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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前言

　　中国素来是一散文大国，古之文章，已传唱千世。而至现代，散文再度勃兴，名篇佳作，亦不胜
枚举。散文一体，论者尽有不同解释，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语言之精湛凝练，名家又皆首肯之。
因此，在时下&ldquo;图像时代&rdquo;或日&ldquo;速食文化&rdquo;的阅读气氛中，重读散文经典，便
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义。　　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重新的分类
编选。比如，春、夏、秋、冬，比如风、花、雪、月等等。这样的分类编选，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
，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　　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
版，并冠之以不同名称。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为尊重历
史原貌，一律不予更动。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选文不再注明出处。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
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遗珠之憾也将长在。这些都只能在编选过程中逐步弥补，敬请读者诸君多
多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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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内容概要

目录 ：
江南的冬景
白马湖之冬
济南的冬天
北平的冬天
冰雪北海
上海年景
⋯⋯

Page 3



《冬》

作者简介

本书系由陈子善、蔡翔主编，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作品中攫取精华篇目，按主题分为：《春》、《夏》
、《秋》、《冬》、《风》、《花》、《雪》、《月》，囊括了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郁达夫
、朱自清、林语堂、梁遇春、冰心、张爱玲、张恨水等诸多现当代散文大家的经典名作，咀英啜华，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散文名篇进行一次整体的梳理和分类。
中国素来是一散文大国，古之文章，已传唱千世。而至现代，散文再度勃兴，名篇佳作，亦不胜枚举
。散文一体，论者尽有不同解释，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语言之精湛凝练，名家又皆首肯之。因此
，在时下“图像时代”或曰“速食文化”的阅读气氛中，重读散文经典，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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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书籍目录

江南的冬景白马湖之冬济南的冬天北平的冬天冰雪北海上海年景昆明年俗雪的回忆故乡的新年在一个
飘舞雪花的冬夜解冻松坊溪的冬天南半球的冬天雪，误落都市俄罗斯那微黄的初雪腊八粥炉火雪花床
冬天龙灯花鼓在民间云南冬天的树林冬之花季冬日青菜雪的滋味冬天雨雪时候的星辰初冬浴日漫感雪
冬天的情调又是冬天冬天过年年冬阳·童年·骆驼队冬日絮语雪后冬景炉火冬天的好处我与冬天的交
往雪天音乐我是你的雪人冬之梦室内乐：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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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章节摘录

