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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是人类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
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市面上不乏介绍二十四节
气的书，但像《四时有趣:中
国传统节气美学风物绘》这
么娓娓道来的著作，却并不
多见。作为一名美学专家，
该书作者洪雪结合绘画、科
普、诗词赏析、风物介绍等
内容，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个
新颖别致的中国节气。

全书按照时间的先后
顺序，将二十四节气分成春
夏秋冬四个章节，每个章节
含六个节气。除了对这些
古老的节气进行文字介绍，
还不时穿插一些朗朗上口
的古诗词，并辅以色彩艳丽
的水粉画、妙趣横生的漫画
等，生动营造出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艺术氛围。

言及二十四节气，多数
年长者都能子丑寅卯地说
出其中的一二来。可对于
青少年读者来说，由于生活
阅历较少的缘故，仅仅通过
有限的文字，未必就能在短
时间内深入了解到二十四
节气的丰富内涵。作者通
过形式多样的水粉画、漫画
进行展示，巧用精妙绝伦的
古诗词进行升华，搭配浅显
易懂的科普文字进行介绍，
再补充意趣盎然的风物进
行解析，使一个个节气瞬间
灵动起来。它们裹挟着泥
土的芬芳，饱蘸着中华文化
的悠悠神韵，披着七彩的霓
裳，吟咏着传唱至今的精美
华章，叙说着中国劳动人民“天人合一”的千年
智慧。诗画两相宜，于是，中国节气的由来、演
进、传承，便在这种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款
款向我们走来。

作者充分调动色彩、文字、视觉、图像的叠
加效应，不疾不徐地详述着二十四节气的旖旎
风光。书中以意味深长的笔触，描摹着大自然
的华美：春天是绿色的，绿色代表着希望，朝气
蓬勃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夏天是红色的，红色
代表着活力，激情勃发鼓舞着人们的斗志；秋
天是金色的，金色意蕴着成熟，春华秋实装扮
着人间绚丽多姿；冬天是白色的，白色意味着
纯洁，澄澈明净让我们的心胸变得坦坦荡荡。
洪雪用她多彩的笔，纵情勾勒着四季的曼妙、
大自然的神奇。在她的笔下，不仅有春天的播
种、夏天的锄草，还有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储
存。冬去春来，人们以躬行的姿态，亲近着泥
土，亲近着大地，在四季的轮回中，挥洒汗水，
谱写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壮
美史诗。

对二十四节气，如果仅从文学和美学角度
阐述，难免显得有些单薄。故而，作者适时加入
了风物和科普方面的内容，从而使得全书变得
更为丰满。比如写到立冬，作者就告诉我们，我
国自古就有“立冬大于年”的说法。立冬这一
天，还有迎冬、补冬的习俗。由于这一天是秋与
冬的交接点，“交”与“饺”同音，所以有了立冬吃
饺子的风习。此外，许多地方还有吃姜母鸭的
习俗。作者在书中，辅以图文并茂的叙说方式，
详述了这一风味的具体做法。传神的手绘，配
以艳丽的图画和简洁的文字说明，看着就让人
心驰神往，几欲将这些人间美食尽收囊中，大快
朵颐地品尝个够！

二十四节气是灵动而博大的，它的万千气
韵绝不是一本书、一首诗、一幅画、一段科普简
析所能穷尽。更多的文化品位、科学之美、生活
情趣，还有待我们走进大自然，以知行合一的态
度，与自然真诚地交朋友，聆听它的所思所想，
进一步地去体悟它的奉献与牺牲。作为万物灵
长的人类，我们离不开大自然的怀抱，它以丰富
的物产，精美的粮食，无时无刻不在养育着我们
成长。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回馈它的养育。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观察自然，深入了解自
然规律后的产物，人类完全有责任和义务，在遵
照这些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与朝夕相处的自然
界和谐共处，让地球这颗蔚蓝色的星球更加繁
茂，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更加美不胜收。

品读《四时有趣：中国传统节气美学风物
绘》，不能止于对文字和图画的简单欣赏。更
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书本，读懂它所蕴涵的
精神实质，于醍醐灌顶中唤醒自己珍视自然、
热爱自然的赤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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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精准的天气预报、再贴心的妈
妈唠叨，也比不上一场凌厉、速冻的狂
风暴雪来得更有效。人们纷纷翻箱倒
柜，将压箱底儿的冬衣拿出来，掸掸
尘，去去皱，裹在了身上，“面包”模样
又何妨！即便还有年轻人在那儿嘀
咕：“这下又省秋裤了。”

一秒入冬，立时寻暖。
街上行人明显少了，公园里跳舞、

踢毽子、跑步、直播的也寥寥无几。秋
收完毕的农人开始赋闲，乡野又迎来
一冬肃寂。不管是城里供暖，还是乡
下生火，温暖是此刻共同的主题。窗
外雪冷风寒，屋内暖意融融。这强烈
的反差，带来身心极度的舒适与熨帖，
幸福感爆棚。

