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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寒冬时节，山河寂寥，草木枯槁，一抹晴朗的天色
就显得那么明艳而醒目。

晴朗的天气，仰望天空，每每有一种心旷神怡、宠辱皆
忘，把酒临风、快意人生的感觉。

冬天的蓝，不是湖水的蓝，湖水的蓝虽然清湛，却太深
沉，有一种令人沉醉的深刻；冬天的蓝是一种淡泊的蓝，带着
透明的清澈，就像一种无所欲求的心情，云淡风轻，辽阔而又
淡然。

微风不起的日子，凝视这蓝，会感觉这样的蓝里蕴含着
一种静寂，似乎满世界的声音都消隐了，唯有这蓝里的清新
明媚，心也安宁下来，沉浸于岁月安然而有序的流逝中，感悟
一种平淡中的幸福，这是属于冬天里的一份美好。

天空的蓝总是与阳光结伴而至。金色的阳光普照万物，
给天地之间涂抹一层暖意。冬天的阳光是温和的，是润物无
声的，家里阳台上的花草就在冬天的阳光里安静地生长着，
悄悄地鼓绽着花苞，悄悄地绽放了娇艳的容颜。冬天的阳光
是可贵的，懂得珍惜它的人会把冬日负暄当做一件乐事，安
静地沐浴阳光，吸收自然精华，这是对身体极为有益的。在
摒除了杂念的沐浴中，思想的嫩芽会悄然萌生，那定然是美
好的思想、纯净的情感。

金色的阳光晕染着浅色的蓝，金与蓝互相映衬，这是冬
日里岁月静好的美丽。风雪严寒似乎成了冬天的配角，只是
为了映衬这冬天的安宁和温暖。

有时候，会有“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的一轮淡月挂
在这天空的蓝中；也会有流散翻卷的云点缀这天空的蓝，“云
起云落似流水，流云飘逸在碧空”“云卷云舒追逐风，流云如
梦渐远踪”；还会有银色的飞机闪着光亮，拖着白色的尾线无
声地游弋在这淡蓝中；更会有孤独而又勇敢的鸟儿，展开翅
膀划过这淡蓝，像天空的逗点或者省略号，打破这淡蓝的无
垠的单调，给人悠远的思绪……

我不禁想起去年的除夕。那一天的过午，天空就是这样
一种浅淡的蓝，阳光温和而又灿烂地映照，显得天空澄碧而
又明亮。在这个除旧迎新的日子里，人生的跋涉暂告一段
落，这一天仿佛一个小小的休止符，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欢悦
和轻松。我站在宽大的玻璃窗边，将洁白的窗纱拉开来，静
静享受这冬天的蓝天晴空。窗台上一棵自生自长的小番茄
已挂上了一串串的果实，橙红，淡红，绿碧，渐变的颜色透露
着生命成长的秘密与繁华。在干净的淡蓝的天空的映衬中，
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这棵小番茄洋溢着生命的自由与华
美，旁若无人地挺拔着，多彩着。

那一个除夕的过午因了那棵小番茄，也因了那天空的
蓝、那天空中的阳光而别具魅力，让我深刻地铭记。生命的
色彩因了这样的瞬间、这样的铭记而渐渐丰富和饱满，绚丽
而生动。

冬天的蓝里，有生命的色彩和生活的箴言，值得静静观
望，深深品味。

我的祖籍是烟台市蓬莱
区，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活了数
百年。我出生在济南，少年成
长在泰安地区，1978 年随父
亲调回家乡烟台，到退休前，
在龙口生活了 46 个年头，学
习于此，工作于此，成家于此，
退休于此，可以说与烟台的感
情非常深厚。2020年后，我大
部分时间居住在厦门，但是每
年都要回龙口居住一段时间，
因为那里有我的家，有我的
根，这也许就是俗话说的故土
难离吧。

说起厦门和烟台，虽然分
别地处南方和北方，却有许多
共同之处。两个城市都是沿
海旅游城市和人类宜居城市，

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各项经济指标在各自省份占有重
要地位。厦门是经济特区，是副省级计划单列市；烟台
是国家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承担着发展的重任。

