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立冬的散文 立冬随想散文随笔(优
秀8篇)

青春是热血澎湃的阶段，我们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社会
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如何度过难忘而充实的青春呢？青
春是一张白纸，需要我们书写精彩的篇章。青春是宝贵的资
源，需要我们珍惜和利用好。青春是成长的关键时期，需要
我们努力学习和积累。青春是开拓自我的机会，需要我们敢
于挑战和突破。青春是追寻梦想的阶段，需要我们坚持和努
力奋斗。青春是建立自信的时刻，需要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
和价值。青春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代，需要我
们秉持真善美的原则。青春是锻炼意志和坚韧的时期，需要
我们坚持理想信念并勇往直前。青春是体验生活和拥抱世界
的时间，需要我们去探索和体验不同的事物。请大家参考以
下的青春总结范文，希望可以给你们的写作带来一些新的启
发。

立冬的散文篇一

在冬天，正好可以感受大自然的另一种美妙。于是，我便去
找几个朋友，分成两队，各自搭建可以阻挡雪球的堡垒。堡
垒做好后，我们开始正式打雪仗。

激战开始了，我迅速地扔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雪球，“砰”
的一声，那个雪球竟然飞到对方队长的头上。这一球可打坏
啦！对方开始报复，猛烈地向我们扔雪球，弄得我们队全不
敢露面。不一会儿，另一边的攻击停止了——原来是对方已
经没有雪球了。我们立刻发起新一轮的攻击，把另一方打得
屁滚尿流。我们又一次战胜了对方。

我们还去了冰雪大世界，里面有很多美丽的冰雕，其中，我
最喜欢的是一艘船。船身看起来坚固无比，桅杆也像利剑一
样指向天空，就连救生圈看起来也闪闪发光……冰雪大世界



里还有冰灯和各种冰雪建筑——真是五彩缤纷，美不胜收。

冰雪大世界当然也少不了娱乐项目，有高山雪圈，冰滑梯，
冰爬犁……

我最喜欢玩高山雪圈了。刚开始，我在较低的雪山滑也是闭
着眼睛，然后再慢慢睁开，发现没什么可怕的，我就再去更
高的地方……后来，我慢慢的开始抢着去最高的雪山。再后
来，我就开始自己一个人去最高的雪山玩儿了。我越玩儿越
来劲，玩儿到了晚上六点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里。

我爱冬天！因为有了冬天，就有了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立冬的散文篇二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九个节气，今年11月7日，立冬
便到来了。立冬，指冬季从今天开始了，就是冬季的开始，
农民把农作物收藏起来。

“冻笔新诗懒写，寒露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
前村。”瞧，诗仙李白笔下的立冬真是诗情画意，李白可真
是斗酒诗写百篇啊！虽然立冬如此寒冷，但坐在暖炉旁，又
有美酒相伴，仍是感到了温暖。

李白笔下的立冬十分寒冷，那一定是北方的立冬，那里水已
结冰，地也开始冻了。而我们南方的立冬却仍是“十月小阳
春，无风暖融融。”我们上完体育课后，可热了，大家相继
脱下外套，有的还脱的、得只剩下一件棉毛衫了呢！我们却
丝毫感受不到一丝寒冷，反而还冲进卫生间不停地用水泼脸
呢！

立冬，冬天的开端，养生的开始，祝大家立冬快乐！身体健
康！



立冬的散文篇三

看，太阳底下的地球多温暖啊！有溪水，有欢笑，有欢笑，
还有……总之，一切都是那么温暖。

啊，好美！

我和她手牵手走在校园操场上，听着书和歌，真的很想珍惜
这美好的小学生活。

我说：“明年我们就要分开了，在这面红旗下。”

“嗯，我真的希望时间就这样停下来，不要失去它。”她看
着梧桐树飘落的叶子，遗憾地说。

“是的，我不希望它通过。这里有那么多的朋友和同学，有
我可敬可亲的老师，有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她也会紧紧握住我的手。

她说：“如果我们初中不在一起学习，你会忘记我吗？”

我看着她热切的眼神，坚定的说：“不，你是我这辈子第一
个朋友，也是影响我一生的人。怎么能忘记呢？”

