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草之殇 □□ 刘 萍

天涯诗海

□□ 蔡旭同孙子去苏公祠

秋

风

孙子刚回到海口，就要去苏

公祠。

这个在外地出生的三年级小

学生，想去看苏东坡，让我很高兴。

在海口就能让他见到苏东坡，

更让我高兴。

苏先生被流放到海南岛，是

900多年前的事了。去儋州前路过

海口，住了几日。

东坡的诗很好，他在课本上就

知道了。

东坡的字很好，我指给他看，

他才知道。

东坡的人很好，到了苏公祠就

更知道了。

为了解决百姓的饮水问题，他

带人在这里掘了一口井。泉水像

浮粟一般涌出，900多年了依然清

澈甘甜。

海口人叫它浮粟泉，又叫东坡

井，称为海南第一泉。

孙子问，明朝时建起的苏公

祠，400多年了，为什么还这么好？

我说道，事实上历代已经重修

过许多次了。一个走到哪里，都为

百姓做好事的人，人们永远都会崇

敬他的。

拍照就要同苏东坡合影。

他说。

是呀，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我对他，也对自己，这

样说。

■ 五公祠问答
我同孙子去了苏公祠，又到了

五公祠。这个三年级小学生，本来

只认识苏公。

五公是谁？他问。我指着五

座雕像，一一作答。

这是唐朝的李德裕，宋朝的李

纲、赵鼎、李光、胡铨。他们都是贤

相名臣，却被朝廷错误地贬职，流

放到海南来了。

他们为海南做了许多好事，纪

念他们的这座五公祠，就叫海南第

一楼。

不是只有两层楼吗？他有点

疑惑。

这不是指建筑物的高度。在

海南人民心中，它比所有高楼大厦

有更高的地位。

也许他想起了什么，突然问我：

你不也是从内地到海南来的吗？

是的。我是 35年前到海南来

的。我说。

不同的是，他们是被迫流放而

来的。我是自愿前来参加海南大

特区的建设的。

还有，他们为海南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而我很惭愧，没有多少成绩。

那你尽力了吗？他对我降低

了标准。我点了点头。

那我就不会怪你了。——他

似乎给我作出了鉴定。

□□ 刘 力当人生遇见跑步

出生时，母亲没有奶水，嗷嗷待

哺的我差点夭折。幼时体质较弱，

看着小伙伴撒欢奔跑，心生羡慕。

母亲鼓励我出去玩，于是疯着与伙

伴们跑遍了乡间小山，每天一身泥

水回家，她总是乐呵呵的。

父亲挪出床板，教我练乒乓

球，母亲便在晨曦中、黄昏里带着

我走路跑步，即便下雨也很少间

断。渐渐地，我爱上了跑步，一跑便

是数十年。

学业繁忙，母亲总叮嘱，“身体

不好，学习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他

们不断地为我调整学习与跑步的

时间。

初中校运会，我斗胆报了三千

米，虽然没得到名次，却在众人的目

光中跑完了全程，身为老师的母亲

把挥汗如雨的我搂在了怀中。

印象最深的是大学时期的一次

校运会。系里恐影响总成绩，不让报

名长跑项目，我却固执地争取。没想

到上场有了活力，竟得了万米第六，

能量超越了自己的想象。系领导说，

这小伙子耐力强，底子不错。

参加工作后，我已经丢掉了体

质差的帽子，十几年风雨中的走与

跑让我健康地、充满精力地坚守工

作岗位。大学任教时，我喜欢加入

学生们跑步的队伍，也常在篮球场

上驰骋，在无数个挥洒汗水之后，换

来的是朝气蓬勃。

有了爱好，形成习惯便很难改

变，几十年中，我坚持跑步或走路上

班，这份坚持给了我体质和毅力。

这期间，我创造了跑步登上九华山，