说起烟台与厦门的联系，也是数不胜数。
就拿交通来说吧，烟台与厦门之间的交通非常便

捷。沈海高速连接烟台和厦门，多年来，我多次自驾沿
此路往返于烟台、厦门之间。父亲的同事1980年去过
厦门，他说当年坐火车往返烟台和厦门要多次转车，需
要好几天时间。如今，高铁已经改变了这一切，早上从
烟台出发，到济南、青岛或者潍坊转乘高铁，当天晚上
即可到达厦门。乘坐飞机就更快捷了。烟台蓬莱国际
机场投入使用后，烟台与厦门的航班每天有好几班，近
1700公里的航线距离，直航不到3个小时即可到达。
如果赶上旅游淡季，票价才五六百元，比高铁票价都便
宜，那可真是爽啊。听厦门的朋友说，许多烟台籍台湾
同胞，喜欢从台湾来厦门，然后直飞烟台，这也许就是
两个城市联系密切、开通直航的原因之一吧。

厦门市园林博览苑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上园博园，
园区总面积达6.76平方公里，园林主展区以半岛、岛屿
的形式总体布局，自然形成众星捧月的多岛结构，园内
包括五个展园岛、四个生态景观岛和两个半岛，之间由
形态特色各异的十五座桥梁相互贯通，桥梁水景与岛
上不同流派的园林风格融为一体，是一处兼具现代与
古典、人文与自然的观光胜地，每天来此旅游的人络绎
不绝。我在该园游览时，欣然发现该景区有三个与山
东有关的园区，分别是济南园、青岛园和烟台园。烟台
园全名为烟台烟景荟园，是烟台市政府投资兴建的，这
既体现了烟台市政府对厦门兴建园博园的支持，也是
利用这个宝地展示烟台的平台，可谓双赢。烟台园位
于园博园主展区园博大道中端的西侧，其东南侧是青
岛园，东北侧是济南园。景区以仿古牌坊和古城墙、蓬
莱八仙过海雕塑、戚继光塑像等部分组成，既突出重
点，又大气统一，用无声的景观语言向中外游客展示了
烟台悠久的人文和历史渊源。正像烟台著名的广告语
所说：爱在烟台，难以离开。不仅如此，在厦门还有两
条以烟台所辖县域命名的道路，一条是位于翔安区的
蓬莱路，另一条是位于集美区的莱阳路，这不正是厦门
的烟台情怀吗？

烟台的特产也深受厦门人的喜爱。就拿酒和食品
来说吧，烟台的张裕葡萄酒和龙口粉丝备受欢迎，在每
个大超市都有它们的一席之地。烟台的特产樱桃和红
富士苹果也很受市民的青睐，而且售价不菲。工业产
品方面，因为厦门天气炎热，30多年前空调还未普及
时，龙口生产的金龙电风扇以经济耐用的特点很受市
民的喜爱。如今，烟台的工业产品同样受到大家的欢
迎。此外，许多小区使用的断桥铝门窗是龙口南山集
团生产的，就连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压氧舱也是
烟台制造的。厦门发电企业是龙矿集团的老客户，因
为龙口煤炭具有燃点低、挥发份高、含硫低的特点，适
合于配煤，被称为绿色环保能源，加上沿海运输便利，
成本低，很受江苏、浙江和福建用户的青睐，当年我还
为此写了《龙口煤炭水性强，一个猛子到苏杭》的新闻
稿，发表在《烟台日报》上。不仅如此，最近从山东能源
网站上得知，山东能源集团正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强
强联合，打造合作发展共赢的贸易平台，我作为山东能
源的员工，倍感振奋。

朋友说，厦门有不少胶东老乡，这与常年在厦门驻
防的原31集团军是分不开的。从有关资料得知，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31集团军出自胶东军区。1947年，胶
东军区地方部队先后组成新编第5、第6和第7师，后合
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先后参加
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第13纵队改编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属第三野战军，先后参加了渡
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和漳厦战役。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第31军长期驻守海峡沿岸。很多烟台籍
官兵转业或复员后留在厦门并安家落户，其后代成了
有烟台“基因”的厦门人。几年前，我曾到厦门的朋友
肖老师家做客，得知她的祖籍是烟台海阳市，她的父亲
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野战军的师长，随部队从烟
台来到厦门，转业后落户厦门。她激动地说：“作为烟
台的后代，我很向往家乡，很想回家乡看看。”我想这不
仅是她个人的向往，也体现了所有烟台籍厦门人浓浓
的家乡情怀吧。

2018年秋天，受文友贾善耕的邀请，我作为嘉宾赴泉城
济南，为山东金融界的某个征文活动颁奖。在颁奖典礼上，
我第一次见到了马素平。仪式结束后，我与获奖作家们小
聚。席间，对马素平的了解多了起来。