我们俩一起转过头，然后面面相觑，笑了。

“那你会忘记我吗？”

“不，当然不是。”她几乎没想过。

她还说她哭的时候我安慰她；给了她目标和信心，在她的恐
惧和恐慌中；当她最孤独的时候，她和她在一起。她一说话
眼睛就湿了，我回想起她说的那些场景，傻傻的笑了笑。



“那我们不要忘记对方……”我们几乎同时转过头，同时说
了这些话。“还有这段美好的回忆！”

立冬的散文篇四

秋到山乡

当人们从日历上撕下“今日立秋”那一页的时候，就意味着
秋姑娘已经到来了，何况现在中秋佳节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
依依眷恋地已经过去？！秋天来了，秋姑娘的使者——秋风
裹着丰收年成的喜悦徐徐畅亮的吹来了，吹来了，吹到了田
野阡陌，吹进了山乡村民的心坎里。听哦，“秋风吹来稻花
香……”这是多么动人的旋律啊。

是啊，这欢心喜悦可是来之不易的啊！人们对于那些并没有
经过困难曲折而轻易得来的东西可不一定投于赞美的.目光，
而对于历经千难万苦，用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丰硕果实，心
里可要唱上几支赞美的歌哩。瞧，眼下的景色是多么的动人
哟：那一片片已抽穗的稻子，在秋风的吹拂下，纷纷扬扬的
禾花芯儿在那儿上下翻飞，组成了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那
一垄垄、一排排茂密郁葱的甘蔗林，在微风吹拂中轻轻摇曳，
波浪起伏，交会着大海的辽阔壮观。那一丛丛、满山遍野的
柑桔树，象一个个壮实的少妇在晨曦晚霞里含笑点头，含情
脉脉……啊，这画，这图，这景，多么令人神往哟！当你站
立在田头地边，伫力在山坡果园，在清晨的霞霭里作一次深
呼吸，一阵阵沁人肺腑的芳香就会迎鼻扑来，这又是多么醉
人的流苏哟。但是，曾知否，就在前两个月的日子里，这里
正遭受着旱魔的煎熬哩，那片片禾蔸朝天的稻田正等着耕翻
栽插晚稻；那一根根黄枯打蔫的甘蔗渴望着甘霖；那一棵棵
张着叶嘴喘气的柑桔盼望着水的滋润……可是没有水，一个
多月粒雨未落地呐，地里旱得裂开了口子，山上干的焦烟直
冒，怎么耕种呢？怎么浇灌呢？人人都担心哪……在这关键
的时刻，是党啊，是党组织，是人民政府及时凝聚了民心，
制定了抗旱措施，布置了抗旱战斗。于是，县里的水利部门



送来了电力抽水泵、供电部门及时架设好了抽水电线、国土
管理部门也伸出了援助之手，乡村干部带领村民们日夜奋战
在抗旱保苗第一线……终于降伏了旱魔，赢得了丰收的保证。

啊，“秋风萧瑟”，这可是古人对秋天的悲凉凄怆的寄托，
这是当时人们冷落惨伤之生活的写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今天，秋天再不是那等败兴！看，“春华秋实”“金
秋十月”“秋高气爽”，这一句句赞美的词句，真正地给了
人们以蓬勃向上的力量。赞美秋天吧，秋是收获的季节，让
我们在一阵阵的稻花芳香里和桔香蔗甜的沉醉中尽情地新生
活的甜美吧！

啊，秋在祖国的怀抱里诞生，秋在山乡村民辛勤的汗水里收
获……

立冬的散文篇五

这两天已经到了二十四个节气中的大雪了，气温骤然下降 零
下八度，零下十二度……今天竟然下降到零下十四度。

早晨，我起了床感觉凉丝丝的，妈妈正在厨房做饭，厨房的
瓷砖上有很多水珠。我吃了饭，马上穿上厚厚的棉袄，戴上
帽子、口罩、手套 真是全副武装啊。

出 门后，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飞扑来，不禁让我打了一个
寒颤。从嘴里哈出的气飘到了眼睫毛上，形成了水珠，一眨
眼水就到了眼里。大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显得冷冷清清。
前几日小鸟还在树上“叽叽喳喳”出来觅食， 今天也许是怕
冷似的躲得无影无踪。更不别说那些冬眠的动物了早已在洞
里睡大觉。只有凛冽的西北风肆无忌惮地“呼呼”刮着，把
那些塑料袋吹得满天飞舞。有的 甚至挂在电线杆上。

