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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冬日
馮紅梅

 冬日與寒冷相依。寒風料峭，枯葉凋
零。

冬日的風景卻如畫卷般將繁華沉澱成
靜怡，鋪滿了大地的銀裝，在這無盡的寒冷
中，獨成巨匠。

早晨，陽光透過窗戶，灑在溫暖的被子
上，那是家的溫暖，是母親的懷抱。我慵懶
地伸個懶腰，品味著這寧靜的時光。一杯熱
氣騰騰的咖啡，喚醒了沉睡的思緒，開啟了
新的一天。走在街頭，寒風肆虐，人們緊緊
裹著厚厚的棉衣，宛如一個個行走的雪球。
人們縮著脖子，踩著腳下咯吱咯吱作響的積
雪，感受著冬日的呼吸，冰涼透骨，好像就
喜歡這個刺激。

而我，悠然漫步，迎著陽光，無需仰
望，便知那一番溫情傾灑，已融了松塔冰
霜，「啾——」忽一聲鳥叫，從頭頂掠過，
帶著興奮。光禿禿的樹枝上，掛著晶瑩剔
透的冰凌，彷彿是大自然的杰作，美麗而堅
挺。

午後，陽光變得柔和，照在雪地上，
泛起一片金黃。我倚在窗邊，看著窗外的世
界，彷彿置身於速成的一幅水墨畫中。那些
忙碌的人們，那些喧囂的街市，在水墨中悸
動。

若說春夏是躁動的季節，那冬日，足以
用寧靜來形容。它讓我想起「有容乃大」這
四個字，它用寧靜包容了一切。奔波一年的
人們，把所有的不滿，抱怨、遺憾，憤怒等
等情緒潑灑在這個季節，而它，以天地一色
的寬廣、豁達，擁吻這些不安的靈魂。讓冒
火的目光在這冬日的寧靜中，都變得祥和起
來。特別是耳畔軟軟的一句「快吃飯吧，爸
做的紅燒肉很香」，更是會讓全身都放鬆下
來，人也頓時安靜下來。窗外一片白茫茫杳
無聲寂，屋內閤家團圓，祥和融洽。這恰恰
就是冬日裡最溫暖的人間煙火。

夜晚，當月光灑在雪地上，更現一片
銀白。我依偎在火爐旁，聽著窗外風雪的呼
嘯，品味著歲月的沉澱。那些曾經的往事，
那些遙遠的回憶，在這冬日的夜晚，都變得
清晰起來。

如是一首詩，是一幅畫，是一首歌。它
用寒冷喚醒了我們內心的溫暖，讓我們懂得
珍惜，懂得感恩。

在這個寒冷的季節裡，讓我們用一顆溫
暖的心，在感悟中學會堅強，在溫暖中學會
感恩。讓我們在這個季節裡，用心感受每一
份美好，用心品味每一份感動。冬日，讓我
們一起走過，一起成長，一起感悟生命的美
好

