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涯诗海

■■ 蓝 春

莲乡偶遇

莲在自己领地

声名比家乡还要大

塘前，莲朵之上梦谣

让所有人走向完美

月和夜

是莲蓬勃的隐秘花园

露珠沿着瓣瓣花语

吻遍每一寸肌肤

眼帘合上了，探究被挡在

水面

沁凉的丝滑的缠绵

平静的热烈的心旌

在悄无声息中

摇曳多姿多彩 多情

藕，一簇簇，遇上今生

始终是杆杆的知音

塘前，一幕幕，奢华大席

赶山的汉子日夜兼程

偶遇不可求，东边日出西

边雨

偶遇不可负，道是无情却

有情

（外一首）

如果散文是一棵树

那么馥香

就是树上一片圆润的叶子

绿得透亮 活得透明

如果散文是一泊湖水

那么馥香

就是湖边微微荡漾的涟漪

轻得优雅 重得率真

如果散文是一弯彩虹

那么馥香

就是三原色中交融的眸星

静也热烈 动也从容

如果散文是一地繁花

那么馥香

就是款款而来的花讯信使

恨得幸福 爱得忧伤

如果散文……

朝着心的方向

投身到你的怀抱

海风拉长我飞翔的情思

椰影曼妙我探奇的脚步

南海之岛，山水神奇

红色娘子军的号角

二十三年不倒的红旗

激荡风云，铺展琼崖新天地

你有大海一样的胸怀，

招揽五湖四海有志之士

有众人托举博鳌规划人类

发展进步的蓝图

有铿锵脚步伴随上天揽月

的宏伟身姿……

明天的明天，不仅天涯是

咫尺

世界的美好也将尽收你眼里

我的心也将如一尾鱼

永远欢跃在你的碧波里

■■ 刘 钢

海南之歌

寂
寥
小
雪
闲
中
过

□□
刘
新
昌

临近年底，又到了“加班季”，昨

晚十点，加完班回家，一个人走在寂

寥的路上，漠漠轻寒，才想起现在是

小雪时节了。

虽已“小雪”，但在长沙城里，是

很难看到雪的。老友吴刘维曾在他

的《绝望游戏》里，把长沙城比作“无

雪城”，虽然夸张，但长沙城一年到

头，的确是难下几场雪的，有时雪即

使落下来，也都是薄施粉黛、略添风

致的小雪而已，很难看到《湖心亭看

雪》那样“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

白”的场景。

单位离家近，出大门左拐，三五

分钟就能走到家，可这个点，孩子们

应该已经睡了，即使有作业需要辅

导，也得等明天起床再说，回家闲着

也是闲着，不如顺着马路溜达。

路过芙蓉南路的一栋居民楼

时，看见楼院前的月季开得正好，姹

紫嫣红，丰腴多姿，驻足观看了几分

钟后，抬头一望，只见阳台上两株三

角梅，正蓬蓬勃勃地斜逸出来，紫红

色的花朵像瀑布一样往下垂挂，与

道路两旁明黄的银杏树叶形成了极

大的反差。

也许对于季节的反应，植物界

的敏感度也是不一致的吧。月季、

三角梅这种虚浮于地表浅层的植

物，总是容易将冬日的煦暖误以为

是阳春丽日，开着与季节不相符的

“谎花”，而银杏这种深植于土壤的

高大树木，早已感受到天地间的阴

阳不交的寒冷了，匆匆抖落树叶，准

备过冬了。

人也一样。经常见广东人来长

沙，短衣短袖地来了，却发现长沙早

已是清寒难御了，哆哆嗦嗦地随便

找一家卖衣服的小店，暖和合身就

行，全然没有在广州商场里慢挑细

选显得气定神闲。东北人呢，穿得

倒是保暖，但还是受不了长沙城的

湿冷，总是习以为常地进屋就想脱

衣服，结果冻得满屋子乱转。

恰巧经过一家烧烤店，烤肉的

香气弥散在空气里，特别洗脑，脚

步凌乱地在烤肉店前转了几圈，最

后还是走了进去，这样的季节，怎

能不进去喝杯酒御寒呢？待肉上

桌、酒满上后，忽然有一种白居易

问刘十九的冲动，于是打开手机，

翻通讯录、找微信好友，满屏幕耷

拉下来，最后还是打住了，不是没

有半夜随叫随到的老友，而是人到

中年，学会了克制与忍耐，也学会

了换位思考，不轻易打搅别人有序

的生活也是一种修养。翻翻朋友

圈就会知道，谁的肩膀上不是挑着

家庭、事业和健康的重担，喝得天

翻地覆，第二天谁去接送孩子和老

人？

独自闷了杯酒出来，被寒冷的

空气呛了一口，咳嗽时竟莫名想起

薛宝钗治咳嗽的“冷香丸”，丸子是

用春天的白牡丹、夏天的白荷花、秋

天的白芙蓉、冬天的白梅花四种花

蕊各十二两，在次年春分日晒干研

好，再用雨水节的雨水，白露节的露

水，霜降日的霜，小雪日的雪各十二

钱，将药和匀，再加蜂蜜、白糖各十

二钱，揉成龙眼大的丸子，盛在瓷坛

里，埋在花根底下，发病时，拿出一

丸用黄柏煎汤服下。如此奇怪的药

丸，敢不敢吃先放到一边，单是这么

复杂而又玄乎的做法，我就想用现

在网络上的流行语“骂”曹老先生一

句，“你这糟老头子坏得很，三百多

年前你就有如此荒诞旖旎的想象

力，还让不让现代人活了？”

骂归骂，想着小雪日就这样寂

寥地过去了，心中难免有点惆怅，真

应验了唐朝徐铉的那两句诗：寂寥

小雪闲中过，斑驳轻霜鬓上加。

鬓上霜，原来是中年人的伤！

生
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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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春

三寸银莲

□□ 李秀芹

孝心“套路”

