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大雪，十一月节，至此而雪盛也。”大
雪是直接反映气温与降水变化趋势的节气，而影响农作物生长的
气候因素主要是降水、气温与光照，所以大雪节气的天气情况对于
来年的粮食收成有重要的影响，自古就有“大雪下了雪，来年雨不
缺”“大雪兆丰年，无雪要遭殃”之说。

雪是雨雪风霜中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现象，银装素裹，粉妆
玉琢，千百年来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他们对雪的描绘和咏赞可谓
妙笔生花，令人目不暇接。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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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的“瑞雪兆丰年”

寒酥落满地，瑞雪兆丰年，古往今来的诗词
中对此也多有吟咏。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云：“上天

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
既足。生我百谷。”描绘了冬雪滋润大地，为来
年谷物丰收带来希望，是古人对“瑞雪兆丰年”
的一种诗意表达。唐玄宗李隆基的《野次喜雪》
云：“拂曙辟行宫，寒皋野望通。繁云低远岫，飞
雪舞长空。赋象恒依物，萦回屡逐风。为知勤
恤意，先此示年丰。”唐玄宗这首诗通过写景，来
表达自己悯农的心情，田野上的喜雪，预示着来
年的丰收。宋代诗人陆游在《立春日》一诗中
说：“数片飞飞犹腊雪，村邻相唤贺年丰。”他在
另一首《立春日》中说：“年丰腊雪经三白，地暖
春郊已遍青。”诗人从瑞雪之中感到了来年丰收
的喜悦，描述了冬雪连绵，为来年的丰收带来好
兆头，乡邻欢呼雀跃相互庆贺的场景，展现了诗
人对自然和乡村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时光
的珍视。而唐代诗人罗隐借吟雪表达了另一种
情怀，其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
有贫者，为瑞不宜多。”辛勤劳动的农民看到飘
飘瑞雪而产生丰年的联想与期望，但是即使丰
收了，又将如何呢？封建官吏的强征暴敛，土豪
劣绅的疯狂掠夺，贫民的生活仍然艰辛。罗隐
通过此诗借题发挥，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满腔愤
怒和不满，流露出对广大贫苦人民的深刻同情。
唐朝诗僧无可在《小雪》诗中说：“片片互玲珑，

飞扬玉漏终……作膏凝瘠土，呈瑞下深宫……过
三知腊尽，盈尺贺年丰……因知天地力，覆育有全
功。”诗中叙述了飘飘洒洒的雪为土壤与农作
物提供了营养和水分，为丰收立下了功劳。农
谚说：“雪有三分肥。”雪在降落的过程中能够
吸附空气中的游离气体，通过化学反应生成氮
化物。待来年积雪融化时，这些氮化物随着雪
水渗透到土壤中，与土壤内的其他物质合成盐
类，成为农作物很好的营养来源，这相当于给
土壤施用了肥料，可以极大地促进农作物的生
长发育。

北宋诗人欧阳修在《晚过水北》一诗中写
道：“寒川消积雪，冻浦渐通流。”冰雪消融，冰河
解冻，溪水渐渐流通，一幅大地回春、万物复苏
的景象跃然纸上，给人一种春意盎然的意动。
当积雪融化、天气逐渐变暖，雪水渗入土中就像
进行了一次灌溉一样，对春耕播种以及庄稼的
生长发育都很有利。如谚语所说“雪水化成河，
粮食千万箩”“春雪流成河，人人都吃白面馍”。

现代画家、诗人吴藕汀在《小雪》诗中说：
“小雪寒菘虫害少，何妨大胆入庖厨。”雪能冻死
部分越冬的害虫和病菌，所以农谚有“冬雪消除
四边草，来年肥多害虫少”之说。积雪能阻塞地
表空气的流通，从而使一部分在土壤中越冬的
害虫窒息而死。雪融化时要消耗大量的热量，
这使得土壤的温度骤然降低，此时可把土壤表
面与作物根茬里的病菌和虫卵冻死，大大减少
农作物生长时的病虫害。

谚语说得好：“大雪纷纷落，明年吃馍馍”
“今冬大雪飘，来年收成好”。待到春回大地，雪
化冰融，万物复苏，农作物在雪水的滋润下茁壮
成长，广袤的田野一片葱茏茂盛，必将迎来一个
五谷丰登的丰收之季。

雪曾被当作才情的象征

弥天大雪，纷纷扬扬，令人遐思无限。雪曾
被当作才情的象征。在《红楼梦》第五回“金陵
十二钗正册判词”中，曹雪芹说：“可叹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诗中
的“咏絮才”来源于东晋女诗人谢道韫的典故，
指女子工于咏诗，有非凡的才华。曹雪芹借此
比喻黛玉才气过人。

