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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幽思
徐琳芸

                在冬至的冷冽中
                審視內心，
                需借一片
                落雪的輕柔，
                或是冰面下
                潛流的暗湧
                兩種截然不同的寂靜

                在此刻交匯
                交織纏繞成
                一季心靈的冬藏

                亦有比寒冬
                更深邃的沉靜時刻
                譬如白晝
                短暫得如同一瞬，
                夜幕提前降臨
                村落裡的燈火
                漸次熄滅，

                隱入無邊的黑暗
                晨曦
                將暮色中的低語
                帶到白日下聆聽

                依舊未曾消散的是
                那帶著寒意的月光
                從記憶深處
                浮現出的月光，
                夾雜著些許懷念
                圍爐夜話的老者
                回憶往昔，
                期望此生
                也曾見證過
                梅枝如畫，
                皚皚白雪下的溫馨

                沉默蔓延，
                銀裝素裹覆蓋了
                古老的路徑
                漂泊遊子的思緒，
                悄然拼湊起
                舊時光的殘片

                以歲月的名義，
                綻放于每一處
                被遺忘的角落
                以往昔行者的姿態，
                獨自穿越冰封的荒原

冬至的溫情與守望
胡慶敏

冬至，這個古老而神秘的節氣，總是以

一種不言而喻的方式，悄然降臨在歲末的門

檻上。

隨著冬日的寒風漸起，大地開始披上銀

裝，萬物似乎都陷入了沉睡之中。然而，在

這樣一個看似沉寂的季節裡，冬至卻以一種

獨特的方式，喚醒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溫情與

希望。

記得小時候，每到冬至這天，家裡總是

格外熱鬧。母親會早早地起床，開始忙碌著

準備各種食材。她會精心挑選一塊上好的羊

肉，搭配著新鮮的蘿蔔、白菜等蔬菜，燉上

一鍋熱騰騰的羊肉湯。那濃郁的香氣，彷彿

能瞬間驅散冬日的嚴寒，讓整個屋子都充滿

了溫暖的氣息。

而我和弟弟，則會在一旁幫忙洗菜、切

菜，偶爾還會因為一些小事情而嬉笑打鬧，

整個廚房都洋溢著歡聲笑語。

當羊肉湯燉至醇香四溢，全家人便圍

爐而坐，慢享這頓豐盛的晚餐。羊肉湯的鮮

美，搭配上母親特製的蘸料，美味得讓人恨

不得將舌頭也一起吃掉。飯桌上，我們還會

談論這一年的點點滴滴，品味著生活的五味

雜陳。那一刻，家的溫馨與幸福，如暖流般

深深浸潤著我的心田。

後來，我嫁去了北方，體驗了冬至的重

要習俗——吃餃子。有俗語云：「冬至餃子

不端碗，耳朵怕被寒風斬。」因此，家家戶

戶冬至之時皆會動手包餃子、吃餃子，祈願

來年平安順遂。而我也會和母親一起擀皮、

包餃子。雖然我的手藝遠不如母親那般嫻

熟，但每當看到自己親手包出的餃子在鍋裡

翻滾時，心中都會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成就

感。

如今，我遠離雙方父母，在新的城市安

家。每當冬至來臨，由于工作繁忙，無法與

家人團聚，但我總能感受到從遠方傳來的深

深思念與牽掛。父母會精心挑選家鄉的鮮牛

羊肉郵寄給我，並細心叮囑我熬製羊肉湯、