　　故乡的新年　　苏雪林　　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对于过年过节，特别起劲，这也无怪。我
们&ldquo;七日来复&rdquo;的制度已全付遗忘，更谈不上什么&ldquo;周末&rdquo;，一年到头忙碌劳苦
，逢着年节，当然要痛快地过一阵，借此休息筋骨并调剂精神。　　我的故乡是在安徽省太平县一个
僻处万山之中的乡村，风俗与江南各省大同小异。自离大陆，忽忽十年，初则飘泊海外，继则执教台
湾，由于二年龄老大，且客中心绪欠佳，每逢年节，不过敷衍一下聊以应景而已，从前那股蓬勃的兴
趣再也没有了。现特从记忆里将我乡过年情节搜索一点出来，就算回乡一次呢。　　我家在太平乡间
也算是个乡绅之家，经济虽不富裕，勉强也可度日，因之一切场面均须维持一个乡绅体统。我们又是
一个大家庭，平时气氛已不寂寞，到了过年时候当然更形热闹。大概一到腊月，即一年最后一个月，
我们便步入了&ldquo;过年&rdquo;的阶段，全家上下为这件事忙碌起来。　　家乡做衣裳都是先上城
上镇选购了衣料，然后请裁缝来家缝制的。全家大小每人都要缝件新衣过年。大陆冬季气候，不比台
湾或南洋，冬衣是棉袄、皮裘一类。皮毛可由旧物翻新，棉则非新不可。讲究点则用丝绵，既轻且暖
，穿在身上十分舒适。这类材料，配个粗布面子，你想适合么？当然非绸缎不行，于是一家为了做新
衣服，先要大大支出一笔。　　乡间家家养猪，并养鸡鸭。祖宗原是我们惟一宗教信仰的对象。到了
冬至那一天，从猪栏里牵出一头又大又肥的猪，雇屠夫来杀。杀剥后架上木架，连同预先备下的十几
色祭品，抬到祠堂祭祀祖宗&mdash;&mdash;祖祭是由拈阄决定，并非每家每年都要当值。　　祭祖毕
，将猪抬回家分割。至亲之家要送新鲜猪肉一二斤不等，余者则腌成腊肉，或切碎成肉丁和五香灌制
香肠。一头猪的肠不够，要预先到肉铺添购几副，才能做成许多串肠子供大家庭食用。腌鸡、腌鸭、
腌各色鱼也于此时动手。猪头必须保持完整，头部只留毛一撮，以备将来应用时编成小辫，上插红纸
花。同时腌下首尾留毛羽的大公鸡，长二尺以上的大鲤鱼各一，称为&ldquo;三牲&rdquo;，留作除
夕&ldquo;谢年&rdquo;之用。　　以后又翻黄历，在腊月里，挑选一个吉日，做年糕米裸等类。材料
是糯粳米各半，水磨成粉，搓半干，揿入枣木制的模型中。那些模型虽比不上《红楼梦》里什
么&ldquo;莲叶羹&rdquo;的银制模型精致，花色却颇繁多，有&ldquo;福禄寿三星&rdquo;，有&ldquo;
刘海戏金蟾&rdquo;，有&ldquo;黄金万两&rdquo;、&ldquo;步步平安&rdquo;，还有&ldquo;财神送
宝&rdquo;、&ldquo;观音送子&rdquo;等，无非是取个好兆头罢了。糕饼制成后，入大蒸笼蒸熟摊冷，
用新泉浸于大缸，新年里随意取若干枚，或炒或煮，用以招待亲朋，一直要吃到元宵以后。　　做妥
年糕米裸，接着送黄豆到豆腐作坊换取豆腐。换来后，切块，煎以香油，渍以青盐，盛于瓦钵，供正
月里佐膳之用。因为新年里有好多天买不到豆腐。　　孩子们最欢喜的莫如&ldquo;做糖&rdquo;了。
先预备了炒微焦的芝麻、爆米，用溶化的麦芽糖在热锅里将这些材料混合，起锅趁热搓成长条，拍得
方整，利刀切片。纯粹的黑白芝麻糖，顶香、顶好吃；单是爆米的则为次等货。花生米、蚕豆、豌豆
、葵籽，逢到新年，消耗量数可观，所以也要大事预备。　　送灶，各地皆在腊月廿四，我乡为了廿
四接祖，故改在廿三。香烟纸马外，供品里必不可少的是麦芽糖和糯米圆子二色。因为灶君上天，将
在玉皇大帝前报告我们一家这一年里所行各事。人们行事总是恶多善少，老头儿据实上陈，我们尚感
吃不住，倘若他一时高兴，加些油盐酱醋，那岂不更糟。麦芽糖和糯米团最富黏性，黏住灶公牙齿，
他上天奏事的时候，说话含糊不清，玉帝心烦，挥手令退，他老人家自己也内愧于心，及时住口了。
愚弄鬼神一事，我们中国人可算聪明第一：宋代便有&ldquo;醉司命&rdquo;，用酒糟敷满神龛，使得
灶公醉醺醺地上天无法播弄是非。独怪灶公年年上当永不觉悟，这种颟顸老子，真只配一辈子坐在厨
房里，火烈烟熏！　　前面说过祖宗崇拜是我们家乡惟一宗教。祖宗不惟在全村第一宏丽的家祠里接