谢道韫，名韬元，字令姜，出生于东晋的名
门望族谢家。她的父亲是安西将军谢奕，叔父
是当朝宰相谢安，弟弟是在淝水之战中一战成
名的大将军谢玄，丈夫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次
子王凝之。唐朝诗人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诗
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
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中提到的“王
谢”就是指东晋时期的两大望族——王家和谢

家，即谢道韫的婆家与娘家。
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仕宦的家庭，谢道韫

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她颖悟绝伦，敏
而好学，少女时就才气过人，出口成章。据《世
说新语》记载：在一个寒冷的雪天，谢安把家人
聚集在一起，给子侄们讲解诗文和四书五经。
正在讲解的时候，窗外的雪忽然下得更大了，
雪花犹如鹅毛般漫天飞舞，铺天盖地而来，不
一会儿大地上便是白茫茫一片。谢安望着窗
外纷飞的大雪，顿时来了兴致，也想借此机会
考查一下孩子们的文采，于是他出了个题目，
要求每个人用一句话比喻外边的大雪。谢安
的侄子胡儿听到他的要求，脱口而出：“撒盐空
中差可拟。”谢安听了，觉得该句过于平淡。谢
道韫认真思考了一会儿，充满遐想地吟咏道：
“未若柳絮因风起。”她将飞雪形象地比喻成风
吹的柳絮，谢安听后非常满意，对侄女的文学
素养赞叹不已。
这段吟诗偶得的佳话，也成为后世文人墨

客津津乐道的典故。从此，能诗善文的女子，便

常常会被人以“咏絮之才”来称赞。《三字经》也有
“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
警”之句。
《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

坞雅制春灯谜》，可以说是大观园诗社中最为热闹
的时刻之一。“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
光，竟是一夜大雪，下将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
绵扯絮一般。”大观园的群芳们在芦雪庵赏新雪，
烤鹿肉，作即景联句诗，热闹非凡。在赏雪联句活
动中，湘云、黛玉和宝琴当数最活跃的人物，你争
我抢，吟诗联句，各不相让，所以湘云说：“我也不
是作诗，竟是抢命呢。”十分生动有趣。从“一夜北
风紧，开门雪尚飘”开始，一发而不可收。你方唱
罢我登场，争先恐后。“湘云那里肯让人？且别人
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扬眉挺身地说道：‘加絮念
征徭。坳垤审夷险，’宝钗连声赞好，也便联道：
‘枝柯怕动摇。皑皑轻趁步，’黛玉忙联道：‘翦翦
舞随腰。煮芋成新赏，’一面说，一面推宝玉，命他
联。宝玉正看宝钗、宝琴、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十
分有趣，那里还顾得联诗，今见黛玉推他，方联道：

‘撒盐是旧谣。苇蓑犹泊钓，’湘云笑道：‘你快下
去，你不中用，倒耽搁了我。’”芦雪庵赏雪吟咏，参
加联句的有十余人，可谓盛况空前。

咏雪抒怀赋豪情

漫天飞雪，洁白素装，历来得到文人雅士的吟
咏；凌寒飘飞，冰清玉洁，常引起人们言志抒怀的
激情。“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如此
写雪体现了浪漫诗人李白的夸张豪放。“乱云低薄
暮，急雪舞回风”，表现了杜甫对国家和亲人命运
的深切关怀却又无从着力的满怀愁绪；“孤舟蓑笠
翁，独钓寒江雪”，抒发了柳宗元清高孤傲的情感
和幽愤失意的郁闷苦恼；“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
来”，以雪喻梅，以梅拟人，表达了王安石坚忍不
拔、在逆境中依然坚持操守、坚持自我的信念。

天宝十三年（754），唐朝边塞诗人岑参再次出
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而他的前
任武判官卸任返京，岑参在轮台相送。此时尽管
是阴历八月，塞外却是寒风呼啸，大雪纷飞。雪中
送友，生死离别，岑参有感而发，写下了著名边塞
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的前八句描写了边
塞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和感受到的突如其来的奇
寒。“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
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
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
着。”天气虽然寒冷，但是将士们的心却是热血沸
腾，还在坚持训练、拉弓练兵。用冷来反衬将士内
心的热，表现了将士们乐观的战斗精神。中间四
句描绘了戈壁沙漠广袤无垠，冰天雪地，雄伟壮
阔；中军帐内热火朝天，觥筹交错，朱弦玉磬。“瀚
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
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表现了送别饯行场面的热
烈隆重，戍边将士苦中有乐。最后六句描写暮色
大雪中送友人踏上归途，依依惜别的伤感之情。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
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
留马行处。”诗人以纵横矫健的笔力，通过对奇丽
壮观雪景的描写，表现了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爱
国情怀。