与最亲近的人猫在家里，一顿暖暖
的“合家欢”颇为适宜。饭菜最有暖意，
故而我深爱上了在冬天下厨房的感觉，
那不仅是在做饭，更像是在写诗。

可包一顿饺子。猪肉白菜馅儿、
猪肉芹菜馅儿、羊肉萝卜馅儿、韭菜虾
仁馅儿、茴香鸡蛋馅儿……喜欢哪种
做哪种，哪种方便做哪种。你剁馅儿，
我和面；你擀皮儿，我来包；你煮饺，我
做菜。分工明确地边忙活，边唠家常，
最后热气腾腾地围坐品尝，亲情亦随
之加温。

可擀一顿面条。面粉加鸡蛋和盐，
和一块硬面；用布盖着，饧好；用长擀面
杖将面饼压着、卷着，擀成大大圆圆又
薄薄的面片；边撒玉米面边折叠，切条，
提攥成细长的面条。西红柿鸡蛋或白

菜肉丝卤，原汤煮了，全是妈妈传下的
手艺和味道。“吸溜”吃完，满身冒汗。

可熬一锅八宝粥。大米、小米分
别是东北、山西朋友快递来的地道品
种，豆子是父亲种的菜豆、红豆，配上深
山核桃、原生板栗、淀里莲子，还有红
薯、南瓜、花生，皆在从老家取的山泉水
里慢慢熬，熬到开花、融合，熬到喷香、
黏稠。一勺一勺下肚，暖胃，更暖心。

可炖一锅杂烩菜。冬储白菜、萝
卜、土豆为主，豆腐、粉条、海带为辅，
传统工艺腌制的腊肉是灵魂。切好，
备好，按“易熟度”分先后，一股脑儿扔
进锅里，“咕嘟”个把小时。待食材皆
熟，滋味渗透调合至最佳，盛上一盘，
就着吃碗米饭，吃个馒头，那叫一个
过瘾。

再有时间和兴致的话，炖一锅萝
卜羊肉，蒸一锅红枣黏糕，炸一盆荤素
丸子，烙几张葱花油饼，腌一坛脆爽泡
菜，榨一壶香浓豆浆……猫在厨房，变
着花样儿地扮靓冬季餐桌，饭菜热热
的，家人暖暖的，活色生香、温馨诗意
的寻常小日子，正当如此。

若有“无用”好友相邀，赴场雪中
“火锅宴”，那自是美到极致，暖到心
底。“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落地
窗外雪花飞舞，小雅间内蒸汽氤氲。
三五好友，兴致似翻滚的火锅般滚烫。
筷起筷落，猪肉、羊肉、牛肉、驴肉，白
菜、菠菜、茼蒿、油麦菜，鱼丸、豆腐、粉
条、海带，水饺、面条、煎饼、饸饹，次第
在清汤、菌汤、番茄汤里涮过，佐以麻

酱、韭菜花、糖蒜、腐乳等小料，火热吞
下群英荟萃的人间风味；杯起杯落，白
酒、啤酒、红酒、茶水、白水，满载着快
乐、悲凄、烦忧、愁苦、迷茫，细细品出
至真至淳的人生百味。出得店来，哈
口热气，裹紧衣服，重又轻松释然地大
步迈进风雪之中。

阳光大好的冬日，最宜出门做点
儿“暖事”。喜欢静，就拣个向阳、背风
的墙根儿，在暖暖的阳光里，凑一局扑
克或象棋，吵得面红耳赤也无妨，图个
乐子嘛！或听听“墙根儿广播站”的高
谈阔论、坊间琐事，感兴趣的，就插上
一句；不感兴趣的，就关上耳朵。喜欢
动，就随性“动起来”，寻找单属于冬天
的一种“炙热”。健步、爬山自不必说，
也曾赶时髦奔赴雪场，体验过一把冰
雪运动。虽望着身轻如燕、活力十足
的青少年，发出“廉颇老矣”的自嘲，可
战战兢兢地舒活舒活筋骨，“动”得浑
身暖洋洋，还是蛮刺激、蛮舒爽的。

父母尚在，老家依旧是温暖来处。
煤炉在房间一角火红燃烧，烘得父亲、
母亲和我脸红红的、衣服烫烫的。母
亲不时拍一下我的腿：“离远点儿，别
烤煳了。”继而抖落出我儿时不堪回首
的糗事。闲聊间隙，母亲剥一块烤得
焦煳的红薯给我，黄瓤的、白瓤的，喷
香、甜面，吞下的那刻，烫得我喉咙疼。
我拿来铜勺，烤在火上；放点儿油，撒
点儿盐，打入一个鸡蛋，“嗞啦”声中快
速搅拌，做出童年难忘的“勺炒鸡蛋”。
夹一块儿给母亲，她慢慢品咂，说：

“香！”岁月流逝，无情地将父母送入生
命的冬季，多些陪伴，便多些不留遗憾
的“暖”。

安享温暖一隅，独处也是极好的。
对于我这“文艺青年”来说，一个人做
点儿啥都行。

听着中意的音乐、戏曲，打理打理
窗前的花花草草，看着它们鲜嫩、娇艳
的模样，心里也似开出了花儿；整理整
理曾经的老照片、老物件、旧书报，指
尖划过的一瞬，恍然光阴流转，回到从
前。斜倚藤椅，背向阳光，品一杯香
茗，读一本闲书，任时光在茶香、书香
里丝丝消磨虚度；即便是闭着眼发发
呆，也当是一段“人生好时节”。