包羊肉餃子，彷彿這樣我們就不曾分開。我

會與母親進行視頻通話，詢問她的身體狀況

和家中的近況，同時讓她評價我親手包的餃

子。當羊肉湯的香氣在屋內瀰漫開來，兒時

的記憶與現實在這一刻交織重疊，而那份永

恆的，是家的味道，是母親的愛，是無論身

在何方都無法割捨的親情。

冬至，不僅僅是一個節氣的更迭，它更

是一種情感的寄托，一種文化的傳承。在這

個特殊的日子裡，對家人的思念、對朋友的

祝福以及對未來的期盼都匯聚成一股暖流，

恰如一鍋溫情的濃湯，在寒冷的冬日裡給予

我們無盡的溫暖和希望。

年復一年，我滿懷期待地迎接冬至的到

來。在生活的奔波與努力中，我學會了耐心

守候，期待著春天那輕盈的腳步在我心中迴

盪。我深知：「冬至已至，春意漸濃。」無

論遭遇多少風雨冰雪，無論身在世界的哪個

角落，家人的愛與春天終將如約而至。

冬至情韻
徐洋

「 邯 鄲 驛 裡 逢 冬 至 ， 抱 膝 燈 前 影 伴

身。」歲歲冬至，這詩句總會如一片薄雪，

悄然落在心尖，洇出往昔歲月裡家的模樣。

小時候，冬至是家中最溫暖的期待。

每至冬至前夕，家中便開始忙碌起來。母親

會早早地去市場精心挑選餃子皮與鮮肉。到

家後，她輕輕捻起一張又白又薄的餃子皮，

平攤在左手掌心，那動作輕柔而嫻熟，彷彿

在對待一件珍貴的藝術品。緊接著，用右手

拿起勺子，舀起滿滿一勺餃子餡，那餡料飽

滿得似乎要溢出來，穩穩地放在餃子皮的正

中央。隨後，她用食指蘸點水，沿著餃子皮

的邊緣輕輕劃一圈，水珠在邊緣閃爍著晶瑩

的光，恰似冬日裡凝結的霜花。將皮的中間

輕輕一捏，固定住餡料，再用拇指和食指熟

練地從餃子皮的一端開始，依次捏出一個個

小巧的褶皺。

我在旁邊幫忙，眼睛緊緊盯著母親的

手，偶爾也學著她的樣子包上幾個，小手笨

拙地擺弄著餃子皮，餡料不是多了就是少

了，可心中滿是歡喜與新奇。把包好的餃子

整整齊齊地碼在蒸架和鍋蓋上，擺滿了一個

又一個。

那時，家中還有「守冬」的習俗。冬

至前一晚，母親在廚房揉面做餃子，那麵團

在母親的手下逐漸變得光滑而有韌性，就像

歲月在她手中慢慢沉澱出的溫柔。父親則在
一旁切菜備餡，菜刀在案板上有節奏地起
落，發出清脆的聲響，切好的菜絲和肉塊整
齊地排列著。我和姐姐及鄰家小孩圍坐在農
村土灶旁，眼睛裡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小臉
蛋被灶火烤得紅撲撲的。柴火在土灶裡歡快
地跳躍，火星子時不時地蹦出。

父親一邊切菜，一邊給我們講著古老
的冬至祭祀傳統，說他們小的時候，冬至這
天有著肅穆的祭祀禮儀，如同《周禮》所記
載的諸般大禮的縮影，不過在我們家，便是
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守著這冬夜的溫暖。鍋
中的水逐漸沸騰，餃子一個個被母親細心放
入。媽媽一邊添柴加火，一邊講述著往昔的
故事，那聲音和著柴火燃燒的辟啪聲，夾雜
著屋子裡洋溢的歡聲笑語。餃子出鍋後，熱
氣升騰在空氣中，化作一片片朦朧的白紗。
一家人圍坐在火爐旁，換上新衣服，盡興地
吃著剛出鍋的餃子，一邊吃一邊許願，稚嫩
的童聲與大人的低語交織在一起，那溫馨而
又甜美的場景，至今仍深深印刻在心底。

然而，時光流轉，如今的冬至卻變了
模樣。客廳裡，燈光依舊，卻少了往昔的溫
馨。母親依舊準備著餃子，可其他人卻全神
貫注地玩手機，遊戲音效此起彼伏。父親翹
著二郎腿刷著抖音，眼睛緊緊盯著屏幕，視

頻的光影在他臉上閃爍，臉上的表情隨著視
頻內容變幻，或皺眉，或淺笑，卻未曾分給
周圍一絲關注。五歲的小外甥女在角落自個
兒玩耍，她一會兒擺弄著玩具，一會兒抬頭
看看大人，眼神裡透著渴望陪伴的落寞，小
嘴微微嘟起，在這有些「冷寂」的家中，獨
自撲騰著。我站在一旁，看著這一幕，心中
湧起一陣惆悵。

回想起那些舊時光，冬至的餃子是舌
尖上的稀罕物，也是親情的凝聚。餃子的外
形像一個元寶，寓意著財富和好運，一家人
都會聚在一起包餃子，即便出門在外的遊子
也會在這一天回家，與家人一起享受親情的
溫暖和樂趣。這種習慣增進了家庭成員之間
的感情，也讓我的骨子裡從小刻下了對家庭
溫暖的眷戀。

如今，在現代生活的衝擊下，冬至這
個曾滿載溫情的節日，在科技與冷漠的雙重
夾擊中，漸漸失去了往昔的濃郁情韻。然
而，街頭巷尾的寒風吹不散對家的眷戀。
往昔老屋中，一家人圍爐而坐，餃子熱氣騰
騰，暖了胃更暖了心。雖如今時移俗易，科
技沖淡些許溫情，可那冬至藏于心底的家
味，恰似暗夜火種，稍一觸碰，便足以驅散