半跑游历华山、泰山的个人记录。

有次单位集体登三清山，当时上山

还没有索道，登顶后听说有人山腰

滞留，我立即返回，又搀又背地把同

伴护送上了山顶，那一刻的自豪无

与伦比。山高人为峰。峰顶上，感

觉生命充满了挑战和无限的可能。

热爱步行，始于父母，源于自

律，贵在坚持。在逝去的时光中，我

深深体会了“生命在于运动”的哲

理，道路在脚下，世界在眼前。

咀嚼哲理，又给自己下了任务：

报名半程马拉松。面对众人劝阻，

我笑着幽默地说：试试，跑不动就得

件衣服当逃兵。于是，抱着这个心

态上场，自我鼓励，一路坚持下来，

拿到了六个完赛纪念牌。捏着牌

子，感觉很重很重，那二十公里路程

中的每一段都回味无穷。

从那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

民体质”的广播语，到跑完“三千米、

一万米，跑完半程马拉松”的小目

标；从一个体弱儿童，不断地走啊跑

啊，终于健康地走进了花甲。虽再

无跑步上山之勇，但还有佐以回忆

之资。脚步不是丈量走过的路，而

是寻找更美的人生。

离开办公室告别工作的日子近

了，我依旧走着，每天万步，迎着朝

阳，披着晚霞，是锻炼，更是执着与

时间和解，在执着中重新认识自己。

沉下心迈开腿，行动才不会被

动。热爱徒步的人，不以山海为远，

只以健步为合，以自然之道，养自然

之身，奔赴健康人生的驿站。

■■ 李自国

灵魂五指山

深吸一口氧，惹一身五指山

仙气，下凡人间

热带雨林的尘埃深处

竟发出蝉鸣般喟叹

为峡谷漂流，阿陀岭让我

信步云端，五指连着丹心

飞鸟巡视花房，天涯已是

五指葱茏

我乃一棵苍树，晨风问柳

问出狭路上的雨季英雄

沿牙胡梯田，我以云蒸霞蔚

之手，挥动出五指山的

翠绿，去润笔，填沧海

诗歌的远方就有了

铮铮傲骨

八月的通什峒

坐着旧石器时代

一群古生物

蛙鸣声中有露珠的光明

诞生

味美甘甜的原乡，优哉

游哉，眼睛的双翼

已云开日出

五指葱茏

秋风，是一支神

奇的画笔，只是随意

的一次次涂抹，天地

之间，就变了颜色。

五谷杂粮成熟丰

收，大地，献出最初的

空旷与辽远，秋风，更

加的肆无忌惮，那些

枯草，也开始在这秋

风的肆虐下，瑟瑟发

抖。

大地，露出自己

珍藏了两个季节的秘

密。

枯叶坠地，那将

会是生命的又一个轮

回。

跟随着秋风一起

归来的，还有那一颗

颗游子的心。

携一把利刃，在

天上人间疯狂乱舞，

于是庄稼躲进粮仓，

树叶一败涂地。

一场风，从诗词

的 古 典 意 象 中 吹 出

来 ，透 露 着 几 分 悲

凉。铺天盖地的一场

秋风啊，金黄与苍凉，

平分秋色，你在晨曦

中涂抹大地，在黄昏

中洗礼晚霞。

秋天的画卷徐徐

展开，庄严肃穆的背

景，映入天地眼帘。在

乡下虫鸣合唱，寒意

渐浓，一缕灵魂的秋

风却能不思惆怅，不染

秋凉，其心独醉，这种

境界，让多少世俗的

心，望尘莫及。而在

今天，独来独往的秋

风，于天地之中，扫却

着的一望无际的阴霾

与尘埃，使天空呈现

大海一般纯净的蓝，

一阵秋风，成为一种

难得的空气净化剂。

极目远眺，望天

地 之 间 一 帘 秋 色 浸

染，醉美了大好人间。

秋无言，我心却

醉了……

□
姜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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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