受阖族祭祀，还要回到各个家庭，和子孙一起过年。腊月廿四日，乃祖宗&ldquo;下驾&rdquo;之日，
各家先数日收拾正厅，洒扫至洁，从全家最高处的阁楼，将祖宗遗容请出，一幅幅挂起。祖宗服装，
从明朝的纱帽玉带直到清代的翎顶朝珠，将来当然还要加上民国的燕尾服，大礼帽，不过在我这一代
还没有看见，想必将来祖宗喜神仅用照片，不必绘画了。那个正厅，上挂红纱宫灯，下铺红毯，供桌
和坐椅一律系上红呢帷幕，案上红烛高烧，朱盘高供，满眼只觉红光晃漾，喜气洋洋！  &ldquo;接
祖&rdquo;的一桌供品，丰盛自不必说。礼毕，只留干果素肴，荤菜则由家人享受。　　到了除夕，又
须大祭祖宗一次。又向天摆出猪头等三牲，名曰&ldquo;谢年&rdquo;，并将灶公接回凡间。而后阖家
老幼，团聚吃&ldquo;年饭&rdquo;，饭毕，长辈互相用喜庆话道贺，晚辈则向长辈磕头辞岁，大人则
每人赏以红包，名曰&ldquo;压岁钱&rdquo;。以前每人不过青蚨一百，渐变为银洋一元。恐小孩无知
，说出不吉利的话，预先用粗草纸将各孩子嘴巴一擦，并贴出一张字条，大书&ldquo;童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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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忌&rdquo;，则可逢凶化吉。　　吃年饭的时候，照例要在中堂置一大火盆炽满兽炭，火光熊熊，愈旺
愈好，象征一年的好运。　　有守岁者，或摸着小牌，或嗑着瓜子闲谈，开始精神颇旺，似乎可以熬
个通宵，晨鸡初唱，便觉呵欠连连，不由沉入睡乡。不过元旦总该早起，打开大门，放一串鞭炮，以
迎东来之喜气。　　除夕前春联喜帖早已贴就，红纸条由正房、正厅直贴到猪栏、鸡栅，甚至扫帚上
也贴，粪勺把儿上也贴。纸条上所写的无非是吉利话。　　新正三日是我们中国人绝对休息的日子，
读书人不开书卷，不拈笔墨，女人不引线穿针，嗑得满地瓜子壳，抛得满地纸屑，只有由它。第二日
，实在看不过了，才略略扫向屋角，说这些是&ldquo;财气&rdquo;，保留屋中才是聚财之道。直到第
三日，室中垃圾，始用畚箕之类扫除出去。　　元旦一早，凡家中男子都衣冠整肃，到宗祠向祖宗贺
年，女子则没有这项权利，这是旧时代&ldquo;重男轻女&rdquo;习惯所酿成的现象。距宗祠过远者，
只在家里拜拜了事。　　拜祖后，大家开始互相登门贺岁。到处是恭喜声，继续鞭炮声，孩子
掷&ldquo;落地金钱&rdquo;的劈啪声，家庭里则纸牌声、麻将声，连续七日。到了&ldquo;上七&rdquo;
，又要办供品祭祖，自己也享受一顿。　　每逢新年，人们个个放松自己，尽量休息，我们的肠胃则
恰得其反，不但不能罢工，还要负起两三倍劳动责任。大概自腊月廿四祖宗下驾日吃起，直吃到上七
，天天肥鱼大肉，糖饼干果，一张嘴没有片刻之闲。顶苦的是到人家贺年一定要&ldquo;端元
宝&rdquo;。所谓元宝便是茶叶鸡蛋。你到了人家当然要坐下款语片刻，主人端出盛满各色糖果
的&ldquo;传盒&rdquo;，你拈起一粒糖莲子，或几颗瓜子尚不算费事，等他捧出内盛&ldquo;元
宝&rdquo;两枚的一只盖碗，无论如何，非端不可，一家两只元宝，十家便是廿只，你便有布袋和尚的
大肚皮，想也盛不下，只有向主人说&ldquo;元宝存库&rdquo;，明年再来&ldquo;端&rdquo;吧。但也有
许多主人，不肯负保管责任，非要你当场&ldquo;端&rdquo;去不可，那才叫你发窘。我想中国人很多
患胃扩张症，又多患消化不良，也许与过年过节之际，痴吃蛮胀有关。　　过了上七必须忙元宵的灯
会，青年们兴高采烈，扎出各色灯彩，又要预备舞狮子、玩龙灯，过了元宵，年事才算完结。大家收
拾起一个多月以来松懈、散漫的生活，又来干各人正当生活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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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精彩短评

