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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年 说 龙
阴陈 华

癸卯岁方除，辰龙元日臻。随着
活泼可爱的兔子渐行渐远，农历龙年
的脚步越来越近。兔年的大事不少，
世界纷繁变幻，中国风景独好。随着
龙年的到来，走过65个峥嵘岁月的华
电也必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岁月。

说起龙这种似幻似真的神话动
物，我们眼前马上便会浮现出“角似
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
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
上古瑞兽，更神奇的是，作为麟虫之
长的神龙，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
能长，上能升天，下能入水，能翻江倒
海，能兴云布雨，对于农耕文明为主
的华夏人来说，简直是须臾不可或缺
的吉祥圣物。

龙之所以出现，其实也是经历了
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的。

最初的中国龙诞生于何时已不
可考。目前发现最早的龙形图案来自
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

（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
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敖汉旗紧邻辽
宁，查海遗址就在辽宁阜新）的龙形
石堆和龙纹陶片，其中的龙形石堆长
约19.7米，由红褐色石块堆砌，与北斗
七星的走向一致。可见龙的形成与古
代的天文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古
人为观测天象，把天球赤道和黄道一
带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宿，每七宿
为一组，其中位于东方的正是所谓苍

（青）龙七宿。与后世不同的是，兴隆
洼文化时期的龙是猪首龙，其头由野
猪头骨堆成。这点在随后发现的距今
7000年前的赵宝沟遗址（同样位于内
蒙古敖汉旗）中的四灵陶尊上，也得
到了证实。

而在6000年前的仰韶遗址中，清
晰地出现了蚌壳堆出的龙虎形态。从
中不难看出，当时的龙身体不算太
长，带有明显的蛇形身体及比较发达
的四肢，肢端有爪，还有明显的尾巴。
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遗址中，龙的头
部形态日渐明晰，红山玉龙的龙嘴同
样具有猪的明显特征，只是猪耳朵不
见了，代之而来的是背鬃或角的形
态。在与之天悬地隔的三星堆文化遗
址中，却出现了羊龙的不同形态。仿
佛是为了呼应三星堆文化遗址，在
4800年前的良渚梅家里遗址中，考古
发现的玉龙首璜也是羊头龙（也许后
世的龙角形象最早应出自羊角，而非
鹿角）。不得不说，中国文化博大包
容，可谓多元一体，在其最初的演进
过程中不免各因地利，各有所宗。

在距今3800年前的二里头（在今
河南偃师）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著名
的国宝绿松石镶嵌玉龙，又称“中国
龙”。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中晚
期的都城遗址，故此这条绿松石龙备
受瞩目，一直被视作龙图腾的始祖。
同样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另一件绿
松石铜牌则再现了当时龙的原貌。此
龙长有胡子，带角，脸型有点像犬科
动物。

不论龙头像猪、像羊，乃至像犬，
却都离不开龙身像蛇。这应是与“伏
羲鳞身，女娲蛇躯”的说法有关，作为
创制文明的中华始祖，伏羲、女娲独
有的人首蛇身文化符号必然会对当
时和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华夏文化的正朔，中原地区
的龙经过上古时期列圣先贤的不断
推广，再杂糅其他周边部落的图腾形

象，经过长期的融合沉淀，最终汇聚
成我们今天常见的龙形象。古人所谓
黄帝在位时“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的
记述，其实反映的正是不同图腾的部
落共同聚合在华夏族的旗帜下，共生
共荣的漫长过程。

由于篇幅关系，笔者对于后世龙
的演进历程就不再一一赘述了。笔者
只想说，龙的形象在五千年的中华
历史中，始终不停地变化，直到清朝
才最终定形。清朝将龙的形象绣在
旗帜上，飘扬的龙旗曾是华夏的象
征。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
高举龙旗不屈抗争，写下过不少可
歌可泣的诗篇。随着清王朝的覆灭，
龙再也不是帝王的独家专属，真正
成为炎黄子孙的精神图腾。

今天人们研究上古时期龙的原
型，曾有过不少推测。有人说龙其实
是鳄鱼的化身，由于上古时期气候
温润多雨，河湖纵横，位于黄河中下
游的中原地带亦有大量鳄鱼生存。
商代诸侯鄂国（在今山西乡宁）便是
以捕鳄为生，且以鳄鱼为图腾，这也
是鄂国国名的由来。鄂国一度势力
膨胀，其首领鄂侯与九侯、西伯昌

