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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春天来湛江赏海，湛江

的海是大自然赐予的充满活力

的海。

我的家乡也靠海，我对海早

已司空见惯。可我没想到，当我

欣赏了湛江的海之后，我竟然陶

醉于鲜活的海韵之中。

这是 2024年初春的一个周

末，我们一行去湛江访友。午餐

后，朋友邀请我们去看海。

春日的海湾，祥和地安卧在

暖阳的怀中。清澈的海水，银白

的沙滩，高耸的椰树，勾勒出湛

江海湾的美景。宽敞的观海大

道，优美的海岸线，成了湛江赏

海的好去处。

海湾大桥不仅把市区两岸

的距离拉得更近，而且把海的风

貌全方位地展示于游人的眼

中。大桥雄伟地矗立海上，横跨

两岸，犹如长虹飞架。车过大

桥，俯瞰大海，一侧是温和的港

湾，鳞次栉比的楼宇扎根于水之

湄，静静地沐着春光，听着岁月

的蕉风椰雨。而另一侧的海，则

连通大洋，有游船、舰艇、货轮，

穿梭于宽阔的水域。

远处，繁忙的码头与初具雏

形的艺术场馆、安逸的帆船训练

基地，相映成趣。春风吹绿了港

城长长的观光大道，海浪轻轻地

吻着岸边的白沙。海湾的一隅，

远道而来的游人来来往往，纷纷

登上游船，向大海招手致意。

在沙滩上，两个前来看海的

父子引起我的注意。飞艇在海上

犁起的白色浪花，天空中飞翔的

海鸥，吸引了儿子的眼光。我问

他俩来自何处，父亲说来自贵

州。我很惊讶他们的远道而来，

就问道：“为什么在春天来看海，

很多人不是到夏天才来看海吗？”

父亲笑着对我说：“孩子在书中读

到的海总是夏天的海，而春天的

海，冬天的海，他没有读到，所以

特地带他来看看春天的海，希望

春天的海能给他更深的印象。”苦

心育儿的父亲令我感动，我想，欣

赏湛江春天的大海，在外地人的

眼中肯定是一首春暖花开的诗。

紧接着我们又跨过大桥到海

湾的另一边去欣赏海。此处的海

没有热闹的游人，海如处子。一个

在公园的栈道上独自高声歌唱的

男子，打破了海的宁静。他虽然五

音不全，但与海同乐。友人对我们

说：“到夜晚这里是一个繁荣的夜

市，特色的小吃，与海相融，海的气

息浸泡在欢声笑语中……”

湛江的海是出产各式各样美

食的鲜活的海。广阔的海域得天

独厚，孕育了富饶的物产。高科

技发展的养殖业，使湛江的海产

品质量更好，产品更丰富。无论

你是光顾大街小巷上的食摊，或

者高级别的食坊，各种新鲜的海

鱼、海虾、螃蟹和海贝，让你垂涎

欲滴。琳琅满目的海鲜，云集在

水族箱里。石斑鱼在角落低头私

语，对虾成群结队游乐于水中，螃

蟹张牙舞爪……其中给我印象最

深刻的当然是湛江的蚝。它们在

食品柜台上，带着壳，身上保留着

海洋的“存根”；被撬开外壳的，裸

露出丰腴的美，简直是秀色可

餐。湛江肥美的蚝，从日间正餐

的煎、炒、煲、炸，到夜市中有点粗

暴的直接带壳烧烤。蚝，演绎了

海的慷慨，海的富有。

湛江的海是文化的海，是寄

予豪情壮志的海。

历史悠久的雷州半岛，在红

土地的抚育之下，越过南蛮的荒

芜，树立起自己的文化丰碑。记

得四十年前，红土地的诗风就吹

遍全国，也吹拂了我少年的心

扉。我中学时代的时光，就被湛

江诗人们热烈的语言燃烧得思

绪沸腾。我一直觉得我的好些

文学因子，是湛江的海缔结的。

直到今天，我才在湛江的海边，

与我多年来思慕的诗人作家相

聚一堂，尽曲水流觞之情。追忆

往事，当年报纸杂志上留下的印

记，并不会在时间的河流中沉

溺。宴会中，前来相见的还有好

些文坛上的后起之秀，他们用一

本又一本作品集，传承了港城的

文化风韵，散溢着大海的气息。

于是，在春天的湛江海，我

旧梦重圆，尽管有点江郎才尽之

惑，然并不气馁。我相信，当我

再度来欣赏湛江海的时候，将有

更为心动的收获……

南国早春的夜色把海包围

得严实，把我们与湛江海的相约

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带着湛

江海的热情和叮嘱，与一众友人

依依惜别，踏上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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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田村
■■ 吴红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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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园里的菠萝，还是天