纵观历代咏雪壮怀的诗篇当数毛泽东的《沁
园春·雪》。1936年2月，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
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亲率红军抗日先锋队渡黄
河东征，开赴前线对日作战。途经陕北清涧县袁
家沟时，适逢大雪。毛泽东登高远眺，展现在眼前
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冰封雪掩，往日奔腾咆哮
的黄河也是万里白茫，伟人不禁感慨万千，欣然命
笔，写下了气雄千古的诗篇《沁园春·雪》。这首词
突出体现了毛泽东词风的雄健、大气，充分展示了
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意境。上片因雪起兴，借雪
景抒写情怀，描写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用如椽巨
笔描绘了一幅无比雄伟的江山多娇图，展现伟大
祖国的壮丽山河，气象万千，意境开阔。下片由对
祖国山河的壮美多姿而感叹，借咏雪抒发豪情，并
引出秦皇汉武等风流人物，纵论历代英雄志士，抒
发了作者伟大的抱负和浩然气概及对祖国未来的
憧憬。最后三句点出全词的主题，画龙点睛，震撼
千古，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庄严宣誓，表达了共产党
人宏大的胸襟和雄伟的气魄，抒发了词人霹雳震
长空的万丈豪情，体现了词人对美好未来的坚定
信念和正义必胜的坚强自信，气势恢宏，傲视古
今。柳亚子先生曾以“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
瑰丽词”的诗句赞之，可谓千古绝唱。

李斯命运的改变，是从看到两只老鼠开始的。

他本是楚国上蔡人，家境贫寒，尽管很有才学，志向

也很远大，但只能在郡里做一名小吏。有一天，他走

进粮仓之中，偶然看到一只老鼠正在吃粮食，长得肥

头大耳，看见人来，并不害怕，抬头瞄了一眼，又自顾

低头享受它的美味。这让李斯大为惊奇，回想起他

办公地方厕所中的老鼠，只能吃些肮脏不堪的东西，

听到人或狗走近的声音，吓得立刻四散逃命。同样

是老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李斯在那一

刻，仿佛醍醐灌顶，豁然顿悟：“人之贤不肖譬如鼠

矣，在所自处耳！”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像老

鼠那样，只不过看他处在什么环境罢了！要改变命

运，就得离开这个小地方，到大地方去，哪个地方最

大呢？当然是最强盛的国家秦国的首都咸阳。

参悟透了“老鼠哲学”的李斯，毅然辞去了工

作，不过他并没有忙着直奔目的地，而是拜到当时

的大儒荀子门下，埋头攻读。不久，李斯顺利完成

了学业，跟老师告别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地位

卑贱，而不想着去求取功名富贵，就如同禽兽一

般。一个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贫穷。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

之中，却还要非难社会、厌恶功名利禄，标榜自己

与世无争，这不是士子的本愿。所以我要到西方

去游说秦王了。”

在秦国，李斯的才学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认可，他

的官位也跟着一路飙升，在秦统一中国后，他也做到

了人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宰相之位。他的儿子

们娶的是秦国的公主，女儿们嫁的都是秦国的皇族

子弟。有一次，他的担任三川郡守的长子回城，他在

家中设下酒宴，文武百官都前去敬酒祝贺，门前的车

马数以千计。看到此情此景，李斯很满足，从一个楚

地上蔡的平民、街巷里的普通百姓，到今天的位置，

可以说富贵荣华到了极点。不过满足之中，李斯也

有些隐忧，他想起老师荀子的一句话“物禁大盛”，担

心盛极而衰，谁又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李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不久，秦始皇在巡行