（周文王姬昌） 并为商朝三公重臣。
西周时，鄂国受到崛起于山西的晋
国逼迫，南迁湖北，再度称雄一方。
今天湖北的简称鄂正是根源于此。
因为先民在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
与长寿、顽强、勇猛，兼具极强攻击
和防守能力的鳄鱼为伍，才会对其
产生崇拜，进而将其异化成上古神
兽。至于“龙”字的发音，最大可能是
先民出于对天上打雷的敬畏，因为
雷声隆隆，所以才拟音为“隆”。这是

后世雷神总爱以龙的形象现身，进
而与行云布雨、润泽万物融为一体
的原因，也是先民在创制文字时“远
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生存智慧的体
现。

如果从“龙”字的字形来看，今
天的龙已全然没了最初的形象。最
初的“龙”其实是个象形字，在甲骨
文中，“龙”字为兽头蛇身之状，头顶
一个表示刀状器的“辛”字符号，这
个辛字有被驱使的意思，表示龙可
能被一种强大力量所驱使。什么力
量能够驱使万能的龙呢？在古人心
中，只有昊天这个最高的神灵。龙受
上天指派，为人间行云布雨、驱魔除
怪，保人间幸福安康、龙马精神。有
意思的是，在大禹治水的神话中，恰
恰就有一条上天入地战无不胜的应
龙，受命辅助大禹成就了万世功业。

具备风雨雷电那样的力量和山
川河岳那样的雄姿，又能像鱼一样
在水中游弋，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
的龙，却从不恃强凌弱，而是任劳任
怨地为农耕社会的风调雨顺服务，
龙因此赢得了后世百姓的尊崇。人
们争相将各种美好的愿望加诸在龙
的身上，龙的形象才会日臻完美，成
为当之无愧的中华图腾。

如此神异的龙，身上哪里最为
关键呢？南梁时期，有一位非常有名
的画家叫张僧繇，他画的龙惟妙惟
肖，令人叫绝。有一次，他在金陵（今
江苏南京） 城中的安乐寺内画了四
条龙，但都没有画眼睛，大家好奇地
问他为何不画眼睛呢？张答：“这些
龙要是点上眼睛，就会飞走的！”大
家不信，硬逼着他给其中的两条龙

点睛。果然，不一会儿，电闪雷鸣，墙
壁炸裂，两条点睛的龙破壁而出，直
上青天。这个“画龙点睛”的故事，说
明龙晴对龙至关重要。不过，在龙身
上，似乎在龙颔下或龙口中的龙珠

（夜明珠）更为重要，正如庄子所言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
龙颔下”，故此后世便有“探骊得珠”
的成语，亦由此衍生出“二龙戏珠”
的图案被广泛应用。

千百年来，无论是史书记载还
是民间传说，中国人都将龙视为与
麒麟、凤凰、神龟并驾齐驱的灵兽。
有关龙的图案在古建筑、青铜器、玉
器、食具、丝织品、绘画、装饰物中屡
见不鲜。外国人也据此称中国就是
一条东方巨龙。

对于这种神奇动物，我们自然
不可能在动物园中看到，只能从《西
游记》等神魔小说中寻见一鳞半爪。
小说里的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
敖钦、西海龙王敖闰、北海龙王顺敖
不仅有名有姓地被人格化了，而且
分司着为人间兴云布雨的重任，芸
芸众生对他们的降临如“大旱之望
云霓”，每逢旱魃为虐之际便会准备
各种祭品跪求龙王爷普降甘霖。在
农历节日中，也有“二月二龙抬头”
的说法，便是因为农历二月初二，恰
逢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耕播种
时节，此时的作物生长发育离不开
雨水滋润，所谓“春雨贵如油”说的
正是此时。为了风调雨顺，老百姓便
将对丰收的祈愿放在神龙身上。

2012年是龙年，在中国邮政发行
的龙年邮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
五彩蟠龙身躯盘卷，龙头正对，目光