终于来到了学校 ，同学们的小脸通红，小手发紫，赶紧凑到
暖气边，老师进来想关心地说：“这几天气温下降，同学们



一定要多穿衣服，还得多锻炼身体，健康快乐地度过冬
天。”天无情，人有情啊！

冬天真是太冷了！

立冬的散文篇六

在我心中，山乡的秋才是真正的秋。我爱那山乡秋色的明媚、
秋气的清爽、秋花的烂漫和秋林的绚丽，更爱那由收获带来
得沉甸甸的喜悦感受，在秋风摇曳着一个个成熟季节
时，“万木已清霜，山乡村事忙”，山乡的人们开始了这个
季节里的忙累并快乐着陶醉其间！

山里的秋，是比城里早到的。城里人感受秋天，是从街道旁
渐黄着的树叶上，是在清晨和傍晚添加着衣物时，可当那炎
炎的夏风还未来得及全身而退时，山村即开始涌动着秋的气
息了。你看，家里主事者的身影，早早地就转悠在自家的地
里田间。到晚上，那烟袋锅发出的嘶嘶声中，手指一掐，自
是胸有成竹地盘算开，怎把那陆续成熟着的地里庄稼，树上
果实，一一错时地倒腾回家。毋需多日，整个山村也接着喧
哗了起来，人们起早贪黑着忙碌着，那清晨啼啭着美妙歌喉
的鸟儿和忠诚效主看家的犬儿，也随着人们作息的改变，错
开了平时的司职时辰；那袅袅萦绕着山梁的村烟，更是一改
舒缓轻盈的`舞步，被扰的乱了章法。好一派紧张地秋收气氛，
好一派忙碌的山村收秋景象！

最先收进家的，当然是那屋后坡上，种得最早且不惧贫瘠的
灿灿谷子了。那谷穗，贪婪地吮吸了春风送来的甘露，又经
受了绵绵夏雨的洗礼，直到丰满得直不起腰来，还随着初秋
的霜风，频频向人们点头示意，似乎在炫耀着饱满的孕育，
又似乎在述说着过往的奋斗，或者在表达对主人辛勤耕作的
感恩之情。

随后，人们就盼着一场及时秋雨，来叫醒那与栗树相伴睡眠



着的落花生。明明学名叫作花生，却为什么叫了落花生呢，
却原来是从一句：“落花生，落花生，落了花，果就生”的
农谚里衍来的。据说，栗树下间种落花生可是一对最佳组合。
在那嫁接不久的幼树急需养分滋润时，如果空闲着长了荒草，
是要与其争夺营养的。种下落花生，可就不一样了，落花生
根上长根瘤菌，根瘤菌可是栗树最喜欢的美味――氮肥大餐
啊！出花生应该是个收秋中的累活计，大多数人家都是请人
帮工的。乡里乡亲的，今天你去我家，明天我到你家，几个
壮劳力在雨后湿润的地里忙上一天，基本上就完成了收花生
的第一道工序。接下来，就是容在家慢慢作功夫的摘花生了。
这活儿基本上都由老人和妇女们承包了。在那家长里短的闲
唠中，在那嘻哈诙谐的玩笑间，摘花生的过程很是让人享受，
这或许是那收秋中最轻松的活呢！不过，看似简单的摘花生，
却也有着技术含量：不会摘得，眉毛胡子一把把地乱揪，再
看看篮子里，花生系把儿、败叶、土坷垃掺杂其间，太狼沆
了，后面还须费工夫仔细地进行挑捡；会摘的，一只手把一
撮秧子拿起，如有泥土，就在地上摔哒几下，再轻松地抖几
下，那藏匿在秧根里的花生果，就听话的一顺儿头朝下垂下，
另只手攥住花生果用寸劲一y，一棵秧子就被摘得干干净净。
这看似简单的庄稼活，里面的窍门还真不少，不然在生产队
挣工分时怎么留下这句话“庄家活里看把式，十分七分有分
析！”。