胡
椒
小
镇

□
蔡

旭

说起大坡，许多

人都不知道。不过

说起白胡椒，全中国

都知道了。

全中国都吃胡

椒。全中国的舌尖

上，都记忆着胡椒芳

香辛辣的味道。

这正是大坡的

味道。

全中国的餐桌

上，10 粒胡椒，就有

4粒是大坡出产的。

记得我第一次

走进海口市琼山区

这座小镇时，就惊喜

于万亩胡椒林一片

连着一片。

那可真是石柱

的森林。在一根根

瘦长的石柱上，攀缘

着一丛丛深绿色的

藤蔓。一望无边的

绿涛翻涌，清凉的风

拂过我温热的向往。

可以见到花，一

串串螺旋状排列的

小花，仿佛闻到香料

的气味。

可以见到果，一

穗穗红褐色的种子，

可让人神清气爽，胃

口大开。

从秋到冬再到

春，在这里都可看到

成熟的力量。

胡椒林边是一

排排胡椒楼。胡椒

的价值不仅舌尖知

道，眼睛也可以知

道。

当然，大坡还有

橡胶、香蕉、荔枝，还

有牧榕文昌鸡、福昌

红肉蜜柚，更有全镇

百分之一百的文明

生态村。

但我只记得白

胡椒就够了。只记

得那些淡黄色的颗

粒，和舌尖上的感觉

就够了。

一个小镇，有一

种让全中国都想起

的味道，就够了。

老城的断桥

想当年，苏东坡

在这里靠岸到海南，

又从这里下船回大

陆。

用诗，吟诵了澄

迈老城这座长桥。

如今，石桥早被

岁月的流水冲塌了

一半。

古码头变样了，

通潮阁不见了。幸

好古桥还在。

幸好没有拆毁，

也没有必要修复。

就这样也好。

桥下的涛声说：

有这半座桥——

东坡回来，就能

找到当时的印迹。

现在的人，也能

听得见，苏公的歌

吟。

（
外

一

章
）

韩老太做美甲了，红色加米白

色的配色，指甲上还加上了金箔，阳

光下金光闪闪的，很漂亮。

我猜指甲肯定是家里孩子给她

做的。还没等我问呢，韩老太便开

口解释，这都是她孙女小乔给她鼓

捣的，前段时间小乔休年假，在家待

了几天，她说她在网上自学美甲，要

拿韩老太练习。

韩老太说练就练吧，反正她一

双老手，弄丑了也不怕。本以为小

乔练完了，会帮她洗掉，谁知道小

乔说，让她好好保护她的“杰作”，

她要看看能维持多久。若颜色能

持久，说明她技术到位了，她可以

把美甲当第二职业，下了班，赚点

零花钱。

小乔嘱咐韩老太，做了美甲的

人，都不做家务活的，做饭洗碗容易

磕碰到指甲。那几天都是小乔给韩

老太做家务。小乔临返程时，给韩

老太留了钱，帮她雇了钟点工，定期

上门打扫卫生、做饭。

韩老太悄悄告诉我，她早把钟

点工辞退了，这段时间家务活都是

她自己干，干活戴手套，慢着点儿

干，原来半小时干完的活儿，她现在