素平是海岛部队子女，从小在大钦岛（隶属长岛）长大。
电视剧《父母爱情》，讲述的就是守岛部队的故事，有素平家的
影子。编剧刘静家与素平家的关系匪浅，他们的父亲既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原烟台炮校的同学，又是同一个守备区的
战友。去年春天，马素平、王国政到北京参加《金融文坛》杂志
社活动时，还邀请我与刘静共进晚餐，最终由于事务繁忙我未
能成行，刘静则由于身体原因没能出席。一个月后，刘静因病
去世的消息传来，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句：世事无常。

正是那次活动，我们三人彼此算是认识了，感谢文学女
神，让我多了一位“同事”，让国政多了一位“战友”，让素平多
了两位文友。

我和素平说是“同事”，并不为过。从部队转业回老家莱
阳后，我一直在农业银行工作，而素平则在海岛上的农业银
行上班。严格意义上来讲，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都曾在
烟台农行工作过，确实同事一场，只是与这个同事的相识，着
实晚了一些。素平告诉我，她是到很晚才开始写作的，而发
表作品是近几年的事，要是早写东西，说不定认识得更早。
国政与素平“战友”一事，也不全是虚言。国政服役时，曾在
大钦岛上待过几年。素平自小在大钦岛军营长大，尽管没当
过兵，我仍认为他们算是战友。共同聆听同一把军号，保卫
同一座海岛，守护同一群人民，这不就是战友吗？

活动之后，我们的联系多了起来。素平参加了几次《金
融文坛》杂志社组织的活动，去过野趣沟、来过北京。我每次
回烟台，几个老朋友也都会聚一下。随着情感的加深，她的
创作热情也高涨起来，作品逐渐增多，文字越发流畅，笔法也
越来越老练。

素平起初的作品，语言尚可，但结构上有点问题，最大的
不足是太“面面俱到”了，让人看不出重点，后来这个问题改正
了许多，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获得了几个大大小小的征文
奖。我认为素平的文字和她的为人一样，突出一个“真”字。

一曰真实。许是与自小生活的环境有关，素平对风花雪
月的缱绻旖旎兴致缺缺，她的目光始终在金戈铁马，在似水
年华，在灵魂深处。笔触多落在人、事、物等实处上，或记录、
或回忆、或缅怀，少了无病呻吟和虚无缥缈的无边幻想，多了
一份真实的力量，如同海浪无尽地拍打着礁石，冲刷掉岁月

的痕迹，留下的是铿锵有力的声音和言之有物的故事。《海岛
寻梦》的四辑，分别是军歌嘹亮、父母爱情、峥嵘岁月、那海那
人。一整本散文集中只有两三篇“游记”，这是很难得的。“我
就是写我的真实想法”，素平是这样说的，我认为她也是这样
做的。

二曰真诚。相信每个与素平交往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
真诚和热情。每年夏天，我都有回烟台避暑的习惯。最近几
年，每次回烟台，只要素平得知消息，定会约三五个文友一起
把酒言欢，畅谈文学。虽是女同志，但素平继承了部队作风，
酒桌上巾帼不让须眉，豪气干云。有句话说，酒品见人品，足
以见素平的真诚与实在。我这个伪烟台人，在素平的陪同
下，参观了北极星钟表馆、张裕葡萄酒城、烟台山景区等烟台
的地标景点。起初我并不了解素平家中的状况，后来知晓后
我总劝她多休息，在家好好陪父母就行。素平表示出来走走
就是放松心情。对朋友如此，确实不容易。据我所知，素平
曾多次克服困难帮助失联多年的守岛战友恢复联系，帮别人
重续战友情，帮复退老兵和“军二代”们修改回忆文章……没
有真心与耐心，谁会去做此事呢？这在她的文章中有记录，
大家不妨一读。真诚的人，文字必然也真诚。真，是文章的
灵魂，素平的文章是有灵魂的。