如炬，五爪张开，神采飞扬，动感十
足。那炫丽的色彩、优美的造型、饱
满的躯干，象征着华夏大地处处充
满了生机和活力，象征着祖国如舞
动的巨龙一样正一飞冲天。

进入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科技
社会，人们早已离开了“靠天吃饭”
的日子，但对龙的崇拜却已印在了
中华民族文明的基因里。在我们的
语言中，关于龙的成语大都寓意吉
祥、令人振奋。如龙凤呈祥、龙腾虎
跃、生龙活虎、卧虎藏龙、龙飞凤舞、
龙马精神、龙蟠虎踞、龙骧虎步、龙
吟虎啸等等。而中国人“望子成龙”
心切，在给孩子取名时也常常会带
上个“龙”字，如成龙、马龙、费俊龙、
富大龙等。当然，今天人们要想看到
龙，除了影视剧外，就是在各种古迹
中去一探究竟。如果要想看到“活”
龙，则要在逢年过节的舞龙灯表演、
赛龙舟竞赛中，才能看到变化万端
的龙、激流勇进的龙，那一刻真的让
人心旌摇动、激情澎湃。

曾记否，张明敏先生一曲《龙的
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
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
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唱
遍大江南北，唱响海峡两岸，唱得华
夏子孙万众一心，唱得中华儿女意
气风发。时隔多年，那种刻在龙的传
人骨子里的音乐仍然令人动容。

今天，我们仍要一如既往地传
承龙的精神与气概，在向民族复兴
大业昂首前进的新征途上，龙举云
兴，飞龙在天。在学校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的建设中，我们同样要同心戮
力，争取早日跨跃龙门，化龙腾飞。

瑞雪迎祥 童勤俊 摄
像每个第一次见到雪的南方人

一样，当故事里、画册里司空见惯的
唯美意象真正落在眼前时，恨不得一
步三个镜头将相差无几的景色全都
一一刻录下来，冻得鼻尖通红，仍兴
味盎然地发给所有人。北方的朋友特
别包容异乡人的短薄见识，待我兴奋
过劲后才淡淡地回复，这不就是水的
另一种形态么。

之后几天，雪越下越厚，雪地上
人来人往的泥泞脚印也频频昭示着
这不是什么唯美的景点，和雨雾霜冻
一样，只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初见
雪的新鲜劲也慢慢冷却在寒风里，在
异乡曼妙的盼头空了一个，一如过往
所有新鲜劲消散后，只能感叹一声尘
缘纤细，在一次次亲历中染上倦于寻
找的惰性。

于是渴望，假使情绪感受都能恒

定在热忱的状态中，生命会不会轻松
得多呢？不会因为尝了太多次就对喜
欢了两个月的甜品发腻，不会因为翻
了太多遍就开始觉得喜欢的小说不
再惊艳，不会因为交往太多就觉得话
干了。喜欢的东西换了一茬又一茬，
永远在路上，又好像一直少了点恒在
的心安。假设不论多少次相遇都依然
惊喜，也免于不断寻觅之苦。激情是
初见带来的红利，初见热忱之后的延
续才开始需要人的努力，需要费力地
经营。

免于经营而恒定的心安是什么
面孔呢？过去的三年让所有人对“无
常”有了更清晰具体的感受，愈是“无
常”，愈发“生怕”，愈发对恒定具有渴
望。倘若世海浮沉我自岿然不动，倘
若爱憎只纯粹而恒定……我却毛骨
悚然了。恐怖片常常刻画一种面孔，

始终微笑着的笑脸娃娃，任世海浮
沉，表情岿然不动，爱憎纯粹而恒定。
这样的东西不需要动用情绪处理去
应对“无常”或者人性与生俱来的喜
新厌旧，更遑论去“生怕”了。

这种与生俱来的情绪如何能解
呢？像薄雾消散之后，陡然而见日照
金山，太阳把光辉借予雪山，凛冽霜
寒下的皲裂还没愈合，便许愿来年顺
遂。“生怕”不会远去，不会被恒久地
解决，但可以被新的美好稀释。世事
纵然无常，又不过一句“莫听穿林打
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假如被无法恒常的不确定裹挟，
就推门出去吧。去前往，去亲历，去泪
目，去奔跑，去感受，去触达，去有风
的地方。去拥抱灿烂和美丽，而非紧
紧地捆绑在所谓恒常的角落，不见日
照金山。

阴黄雪灵

日 照 金 山

毛绒绒鹅雪自空，飒飒复飘。得
晓初雪，慌著衣物便下楼与之相见。
偶遇佳人，携手为伴。

步入星灯下，乐音缓缓远来，打
雪仗、堆雪人、绘雪画……方下半个
时辰，路途上已满似菌菇丛丛。一步
一脚印，一抬几落花，洋洋洒洒。风
过，齐舞，欢愉之奋，未有紧衣意。