途中病故，李斯也遇到了人生最大的难题。

秦始皇临终前，命中车府令赵高写遗诏给长子

扶苏，让扶苏将兵权交给蒙恬，回咸阳主持丧事并继

承帝位。赵高想改立胡亥为帝，他找到李斯做工

作。李斯听了非常愤怒，斥责他说：“你怎么能说出

这种亡国的话呢！这不是作为人臣所应当议论的

事！”赵高并不着急，说：“您自己估计一下，您和蒙恬

相比，谁更有本事？谁的功劳更高？谁和扶苏的关

系更铁呢？”李斯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当然都不如

蒙恬。”赵高说：“扶苏刚毅而且勇武，信任人而又善

于激励士人，即位之后一定会重用蒙恬担任丞相，很

显然，您最终是不能怀揣通侯之印退职还乡了。”李

斯说：“我本是上蔡街巷里的平民百姓，承蒙皇帝提

拔，让我担任丞相，现在皇帝把国家安危存亡的重任

交给了我，我又怎么能辜负了他的重托呢？”赵高说：

“我听说圣人并不循规蹈矩，而是适应变化，顺从潮

流。您听从我的计策，就会长保封侯，并永世相传，

如果放弃了这个机会，一定会祸及子孙，想想就令人

心寒。善于为人处世、相机而动的人是能够转祸为

福的，您想怎么办呢？”这句话击中了李斯的痛处，是

啊，人奋斗了一生为了什么呢？不就是荣华富贵吗，

那就谁对自己有利就支持谁吧。

秦朝的命运就在李斯的妥协中发生了逆转，而

随之发生逆转的，还有李斯的命运。秦二世胡亥继

位后，赵高把握了朝政，他以谋反的罪名将李斯抓进

了监狱。此时的李斯如梦方醒，想对胡亥提出劝谏，

可为时已晚。

公元前208年7月的一天，咸阳街头人头攒动，

如此热闹的场面不是围观哪位高官出行，而是来看

曾经威风八面的宰相李斯被腰斩。陪同他一起走上

刑场的，还有他的二儿子。马上就要行刑了，刽子手

已经将那磨得雪亮的大片儿刀高高举起，李斯回头

对儿子不无怅然地说：“你还记得我领着你们哥儿几

个，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去猎兔的情景吗？看来，这

样的闲情逸致是不可再得了。”此时此刻，梦想变得

如此简单和卑微，却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了。

从一介平民，到富可敌国的宰相，李斯的确实现

了从厕鼠到仓鼠的华丽转身。可再有见识的老鼠还

是老鼠，大多数时候，决定一个人最终成败的，不是

才能和见识，而是品格。

元朝大臣张雄飞，字鹏举，他以正直
廉洁而出名，拥有极高的声誉。在元朝，
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知道
张雄飞是个不贪财的人，就连当时的皇帝
元世祖忽必烈对张雄飞的廉洁之名都有
所耳闻。

话说张雄飞在中书省上班时，有一天
忽必烈突然命人把他带到了便殿，笑着对
他说：“通过朕的长期观察，在这朝堂之上，
只有爱卿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廉洁的人，堪
称天下官员之楷模。”张雄飞听后，非常感
激忽必烈的赏识和认可。忽必烈接着说：
“朕听说爱卿家里非常贫穷，常常吃不上
肉，所以朕特别赏赐你银二千五百两、钞二
千五百贯，给你改善伙食，提升生活质量。”
张雄飞一听，心里先是一愣，觉得皇帝的赏
赐过多，可这是皇帝主动要求赏赐的财宝，
张雄飞又不好拒绝，只好拜谢接受。正当
张雄飞与忽必烈告辞准备退出便殿时，忽
必烈又突然觉得自己不够大气，便把张雄
飞叫住说道：“恐怕这点东西还不能让爱卿
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啊，朕决定再赐给爱
卿黄金五十两和金酒器若干。”这批赏赐实
在过于贵重，张雄飞感到非常不安，但碍于
皇帝的面子，他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
笔巨额的财宝。

突然间发了财，张雄飞却没有任何的
喜悦，反而是内心格外忐忑，他将这笔巨额
的财宝运回家中后，并没有用来改善生活，
而是找了个房间将这笔财宝给封存了起
来。然后一切照旧，依然过着勤俭朴素的
生活，家里的餐桌上每天摆放着的还是粗
茶淡饭。

没过多久，当时的权臣阿合马因为贪
赃枉法被处决了。阿合马执政的时间很
长，他在位期间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朝廷
的纲纪大乱。阿合马的儿子忽辛也仗着父
亲的权势为非作歹。于是，忽必烈便让自
己信任的宦官和中书省的几位宰相一同会
审忽辛的案子。

会审时，忽辛指着审讯台上的官员们嚣
张地大骂：“你们哪个人手里是干净的，谁没
有收过我家的财物，现在有什么资格来审问
我？”这些参与审讯的宦官和宰相们顿时便
心虚了起来，默默低头不敢吱声，场面一度
非常尴尬。这时，坐在一旁的张雄飞对忽辛
说：“我曾接受过你家的财物没有？”忽辛一
看是张雄飞，心都凉了半截儿，有气无力地
说：“只有你没有。”张雄飞说：“这么说来，
便应该由我来审问你了。”最后，恶贯满盈的
忽辛被依法惩治。
后来，张雄飞从中书省离任，曾经在阿合