紧接着，那白露进家的核桃，那半树红半树青的苹果，那亦
酸亦甜的梨子，还有那长在半腰的玉米，顶在头上的高粱，
需要棒棒敲的芝麻，和那边边角角撒种的杂豆，都排着队挤
进了家门。

可这些排着队进家的大秋作物，却不是山乡秋收的重头戏，
山民们最看重的秋收，当属收栗子这个活儿了！迁西是远近
闻名的板栗之乡，那由甘甜濡水灌溉，燕山沃土培育的栗果，
由于营养价值极高，口味甘美，倍受中外食客的喜爱。不信，
看看你身边随处可见的，吆喝着卖糖炒板栗的大小商家，哪
个不是挂着“正宗迁西板栗”的招牌？迁西人为之骄傲着呢！



近年来，县里把板栗生产当做强县富农的头等大事来抓，政
策频出，资金侧重，技术扶持，牵线搭桥，广开销路，山民
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板栗收入，已成了山乡许多家庭
的重要经济来源！可那栗子的秋，却不似别的作物那么好收。
栗篷开口笑，栗果往下跳。那毛茸茸的栗子，只在瓜熟蒂落
时收捡，才是最好也是最成熟的，可光靠人工来收捡，谈何
容易啊!栗树栽培时间不一，品种不一，栗篷的开口笑，也就
只能是由着其性子陆陆续续地笑了。为了尽可能集中时间完
成这最看重的收秋，收栗子就需采用捡、摇、打，间而有之
的方法。这一时段，栗树的主人，精心地一遍遍查看着，捡
拾着，寻找着最佳打篷时机，，既怕让那拾秋的拣去成栗，
哪怕只一捧，也会造成近两个数的损失；又怕打早了未成熟
的栗篷，降低品质而影响销售。哎，真是个急也急不得，放
又放不下的牵挂！

听说汉儿庄乡的杨家峪村，就有着与其他村不一样的管理办
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村里立下规定，全村统一在某
天早晨，才允许去捡那百年栗林成熟落地的栗果，平时是一
概不得自行拾捡和打摘的呢，自然也就保证了该村栗果的品
质和质量，并由此而成了外商指定的誉名商标――“紫玉”
板栗生产的重要基地。

“九日重阳数，三秋万实成。”秋色渐浓，栗叶又红，又到
重阳登高时，忙忙碌碌的秋收进入了尾声。此时的农家小院
里，那红的、绿的、黄的、黑的，俨然一副五彩缤纷的立体
油彩画；那山墙上挂着的，屋檐下堆着的，那满院子筐子里
盛着的，除了喜悦，还是喜悦！辛辛苦苦的山乡人终于有了
喘口气的功夫，倒下尽情地酣睡一场吧，粮满仓，金入行，
山乡的晚秋酿着融融的醉意，伴随劳作了一个秋季的主人，
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梦里的你，是否在实现着又一个发家致
富的理想！



立冬的散文篇七

在我的心里有着深深的立冬情结，总是挥之不去。立冬也叫
交冬。所谓交，就是前后交接之意。立冬是秋冬季节之交，
交与饺谐音，所以，北方就有立冬吃饺子的习俗。在民间，
人们习惯认为“立冬”为冬季的开始。元代吴澄道：“立，
建始也”，又说：“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不仅仅
代表着冬天的来临，而且具有万物收藏、规避寒冷的意思。
立冬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要数这一天采摘油茶果的忙碌
情景了。

立冬俨然是个繁忙的日子，也是个热闹的日子。在浦城的东
乡，这是开放采摘油茶果的日子。据说，到了立冬这一天，
油茶籽的出油率才是最高的，这之前，就算相差一天，出油
率也会相差很多。所以，立冬之前禁止采摘油茶果。头一天，
油茶乡的人们早早准备好采摘油茶果的各种工具，备办好招
待亲人或者帮忙者的菜肴、食物，晚上早早就上床养精蓄锐，
以便翌日能够早起，到山上采摘丰收果。这个夜晚的灯光也
早早就合眼休息了。偶尔，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几声狗吠，
或者老鼠悉悉索索的声音。渐渐地，山村沉入了梦乡。