1、“埋葬着爱的地方，也埋葬着温暖。”——廖崇群《花床》
2、群英荟萃，萝卜开会
3、冬的昼与夜里 静坐静悟字字句句 冬 最冷冽的或最滚烫的 最原始的或最浓烈最夸张的 都是它浅淡
的或深沉的 可爱
4、冬天读《冬》，更能入境。
5、在冬天阅读描写冬天的文章真是有一番应景的趣味
6、特别的意义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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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精彩书评

1、立冬过后，树叶都黄了,城市的下午到处都是泛黄的树叶和光秃秃的树叶.邻居老太家的院里桃树开
起第二次花，树上已经没几片叶子，桃花开得虽然娇艳，少了叶子的陪衬，亦显得凄凉。中午的阳光
只照到阶梯就停住，不敢进门，像讨水喝的路人。邻居老太穿了厚厚的棉袄搬了张藤椅坐在院子里晒
太阳，那只花猫躺在藤椅脚下陪着她，偶有风吹过，带着几片桃花跌落到它身上，它就轻轻地“喵”
一声，像是在为那花超度，还是这凋零的桃花也勾起了它的哀思？它显然已经老了，那些被风吹着走
的落叶已经勾不起它的兴趣了。老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桃树,不知在想些什么!我刚搬过来的时侯,看邻
居老太只有一个人很是可怜,曾想着过去陪陪她,可是她每到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侯,就会赶着她的那群
猫出来溜弯,然后那群猫就会在我的四合院的小窗户上乱跳乱叫,说实话我恨死它们了,久而久之就放弃
了陪她的想法,宁愿一个人窝在被窝里抠脚丫掰涂指甲油!今天中午没吃饭,然后不知道能量没供应到哪
根筋上面,抽了筋似的搬了小板凳坐在老太的身旁!老太自语到:&quot;大宁又和小宁打架了,春春又失踪
了!&quot;通过老太的话,我想起了前几天大宁和小宁打架的场景,本来大宁和小宁是一对小情侣,好的时
侯整天腻在一起,打了架也是过两天又和好了!和好了又开始抱怨,然后又吵又和好!我想TMD爱情就是这
样子吧!那天,开始大宁走在前面,小宁走在后面,不知道在聊着些什么,突然大宁急躁了起来,然后就在院
子中央拉了一泡猫屎,小宁就开始指责大宁.小宁说:&quot;猫拉屎不见天,你怎么能把屎拉在这里,你要把
它埋起来!&quot;大宁说:&quot;老子的事你别管,老子愿意拉在那就拉那,你一个娘们少掺合我的
事!&quot;小宁说:&quot;你愧对我们的猫祖宗,简直不是个猫!&quot;然后就把大宁说火了!大宁冲上去就
打小宁!小宁也不甘示弱,张开大嘴就咬大宁,小宁刚一岁多,牙齿正锋利,这下把大宁咬火了,大宁毕竟是
个有型有款的公猫,怎受的了小秘如此污辱,结果两人打的遍体鳞伤,到处是血!最后老太把两人分开的时
侯,大宁狠狠的骂道:&quot;你给老子滚远点,不然见一次打一次!&quot;小宁说:&quot;鬼才想见到你呢,下
次见你咬断你的脖子!&quot;想想快半个月没见过大小宁了,难道这次真的分手了!嗯,生活本就是这样的!
这世界谁能保证什么!这时春春领着男友蹭到老太脚边,我看这小猫不赖,伸手过去想抱一下,结果被春春
咬了一口,我想春春是一定是天蝎座出生的猫,占有欲还真强!然后那小公猫却喵喵的蹭过来主动让我抱,
我想他一定是天秤座的,滥情的种子,我一脚踹开了它回了屋.不多会,姜璐就来找我,姜璐是搬过来之后认
识的第一个人.姜璐说她要和山顶洞人订婚了.说实话我对山顶洞人印像并不好,第一次去姜璐家就把我
发的贴子给删了,所以我当然不希望他们在一起,更何况我还一个人呢,怎么见得了别人幸福!于是我脑海
中预演了无数个拆散他们的计划,最终都没能成型!后来姜璐还是订婚了,当我再次搬着板凳坐在老太的
桃树前时,我发现树上什么都没了,只有大宁孤单的趴在那,小宁已不知去向快半年了!说实话看着那光秃
秃的树我突然发了疯,抱着大宁一路狂奔到悬崖边上,然后又退了回来,我想我得换个环境!于是我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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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Page 10



《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