草木知音
鍾玉紅

汪曾祺在《人間草木》裡寫道：「如

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

一會兒。」我被這句話深深打動，自此踏

上了養花之路。自養花以來，從最初的玫

瑰、鬱金香，再到攀爬的月季，三角梅

等，以及可食用的薄荷、迷迭香。這些花

兒不僅是四時生活裡難得的閒情逸趣，更

在每日打理中，為我帶來哲思和驚喜。

眼下正是寒冬，園中的花兒們依舊

熱烈地盛開著。遠看，三角梅宛如一掛燃

燒的紅色瀑布，藍雪花在風中輕盈舞動，

瑪姬嬸嬸也綻放得嬌艷欲滴。粉嫩的長壽

花、鮮綠的綠梅以及艷麗的山茶花，也都

帶有了花苞，卯足了勁兒，準備綻放最燦

爛的時刻。每當天氣放晴，我就會拿起剪

刀，細緻地修整枯枝與病枝。仔細觀察每

一根枝條，與它們說著悄悄話，讓它們在

冬日的暖陽下，好好休養生息，期待來年

繁花似錦。這看則是與草木交流，實則是

與自我內心共鳴。

我養花的方式非常簡單。讓它們自

由地吸收天地的露氣，只在土干了的時候

澆水，每月施一次肥。即使在酷夏與寒冬

中，它們也能頑強生長。在夏天裡，藍雪

花最喜水，每天都得澆水。否則，開得正

歡的花兒就會像肚子餓了似的耷拉著腦

袋。但只要給它喂一勺水，它就會重新精

神煥發地抬起頭。到了寒冬，繡球、茉莉

的葉子會枯萎掉落，等到第二年春天，它

又會重新發芽，長出嫩綠的葉子，接著鼓

出花苞，順利地綻放。在這個過程中我明

白，植物枯萎並不意味著死亡，它們只是

在積蓄力量，等待有一天重新活過來。就

如我們做事，遇到挫折時不要灰心，默默

努力，總有一天會綻放出屬於自己的光

彩。

園中香氣四溢，各種花兒競相綻放，

每個季節都有它獨特的芬芳。在冬季的深

處，梅花凌寒而開，讓整個園子瀰漫著清

新的香氣。

春天的四月，薔薇輕輕展露淡淡的粉

色，月季則每月都以不同的姿態盛開。酷

熱的夏日，荷花與繡球花爭奇鬥艷。但我

最鍾愛的卻是秋天的桂花，一陣秋風至，

桂花紛紛揚揚飄落，宛如金色的雪花，香

氛濃郁。就如李清照所言：「暗淡輕黃體

性柔，清疏跡遠只留香。」此時我會撐起

一把傘，掛在樹枝上，用竹竿輕輕敲打樹

枝，讓那些小小的金黃落入傘中。再倒入

筲箕內，用它們來製作美味的吃食，桂花

粥和桂花糕。此外，我還會製作桂花糖

水，將一層桂花和一層蜂蜜仔細地封入罐

中，再放入櫥櫃中經過時間的沉澱。

我開始養花後，結識了一位花友。

他在花園裡精心養殖了幾缸荷花，他總是

精確地選擇在某月某日上午的某時某分，

去拍攝一朵花。他告訴我，那一分鐘是這

朵花在一整年中綻放得最完美的時刻。在

我沒養花前，從未意識到，一個熟知花草

樹木的人，內心竟能如此細膩。這讓我想

起了梭羅在《瓦爾登湖》裡記錄樹上的野

果：「懸鉤子到了六月二十五日就成熟

了，直到八月還能採到，不過果實最佳的

日子當數七月十五日左右。」需要多少次

的親近與觸摸，一個人才能成為一株植物

的知音？

對於愛花的人，得到的不僅僅是花的

照片，更是對生活詩意的洞察。對於愛樹

的人，採到的也不只是一個果子，更是對

生命哲理的領悟。

只因在等待一朵花綻放、等一棵樹結

果的過程中，早已在時間的格子裡寫滿了

詩。

靜心懌山寺
劉燕宏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昨天心情鬱悶，夜半失

眠，憶起微雨朦朦中曾與友人去過一次的懌山寺。那裡蓮葉凝

珠，梵音繚繞。多次想故地重遊，今日定要成行。

懌，歡喜之意。

 懌山寺，已有三百多年的悠久歷史，是家鄉著名的佛教聖

