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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脚步慢慢走来了，暖暖的阳光在
外面跳跃，似乎是在召唤还沉睡的万事万
物，呼唤每个充满憧憬的人。

一段日子以来，凛冽的冬风尽情地肆虐
着一切，冰冷的春雨也沥沥地跟着滥发淫
威，把整个天空弄得阴沉沉的。在外面劳碌
奔波的人竖起高高的领子，穿梭在灰色的冬
天里。

回到家，便急急忙忙把窗子关紧，把这
令人瑟瑟发抖的一切都关在窗外。屋内烧
起暖暖的炉火，连一丝风都透不进来，且令
人感觉有些憋气。屋内空气沉闷，人长时间
呆坐在屋內感觉有些呆滞，思维渐渐停止了
转动，犹如动物的冬眠，什么都不想，只是静
静地呆着，等待寒冬过去。

现在新年迈着轻快的步伐来了，用闪
亮的阳光轻扣着每家的窗户，告诉人们春
天来了。人们激动万分，哗啦一声窗户开
了，丝丝缕缕的阳光争先恐后地涌进来，照
到阴暗的墙壁上，照到冰冷的桌子上，整个
屋子变得亮堂堂起来，也把人的心情照得
开朗起来

外面的冰雪开始咔咔作响，大概是经
受不了阳光的诱惑，渐渐融化起来，没有那
么坚硬和顽固了。它们也喜欢自己变成潺
潺流水，沿着低处，四处漫游，尽情地欣赏那
小花小草，总是被冻着，有多么难受呀！

僵硬的土地也有了松动的迹象，它们沉
默了一冬。本来自己丰满的身躯就是用来
生长庄稼的，秋天的稻谷玉米等大豆等庄稼

收完了，自己就一直呆呆地等着，现在新年
阳光来了，怀里的种子骚动不安，应该是埋
藏在深深土层里的种子想伸出头来，看看外
面的世界。

小孩子的笑声也渐渐多了起來，他们在
尽情戏嬉打闹，有的在滚铁环，叮当作响；有
的在玩打仗，叫喊声不绝于耳。寒冷的冬天
真的把他们憋屈了。天真活泼的天性怎能
让他们整天呆在屋子里呢，于是一有机会，
他们便尽情地玩，更何况这么美丽的新年阳
光，他们怎能错过？

打开窗户，让阳光涌进来吧，把冬天的
阴沉赶走。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明亮起
来，几盆植物更是闪亮起来，它们贪婪地呼
吸阳光，似乎想把每一缕阳光都拥在怀

中。握起一本厚实的书，坐到朗朗的窗台
下，任凭阳光肆无忌惮地抚摸着自己的身
子，还有那可爱的书本。落到书本上的阳
光照亮了每一行字，诱惑着一双眼睛不断
往下读，读到了春天温暖的气息，读到了春
天有力的脚步。

把炉火收起来，飘飞的灰烬总是把房子
弄得脏兮兮的。凳子椅子桌子都落满灰尘，
赶紧拿起拖把，拿起抹布，扫净残余的灰烬，
擦干净每一张椅子每一张桌子。让阳光落
在干净的地方，就像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不
能怠慢这新年的阳光，看它那生机蓬勃的样
子，心情自然充满喜悦。怎么能拒绝一份热
情和希望呢！在心里种下阳光，你会收获更
多的温暖。

屋内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没有了浑浊
的味道。心潮涌动，忽然变得感慨万千，赶
紧拿起笔，把这澎湃的心情抒写出来，通过
电话通过邮件通过微信，告诉自己每一位亲
朋好友让他们一起分享新年的第一缕阳
光。也许他们也正在尽情享受阳光给予的
快乐，也正在将阳光传送给我，那就一起敞
开胸怀尽情地拥抱吧！

打开窗户，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晒
暖每一个孤单的心灵，准备迎接美丽的春
天，开始充满希望的新一年。

