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在红土地挂满灯盏

谁在红土地挂起万千灯盏

雷州半岛一年四季跳跃燃烧

的火焰

仿佛一条条灯河日夜流淌

仿佛一条条火龙日夜起舞

那些巡守在果园深处的身影

是大地上辛勤的提灯人

将一支支火苗点燃、拨亮、拧高

红满红土地的火龙果

有谁见过它曾被大风吹灭

有谁见过它曾被雨水浇熄

照亮广袤红土地的灯盏

一束束光，从长长的乡路透

出去

染红雷州半岛火龙果之乡的

名字

红土地菠萝的海

红土地干旱少雨，却汹涌出

一个广阔无边的菠萝的海

一架架立于地头的风车，昼

夜转动

如同果农之手，轻轻翻动

万千碧嫩的菠萝叶片

我们到来时，一群群白鹭、灰鹤

腾地而起，在空中盘旋几圈

又轻轻落下

菠萝的海没有鱼虾，她们却

如此眷顾

如同菠萝的主人

对这片飘香流蜜之海，不离

不弃

谁说红土地没有山

菠萝收获季节，一座座高大

的山头

垒叠在菠萝地里，连大海里

的礁石

都变得渺小

连平日极少光顾菠萝园的海风

也闻香而来，贪婪地大口大

口吮吸

1

映在鱼鳞里的月亮

一颤一颤的

像土屋油灯下女人

的眼

2

每一盏渔灯

都有一轮守护的月亮

月亮不提供鱼汛

但给赶船人提供必

需的温暖

3

赶海的贵叔不见了

月亮陪着他的婆娘

和儿女

找了一夜

太阳出来的时候

月亮已满脸泪水

4

月亮总是躲在岸树

的梢上

等待夜归的人，总是

把嫦娥的影子

投在滩上

5

院子里，渔网筛落的

月光

像金豆子，蹦蹦跳跳

挤满了，童年的梦

■■ 梁云山

北部湾月光

海口、湛江，隔海相望；海南、广东，文脉相连。快意雄风海

上来，江风渔火两岸情。海口、湛江两地作家诗人牵手联心，同

频共振，以文学形式抒写两座滨海濒江城市的自然风光、人文

名胜、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饱览地域风物，倾听海韵江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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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不断往大海投放白花花

的碎银

船只犁铧一样朝前驶去，发出

哗——哗——的脆响声

庞大的黄花鱼群围游而来

纷纷争着啄食，这满海的白

月光

“赶快起网——”

桅杆一样立于船头的老船长

猛然一声大喝

整条船也跟着摇晃了一下

他的怪脾气，像大海一样捉

摸不透

船员们早已见惯不怪

就像满船板上蹦蹦乱跳的黄

花鱼

有几条跃回到大海里一样习

以为常

黄花鱼汛

一泓碧水凝日月，古往今来湖光

岩。那古老神奇的湖光岩就像一块凝

翠碧玉镶嵌在雄狮岭下，给温润的湛

江增添了几分妩媚，几分灵动。

“白牛仙女”“天崩地陷”“龙鱼神

龟”“铁骨鲤鱼”……湖光岩玛珥湖的

面积虽然只有2.3平方公里，但藏有九

大千古不解之谜。

《雷州府志》曾记载，湖光岩“大旱

不涸，淋雨弥月不溢”“以水中皆黑沙

石至清无垢，没肩尚可数足指纹，故亦

名净湖。”

很多人都说，一个小小的平地火

山口居然能储满一泓千年碧水，且千

年不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

的确，湖光岩不仅有谜一样的身

世，还有谜一样的身影。

从空中俯瞰，整座湖光岩就像一块

“心形”宝鉴仰面镶嵌在火山丘之上，荡

漾着迷人的清梦。那蓝幽幽的湖水，深

不见底，碧绿碧绿的，令人以为是“天

池”里的琼浆玉液。这琼浆玉液应是

集天地之灵气酿造而成的吧？！透过

碧绿的湖水，可以看见黑白相间的锦

鲤在畅游嬉戏。偶尔，也可以看到锦

鲤跃出水面，在空中翻腾旋转。

清风吹来，那蓝锦缎似的湖面泛

起千年一梦的涟漪，涟漪一圈圈，一层

层，荡涤出迷人的蓝，醉人的绿。那湖

水的绿与山岭的青交织在一起，融汇

成“只此青绿”。

我蹲下身掬起一捧湖水，咕嘟咕

嘟地喝下，顿觉唇齿回甘，意韵幽幽。

紧接着，我又伸长手臂舀起一捧水，洒

向天空，还没等水珠溅落，空中就飞来

了一群白鹭。它们时而低飞斜掠，时

而高飞长鸣，让碧澄澄的湖面骤然生

动起来。

乘坐小艇，向湖心驶去，迎面吹来

了碧绿的风，风里还携着淡淡的潮

气。湖心的水很深，深得见不到底；湖

心的水也很绿，绿得像一块千年的碧

玉，泛着幽幽绿光。

我贪婪地吮吸着这“湖心绿”，顿

觉神清气爽。我知道，这口“湖心绿”