记得小的时候，这一日天蒙蒙亮，我们兄弟就被父母叫醒，
睁开惺忪的睡眼，胡乱地洗漱一番，便爬到父亲的手拉车上
面，懵懵懂懂地被带往油茶山。雾色中，一队队奔走的人像
搬家的蚂蚁似的，带着各种装备，从不同的'大小道上汇集来，
车声、脚步声、呼唤声、问候声，交织成一首进军油茶山的
交响曲，在乡间飘荡着。到了各自的山上，人们便背着竹篓，
拿着竹、木钩，四面散开，隐入雾海深处。你走到近处，也
只能看到人影绰约，听到人声喧哗，依稀看到树影摇动。这
时节露浓雾重，只一会儿功夫，人们的衣服便被打湿。这样
的情况要到上午10点左右才会有所改变。因为那时太阳出来，
云开雾散了。期间，不时会有大人或小孩稀里哗啦地摔倒。
不过，小孩哭了，大人也没什么时间照应，简单安慰一下，
又要顾着去采摘了。有的孩子，摔了几回，也不哭了，说不



定还会觉得好玩，边摔边笑起来呢。

山里的孩子总能找到自己的乐趣，要么就去找茶梨泡吃，要
么就采来一种细柴杆，轻轻一折，小心抽出里面的细芯，就
成了一根天然吸管，然后，就对着油茶花朵，小心地伸进吸
管，那里面可是装满了甜甜的花蜜哦，撮起嘴美美地吸啊吸，
顿时，一股蜜汁经过喉管，源源不断地沁入心脾。吸了这朵
再吸那朵，漫山遍野有多少花蜜啊，尽够你过足嘴瘾的啦。
大人们一边手忙脚乱地采摘油茶果，一边天南海北地胡侃漫
谈，时间倒也过得快。眼见山上，一个一个编织袋都鼓着肚
子，歪着、躺着、立着散在各处，一个个大竹筐也满了，等
待着主人把它们归位、收集。一个上午，人们也不知道爬了
多少棵树，迈了多少步，尽管筋疲力尽，还是要把笨重的担
子挑下山，把鼓鼓的袋子驮到路上，然后，装车运回。有的
人家油茶树比较多的，一个上午采不完，还把饭食带到山上
来吃。或者，几个人轮换着回家吃饭。

记得有好几年，那时还是大集体的时候，我们都是把糯米饭
等带到山上吃的。忘了带筷子，便砍来油茶细枝，随便削一
下外皮，就拿来扒拉饭食啦。那样的糯米饭的味道，那时的
阳光，那时的情景，那番经历，是那样的美好，那般的美妙，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采摘的辛苦一般要持续到傍晚5、6点
钟左右，如果这时还没完成，人们也只能打道回府了。剩下
的只有等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再来完成了。有的农户甚至
要忙到一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立冬时节，天色暗得早，不赶
紧下山，摸黑就不好走了。因为，你不是空手而归，大包小
包，肩背车装，看不清路是很麻烦的。这样的日子，最怕下
雨了，哪怕是毛毛雨都是极其不利的。雨水积在树叶上，不
管你是站在高枝还是立在低处，轻轻一动，悉悉索索的雨水
轻易就从脖颈流到腹背、四肢，那样的感觉不好受，人也极
易受寒感冒。

立冬这一天，主妇们在山上忙了一天，回家还得忙着做饭摆
酒招待帮忙的客人。



在这个丰收的日子，远方的游子惦记着它，四方亲朋也欢聚
着它。这一天，因为采摘油茶果，远方打工谋生的亲人都会
打来电话询问忙活的情况。有的人不能回家，就会寄些钱回
家，让家里人张罗着请来亲戚朋友帮忙。每家都聚集了很多
人参加采摘油茶果的会战。其乐融融的情景，让游子们好生
怀念。立冬需要感谢、招待帮忙采摘劳作的客人，也要犒赏
家人亲朋。北方人是吃饺子。闽北的浦城首选的就是打麻糍
啦。