打开窗户迎新年
□韦秀琴

故乡的影像、味道、语言……
这些早已流淌在血液里的因子，
时刻温暖着我的心。
当无法留在故乡时，
就请背着它们远行。

故乡，
人出生时的起点，
犹如一块磨不掉的胎记，
你走到哪里，
它就伴随你到哪里。

犁铧、镰刀、锄头……
这是憨厚勤劳的乡亲们，
最质朴的信仰，
他们把希望，
种在山巅沟壑、塬峁沟墚。

日渐坍塌的老院子，
和那脉脉含情的茅草，
无时无刻都倾诉着，
由衷的思念，
任岁月打磨乡音。

缭绕在屋顶的炊烟，
一遍又一遍呼唤着，
一个人的乳名。
淡淡的柴火味清香，
拂去远行人一脸疲惫。

故乡，
精神的寄托，
灵魂的归宿，
岁月揉皱了游子的容颜，
却浓了一份思乡之情。

时间像是赛跑
腊八刚过
小年就到
看窗外有雾霾缭绕
又一个没有阳光的清早
等待老板的承诺
攥住今晚归乡的车票
想说
小年你好

儿子今年高考
响当当的成绩
这小子自信得不得了
非名牌院校
咱不去报到
父亲的脑梗恢复得真好
能喂猪放羊
能下地除草
挂满喜悦的嘴角
想说
小年你好

简易的工房装了暖气
比起当年
不知好了多少
眼前的幢幢大楼
都已完工
这里夯实了我们的辛劳
这里耸立着我们的骄傲
百年大计
无论楼层多高
每一根钢筋
我们都扎得很牢
咱农民工良心的劳作
想说
小年你好

老板的承诺
小年一定把工钱发好
一个子都不会少
从清早就盯着手机上的钱包
期待一年的辛劳
在自己的手机里欢笑
儿子的学费
父亲看病写下的欠条
快快让我的心不再焦躁
春天已经来到
想说
小年你好

一般的，不管是机关，还是企业的意见
箱都安放在领导办公室的门口。可董明珠
的格力集团就与众不同。格力集团自上至
下的所有意见箱无一例外地全都挂在厕所
里。这成为一大亮点。

董明珠解释，以前，意见箱也和别的单
位一样，挂在领导办公室门口，可每次去取
信时，十有八九会空空如也。这让董明珠
甚是惊讶，继而困惑不解：意见箱，既给员
工一个说话的机会和权力，又能让企业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一举两得，可员工为什
么不赶紧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呢？

实地调查、多方了解后，董明珠才恍然
大悟，原来意见箱的位置放错了。你想，放
在领导办公室的门口，哪个员工还愿意，还
胆敢去投信？这不是掩耳盗铃、形同虚
设？即使员工心里有怨言牢骚，可又有谁
胆敢公然去投信？即使偷偷地去，领导们
也照样能知道是谁的作为。因为监控记录
得一清二楚。再说来，一旦得罪了领导，被

责骂开除是毋庸置疑的事。
那一段时间，公司的离职率一直居高

不下，员工的情绪低落，工作积极性很差，
导致产品质量也极不乐观。董明珠很想倾
听员工的心声，可……想来思去后，董明珠
决定把意见箱放在厕所里。厕所里没有摄
像头，人去那里时，既解决了个人问题，又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带把意见放到信
箱里。

不安不知道，一安吓一跳。去取信时，
多的时候，一天竟能收到 700 多封投诉
信。员工们偷喜，董明珠兴奋。领导为员
工排忧解难，员工怎能不为领导拼上豁
上？格力集团能实力雄厚、声名远播、独占
鳌头，我想，与挂在厕所里的信箱不无关系
吧？

把意见箱挂在厕所里，虽是一件微不
足道的小事，但小事不小，折射面广袤，启
迪性高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对
员工真心实意，员工定为你竭尽全力。

在人们健康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一向懒于运动
的我也在妻子鼓动下加入了步行健身的行列，无论刮
风下雨，每天傍晚我都要步行一小时左右。

某日傍晚，我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行走。街道上
灯影绰绰、人影幢幢，我尽量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让身
影端庄而得体，让步态自然而随意，切莫为美丽的街景
留下遗憾。就在此刻，我突然对人的步态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感受到了一种行走的快乐。我觉得行走着是
美丽的，不必说仪仗队那庄严雄健的步伐，也不必说模
特儿那潇洒自如的猫步，即便普通人的行走也是如此。