草丛上已经浅浅地积了一层
雪，用来作画最为合适，我蹲了下
去，开始我的大作。一番手脚并用
后，我心满意足地站起来并按下了
拍照键，手指冻得直呼呼。此时环顾
周围，突然察觉灯光下的雪景别具
一格，拉着同学至其下，对光，聚焦，
一气呵成。电车的坐垫上也积了一
层雪，任手指漫游，一个猫猫头像跃
然于上。赏尽大好雪光，便回宿舍入
眠了。雪啊，悠然悠然地，飘进我的

乡……
故里的冬季，是一块红薯形状

的，同时也是粘粘的。还记得家门口
的那个路口，那辆小推车。记忆中，
我的生日总是伴随着家乡的第一场
雪，每次过生日时，总会疯跑下楼和
姐姐们打雪仗，三个人共用一双皮
手套，关系好不铁。现在，我们三个
人见面的机会，基本也只有寒暑假
了。书上总是说，年龄越大，离家也
会越来越远，小时候总是不以为意，
可随着年龄和学历的增加，从每天
都回家一趟，到每周回家一趟，一个
月回家一趟……半年回家一趟。家
乡前段时间也下雪了，母亲发来的
视频中她正和妹妹一起堆雪人，笑
容都绽放在脸上，我看了看，却没有
回复，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味，可能
是思归，或许也有“嫉妒”吧。

另日闲步于校园内，阵阵北风
吹得我这个南方人不知所措。摸了
摸脸颊，复又想起幼时的那段时光。
南方素有秋冬擦香的习惯，不然脸
颊在寒风中会愈发刺痛，小时候的
冬天，因为父母工作较忙，我还小，
每天中午起床后，都是姑姑给我洗
脸擦香。后来，我长大了，姑姑也嫁
人了。这份情愫，也就渐渐沉寂在了
我的心底……

旧时景，故梦陆离；眼前色，惜
之方时。就像泰戈尔诗中所言：“有
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
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
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
就轻盈了。”昨日就让它过去吧，明
天仍然可期！抓住眼前的美好，细品
目下的雪景，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

漫天白雪，正徐徐洒洒……

阴季鑫垚

半 日 白 雪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冬踩着
一年的末尾来临，不同于春日的万
物复苏、夏日的艳阳高照、秋日的
秋高气爽，冬日万物似乎进入倦怠
期，如同一位白发的老人一般拖着
蹒跚的步子走在黄昏落日的末尾，
口中吟着那句“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背后是花谢草凋零，光秃
的树枝和北风的凛冽。一瞬间萧瑟
感扑面而来，让人窒息的寒与孤寂。
老人还在走着，却被世界调成了0.8
倍速，时针分针秒针也在按照既定
的轨迹转动着，一切都在运行着，
百无聊赖地运行着。

冬就在这样的节奏里慢慢度过
属于自己的季节，直到我们抬头看
见了漫天飞雪，

“白雪纷纷何所似？”
“撒盐空中差可拟”却敌不过

谢道韫的那句“未若柳絮因风起”。
自此对于雪的想象便是词中的柳絮
纷飞。

可当你真正看到纷纷扬扬的大
雪时，又突然感受到古人诗词千篇
不如雪花一片之感。眼前的雪，并
非谢朗口中的盐粒，亦非谢道韫描
绘的柳絮。那是雪，是真正的雪，
是为冬日带来生机的雪。

冬日的寒让街道变得空旷了许
多，也算是冷清了许多，零零散散
的行人被裹在笨重的外套里，慢慢
地移动着，随口呼出的热气与冷空
气碰撞，迅速冷凝，使人有吞云吐
雾的感觉。而冬日的雪却又让街道

热闹了起来，人们对于雪的执着是
在听到了窗外的北风啸啸后，看到
了雪花飘飘便毅然决然披上绒衣奔
赴银白的盛宴。去看一眼毛泽东口
中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去感
受岑参笔下的“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北国的风光
里，我尽情地感受着银装素裹的妖
娆。

路灯下，昏黄的灯光，纷飞的
白雪具象化了起来，飘飘而至，纷
纷而起，从袖子中伸出的手，在冷
空气中被冻得通红，却又不舍缩回
舒适圈，雪落至掌心，微凉的触感
让人惊喜地瞪大了双眼，掌心的温
度让那片美好转瞬即逝，但又有无
数的雪花纷至沓来，一片一片的美
好，无数次叠加。