地，坐落在群山環抱的思聰村懌山水庫旁將軍嶺下。青山如巨

扇般擁在身後，碧水汪汪充盈院前。密植的松樹依地勢站成一

行行，一層層從山腳相依相偎直覆蓋到山頂，映襯著寶藍色的

天空。湖水碧藍澄澈，彷彿天空的鏡子，幽幽漣漪如連綴的美

玉，彷彿掬一口可以澆滅心頭的業火。

為理想為生計，半生孜孜以求，我早已過了為賦新詞強說

愁的年紀，這無名的憂傷委屈之意來自何處起於何時？

緩緩穿過寺門，松風送來仲冬旭陽的暖意，寬整的院落，

碧綠的菜畦，靜穆的屋宇，正對大殿院前照壁兩邊，分別鐫刻

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祈願。正殿門框上鑲嵌著一副金

底黑字的楹聯「懌倚羅霄泰和鍾靈毓秀繞古剎；山臨洣水犀城

佛光普照度眾生」，一聯道盡天時地利人和百種深意；兩邊各

有三間殿堂，我從左首第一間開始拜謁，雙手合十，閉上雙

目，靜靜聆聽，一聲聲低回的佛音讓我驀地眼眶潤濕。

想到父母年邁，自己年歲漸長從最初的零點又回到原點。
從小被教導要勤懇要忍耐，卻常常被傷害，歲月的風霜給心蒙
上了厚厚的灰塵。

我囿於一方斗室，猶如困獸，被喧囂物慾所庸擾，焦躁
不安，內心失去了平靜。那是生活的苦——生、老、病、死、
痛，愛、恨、怨、癡、嗔；得苦，失苦，多苦，少苦。苦是長
久的事，歡喜是一剎那的事。

此時，大殿早課的佛音傳來，剛剛在院前給青菜澆水的師
傅、齋房擇菜的師傅，前來敬香的香客、善男信女齊聚大殿，
手捧經文，隨身披袈裟的大師沉浸在靜穆的佛光裡，虔誠祈
禱。震撼之際，一位信女招手讓我過去，給我一份經文，我不
由加入其中，摒除一切念想，漸至心靜如水。

做完早課已是正午，師傅邀大家用齋飯，豆腐、青菜、
南瓜、薯粉絲擺在一長條桌上，眾人按需自行盛飯打菜，我已
經很久沒有吃得這般香甜，用齋後碗中粒米皆淨，大家都是真
正的光盤行動，我想，我以後一直要這樣珍愛食糧，絲毫不浪
費。

「剪一片白雲補衲，邀半輪明月看經」，到懌山寺來，
因之清，因之靜。靜下來，天地皆空，天地亦皆為所有。哪怕
只是剎那的歡喜，每一天都是存在的意義。靜下來，佛度，自
渡。

 在福州回望嚴復：兩岸淵源深
中新社福州1月16日電　陽岐村地處福

州倉山區蓋山鎮，一條清河流過，逶迤向南
入閩江。河邊不遠有一座頗為宏闊的兩進老
宅，便是嚴復祖居「大夫第」。

 今年是中國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翻譯
家、教育家嚴復誕辰170週年。中新社「東西
問」記者近日隨海峽兩岸嚴復後裔、專家學
者走進嚴復故里陽岐村、馬尾中國船政文化
城、三坊七巷嚴復故居等地，回望嚴復。

夢想陽岐故里情
「門前一泓水，潮至勢遲遲；不復憂流

直，回瀾有石崎。」講解員走到河邊，用帶
著濃重福州方言口音的普通話吟誦起嚴復的
《夢想陽岐山》一詩時，站在她旁邊的嚴復
外孫黃維幸不禁動容。

被譽為中國近代「西學第一人」的嚴
復，1854年出生于福州南台（現台江區）蒼
霞洲，後留學英倫、學貫中西，譯著啟智、
傳道授業、辦報興學，1921年長辭于三坊七
巷郎官巷20號。

嚴家與台灣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聯繫，
嚴復後裔在台灣枝繁葉茂，一直致力推動海
峽兩岸的交流互動。

黃維幸出生于台灣。他告訴記者，他的
母親嚴瓏是嚴復的三女兒，在20世紀40年代
遠嫁台灣。

耄耋之年的黃維幸第一次回到外公的故
鄉，專程前來參加福建省舉辦的紀念嚴復誕
辰170週年系列活動。「這次來福州很難得，
我來遲了。」他感嘆道，「上一次想來福州
是50年前，因為種種原因最終沒能成行。」