週身寒意，讓漂泊遊子有處可棲，有憶可

溫，有家可想。

盼著新春腳步裡，能重拾那份冬至團

圓舊夢，再續家的暖章。

流芳百世

c

訃告
柯天胎

（晉江市新塘街道上郭村）
十二月十七日逝世於家鄉上郭村
現設靈於家鄉祖宅
擇訂十二月廿三日（星期一）出殯

如何搭乘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童話列車」？
——專訪英國皇家藝術學會終身院士張懷存

中新社倫敦12月21日電　英國皇家藝

術學會擁有二百餘年歷史，包括莫奈、西克

特、LS-洛瑞、惠斯勒、亨利·摩爾等知名畫家

和雕塑家都是其成員，該學會每年舉辦的年

度展與大獎賽以較高的水準、技術和藝術理

念被國際公認。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年會

專門設立了「張懷存獎」，這是該學會首個

以華人名字命名的獎項。作為英國皇家藝術

學會終身院士，張懷存主要創作領域是兒童

文學。近日，張懷存接受中新社「東西問」

專訪，探討如何以童話講述東西方文化交流

的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兒童文學在東西方文化交

流中起到什麼獨特作用？

張懷存：兒童文學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

的獨特之處，主要體現在橋樑作用、價值觀

傳播、跨文化理解力的培養和藝術語言交流

上。兒童文學通過生動有趣的故事展示文化

特色，如西方的《格林童話》和中國的《神

筆馬良》等作品，使兒童輕鬆瞭解異域文化

的節日、習俗和社會觀念，起到文化交流的

橋樑作用。

同時，它潛移默化傳播道德觀念和社會

價值觀，例如《白雪公主》用善惡對比引導

孩子理解善良與正直的重要性；《木偶奇遇

記》通過匹諾曹的謊言教導誠實的價值。此

外，兒童文學通過展現多樣的文化背景，如

《窗邊的小豆豆》的日式校園文化和《騎士

降龍》的西方中世紀騎士文化，讓孩子理解

不同文化差異下的思維邏輯和情感表達，從

而培養跨文化理解力。

在藝術和語言方面，兒童文學以插畫

和敘事為媒介，如繪本《我爸爸》結合色彩

與故事情節，為兒童提供綜合的藝術體驗，

《猜猜我有多愛你》使用簡單的對話語言，

結合形象的比喻來表達愛意，孩子很容易就

能讀懂其中的情感，同時感受語言的趣味性

和美感。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東西方兒童文

學的異同？

張懷存：東西方兒童文學既有共性也有

差異。共性在於兩者都以寓教於樂為核心，

強調兒童想像力與好奇心的培養。如《伊索

寓言》和《格林童話》引導兒童認識道德與

善惡；東方的《山海經》和西方的《納尼亞

傳奇》均為兒童創造超現實世界。此外，東

西方兒童文學都常通過動物形象擬人化作為

象徵性的角色，且都注重通過描寫大自然來

教育兒童尊重生命。

差異則體現在主題、敘事方式、藝術風

格和文化內涵上。東方文學注重集體主義、

家庭觀念和倫理教育，如《寶葫蘆的秘密》

凸顯誠實和集體價值，而西方文學更聚焦個

人成長、獨立精神和冒險精神，如《哈利·波

特》講述主人公的獨立成長過程。

敘事方式上，東方作品如《草房子》含

蓄而詩意，常帶有抒情和哲學意味。西方作

品如《小王子》則更直接、生動，注重對話

與行為。文化內涵中，東方突出哲理禪意和

人與自然的和諧，如《封神演義》；西方文

學如《時光之輪》則以未來主義和科學幻想

為主題，體現人類中心主義。

隨著全球化發展，東西方兒童文學逐漸

融合，東方借鑒西方的冒險元素，西方也吸

納東方哲學，使兩者在異同中綻放各自的光

彩，借鑒彼此的敘事手法與主題表達，逐漸

形成更加多樣化的文學格局。

 中新社記者：從兒童文學創作實踐出

發，如何看待東西方文化的交融與碰撞？

張懷存：兒童文學創作需要尊重文化差

異，避免刻板印象，同時挖掘文化共性，以

創新表達實現深度融合。文化差異的尊重體

現在對核心價值的挖掘，例如將中國神話融

入道家哲學或儒家觀念，而非僅呈現傳統符

號如龍或仙人。

避免刻板印象則要求超越文化標籤，如

將現代性融入東方故事，或探索西方文化的

多樣性。文化共性的展現可以通過普遍情感

