被称为“蒋本”。

画作内容基本延续了“新本”的样式，但

整体略显沉闷。1946 年 5 月创作的《十

二生肖》册，由徐悲鸿赠予弟子张蒨英，

被称为“张本”。该册页笔墨轻松，是徐

悲鸿画稿中难得一见的温馨之作。

三套册页，画面的前后顺序皆按十

二生肖次序排列，整体构图巧妙，造型

准确，设色淡雅，形神毕肖。最值得玩

味的是，三幅《龙》的构图、造型和形象

基本一致，虽然创作时间不一，心绪有

别，然而情怀始终，神韵俱在。画面上，

以墨色表现光影，乌云翻卷密布，干湿

浓淡，层次丰满。线条勾勒龙头，流畅

劲健，刻画精细；浓墨画眼，豪气勃发；

龙须飞扬，纤毫毕现。笔下之龙正纵横

驰骋，呼风唤雨，口吐水柱，如在嘶吼，

淋 漓 尽 致 地 展 示 出 龙 的 威 严 和 力 量 。

龙身则虚淡简化，或如斑纹，或如鳞片，

虚实相间。龙足初现，隐隐约约，不仅

取得了画面的平衡，而且给人一种“神

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之感，充满艺术

的感染力。三幅《龙》图，将西方古典绘

画的光影写实技法，融入中国传统国画

含蓄隽永的写意表现中，笔法精湛，富

于变化，文人气质蕴藉，堪称“大师画小

画”的佳作。

张大千画龙贺新年

张大千的绘画技艺兼顾传统和现

代，融汇东方和西方技法，晚年将抽象

表现主义同传统国画有机结合，形成泼

彩、泼墨的独特风格，享有国际声誉。

张大千精山水、善人物、工花鸟，但

有关龙的题材同样很少涉猎。2004 年，

北京翰海迎春拍卖会《张大千珍品》专

场中，曾出现一幅《云龙图》。他在画作

的题跋中写道：“作龙为不易之事……

元明时少画龙者，至清则更无能……余

生平作龙甚少。”不过，即便偶尔为之，

照样令世人惊艳不已。

1964 年，农历甲辰龙年到来之际，

张大千特意创作了国画《云中龙》，并将

它制作成贺年卡，印制后寄赠海内外亲

友。画面上，水墨氤氲，一条飞龙乘风

而至，冲霄而上，腾跃旋舞，鳞甲张动，

须眉毕见，精神抖擞，穿梭云间。龙爪

龙尾则在密布的云烟中若隐若现，霹雳

擎空，云行雨施，气势恢宏。整幅作品

构图巧妙，线条流畅，用墨华滋多变，浓

淡浸润，赋予画面强烈的动态质感和生

命活力。画面左下方，题写“甲辰新岁

百福，爰”，钤“张爰长寿”朱文篆书印。

张 大 千 后 来 又 委 托 友 人 ，以 国 画

《云中龙》为母本，采用木版水印进行复

制，以木刻技法展现中国水墨气韵，制

作了限量版画《甲辰神龙》共 50 张。版

画将原作的设色由黑白改为橘红，经反

复套红，多层堆叠，颜色夺目，红云赤

霄，浸染满天。隐藏在橘云中的橘色神

龙，肌理斑驳，凸显出它威严的神态、矫

健的身姿、神秘的形象。

图①：十二属图·云龙 （国画）

齐白石作

图②：十二生肖·龙 （国画）

徐悲鸿作

图③：云中龙 （国画） 张大千作

龙舞画中见神韵
■周惠斌

这儿的雪

深得齐腰

每向前挪动一步

山，仿佛会震颤

那匹军马喘着粗气

北风在呼啸

这儿的雪

冷得料峭

寒潮冻住了时光

塑成忠贞不渝的冰雕

雪霜封住了呼吸

白云在高飘

这儿的雪

热得发烫

血流在枪管中喷涌

界碑上刻着滚烫的心跳

雪和血凝成画卷

苍鹰在云霄

这儿的雪

利得像刀

锋刃劈开山石

垒筑一幅神圣版图

风花雪月的浪漫

战士在坚守

这儿的雪

积得天高

一群铁打的硬汉

扛着太阳在雪中奔跑

一面国旗迎风

母亲在远眺

这儿的雪
■剑 花

七 彩 风

兵味一得

阅 图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

部女兵利用训练间隙，开展心理行

为训练的场景。作者采用长焦镜头

定格了女兵们的欢乐瞬间。在雪山

的映衬下，女兵们青春洋溢的面庞

和灿烂的笑容极富感染力。作品从

一个侧面展现了官兵在缺氧高寒的

风雪高原上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和

浓浓的战友情。

（点评：黄辛舟）

高原女兵
■摄影 段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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