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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版画
■ 赵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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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天地间一片素净。万物皆
被一层薄薄的白雪所覆盖，仿佛一幅
未完成的水墨画，静待着画家的最后
一笔。在这寒冷的季节里，我慢慢行
走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感受着冬天
特有的清寂与肃穆。

雪花轻轻飘落，纷纷扬扬如同柳
絮飘飞，悠然自得、不紧不慢，最终静
静地躺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每一
片雪花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们的形
状各异，却都拥有着同样的纯洁与高
雅。这些小小的冰晶，汇聚成了冬天
独有的风景线，将整个世界装扮得分
外妖娆。

树枝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凌，
像是一串串透明的珍珠，闪耀着耀眼
的光芒。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
这些冰凌上，折射出七彩斑斓的光
线，美得让人心醉。这是冬天的魔
法，它用冰冷创造了温暖，用静默诉

说着生命的坚韧。还有些冰凌成了
长长的冰柱，孩子走到树下，打量一
番，轻轻折了两根长长的冰柱，双手
各执一根，快乐地挥舞起来：“快来看
我的宝剑，快来看我的宝剑！”

地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雪，孩子
们在上面欢快地滑行。他们的脸颊
红扑扑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
芒。不时有人摔倒，但爬起来后连身
上的雪也没有拍掉，立即又开始滑
行。不时有焦急的声音在呼唤：“慢
一点，慢一点！”但哪里叫得住呢？雪
地里，一阵阵笑声不时在风中回荡。
这一刻，冬天不再是冷酷无情的代名
词，而是一个充满欢乐和活力的季
节。孩子们的纯真无瑕，给这个季节
增添了几分温馨和生机。

夜晚来临，月光如水，洒在雪地
上，泛起淡淡的蓝光。月光下，依然
有人在滑雪、赏雪。随着夜不断向

前，行人渐渐少了，只有偶尔传来的
狗吠声、昏黄的灯光和街道上的喇叭
声，打破夜的宁静……

这是一个适合沉思的时刻，人们
可以放下白天的忙碌和烦恼，一杯热
茶、一本闲书，静静地享受这份宁静
与平和。在这样的夜晚，静得可以听
见心跳，诸多记忆都会跑出来，或喜
或悲，或得或失。

冬天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景
色，更在于它给人的感觉。那种清
冷中的温暖、寂静中的喧嚣、群居中
的独处，每一种感觉都有难言的魅
力，每一种感觉都让人难以忘怀。
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空气中的冰
凉，每一次触摸都能感受到雪花的
柔软，每一次思考都能感受到心灵
的净化。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只
有在冬天才能感受到、碰触到、回味
到的体验。

冬天是一幅精美的版画，它以
冰雪为笔，以寒风为墨，描绘出一幅
幅动人的画面。这些画面或许寒
冷，但充满了生命力；或许寂静，但
充满了希望。这些画面仿佛告诉我
们，即使在寒冷的季节，生命依然能
够绽放出最美的光芒，孕育出春天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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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嘉靖年间，均州的太和
山上有一座五龙宫道教寺院，其
后院有一种奇特的果树，每年都
长出像梅子大小的“仙果”，道士
们说是真武大帝所种，人吃了可
以长生不老。皇帝闻讯，降旨太
和山道士每年在“仙果”成熟时采
摘，作为贡品送到京城，供皇家享
用，并不许百姓进五龙宫后院。

当时，医药学家李时珍正带
着弟子庞宪到各地名山大川采
集中药。一天，他们来到太和山
下，听说山上有“仙果”，就想弄
清“仙果”是何物及其药用功效，
于是在山下找了间客栈住下。

次日，李时珍来到五龙宫，
对寺院道长说明了来意，白发苍
髯的老道长将李时珍仔细打量
一番后说：“这里是皇家禁地，仙
果是皇家的御用之品，你还是快

快离去为好。”李时珍只好无奈地
下了山。

难道让这“仙果”永远成为一
个谜？李时珍苦思苦想，茶饭不
思，突然又展颜而笑。弟子庞宪
不解地问，李时珍只是笑而不答。
夜深人静，道士们早已酣然入睡，
李时珍从另一条小道摸上山，他
轻步绕到后院外，吃力地翻墙进
入院内，快步来到果树下，采摘了
几枚“仙果”和几片树叶，然后翻
墙出寺，连夜赶下山去。

李时珍回到客栈，庞宪才恍
然大悟，原来它不过是一种榆树
果实的变种，名叫榔梅，其药用功
效与梅子差不多。后来，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第二十九卷“五·果
类”中写道：“榔梅出均州太和山，
杏形桃核。气味甘酸平，无毒，主
治生津止渴，清神下气，消酒。”

李时珍巧解“仙果”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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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有一个姓王的秀才，伏案
苦研读，呕心沥血著文章，久而久
之，患了一种怪病，喜欢独居暗室，
不愿意见灯火和阳光，后来竟然连
人也不敢见了。

家里人请来了当时的名医李
建昂。李建昂询问和察看了王秀
才的情况后，并没有开处方，而是拿
起秀才的文稿，在明亮处高声朗读
起来。李建昂不仅断错句，还故意
读错字，卧病在床的王秀才听到自
己的文章被人读得前言不搭后语，
气愤至极，冲过去夺走李建昂手中
的文稿说：“你怎么这样糟蹋我的文
章？”说完便高声朗读起来，读罢几
遍后，竟觉神清体舒，不再畏光怕人
了。李建昂才郑重地对秀才说：

“你终日沉思苦虑，肝气郁滞，故避
光而不喜欢与人接触。只有激怒
之法，才能有升阳抑阴、疏肝理气、畅情达志之
效，故可除你的喜暗怕人之疾。”

清雍正元年（1723 年），上海崇明县有一张
姓读书人，酷爱读古书，尤其喜欢读《西厢记》。
因羡慕书中张君瑞的艳遇，自己还改名叫张生。
从此，废寝忘食，捧着《西厢记》百看不厌，以致
日夜思念书中的崔莺莺小姐，竟相思成疾，卧床
不起。家人甚是着急，多方求医，却没有医好。

正逢名医林之翰赴沪访友，张生父母就把
他请来诊治。林之翰到时，张生反复呻吟轻语：

“我的莺莺小姐，为什么还不来呀。”林之翰掀开
帐子，只见他形容憔悴，神志昏迷，枕边还放着
一本《西厢记》，立即明白了病因。于是吩咐他
家人如此这般去做。

当天深夜，张生又在轻呼莺莺时，只听门外
有女子的应答声：“张郎，莺莺来了。”张生闻声
一跃，下床点灯，一边疾步去开门，一边惊喜地
说：“请进，快快请进。”门开启后，“营莺小姐”翩
然而入，张生举灯一看，竟吓得连退数步，来的
不是闭花羞月的崔小姐，而是满脸皱纹的一老
妪。他惊恐地问道：“小姐为何变成如此模样？”

“莺莺”曰：“岁月催人老啊！几百年了，我岂能
还是当年的花容月貌。”张生赶忙将她推出门
外：“请你赶快回去吧。”这时，张生已惊出了一
身冷汗。再想想莺莺的话也有道理：人生百年，
哪有不老之理。我岂能和一老妪结秦晋之好
呢！想完，他上床竟安然入睡了，单相思病也自
然而愈。

张生父母对林之翰感激不尽，准备重金酬
谢。他却说：“常言道，心病还须心药医，我只不
过是找着了病因，投对了心药而已，不必言谢，
更无须重金。奉劝公子今后读书需细辨之，以
免误入岐巷，枉受痛楚折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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