三曰真情。经常在朋友圈看到素平发关于她父母的照
片和小视频，配的文字都是积极向上、乐观倡孝的。素平对
父母的真情，体现在“孝”字上。她的孝顺不仅体现在双亲
的身上，作为一名传统的山东媳妇，还体现在对公婆的孝敬
有加上。本书有一个专门的章节——“父母爱情”，其中既
有对父母生日的记录，又有与公婆出游的回忆。如此孝顺，
令人钦佩。素平对朋友的真情，体现在她的热心上。素平
的朋友，多称呼她为“马大姐”。素平与荧屏上的“马大姐”
一样热情似火、疾恶如仇，经常为朋友挺身而出、慷慨解
囊。有时吃饭，素平会叫几个朋友陪同，席间大家谈笑风
生、吹拉弹唱，只有真感情，才会有如此热烈的气氛。素平
对亲人、朋友、战友、文友以及同事的感情，在她的文章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句句叮咛、一首首赞歌、一篇篇回忆，
都饱含着素平的真情。

2020年5月，经过层层审核，素平加入了山东省作协。
我觉得这是对她水平的认可，自此，她不仅是一位金融作家，
更是一名真正的写作者。

以笔写真心，以文记真情。梦中的海岛，亦是真实的海
岛。本书，是文字给予素平这几年写作生涯的最好的礼物。

我喜欢散步，已经到了一天不走就浑身不自在的地
步。偏偏这个冬天，雪飘飘洒洒地下个不停，让我在家如坐
针毡。

终于，我选择在雪夜走出家门，在偌大的小区里漫步。
不知这从未有过的体验，能否给我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浪
漫和惊喜？

雪还在下，小区的道路已经被物业的铲车推过，雪很薄，
但我更愿意走在旁边雪厚的地方，踩上去软绵绵的，脚下不
滑，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仿佛萨克斯在低沉地奏响。楼
宇之间的空地上，照明灯下，一个乐不思蜀的小女孩坐在一只
塑料小滑板里，撒娇地央求道：“爸爸，再拉一圈好吗？”

漫步在雪夜，空气很清新。风不大，才有了雪绒花在眼
前的轻盈曼舞。调皮的雪花掠过眉睫，静静地飘入我微启
的口中，一片片清爽、甘甜，瞬间融化在唇舌之间，滋润在心
田。轻轻呵一口气，竟好似一道利剑，令受到惊吓的雪花纷
纷躲闪。和雪花的亲近、嬉戏，平添了些许情趣和诗意，让

我忘记了雪夜的单调和寒冷。
漫步在雪夜，大地很寂静。没有了城市白天的喧闹和

繁忙，此刻的夜晚好似只属于我和漫天飞雪。走过小区的
别墅区，围墙旁边栽种的一片竹林映入眼帘，依然枝繁叶
茂，而且“一雪不染”。我正疑惑这南国的娇宠如何能抵御
北方的寒冬，忽然一阵微风吹来，竹子细腰轻摆，叶子随即
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宛如少女们柔情的呢喃和倾诉，引得
雪花纷纷滑落怀中，似也为这宁静的夜晚带来一份悸动和
情愫，我也瞬间顿悟了叶不沾雪的奥秘。

漫步在雪夜，夜色很美丽。前行，迎面竖立着一块写着
“如意湖”的泰山巨石。巨石后，就是所谓的湖了，其实顶多
算个水湾。但设计者独具匠心，在湖中建了木制栈桥、观景
阁。夏天，湖里色彩斑斓的锦鲤簇拥觅食，引来孩子们的好
奇和欢笑。此刻，环湖布置了灯光带，与小区照明灯交映成
辉，使洁白的湖面拥有了暖意和温馨；湖边的几棵垂柳，虽
没了叶子的衬托，但已披上了五颜六彩的小装饰灯，仿佛串

串珍珠，星光闪烁，使整个湖的景色显得辉煌、典雅。
漫步在雪夜，头戴的绒线帽、身穿的面包服已落了很

多雪，我不忍拂去、抖落，怕惊扰稍事休息的精灵们。于
是，我想起了《安徒生童话》中那冻得瑟瑟发抖、与雪花共
舞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又想，回去时，那玩滑板的小女孩
如果还在，看到我现在的模样，她会不会以为是圣诞老人
下凡了呢？

蓦然回首，我惊讶地看到了夜幕笼罩的蓁山脚下，那排
排楼宇，那点亮的万家灯火，在飞雪梦幻、朦胧的映衬下，仿
佛幻化成一条巨大的龙灯，乘着这漫天瑞雪升腾、舞动起
来。我知道这只是自己的幻觉和想象，但真实的是，我们中
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龙年春节的脚步已越来越近了！
想到这，我不由热血沸腾、满怀喜悦，只觉得自己也变得十
分轻盈，似与这雪花一起欢快地飞舞起来。