陽岐是目前中國保存與嚴複相關的文物
古跡最多、種類最豐富的歷史文化集中區。
1866年嚴復父親染病去世後，嚴復與家人回
到陽岐老家居住。

走進「大夫第」，寫著「嚴復祖居」的
匾額映入眼簾，這是嚴復孫女嚴倬雲所題。
嚴倬雲出生于福州，1945年隨母親和舅母前

往台灣，後成為台灣婦女界領袖人物。嚴倬
雲也有辜嚴倬雲之稱。她的丈夫辜振甫曾任
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以「汪辜會
談」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
頁。

在嚴倬雲看來，祖父的開闊思想和愛
國胸襟，是嚴氏家族代代相傳的重要資產。
「是否他所留下的許多珍貴精神財富，經過
重溫和學習，可以為未來提供嶄新思考？」
這要從嚴復一生的作為中尋找答案。

設在陽岐嚴氏宗祠的福建省嚴覆文化紀
念館，將嚴復的一生脈絡徐徐展開。

回到陽岐老家的第二年，嚴復考上馬尾
船政學堂；以優異成績從學堂畢業後，留學
英國，成為船政第一屆出洋學生之一；1879
年學成歸國，赴福州船政學堂任教習，後被
調至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等職。

甲午戰爭後，嚴復認識到，解決中國面
臨的危機，必須進行思想啟蒙。他接連發表
《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政
論，提出救世方略，鼓民力、開民智、新民
德，「以西學為要圖」。

陽岐嚴氏宗親、倉山區嚴復紀念館原館
長嚴孝鵬說，嚴復的思想成就，一為自撰政
論，二為翻譯著作。他一生翻譯西方著作170
多萬字，體現了他的愛國熱情。

嚴復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己
權界論》等名著，系統地將西方的社會學、
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
到中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深刻地影
響了當時的開明士大夫、維新派和革命派。

嚴覆文化紀念館的展示櫃裡，擺放著嚴
復的八本譯著和部分著作，以及各地學者研
究嚴復的相關書籍。「歷史看似很遙遠，走
近卻覺得活生生的就在眼前。」此次返鄉參
加紀念活動的嚴虹感嘆道。

嚴虹的父親嚴孝潛，是嚴復先生四世侄
孫，在陽岐出生長大。「我父親30多年前開

始搜集、整理嚴復的資料，寫了很多文章和
書，現在他年紀大了，我幫著他一起做。」
隨著參與越來越深入，嚴虹發現父親做的是
十分有意義的事。

20世紀90年代，嚴虹赴德國留學，之後
一直頻繁往來于中歐。受嚴復影響，她致力
于推動中歐文化交流，曾組織兒童合唱團到
柏林演出、與當地兒童互動。

 在陽岐村，除了嚴復祖居、嚴覆文化紀
念館，還有很多地方留下了嚴復的足跡。他
積極奔走集資重建尚書祖廟，紀念南宋抗元
英雄陳文龍；在三兒子嚴琥與台灣板橋林家
姑娘林慕蘭結為夫妻時，為他們在「玉屏山
莊」買了新房；他長眠的鰲頭山，已經建成
嚴復公園。嚴虹說，她和父親打算在福州多
留幾天，好好走一走、看一看。

船政學堂求學地
馬尾中國船政文化城，也成為紀念嚴復

的重要場所。
1月6日，嚴復雕像在馬尾百年船政舊址

揭幕。這座雕像由十餘塊巨型花崗岩構成，
高11.5米，嚴復戴眼鏡、著長衫，左手握書
卷，右手扶《天演論》。雕像左右是船政前
學堂、後學堂舊址。

福建船政文化管委會有關負責人說，船
政學堂是嚴復的求學之地，他一生的思想與
成就從這裡起步。嚴複作為馬尾船政學堂畢
業的中國最早現代海軍成員，也曾親自勘測
過台灣的海防，其現代海防思想與台灣島、
琉球島等東南沿海島嶼在清末的得失緊密相
關。