记得读中学时，我在学校举办的一次文艺演出中
扮演一名大学生。当时班上有一位聪明伶俐、擅长模
仿的女同学，在排练节目的过程中，她耐心地帮助我纠
正八字脚走路的陋习，让我第一次对普通的行走品出
了点味道，使我的步态有了明显的改良。若干年后，同
窗们结伴来赴我的婚宴，当我对那位同学表示感谢时，
她竟然毫不客气，一点头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我由衷
的谢意，并说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找老婆恐怕就不会
这么容易。虽是戏言，却不失真，因为妻子就曾对我
说，如果你当初不丢掉丑陋的八字步态，举止让人讨
嫌，我是不会相中你的。可见，步态也在恋人的审美范
围之内。

步态之美，古今有之。曹植在《洛神赋》中这样描
写洛神的步态之美：“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
罗袜生尘。”洛神的步态之美，美在何处？一曰“轻”和

“快”，她身体轻灵如飞鸟，飘逸如神仙；二曰“沉”和
“稳”，她步履轻盈，不慌不忙地走在平静的水面上，就
像走在路上腾起尘埃。后人遂以“凌波微步”形容女子
之步履轻盈，如贺铸《青玉案》词“凌波不过横塘路，但
目送，芳尘去”。东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里描写刘
兰芝小姐的步态是“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可谓中
国古代女性步态的代表；《陌上桑》中美人罗敷之夫婿
则是“盈盈宫府步，冉冉府中趋”，可算中国古代男性步
态的典范。

现代人的步态美就更加丰富多彩了。今天，我们
不少事业型的男女，走起路来很有一种“站如松，坐如
钟，走如风，卧如弓”的意味，步态轻快得能带出一阵风
来，显示出一种朝气勃勃的精神、一种达观向上的心
态、一种律己的风度。男青年往往是精神抖擞，挺胸阔
步，举止自然而大方，充盈着生命的活力和进行曲的节
奏——在那些富有风情的女子眼中，这种步态往往会
轻易地成为一种审美客体；妙龄女子的步态则另有神
韵，尤其是在金风送爽之中、飞步前行之时，那衣裙摆
动，那长发飘飘，那碎步翩翩，流泻出一种轻快的精神，
蕴含着一种健美的气势，简直堪称街头一道绝美的风
景。

步态之美似乎是外在的，却蕴含着内在的气质
美。一个人的涵养和处世态度，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从
步态里显露出来。

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是傍晚，一切都
是灰灰苍苍的。不管是天晴天阴，到了
傍晚，甚至才下午三四点钟，寒意铺天
盖地席卷过来，在外奔波的人开始急切
地想念自家暖暖的小窝。

下了班，经过单位后面的商业街
去乘地铁，热闹与繁华，渐次亮起的
霓虹灯与各种车声，苍老树木的写意
瘦枝与行人脸上的疾行色，构成了现
代世界中一幅寒天里颇具古意的画
卷。

一个瘦枝似的老清洁工开着银灰
亮铁皮三轮垃圾车在胡同口与商业街
的交叉处调头倒车，车头的喇叭好脾
气地机械地说着“请注意，倒车”。银
灰亮铁皮的质地和色彩都讨厌，寒上
加寒，让人心灰成冰。喇叭里的声音
虽机械，却稍稍调和了金属的寒和色
彩的冰，给人一点点尘世的温柔。

冰寒的银灰亮铁皮挡住了疾走的
脚步，瘦枝似的老清洁工脸上有一朵
温柔的笑容，像寒灰灰的冬日堂屋里
坐在炉火边的老祖父。那是很多年
前的冬天，那时的冬天有冬天的样
子，除了冷，还有漫天雪花。孩子们
在院子里嬉戏玩雪，闹够了，跑到堂

屋里老祖父的身边，烤火，听老祖父
讲很久以前家族里的故事。老祖父
苍瘦、沉默，但脸上始终有一朵温柔
的笑容。不讲故事的时候，老祖父就
为孩子们在炉火上耐心地烤红薯、烤
馍片。孩子们有时顽皮，抽来做菜的
粉条在炉火上烤，瞬间膨胀一倍，变得
又白又脆，虽不如红薯馍片好吃，但孩

子们觉得好玩，老祖父笑盈盈的，从不
责备。

在这个冬天的傍晚，走在热闹又
寒冷的商业街上，亦想起上个世纪 20
年代在松花江和呼兰河北岸的呼兰河
小城，萧红和她的老祖父。去年读《呼
兰河传》，一开头就那么凌冽：严冬一
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