马手底下打工的一些党羽便开始对他发难
了：到中书省去要求把皇帝当年赏赐给张雄
飞的巨额财宝全部收回来。当时还是太子的
元裕宗在东宫也听说了这件事，他知道张雄
飞是个廉洁的官员，不想让他被人为难，便让
参政温迪罕去告诉当时的丞相安童：“皇上之
所以赏赐张雄飞，是为了表扬他的廉洁，是想
做个表率，给天下官员立个楷模，您难道不知
道吗？如果像张雄飞这样的清官都受到了迫
害，以后还有谁能廉洁从政呢？请大人不要
被小人给骗了。”
当时的另外一个权臣塔即古阿散又想了

一个招儿：请求检查核对张雄飞在中书省任
上时的财务状况，看他是否称职。塔即古阿
散表面上是想提升朝廷的清廉度，实际上却
没安好心，他重新起用了一些过去在阿合马
手下办事的人来负责这项核查工作。这些人
也心领神会，明明知道张雄飞家的财宝都是
皇帝赏赐的，但为了让张雄飞难堪，竟假传圣
旨要追夺张雄飞的财宝。

讽刺的是，塔即古阿散自己也是个贪污
腐化的人，平时干了许多不法之事，对张雄飞
的核查工作还没有结束，塔即古阿散便先被
处理了。忽必烈一看这情形，想到既然这塔
即古阿散不是个正直靠谱的人，那他负责的
中书省核查工作是不是也弄虚作假了？于
是，忽必烈便派自己的亲信大臣伯颜去继续
监督执行这项工作。

当时的中书左丞耶律老哥与张雄飞的关
系很好，便跑去和他说：“现在伯颜来负责核
查了，你家里的那些财宝本来就是皇上赏赐
给你的，前番阿合马的党羽假传圣旨要侵占
你的财产，时间过了那么久，你哪凑得出这么
多钱啊？你现在可以去和伯颜解释、申诉啊，
这样的话就没事了。”

张雄飞说：“皇上认为老臣廉洁，所以才
赏赐这么多的财宝给我，我又岂能因此就纸
醉金迷呢？那些财宝一直被我封存在家里
呢，分文未动，我就是在等待着有一天可以将
这笔财宝还给朝廷，所以我又需要解释和申
诉什么呢？”
张雄飞为官不避权贵，坚持本心，在政局

混乱的元朝初年，他不仅敢理直气壮地跟权
臣贪官叫板，还能在奸臣的调唆发难之下得
以自保，靠的便是“清廉”二字。此外，在面对
皇帝赏赐的巨额财宝时，他能够守住自己的
清廉底色，不在财富的诱惑下腐化变质，这更
是难能可贵的。
《元史》里还记载过张雄飞的另外一段故

事。张雄飞有五个儿子，长子叫张师野。张
雄飞在中书省主持工作时，大权在握。而张
师野当时只是东宫的一个宿卫，也就是负责
太子安保工作的禁兵。

当时荆湖行省的平章政事叫阿里海牙，
有一天，阿里海牙去觐见太子时看到了张师
野，他很感慨：张雄飞身居相位，却甘心让自
己的儿子在这样一个小岗位上打拼。一方面
是佩服张雄飞的气概，另一方面也是想向张
雄飞示好，阿里海牙便上了个奏疏，推荐张师
野担任荆南总管。

张雄飞知道此事后立马进行了劝阻，回
到家后他对张师野说：“今天有人推荐你去地
方上当官，你在东宫历练多年，升职当官也是
理所当然，但我现在身为执政，如果你在这个
时间段升了官，天下人一定会认为是我徇私
了。”说完之后，他又对着自己的五个儿子说：
“所以，我一天没有离开现在这个工作岗位，
你们就不要想着能当官。”
同为高官之子的忽辛依仗着父亲阿合马

的权势官运亨通，张师野却因为父亲张雄飞
身居高位不能升迁，然而最后，忽辛因为贪赃
枉法而毁掉了自己的人生。相比之下，张雄
飞的做法既避免了瓜田李下的嫌疑，也是对
张师野的一种教育和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一
种大智慧。

时节
品味诗词中的雪

郑学富

决定成败的因素
清风慕竹

历 史 随 笔

被“封存”的财宝
邱俊霖

岁暮天寒风雪始，万树一夜琼花开。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

节气，也是仲冬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