「回到馬尾這片土地，紀念這位『中國
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感到
非常榮幸和神聖。」嚴復後裔宗親代表、嚴
復侄孫嚴以振說，發掘、整理、研究船政文
化，弘揚船政文化的精華，將為再次興起閩
江開放潮、推動福州大發展營造良好的文化
氛圍。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
研究員黃克武也倡議，以嚴復和船政文化為
中心，兩岸共同拓展相關的研究，廣泛收集
資料，並利用數字化手段，做進一步研究、
推廣。

台胞尋根示範點
1920年10月，嚴復回到故鄉福州，在郎

官巷居住到次年10月病逝。近日，位于福州
三坊七巷古街區的郎官巷嚴復故居被列入福
州首批「台胞尋根示範點」，這裡也訴說著
嚴復家族跨越兩岸的情懷。

 在郎官巷嚴復故居的廳堂上方，一塊
「吾宗之光」匾額高懸，為嚴倬雲、辜振甫
謁獻。「嚴復原名宗光，『吾宗之光』既囊
括了他的名字，又高度讚揚其光耀宗族門楣
的功績。」導覽人員介紹道。

嚴復子孫後裔在台灣開枝散葉，活躍于
政界、商界、文教界。在嚴琥和林慕蘭的子
女中，嚴僑、嚴停雲的兩岸淵源也很深。

「震旦方沉陸，何年得解懸？太平如有
象，莫忘告重泉。」在長孫嚴僑出生之際，
嚴復倣傚陸遊寫下這首示兒詩，期望子孫振
興家國。嚴僑20世紀50年代初赴台任教，台
灣著名作家李敖就曾是嚴僑的學生。李敖在
文章中寫道：嚴氏一門，正是中國現代史上
最好的家傳資料。

嚴停雲筆名「華嚴」，以其作家身份為
兩岸民眾熟知。她出版了20多部文學作品，
用文字的力量促進兩岸同胞互相理解。

對于嚴復的研究，一直受到兩岸學術界
的重視。致力于研究嚴復思想的黃克武，對
嚴復與台灣的深厚情緣頗有感觸，深信嚴復
思想有助于兩岸建立共識。

「嚴復先生的後人散佈在海峽兩岸，從
血脈上證明了『兩岸一家親』。嚴復先生的
思想在台灣也很受重視，發揚嚴復思想可以
讓兩岸取得更多共識。」黃克武表示，他將
積極投入嚴復研究，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深圳機場去年旅客吞吐量達5273萬人次
新華社深圳1月20日電 記者從深圳寶安

國際機場獲悉，該機場2023年全年累計實現

旅客吞吐量5273萬人次，其中國內航線旅客

吞吐量5025萬人次，首次突破5000萬人次。

目前，深圳機場國內通航點數量恢復至

2019年同期水平。同時，深圳機場在國內主

要樞紐機場中聯合35家航空公司和機場推出

綜合性航空快線產品，打造高峰期每半小時

一班的航空快線「公交化運營」體驗。

深圳機場國際客運業務方面，2023年

全年恢復、拓展了深圳至倫敦、巴黎、莫斯

科、巴塞羅那、米蘭等22條國際及地區客運

航線，國際及地區客運通航點達到35個，實

現與5大洲復航，每週進出境計劃客運航班超

過670班。

航線恢復拓展帶動機場航班量、旅客量

持續增長、高位運行。目前，深圳機場每週

計劃航班量超過9100架次，其中客運航班量

超過8200架次。2023年，深圳機場單日客流

量最高達到18.4萬人次、單日航班量最高達

到1235架次，兩項指標均創新高。

此外，2023年，深圳機場貨運業務延續

良好發展態勢，全年貨郵吞吐量達160萬噸，

同比增長6.2%，其中國內貨運業務和跨境電

商業務均實現兩位數增長。目前，在深圳機

場運營貨運航線的國內外貨運航空公司達到

23家，貨運航線通航點達到59個，創歷史新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