要用一个多小时，一点儿也没磕碰

到指甲。至于小乔给她留下的雇钟

点工的钱，韩老太说，都给小乔留

着，等她结婚时送给她。

前天，我遇到小乔妈了，我夸小乔

给祖母做的美甲好看。小乔妈听完

抿嘴笑，说这是小乔送祖母的礼物。

提起韩老太，小乔妈打开了话

匣子，说如今她和小乔爸还没退休，

工作又忙，和婆婆的住处离得远，不

能天天往家跑，想让婆婆搬来与自

己同住，可婆婆不同意。这次韩老

太过生日，小乔送祖母的礼物就是

帮祖母美甲，还送了祖母一个大红

包，以保护指甲为名，为祖母雇了个

钟点工，让祖母享受一下有人伺候

的滋味。

小乔这孩子真是有心人。我本

想把韩老太没雇钟点工的事儿告诉

小乔妈，转念一想，老人就是图个高

兴，韩老太现在身体健康，生活能自

理，她不愿多花钱，就尊重她的决定

吧。但我决定把小乔的美甲“套路”

告诉韩老太，让她高高兴兴地收下

孙女这份美丽背后的孝心。

□□ 程应峰

云水乡愁

云是飘浮的，水是流动的，云

会化作雨水，水会变成流云，云和

水其实是一种物质的不同形态，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云水就是一种

至情至性的境界。

云由水汽凝结成许多细小的水

滴或冰晶而聚成，江河湖海的水面，

以及土壤和动植物的水分，随时蒸发

到空中变成水汽。进入大气后的水

汽，或成云致雨，或凝露结霜，而后返

回地面，渗入土壤或流入江河湖海。

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由于光的反

射、折射、衍射，云和水变幻莫测，云

在天上，或堆积，或飘散，姿态万千，

色彩纷呈；水在地下，随方即方，随圆

即圆，以深浅，应情景，色泽斑斓。

云和水的变幻、婉转、柔美，以

及无处不在，足以让人联想到离情

别绪，进而演绎一生一世的乡愁。

乡愁浓重时，似黑云，它化作雨水倾

泻下来，有了起伏的模样，汹涌的态

势；乡愁亮丽时，似红云，它让人抱

有热望，抱有遐想，让人千里万里也

望得见青山绿水；乡愁飘忽时，它又

似悠然的白云，牵引着遥远而柔情

万种的思绪，让人沉浸在诗意弥漫

的意蕴里。

云水乡愁落在诗行里，有了雨

水的色泽，有了阳光的味道，有了草

木的清香，有了岁月婉转的姿容。

云水乡愁是一壶搁在心中的酒，历

久弥香，滋味绵厚悠长；云水乡愁又

是一条山重水复的路，走出千里万

里，依然牵肠挂肚。怪不得龙应台

在《故乡和异乡》中不着痕迹地描写

乡愁时，在擦不掉的乡音里，在白洋

淀低伏的潋滟的水光里，不由得就

发出了“异乡和故乡在哪里开始交

叉开始分歧？谁又有选择的权利？”