偶尔也刷刷朋友圈，总有些寒冬
里的“暖”让我“更暖”。还是孩子的战
士们，矗立风雪中，坚定守卫着祖国安
宁，守护着万家灯火。当人们还在梦乡
时，已有清洁工上街清扫积雪和落叶，
已有早点摊儿开门为市民准备早点。
守在小区门口的物业人员，不厌其烦地
嘱咐我们佩戴好口罩。还有公安交警
在疏导交通，有快递小哥在走街串巷，
有电力职工在抢修线路，有供热公司
在检修管道……他们用自己的“冷”，
换来我们的“暖”，值得拥有那满屏暖
心的赞。

静坐在岁月静好中，我最喜欢敲
打些向善向美向暖的文字，与读者分享
冬日可人的“阳光”。即使坚冰冷雪依
旧会存在些时日，仍需用心用情地极力
寻暖，毕竟冬天来了，春天自不会遥远。

背教育 影

人生就像一张白纸，时光流逝，笔
尖流转，于是，白纸就有了故事。

父亲的故事，要从 1978年说起。
那一年，中国恢复高考，正在海安刀片
厂中学半工半读的父亲主动报名参加
高考，他知道，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虽然条件有限，但从不放弃、从小热爱
学习的父亲，成功考入扬州师范学院
数学系，成为了上世纪 80年代第一批
大学生。毕业后，他被分配至海安李
堡中学任教，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
师。父亲深知，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他
要把这一人生信条和人生经验，传递
给他的学生们。

5年后，父亲调入海安县教师进修
学校，在这里，发生了很多精彩的
故事。

记得那些年的元宵节，父亲都会
在家中，和母亲一起煮好一大锅汤圆，
端到教室分给学生们，因为在父亲看
来，正德厚生，止于至善，老师对学生，
多好都不为过。

那些年的寒冬，早晨学校广播响

起，天刚蒙蒙亮，父亲总是第一个去操
场，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陪寄宿生一
起晨跑、做操。他说，好好学习，得先
有一个好身体、好体力。

作为班主任，父亲有一个习惯，很
多早自习、晚自修，不是他值班，他也
会出现在学校。一位学生这样回忆
说，班主任殷老师总是会从后门里偷
偷看我们，并做出标志性的摇头动作，
搭配着严厉的眼神，大家便都不敢说
话，埋头写作业了。

当然，父亲也是学生心中最牛的
数学老师。他因材施教、潜心整理的
手抄版“殷氏”高考秘卷，让多届高考
生获益。当然，我也是获益者之一。
作为一个文科生，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当年高考数学能取得 124分的好成
绩。时隔 17年，我还是想要说一声，
谢谢你，老爸。

这两天，我又听了很多有关父亲
的故事，很多都是我不知晓的。原
来，在老同学心中，父亲从小就是一
个非典型学霸，不仅文化成绩好，下

棋、唱歌、游泳、猜谜、打乒乓球，他都
擅长；在老同事心中，他是朴实无华、
勤勤恳恳、才华横溢，老实了一辈子
却又永远热心肠的老殷。他教出了
许多优秀的学生，虽然我不知道他们
当中很多人的名字，但他们这两天都
来了，来送殷老师，他们对我说：“你
爸是位好老师，我们都想不到他生
病！”“殷老师是最暖心、最具亲和力
但又最严厉的老师，他从网吧把我追
回来，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殷老师
总对我们说，不能好高骛远，要脚踏
实地！”“殷老师叮嘱我要考教师证，
将来也做一位好老师”……

是啊，父亲是那么地热爱教师工
作，在他 60岁的生命里，学校教育填
满了他三分之二的人生。 39 年从
教路，十多届毕业生，成百上千的学
生……父亲用自己的实践，映照了陶
行知先生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通过这些故事，我也更加理解，
是什么支撑了父亲这一路走来不计

回报的倾情付出，是每一位成长成才
的学子，是每一次感化心灵的共情，
是一个平凡教育人对立德树人的伟
大理想。

然而，一切美好戛然而止，往事只
能成追忆！我们也只能和父亲，硬生
生地“断舍离”。病魔无情地带走了
他，我们和父亲一起战斗了 21个月，
还是没能迎来奇迹。多希望父亲还能
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母亲还
等着你，坐在中山陵的摇椅里，感受夕
阳的温柔；女儿女婿还等着你，带你一
起出国旅行、遍访名山大川；外孙女也
还等着你，让你来教她下棋；你的学生
还等着和你聚会，汇报最新的工作成
果……好在，天堂没有病痛，父亲，您
可以好好休息了！也请您放心，母亲
还有我，我还有家人，我们会带着您留
给我们的美好，继续前行。

往事交给岁月整理，未来留给时
间证明。殷殷话语犹在耳，化作江海
共沉吟。父亲，一路走好，殷老师，一
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你。

■仲茜

纪念父亲

过好书 眼

《四时有趣：
中国传统节气美学风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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