见证了雪的飘落，却又无比希
望能够见证雪花与火花的碰撞，极
与极相对但又在天法自然中协调自
适并无违和之感。漫天白雪中，一
缕火苗燃起，随后而来的便是烟花
绽放的光影，璀璨的画卷在雪空中
徐徐展开，漆黑的夜里，光华四溢，
冬日的夜此时花团簇簇。在此刻，
在雪花纷飞的此刻，在火花闪耀的
此刻，双目轻合，十指紧握，无声
的话语，赞叹了雪、火、自然、万
物，跨越了未来、过去与现在，我
们与古人灵魂共鸣，我们共同喟叹
这世间的美好。

雪也在聆听着，雪也在歌颂着，
雪也在祈祷着。

阴赵俐爽

冬 雪 花 开
阴吉逸

祝福新年
零点的钟声响彻天涯
新年的脚步准点到达
烟花辞去难忘的岁月
爆竹迎来崭新的年华

一生幸福 三阳开泰
四季平安 五福临门
六六大顺 九九同心
十全十美 吉祥如意
一句句恭贺送到万户千家
这是盛世的新年
福满中华

欢庆的锣鼓振奋亿万家
脚步铿锵大步齐跨
沿着二十大的指引
在神州大地上扬鞭策马
欢乐的节日没有时差
美好的心愿尽情表达

美酒喝出团圆的喜悦
饺子包进自豪的华夏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展现东风大国和谐规划
十四亿音符谱成新曲
五千年大美文化
织就灿烂朝霞

这是腾飞的华夏
正昂首向前进发
欢快的秧歌扭出幸福的步伐
舞步轻盈尽情潇洒
举世瞩目且看今朝
共同创造美丽东方最新的神话

雪，是什么样的呢？
依稀记得，尚且年幼时，网络没

有那么发达，手机像素也没有那么
高。印象最深的一个雪夜，爸爸带着
新买的照相机，“咔嚓”一声，定格住
了漫天飘落的雪，定格住了纯真与烂
漫，成为了回忆录的一部分。那时的
世界很简单，开心就笑，伤心就哭，没
有顾忌，无忧无虑。

后来，上了小学。低年级的时候，
户外活动很多，每次都是玩到最后一
刻，回到教室之后，手和脸都冻得通
红通红。甜甜的糖葫芦，咬一口能甜
好久；亮晶晶的雪，踩上去嘎吱嘎吱
地响；树枝上的雪，落下的瞬间伴随
着嬉笑声和惊呼声……是回忆，是珍
宝。

再后来，上了初中，学业压力没
那么大，但还是喜欢玩。小雪怡情，大
雪会有雪休。那时的自己还很稚嫩，
喜欢淋雪，喜欢异想天开，喜欢去想
很多类似于乌托邦一样的理想世界。
刚刚步入青春期，一些不被父母理解
的小委屈在雪中渐渐融化，化作雪
水，化作雨水，滋润着青春期的土壤，
开花，结果。

再后来呢，上了高中，周围都是
努力的身影，依稀记得有一次雪休，
雪休过后便是一次考试，虽确实有身
体的原因，但休息期间自制力很差，
导致了成绩的下滑。高三主校区的教
学楼周围是居民区，当时租的房子在
学校后面，回去的路要经过一个大
坡。曾经还与同伴讨论过，是不是冬

天的时候可以直接坐在坡顶滑下去，
真正到了冬天却发现会有好心的居
民和家长一起，做足了防滑的工作。
那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高三被当
作“国宝”保护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
受。日出日落，忙忙碌碌，咖啡提神，
试题成摞，静待花开，最终在六月收
获了属于我自己的无尽夏。

盼着盼着，保定的大雪也来了，
大片大片的，铺天盖地的。透过雪，好
似看见了远在记忆中那个无忧无虑
淋雪玩雪的自己，又好似看见了远在
家乡的父母长辈，淡淡的思乡愁绪涌
上心头。抬起头向前探去，雪还在下，
在灯束下形成了锥状的动画，翩翩起
舞。落笔为雪，执念冬安。那么，观雪
落，祝冬祺。

阴石明鹭

雪 落 冬 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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