这样臣服于命运的感慨。

在云水处流连，总有一抹乡愁

升起。四面八方涌来的清新的色泽，

山野的气息，阳光的温婉，流云的浪

漫，透朗的天空和碧色的湖水，总叫

人想起老家的山水田畴，白云蓝天；

炊烟斜阳，芭蕉庭院。这样的时候，

找一块山石，安静地坐下来，抑或找

一片草地，舒坦地躺下来，呼吸着氤

氲青草香的空气，聆听流水淙淙潺

潺，风清月朗，简单适意，该是一份多

么难得的享受啊。这何尝不是卢梭

于《瓦尔登湖》中描写的那样简单而

富足的状态。事实上，所有内在的富

足，总是来自简单易得的生活。

云水乡愁，注定云漫水绕，绕

不开余光中，绕不开席慕容……绕

不开许许多多有乡愁情结的人。

在他们眼里心里，乡愁是一湾海

峡，乡愁是一片草场，乡愁是一棵

不会老去的没有年轮的树，是一道

蛰伏在心头的永远的风景，它更是

一种味道，浓浓淡淡，魂牵梦萦

……而在我眼里，乡愁就是一片云

一汪水，随心而在，随情而至，永远

在我的心头悠游流动。

流光似水，乡愁如云。情感的

根，在儿时的记忆中已然存在，在

岁月变迁中已然定格。人生所有

的漂泊，就算如云似水，推波涌浪，

最终还是无法逃离让心灵回归的

乡愁情结。

邻里有个叫银莲的小脚女人，

三寸金莲，脚子蹬蹬。她与众不同

的是，别的小脚女人穿的都是黑布

小鞋或绣有红色花儿的小鞋，而她

的小鞋上绣的却尽是银色莲花，特

别是她那双鞋面为黑布，鞋底为木

屐绣有莲花的雨鞋，湿后可对折拧

干，让人赞佩不已。街坊们当面都

叫她“银莲妲”，背后却叫她“三寸银

莲”。巷子里的孩子们对这丸子头

上常插两朵纸折月季的小脚女人倍

感好奇，遇着时喜在她面前揶揄几

句：“银莲妲、老妖怪，水蛇腰、辣椒

脚。”银莲妲听后，总要装模作样迈

开小碎步，扭着纤肢追去：“赤痢鬼，

没教养，看我追上不打烂你的屁股

才怪。”当然，银莲妲从未追上过拔

腿就跑的孩子们。

银莲妲是个守寡妇，也是个破

落户。出嫁前只因这双三寸金莲吸

引了家境殷实的纨绔子弟，过门后，

丈夫不思进取，吃喝嫖赌，抽鸦片玩

女人，很快便家道中落。大院里三

幢房子卖了两幢，几十亩地卖得所

剩无几，属早期地躺平人物。不过

也因此因祸得福，不久后的土改本

应评为地主成分，这下却成了名副

其实的贫农了。

在街坊邻里面前脱开鞋子炫耀

小脚是银莲妲的常事。她说她在四

岁时开始缠足，其母亲将她的四个

小脚趾用力向内扭折，在脚趾间撒

些明矾粉使皮肤收敛，然后用八尺

裹脚布紧缠，再用针线缝合固定，捆

成粽子般，固定后的那几个月发热、

发烧、红肿的痛苦，一般人是体会不

到的。银莲妲痛苦地介绍缠脚经历

后，转眼又引以为傲，她说，从前女

孩子说亲时有了这双小脚才能介绍

给好人家，到了洞房时红头盖下露

出这双美足才能取悦新郎。她认为

自己嫁的就是好人家，常指着自家

神桌上方天子壁上的五代图，自我

陶醉地道：我的祖先们多威风呀，个

个都身穿朝服、人人都佩戴顶戴花

翎。不过，大家背后都说，银莲妲一

个破落户，哪来的风光，那都是画师

画的，祖宗荣耀根本就是没影的事。

我也看过银莲妲的脚，感觉那

就是一个时代的丑，一种畸形的丑。

不过，制作“三寸金莲”的小鞋

倒还真是银莲妲的拿手好戏，其精

巧的工艺更是让人赞叹，不少的小

脚女人都喜找她来帮忙做鞋。

银莲妲的院子里有块不小的菜

园子，靠墙处种满苎麻，收获季节她

将苎麻采下，让其纤维从茎秆的韧

皮里剥离出来，撕成条状，经打麻、

刮麻、晒麻、绩纱和挽纱，再经漂白

成细白纤维，过清水浸泡，手工分梳

搓撵成鞋索。找来碎布与报纸在一