（外一首）

清晨起床，惊讶地发现亲手种植

的兰草“命殒”窗台，令我黯然神伤。

然盆内土壤半湿，并无异常，吾唯恐

兰草之躯趋萎，日常精心养护，岂料

越宠越坏，直至今日其莫名其妙地夭

折，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人历来把兰看作是高洁典

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合称“四君

子”，文人常以“兰章”喻诗文之美，以

“兰交”喻友谊之真。也有借兰来表

达纯洁的爱情，“气如兰兮长不改，心

若兰兮终不移”“寻得幽兰报知己，一

枝聊赠梦潇湘”，可见大家对兰的钟

爱。

兰花禀天地之纯精，幽香清远，

素洁脱俗，“不与桃李争艳，不因霜雪

变色”，清香宜人，优雅超脱，不媚世

俗。其叶修长劲健，油润光泽，那飘

逸翠叶所衬托的清雅兰花，悬诸石壁

而悠然自得，陈于庭堂而不炫不亢，

给人带来无限遐想；花形千姿百态，

娟秀淡雅；香味甘厚纯正，清雅温馨，

平添“坐久不知香在室，推窗时有蝶

飞来”的情趣。兰花之美，美得仪表

高雅；兰花之香，香得幽远飘逸；兰花

之纯，纯得皎洁无暇。但更美更香更

纯的，却是那古今人们所赞誉的君子

风韵。

年前，朋友好心相送兰草苗七八

棵，遂顺手种在院外旧木桶之中，风

来雨去，傲雪迎霜，竟像山村放养的

牛，皮实又放荡不羁。莫想随便丟

放，竟长势惊人，叶子如依柳而立的

温柔女子，不浓艳，不妖娆，眉目清

澈，端庄淑雅，文静高洁，透着碧玉的

质地，盈润饱满，一副与世无争的君

子风范，让人心生怜爱，真可谓：“芝

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兰草的叶子四季鲜绿，线条流

畅，姿态优美，即使不开花，也像是一

件活的艺术品。“泣露光偏乱，含风影

自斜。俗人那解此，看叶胜看花”的

盛景。

于一个多月前，吾心血来潮，取

出四株兰草，遂养于室内。二株移

在花盘，二株种在花瓶，分置于餐厅

之酒柜与茶桌上。添置兰草，四壁

生机盎然，顿感雅致，回首而视，兰

草伫立，珊珊可爱，养眼明目，让人

心旷神怡。

古人云：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

多。兰草的香气，清而不浊，一盆在

室，即是芳香四溢。室内的四株兰草

初始生长，姿态婉约，意气风发，我不

禁窃喜。“手培兰蕊两三栽，日暖风和

次第开。坐久不知香在室，推窗时有

蝶飞来。”对兰花的幽香和魅力想像

得淋漓尽致，吾也在默默地期待一朝

花开。然几天后，花瓶中两株兰草竟

发黄萎靡，病恹恹的样子，继而干枯

腐烂。吾十分迷茫焦虑，心痛不已，

连忙把剩余两株搬放在房外窗台，吹

吹风，怕它气闷烂心而绝。

忧兰草玉殒，独人于此苟活，何

也？厅内干净，亦没窗塞门闭之处，

亦没因气浊而厌，为何会气闷萎靡而

绝之，烂心而论之？莫非是花盘内土

壤板结，营养不良或关照不周？吾心

有愧兮，吾心亦悲兮。

近两年，盆栽花草之多，绿萝乃

硕果仍存，水养者攀援而上，势不可

挡。吾盆栽兰草，倾心呵护，浇水尤

勤，爱之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伊已

吐芽如米，过些日又渐萎靡变黄，望

之心焦。吾祈愿伊复苏，常对之私语

叮咛，求它别让呵护之人有“花自飘

零水自流”的怅然与落寞。然，朝不

保夕，兰草根断叶黄，逝于尘土。

痛哉！余对空盘凭吊，吾“柔情

千绕百缠，低眉数声呼唤……”何尝

不是因念及尔身，泪染素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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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

蟹辜负腹。”秋风起，蟹脚痒，又

到了一年品味螃蟹的大好时节，

肥美的大闸蟹也将占据餐桌上

的“C位”。

我的家乡是一个河流纵横

交错，水系发达的地区，从小吃

着螃蟹长大的，对螃蟹比较了

解。螃蟹分为海水蟹和淡水蟹

（又称大闸蟹），而淡水蟹因其生

长环境不同又分为多种。近代

京城名医施今墨，将天下之蟹分

为六等，湖蟹为一等；江蟹为二

等；河蟹为三等；溪蟹四等；沟蟹

五等；而最末等的便是海蟹了。

童年时我们经常吃的就是

淡水蟹，那时候螃蟹并不稀奇。

到了螃蟹上市时，父亲用网袋做

了几只蟹笼子，放入小鱼、螺蛳

肉等饵料，晚上往沟河里一扔，

第二天早晨直接提起，将正在里

面“用餐”的螃蟹收入蟹篓中，足

以给我们解馋了。在那时人们

以吃饱饭为满足，认为螃蟹“既

不能当饭，又不能当菜”，所以螃

蟹的价格也很低，即使在市场买

也花不了几个钱。现在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日益提高，虽然螃蟹

价格高了，但人们也都实现了吃

螃蟹自由。

螃蟹是一种颇具个性的动

物，外壳坚硬，腿多，但其最显著

的特点是任性横行。唐代唐彦

谦的《蟹》诗云：“物之可爱尤可

憎，尝闻取刺于青绳。无肠公子

固称美，弗使当道禁横行。”就形

象地写出了螃蟹的“横行”习

性。螃蟹形状可怕，所以鲁迅先

生曾称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

去吃它呢？”