是带“魂”的，那是一种清幽、澄澈、透

亮的“魂”。

“碧水锁清幽，一点湖心绿”。我

举起“湖心绿”与天空对饮，突然发现

天空也混着湖水的绿。

那湖水的绿与天空的蓝融为一

体，不是蓝不是绿，又恰似绿恰似蓝。

这醉人的蓝绿呀，是这般静谧、安

详、幽深。泛艇湖上，我的梦被染绿。

不知从何时起，白鹭的翅膀也被染

绿。它们伸展着细长的脖颈在湖心滑

翔，撩起一道道水花。待翅膀沾满湖

水后，又扑棱棱地飞向楞严寺，飞向七

星洞，飞向雄狮岭。

雄狮岭上碧树如云，荫翳蔽日；雄

狮岭下碧草如茵，绵延不绝。微风拂

过，岭上的灯火渐次亮起来，星星点

点。远远望去，如同天上的星星，散落

在山岭湖畔。

湖边的高杆灯、景观灯、草坪灯、

地埋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它们

光芒四射，宛如一串串瑰丽的流火，

照亮了碧湖，辉映着碧空。正当我被

眼前的情景迷住之时，一轮碧月已挂

在我的斜上方。她不远也不近地照

看着我，只要一抬眼，就能望见她，好

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些顽皮的小星

星围在月亮身边，像是一群托腮听讲

的小精灵，每每听到湖光岩千古不变

的传说，它们都会发出闪闪的亮光。

随着时间流逝，月亮越升越高，

越来越亮，就像刚出浴的“仙子”，玲

珑剔透。

“月亮仙子”轻舒广袖，将万顷月

光泻入碧湖，给碧湖披上了一层朦胧

的面纱。随后，“月亮仙子”穿过轻纱

似的薄云，在碧绿的湖面上翩翩起

舞。她那曼妙灵动的舞姿，引得鱼儿

争相跃出水面。

临湖鱼曼舞，伴月影婆娑。望着

水里的月影，我蓦地发现，湖光岩不仅

有万年碧湖、千年碧水，还有百年碧

树。那些碧月、碧灯、碧草更是常伴左

右。如此澄澈清明之地，不就是安放

灵魂的最佳之所吗？

“一湖碧水千年影。”一转眼，月

影、灯影与云影交相辉映，融为一体，

勾勒成一幅“烟笼碧水月笼纱”的美

景，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

磨。”此刻，我真想捧起那清冽的月光，

碧绿的湖水遥寄给远方的亲人和朋友。

月光如水，一切都仿佛沉醉在梦里,
倒影在水中。醉卧在湖光岩这泓碧水之

中，我久久不愿醒来，也不愿离开……

阳光岛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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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康生