每年立冬，浦城一些村庄，村民们在这一天除了进食番鸭、
土鸡等，弄些温补的食物来补冬，其中的重头戏便是打制麻
糍。有的人家帮忙的人多，有充裕的时间的话，就在中午打
麻糍；有的人家，人手不够，或者事情较忙，中午腾不出时
间，就选在傍晚进行。首先，农家将10斤左右的糯米浸泡洗
净倒入木饭甑，将饭甑放入加了水的大铁锅上，用中火蒸
煮40分钟左右。趁热将熟了的糯米饭倒入大石臼中，在糯米
饭表面撒上少量的水，然后用一根木锤用力捣。捣一会儿，
另一人就上前将整团的糯米饭翻一个身，让执木锤的人接着
捣，有时还要将木锤子一端放入凉水中蘸蘸水，然后继续用
力捣。打麻糍是男人的体力活，除了需要一个配合蘸水抹臼
的人，一般中途还需要换人接过木锤继续鼓捣。那木锤有四
五斤重，直径碗口那么粗，捣一会儿手臂就会有酸胀感，时
间长了不换人操作怕是难以为继。经过一番鼓捣，随着嘭嚓
嘭嚓的敲打声不断传出，原本粒粒分明的糯米逐渐结成黏黏
的一团儿。此时，时间已过去半个多小时了。打好的麻糍色
如白玉，柔软细腻，掰下一小块放入口中，口感很q的。把这
些打好的麻糍搓成长条，一粒一粒如小芋子般大小扯下来，
放入盛有炒熟捣碎的芝麻拌白糖的盘子里，四周均匀地沾上
一层，夹入口中，嚼上几口，慢慢吞下，那种滋味确实妙不
可言。据说，立冬这天吃麻糍，特别补。吃下麻糍的当晚就
能见效，有的人夜尿频多的，那晚就可以整夜不要起来上厕
所，一觉睡到大天亮。立冬吃了麻糍，腰不酸，肾不亏，一
个冬天都活得特别有精神，干农活也是特别有劲。



掌灯时分，每家飘出各种佳肴的香气，空气中氤氲着爽朗的
笑声，甘醇的酒香，热情的招呼声，人们想到山上、田里的
作物都采收回家了，总会长舒一口气，一天的疲劳似乎也被
抛到九霄去了。在这个丰收的日子，看着场院里堆积如山的
收获的果实、粮食，就好像打了胜仗的战士，看着自己的战
利品，能不乐吗？这个特别的日子总是那么让人沉醉，让人
难以忘怀。

立冬的散文篇八

冬天静悄悄地来了。这几天，天空阴沉沉的，雾气笼罩着小
镇，模模糊糊，朦朦胧胧，一切都泡在牛奶里一样。往日透
明得如同玻璃般的天空消失了，冬爷爷仿佛着拿着灰色铅笔，
轻轻地在洁白的云朵上涂了一层又一层，阴云密布。路两侧
的树，还不停在落着叶子，可它们不是原来那鲜艳的绿色，
而是枯黄，有着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落叶再也不是像蝴蝶那
样纷飞而下了，一阵刺骨的寒风吹过。枯叶“一窝蜂”地从
枝干上棹落下来。

立冬了，雨水增多了。依旧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房子的
屋顶上，发出的响声像是电影里的古典钢琴曲。雨水不断冲
刷着城市每寸土地的表面，好像把沥青路面上的灰尘洗刷掉
了，一个个凸起的小石块，犹如黑珍珠一般散发着光芒。

校园里的桂花香逐渐淡了，那金黄色的小花也逐渐褪色，黯
淡下去。它就这样无声地来，无声地去。

路上的行人有的穿上了风衣，有的围上了围巾，有的还戴了
口罩，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不让寒风“侵蚀”自己的身
体。公园里锻练的人也少了，往日，早上六点就有老人在公
园里散步、运动，而现在，公园里几乎是空无一人，只有清
洁工人还在坚守岗位，认真地打扫着每一个角落。

冬风就这样无情地吞噬了秋天丰收的色彩和清澈的天空。冬



天，就是灰蒙蒙的一片，无比漫长。

立冬了，到处都能看出冬天的气息、冬天的脚步、冬天的身
影。冬天就这样默默到来，悄无声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