口。渐渐往下读，竟渐渐沉浸其中，读
完依旧走不出来，而后写了一篇书评

《帽子上的玫瑰花香》，记得其中一句：
没有什么幽美故事的呼兰河小城里住
着慈爱的祖父，还有快乐的后花园，这
是萧红一生中最温暖最美好的记忆。
前段时间看到了这样的评论，说，每个
人都应该有一座萧红笔下的“后花园”，

那里有故乡、亲人、往事，有让一个人走
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人与人的命运、遭际不同，而世上
的情感，温暖人心的那一部分总是相通
的，没有地域，没有时间之别。街上的
行人彼此陌生，互不相识，但大家的目
标是一致的，像一群南飞的大雁，飞向
属于自己的温暖。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寒冬悠悠，雪花飘舞，银装素裹，从
而撩拨着文人的心弦。他们或看雪，或
吟雪，或画雪，或踏雪，留下了许多经典
的篇章，为生活增添了无限趣味。

雪的可爱处，在于它的风雅，装点
了世间万物。散文家梁实秋就特别爱
雪的这种风雅，他在《雪》一文中写道：

“雪，是越下得大越好，只要是不成灾。
雨雪霏霏，像空中撒盐，像柳絮飞舞，缓
缓飘下，真是有趣，没有人不喜欢。”有
人喜雨，有人苦雨，不曾听说谁厌恶
雪。就是在冰天雪地的地方，爱斯基摩
人也还利用雪块砌成圆顶小屋，住进去
暖和得很。不过，梁实秋还说，赏雪，须
先肚中不饿。否则雪虐风饕之际，饥寒
交迫，就许一口气上不来，焉有闲情逸
致去细数“一片一片又一片……飞入梅
花都不见”？

雪让人心旷神怡，也更加惹人喜
爱。现代女作家冰心在《我喜欢下雪的
天》一文中写道：“我喜欢下雪，因为雪
有耀眼的雪光！”冰心记得小时候住在
山东烟台，每年冬天都下着“深可没膝”
的大雪。扫过路边的雪足有半人多高，
她和堂兄表兄们打雪仗，堆雪人。那雪
人的眼睛是用煤球“镶”的，雪人的嘴是
捅进了一颗小“福橘”，十分生动夺目。
这时还听她二弟的奶奶说“金钩寨里有
一家娶亲的停在门洞里接新娘的红轿
子，竟然半天抬不出来”。在冰心看来，
多雪的冬天，往往胜过多情的阳春。

雪铺盖大地，以这个节令独有的方
式，去温润人心、安定人心。当代作家
阿成就曾有这种美好的心境。他在《我
可爱的雪乡》一文中写道：“雪乡终于到
了。天老爷，这儿怎么这么大的雪呦，

几乎把小镇上所有的民房都淹没了。”
雪最深处可以没腰——人走到那里得
像棕熊一样“泳”在雪海里，那就是猎人
的感觉，抗日战士的感觉，似乎也多少
有一点点土匪的感觉。到了雪乡，所有
的人都轮着拍照。民宅栅栏院前的那
一盏盏红灯笼，吊在白色的雪乡里，的
确让人沉醉。

雪给人带来闲情雅趣，可在现代女
作家萧红心里，带来的却是不一样的感
觉。她在《飞雪》一文中写道：“雪，带给
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各种
不舒适的梦……一大群小猪沉下雪坑
去……麻雀冻死在电线上，麻雀虽然死
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
大树林里一排一排地僵直着，还有一些
把四肢都冻丢了。”早晨起来，一定会推
不开门吧！记得爷爷说过：大雪的年头
小孩站在雪里露不出头顶……风不住
扫开窗子，小狗在房后哽哽地叫。而
这，正验证了歌德说的：“雪是虚伪的纯
洁。”

寒冬悠悠雪花浓。因为有雪，冬天
才算完整。雪的飘舞高洁，缤纷变幻，
不仅能装扮尘世，更能带来无限灵感。
文人飘逸的才情，不羁的性格，跌宕的
命运，常常会与雪产生共鸣。他们置身
于冰天雪地之间，灵魂得到慰藉，变得
纯净而愉悦，温暖而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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