我的村子离海边不远，村里人有空

就去耕海。小时候放牛，我经常坐在海

堤上看海，各种帆船航行在海面上。高

高挂起的船帆，大小和形状各不同，帆

船的用途也有异，捕鱼的、摆渡的、运货

的等等。碧波中点点帆影仿佛告诉我，

船上勤劳而勇敢的人们在忙碌着。

随着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现在，

我们再也看不到海面上那曾经熟悉

的帆船了，取而代之的是机动船。望

着那动力十足的机动船，不禁想起从

前的帆船来。

据资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我国

劳动人民就建造帆船了，主要用于捕鱼

和摆渡。到了隋唐，建造帆船的容积逐

渐加大。至宋代和元代，则可以建造更

大的帆船了，人们驾驶着这些庞然大物

漂洋过海。至明朝和清朝，由于主政者

闭关锁国，我们航海大国开始衰落。

虽然帆船早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

但我们可以在古人留下的经典作品中，

找到它的倩影。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么一段

描述：“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

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

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

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

人。”写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到山

东半岛旅游，听当地的道士徐福说，

海中三座神山的仙人手中握有长生

不老药。秦始皇很高兴，遂派他带千

名童男童女坐帆船前往寻找。折腾

了不少时日，他们连小岛都找不着，

便漂流到日本去了。

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在他的

《释名·释船》中写道：“帆，泛也，随风

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也许这

就是东汉末期人们对帆船的认识吧。

三国时期东吴的万震，在他的《南

州异物志》中是这样写帆船的：“外徼

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

有卢头木，叶如牅形。长丈余，织以为

帆。”他介绍的是一种四桅帆船，每张

帆都不是直竖起来的，而是横向挂着，

并且稍为倾斜地迎风。这样，使船在

逆风中也能受风前行。这种帆不是用

软布裁成的，而是用小竹竿拼成的“硬

篷”，它的设计非常独特，是劳动人民

智慧的结晶。当时的航海家康泰，就

是坐着帆船，出使东南亚各国的。

唐代许多诗人都坐过帆船，享受

坐帆船的愉悦，并留下不少宝贵诗

篇。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告诉人们，尽管人生的

路上遇到诸多艰难险阻，也要坚定信

念，像帆船那样乘风破浪，不达彼岸

不罢休。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

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为鼓励好友

白居易而写的，传为千古佳话。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

宋朝大文豪苏轼的词作《念奴娇·赤

壁怀古》中的一句。描述的是三国时

期赤壁之战的情景，给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樯橹”代指魏国水军的战船，

“樯”是挂帆的桅杆，“橹”是摇船的

桨。由此可以推断，受风的帆和划动

的桨，是当时战船的动力。

诗人写的诗词，是浪漫的；而画

家绘制的图画，则是直观的。

《清明河上图》是北宋大画家张

择端的杰作，其中就有对帆船进行详

细的绘画；清院本《清明上河图》是清

代画师们的作品，里面也有对帆船的

描摹。

古代的帆船，是江河中重要的运

输工具，也是近海抵抗外敌入侵的战

船，还是我国与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

系的载体。可见，帆船曾经对人类的

贡献是很大的。

帆船，从远古驶来，在我村边的海

面上漂过，尘封在了岁月的记忆里。

帆 船 ■■ 庞祥艺

一朵朵阳光
结满橙树上

■■ 邓亚明

在红土地的橙园，我发现

初冬的阳光结满在一棵棵橙

树上

散发甜蜜和芳香，被风和空气

吃力地搬动

冬天的阳光很有重量，不像

雪花

轻飘飘。漫山遍野的橙树

都被压弯，我只需轻轻踮起

脚尖

就能采摘，就能送入舌尖

冬天的风将雪花一路追赶

却没有一朵雪花能进入

红土地的橙园

阳光密密实实地坐在枝头上

尽职尽责，驱走所有的寒

只留下一朵朵熟透了的

金灿灿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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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瘦弱，怎么吃都不胖，曾去

医院检查，除了偏瘦一点，其他一切正

常。医生说可能与遗传有关，或是消

化系统不吸收，属于“白吃”一类。家

乡雷州的文友说，你太瘦了，家乡的

蛤蒌粽能养人，我寄去深圳给你，你每

天吃几个，吃上两个月，保证能胖。

蛤蒌与我一样土生土长在家乡土

地上，它是草木，我是草民，算是同族

兄弟姐妹，我们之间熟悉得很。蛤蒌，

又名假蒌、蛤荖、猪拔菜等，是一种多

年生、匍匐、逐节生根的草本植物。其

叶有特殊的香气，是我们雷州老家美

味的调味品，人们常常用来炒菜、煮蛤

蒌饭，入口清香，让人胃口大开。

蛤蒌粽现是雷州的特色食品，用蛤

蒌叶、猪肉作馅，既可消除猪肉的肥腻，

又能中和糯米的湿热，肉嫩味香，肥而不

腻。经常食用可祛热毒，对胃肠寒痛、风

寒咳嗽和抗菌消炎有一定的药疗作用，

其已成为雷州文化的一个符号。老家的

饭店、摊口，处处都飘荡着蛤蒌的香气。

其实，家乡的蛤蒌早已经随着我

的乡亲一起过来大城市看世面来了，

它们像乡亲们一样居住在城市的各

个角落，只是我被城市养得有点市

侩，故作矜持没去寻找它们。

不久前，师兄孙善文约了我及何

招鑫，说宝安 74 区那边有一家牛腩

店，是老乡开的，味道极好，晚上去祭

祭牙缝。当我们随着孙师兄左转右

拐赶到目的地时，看见牛腩店“心平

气和”地“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如我的乡亲般随遇而安。整个小店挤

满了老家雷州的方言及一股熟悉的特

殊的香味，让我一时有种错觉，像是回

到老家了。我问老板，这是老家的蛤

蒌饭？得到确认后，我欣喜若狂。当

晚，我吃了整整两大碗的蛤蒌饭。

蛤蒌飘香 ■■ 周文兴

（外三首）

夕阳是晨光的眷恋

星星是月亮的眷恋

海风是海水的眷恋

歌谣是渔火的眷恋

海鸟是目光的眷恋

那一条弯弯曲曲的

海岸线

是游子的眷恋

是梦与生命的眷恋

（外一首）

眷恋北部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