块门板上层层粘贴，放太阳底下晒

干，待够厚时找个鞋样切成千层底，

再用钻子配合钩针一针一线纳成鞋

底。鞋面用新的黑色（除新娘子用

红色外）卡其布加厚剪成鞋样，若要

求鞋面绣花的先绣好花，再一道缝

制上去。银莲妲纳的鞋底一根根鞋

索抽得紧，鞋面内里缝制紧固，花绣

得鲜巧，甚得人喜欢。

银莲妲的菜园里有棵桃树，春

天里这树的桃花开得格外艳丽。别

处的桃树一般开粉色花儿，而银莲

妲家的这棵桃树开的是大红花朵。

到这季节，银莲妲的丸子头上的纸

折月季改成人面桃花，越发显得老

来俏。巷子里的孩子们也改了歌

谣：“银莲妲，老妖怪，猪屎头，桃花

盖。”不过，尽管这棵称为猪屎桃的

桃子，果小味涩，但当这棵桃树上的

桃子核稍硬时，爬树偷桃成了我们

的家常便饭。虽然银莲妲见状总要

骂上几句，不过，最让大家意想不到

的是，有时她那双纤巧的小脚却能

麻利地爬上树，采下一衫兜桃子送

大家品尝。

“三寸银莲”孤儿寡母，生活不

尽如人意，遇事喜咒人，有时甚至到

了蛮不讲理地步。记得有次她家的

一只芦花鸡不见了，整条街都骂了

个遍：谁偷吃了她的鸡，吃了烂肠烂

肚，吃了没好死。甚至挨家挨户到

别家的鸡寮去搜，当搜到我家鸡寮

时，发现有只芦花鸡有些像她丢失

的那只，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

就走。母亲见状与她理论，说我家

的鸡翅膀下面涂了洋红做记号的。

银莲妲说她的鸡也是翅膀涂洋红做

记号的。母亲无奈，又怕她咒人，任

由银莲妲抓走。不料，银莲妲的芦

花鸡在外觅食傍晚跑回自家鸡窝，

她清点时多出了一只鸡来，便抱起

我家的那只芦花鸡送了回来，非常

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你家的鸡洋

红记号涂在翅膀下面，而我家的鸡

洋红记号涂在翅膀后面，是我眼拙

了、眼拙了。

银莲妲为改善生活，在隔壁的

凉棚子里摆了个箩筐，周边放了几

张小凳子，箩筐上架个簸箕，摆上自

酿的水酒和自炒的黄豆进行贩卖。

一时间，这里也成了摆龙门阵的好

去处。而二姐却在这里发现一个重

大秘密，那就是赊东西吃不要钱，于

是便大胆地带我到银莲妲面前赊黄

豆吃，一次两次，二姐习以为常。不

料，当二姐再次去赊时，银莲妲开口

了：你赊了好多次了，该叫你母亲来

结一下账。二姐听后方知赊也是要

钱的，吓得再也不敢带我去赊黄豆

了。但我却发现了银莲妲一个秘

密，那就是她那同一竹筒管里的倒

出的黄豆为什么越倒越少，因为她

将竹筒管里底部的纸越垫越厚了。

上学工作后，我极少再去关注

“三寸银莲”的事。后来，“三寸银

莲”走了，她儿子找我帮忙在她的灵

堂上挂一盏电灯（那时我已是电

工）。我从梯子高处望见摆在大厅

右侧（男左女右）的“三寸银莲”，其

脸上盖着草纸，那双伸到外面的三

寸金莲穿着一双红色的绣花鞋，上

面绣着莲花，覆盖着那双畸形丑陋

的脚，我想这鞋一定是她生前为自

己准备的。出得门来，我突发奇想，

跳芭蕾的人常踮起脚尖起舞，会不

会就是三寸金莲的古韵呢？

百家笔会
当这棵桃树上的桃子

核稍硬时，爬树偷桃成了我们的

家常便饭。银莲妲见状总要骂

上几句。不过，最让大家意想不

到的是，她那双纤巧的小脚却能

麻利地爬上树，采下一衫兜桃子

送大家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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