主題，如友情、親情、勇氣與成長，這些在

任何文化中都具有共鳴。例如，《哈利·波

特》中的友情和勇氣，與中國作品如《大頭

兒子和小頭爸爸》中親情主題形成了文化交

融點。通過以兒童能夠理解的方式呈現這些

主題，創作者能夠促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

對作品產生情感認同，提升文化理解力。

創作者還可以設置跨文化角色與背景，

通過雙重文化視角吸引更多讀者。創新表達

的手段包括結合東西方藝術形式，如水墨畫

與西方插畫風格的融合。跨文化團隊合作則

可以實現更豐富的作品內容，還能更準確地

傳遞文化信息。

此外，面向全球化讀者，本土文化如

何進行國際化表達，我也在思考。一是通過

現代化敘事重新講述傳統故事，如將《孟姜

女》改編為具有冒險與親情元素的圖畫書，

讓全球兒童感受其情感張力。二是融入多元

文化視角，開放視野，將東西文化的優秀元

素融入自己的創作，展示不同文化共存的可

能性。三是避免以某一文化為優越或主導，

傳遞文化平等與人類共同價值。通過挖掘文

化差異的內涵、找尋文化共性以及創新表

達，兒童文學可以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有

效紐帶，為兒童打開理解世界的窗口，並在

潛移默化中培養他們對多元文化的欣賞與尊

重。

 中新社記者：作為譯者和推廣者，作品

中哪些點最能打動外國讀者？

張懷存：在推廣兒童文學的過程中，譯

者和創作者需要抓住文化共鳴點、獨特性和

情感感染力，共同的情感與價值觀。無論文

化背景如何，人類的基本情感是相通的。人

類的情感，如親情、友情和成長故事，在任

何文化背景下都能引發共鳴。例如《窗邊的

小豆豆》因其表現的兒童純真和成長困境，

在全球範圍內廣受歡迎；《小王子》則通過

簡潔而深刻的文字表達了關於愛與責任的普

世哲理。通過這樣的情感紐帶，作品能夠超

越文化差異，觸及讀者內心。

獨特的文化元素是吸引外國讀者的重要

特質。外國讀者對異域文化充滿好奇，兒童

文學可以通過展現獨特的生活細節和文化意

象使作品脫穎而出。像《哪吒之魔童降世》

能夠吸引外國觀眾，是因為它們充滿東方神

秘的神話色彩。此外，作品中融入中國特有

的生活細節，如節日習俗、自然景觀或飲食

文化，也能為外國讀者提供「沉浸式」的文

化體驗。

成功的角色塑造是打動讀者的核心。一

個複雜而立體的主角形象最能引發讀者的興

趣和共鳴。例如，哈利·波特不僅是一個勇敢

的冒險者，也有普通青少年的情感掙扎，這

種複雜性使其成為全球讀者喜愛的角色。象

徵特定文化的配角也能為文學跨文化傳播增

色，像中國兒童故事中的神獸「麒麟」或西

方童話裡的「仙子」，這些角色既能增強故

事的文化氛圍，又使作品更具記憶點。

藝術感染力則體現在插圖和語言風格

上。精美的插畫能大大增強兒童文學的吸引

力，例如水墨風的插圖能很好地呈現東方韻

味，而簡潔明快的設計風格更容易迎合西方

的審美。語言風格上，譯文既需簡潔生動，

又應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例如保留一些獨

特的中國詞彙，如「長生不老藥」，並在適

當處加註釋，能夠增加語言的文化感。

幽默與幻想是吸引外國讀者的重要元

素。幽默感能夠打破文化差異，為讀者提供

輕鬆愉悅的閱讀體驗。而富有想像力的情節

則特別適合兒童文學推廣，能激發讀者的探

索慾望。通過結合共同情感、文化特色與藝

術表現力，譯者和推廣者能夠在全球市場中

更好地傳播作品。

 中新社記者：未來，在東西方文化交

流中，兒童文學如何進一步承擔起「文化使

者」的角色？

張懷存：未來，兒童文學可以通過推動

跨文化合作和創新表達形式，進一步成為文

化交流的橋樑。主題如友誼、成長、家庭、

環保等能夠超越文化界限，引發東西方讀者

的情感共鳴。同時，通過塑造多文化背景的

角色和故事情節展現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翻譯和出版是擴大文化傳播的重要途

徑，高質量的翻譯應在保留文化特色的同時

增強可讀性，雙語或多語版本則可以幫助讀

者直接感受不同語言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