龙年之夜，雪如再下，我定还来！这是我与雪夜的约定
和承诺。

梦中的海岛梦中的海岛
腊月二十八，贴窗花。
按照传统习俗，腊月二

十八这天，要把家中擦得窗
明几净，澄澈明亮的冬日暖
阳照射进来，就会散发出如
水般的明澈。把买好的鲜
红色的窗花拿出来，每片玻
璃上都贴上，过年的气氛立
即拉满。

剪窗花在民间广为流
传，一把小小的剪刀，在指
尖灵巧飞舞，剪出丰富精美
的惊艳图案，在视觉上给人
一种灵动和艺术的享受。
窗花剪纸源远流长的发展
离不开中华优秀文化的丰
厚滋养。在庙会和街头小
巷，经常能看到剪窗花的手
艺人，用勤劳的巧手把非遗
文化来演绎和传承。

逢年过节贴窗花，更是
代代相传下来接福纳祥的
优雅风俗。记得小时候，看
到红彤彤的窗花贴在农家
小院的窗棂上，瞬间感觉洋
洋洒洒的喜气充满心间。
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节日的窗花处处留下喜庆欢乐的身影。精彩纷呈的
形态各异的窗花，既充满了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中
国风”，又剪裁出现代文明元素的“现代风”。进了腊
月门，窗花更是火红绽放。美丽的窗花绽放在普通百
姓家，为寻常人家带来平安吉祥。窗花还曾盛开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场上，为运动健儿们增光添彩。

“小小纸窗花，红红似彩霞。斗霜梅欲放，佩剪
燕归家。”当大地开始留白，新年的精彩已悄然酝酿。
过年的喜庆，点燃人们心中对新一年无尽的希望与憧
憬，带着年味的诗情画意、温暖与力量，来到了我们身
边。窗外高处传来喜鹊欢快的鸣叫，好像和我一样，
对贴在窗上的火红的窗花，充满了欣赏与赞美。

我细细端详，红色的窗花，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
妖娆。现在贴窗花，已经不用传统的浆糊了。在干净
的窗玻璃上喷上适量清水，薄如蝉翼的玻璃纸窗花，
就会结结实实地贴在明亮的玻璃上。把一幅“四季平
安”，对称地贴在卧室的两片玻璃上，圆形带锯齿形的
图片上，大红福字位于正中间，两边的平安竹好似风
吹动；竹子上挂了两只红灯笼，最下边是一圈元宝；左
边一行字“好运到，财到，福到”，最上边的书卷上赫然
写着“四季平安”。春夏秋冬，是一年中季节的音符。
健康平安，是心中永远的期盼。

客厅窗玻璃上贴的是“福到我家”：一座古色古香
的院子，大红福字在房子最顶端，左边是凌寒独自开
的一枝梅，吐露幽香；梅枝上两只大红灯笼高高挂，右
边竖字排列“福到我家”四个大字。回头看厨房，推拉
门上的一幅窗花是“年年有余”，大红福字正中央，一
对活灵活现的红鲤鱼在水中欢快游动，水草茂盛，水
仙花亭亭玉立，渲染着喜悦清雅。斯是陋室，从南到
北“福到我家”，室内更加熠熠生辉。

太阳穿过厚厚的云层，在雪花纷飞中露出了笑
脸。雪花妙曼如蝶，小精灵般调皮地扑在玻璃窗外，
和窗花隔窗轻轻相拥。这束光芒万丈的阳光，令窗花
更加清晰妩媚。靓丽的红色窗花影子折射在家中浅
黄色的木地板上，犹如在地面上勾勒画出另一幅红色
的画面，令人恍惚间觉得红色的窗花从窗玻璃上飞到
了地板上。喜庆、欢乐、祥和的红色剪纸窗花，提前把
节日的欢乐以及人们心中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待，
开满了家的每一个角落。我愿意把年的节日之花送
给岁月，送给至爱亲朋，送给独一无二的自己。愿烟
火人间，诗意人生，永远花香四溢。

冬天的句号是春暖花开。剪个窗花送雪花，又是
一年春来到。红红火火的窗花已经成为烟火人间一
道闪亮的欢乐风景线。红艳艳的窗花，与其说是贴在
窗上，不如说是刻在了心里，伴随着繁花似锦的春天
一起绚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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