中国人吃蟹的历史悠久，早

在两千多年前，螃蟹已作为食物

出现在我们祖先的筵席上了。

据《汲冢周书》云：周成王时，海

阳献蟹入贡，说明那时已将蟹列

为御膳了。《周礼》中载有“青州

之蟹胥”，据说就是剁碎后腌制

的蟹酱。说明在先秦时期，人们

已经知道吃蟹了。贾思勰的《齐

民要术》倾情介绍了特别的螃蟹

做法——“藏蟹法”，精细地记载

了制作方法，可见民间对于螃蟹

的吃法已颇有研究了。

到了魏晋时期，有人将吃

蟹、饮酒、赏菊、赋诗视为金秋四

大风流雅事。既是酒痴又是蟹

痴的毕卓曾赋诗：“右手持酒杯，

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

了一生。”螃蟹配酒一举成为了

永恒的经典。南宋词人辛弃疾

曰，“断吾生，左持蟹，右持杯。

买山自种云树，山下斸烟莱”。

明代唐伯虎也在《江南四季歌》

当中写道“左持蟹螯右持酒，不

觉今朝又重九。一年好景最斯

时，菊绿橙黄洞庭有。”“右手持

酒，左手持螯”也成了秋日食事

中最为雅致的一抹小景。

唐宋以后，名人更钟情蟹文

化，吟咏螃蟹的诗篇甚多。诗仙

李白一首《月下独酌》写的就是

螃蟹：“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

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

螃蟹配酒，风月无边，快乐无

边。宋代黄庭坚留下了“风味极

可人，此物真绝伦”“不比二螯风

味好，那堪对酒把江山”的诗句，

高度点赞螃蟹的馥郁美味。诗

人陆游更是写下了“蟹肥暂擘馋

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螃蟹配

酒居然治好了他的老花眼，简直

是功效神奇。

《红楼梦》第三十八回专写

螃蟹宴的，众人吃螃蟹赏桂花之

际，宝玉首先吟诗《咏蟹》，黛玉

随即也写了一首。最后宝钗也

写了一首，被众人誉为食螃蟹的

绝唱，“桂霭桐阴坐举殇，长安涎

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

里春秋空黑黄；酒未敌腥还用

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

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这首

诗巧妙地通过吟咏螃蟹，讽刺了

一些靠不正当手段得势的丑恶

嘴脸、无德无品的贵族地主。

吃蟹是有讲究的，要应季而

食。俗语说，“九月团脐十月尖”

“春吃尖脐秋吃圆”。雌蟹腹甲

形圆，称“团脐”。雄蟹腹甲形

尖，称“尖脐”。有“蟹仙”之誉的

清初著名文人李渔自称“以蟹为

命”，每年蟹未上市时便储钱以

待，称其钱为“买命钱”，称九、十

月为“蟹秋”。在他看来，蟹的

“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

金”，已经达到了色香味三者的

极致，因此也喜欢将蟹清蒸，反

对再“和以他味”。他在《闲情偶

寄》里介绍了螃蟹的吃法：“凡食

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熟之，

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

而食。”意思是蟹要整只蒸熟，再

存在冰盘里，由食客自己动手剥

食。他还备下“蟹瓮”和“蟹酿”，

来腌制“蟹糟”即醉螃蟹，冬天可

以大快朵颐。对李渔来说，蟹是

“终生一日皆不能忘之”之物。

如今蟹的食用方法颇多，可

整只蒸、煮剥食；可将螃蟹对切，

切口那一面裹上面糊放进油锅

煎炸后，红烧制成面拖蟹；也可

将蟹切块后与新鲜的蔬菜或豆

腐做成汤，简直是鲜掉眉毛了；

还可剔骨取肉，然后采用炒、炸、

煎、爆等方式烹制。它既可作主

料，又可作配料，还可作调味料，

皆为食客们所津津乐道。

“一腹金相玉质，两螯明月

秋江。”秋光简净，山河温柔，一

个又一个鲜活的日子扑面而

来。若择一农家小院，月光泼洒

桂花飘香，亲友围聚喝酒吃蟹，

尽情享受那丰收盛宴后的至味

与清欢，更为我们每一个人感恩

和热爱。

明 代 唐 伯 虎 在

《江南四季歌》当中

写道：“左持蟹螯右

持酒，不觉今朝又重

九。一年好景最斯

时 ，菊 绿 橙 黄 洞 庭

有。”“右手持酒，左

手持螯”成了秋日食

事中最为雅致的一

抹小景。

■
孙
浩
群

画

心灵细语

闲庭信步

空空眼眶，因雨林

而不再干枯

青木瓜沉默地活着

蝴蝶牧场的昆虫

用游人之诛心繁殖后代

蕨类植物，已从瓦蓝天空

下生长

同类尸骨

从芒果洞开的门扉

敞开漫山植物游车的嘶吼

鸟用回家的羽毛，结束了

迁徙的天空

历史藤蔓的生活，都在用

椰风的

宣言，在雨林采采复采采

都让灵魂的五指山

角逐又放逐

芭蕉叶的才气，抬升了

尘世低处

民族博物馆的气质与

秉性，伫立着烤问大地的

一座寓言丰碑

在海南岛闪耀的腹中

肝胆相照

生满褶皱的植被

和岩石，隐身一生贫病的

苦痛

乌云下跪着天地良言

依旧是万物宿命的纠缠

群峰俱寂，百川归沧海

星辰，已爬满暮色苍穹

■■ 黄金铎

七律·秋兴

声声聒耳草虫啾，桂子清

香情味稠。

爽气轻欢言夜冷，银河明

映叹天幽。

家人小酌观星灿，酒盏微

醺入韵柔。

凄切寒蝉知绝响，月辉伴

我上琼楼。

阳光岛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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