边的云朵

以菠萝的形态为灯，挂

在杆上

黄的黄绿的绿，颜色张

扬

村道村巷似有彩虹流

淌……

这么干净的路

奔跑而过的风捡不起

一粒尘

迎春花站在路旁微笑，

笑容如洗

谁家庭院里的柚子花

开了？如此香？

分不清啊，一栋栋砖红

瓦绿

一院院的瓜果花开，蜜

蜂忙得翅膀疲软了

可是，还有那么多的花

儒田村的小媳妇大姑

娘，谁家没有小花园呢？

这花那花，众花的香让

人迷醉

而我最惊讶的却是这

一湖蓝青的水

这里居然有一口大水塘

不，说塘小了，它是一

座湖吧

涌泉成湖，想必隐藏着

一个美好传说

清澈的水，浮云倒影，

我瞧见

龙在游，凤在舞。还有

马儿奋蹄

而水里的山鲶鱼，摇曳

着火焰的尾巴

拥一簇水草跳舞

那么静，那么美，慢慢

地滤尽一切尘嚣……

田园路上，穿花裙子的

女人

背着杀虫机骑车奔驰

把农活干成赶集的模样

她们相互打趣，一路嘻哈

惊飞了安静觅食的麻雀

老榕树下

大爷大娘安享时光

棋盘，茶香。对弈，闲

嗑。皱纹里绽放安详

晌午的阳光爬上树叶

似睡似醒，影影绰绰

儒田村的美，眼睛是看

不够的

让无人机俯瞰，你会发现

这村庄就是一个大写

的福字

春天的大海

■■ 林奇

粼粼波光在春日里

荡漾

晨曦初现在湛蓝的

海平面上

橘红色的朝阳是我

们的航向

蓝蓝天宇摄下我们

青春的浪漫与奔放

椰风送爽，浪花飞扬

我们抬头，视线高

过天空

而大海在脚下铺展

翱翔的海鸥起起落落

将我们涛声般的激

情，波浪般的诗行

写满在春天的海面

上、路途上

开春之犁

锈迹斑斑的犁铧

被幼绿的小草叫醒

春风轻抚春雨滋润

的田丘

犁铧翻卷起吆牛的

声浪

格式的水面跳跃起

串串水花

小蝌蚪被照得银光

闪亮

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田野的泥浪，四处

散溢的阵阵泥香

一直铺卷到天脚边

开耕之犁，在三月

春光下龙腾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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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雷州有一种饼叫“瘦咬漏”。

很有趣的名字，这名字不知道从何

而来，也不知道何人取之，但我认为此

名是“世界级”的！“瘦咬漏”是一种了不

起的食物。一口下去既惊为“天饼”，口

感类似现在城市里有着榴莲味的榴莲

饼，又好像奶油冰皮。在缺衣少食的年

代，在物资匮乏的农村里，这近乎完美

的“天饼”能咬上一口，立即可以品味到

整个童年的幸福。

眨眼之间，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

很深刻地记得“瘦咬漏”的样子和味

道。此饼其貌不扬，与嘉岭白饼般大，

表面呈白色，与包点又不一样，饼皮不

经过发酵。最特别之处是，米粞按一定

比例的黏米和糯米炒熟后打粉（俗称熟

粉）。饼皮是熟料，满满的米香气味；馅

料也是熟的，有甜味、有咸味，还有半咸

甜味，有花生馅、有芝麻花生馅、有椰丝

馅，多种口味可选。其制作简单快捷，

一般都是现做现卖，捏一小撮糯米粞，

洒点米粉，擀平擀薄，在擀平的熟皮上

面，捞上满满的两勺馅料，像包饺子一

样，左手掌心连带手指将饼皮围拢起

来，右手拇指、中指、无名指紧挨着快速

转圈收口，左右手一上一下。一瞬间，

一个圆圆的、鼓鼓的“瘦咬漏”就做好

了。观看其制作过程，甚是一种享受。

看得津津有味，吃起来有滋有味、吃后

更是回味无穷。现做、现包、现卖、可现

吃，方便得很。饼皮吃起来很弹软又有

粘性，像大城市里的糯米糍，但又不像

糯米糍，它几乎只属于农村。很结实很

沉的饼，吃下去又耐饿又踏实，馅料高

热量，可快速补充能量。

那时候最怕饿肚子，“瘦咬漏”正是

填饱肚子的不二选择。只要吃上“瘦咬

漏”，就天不怕地也不怕了。小时候常常

期盼老家庙会活动的到来。每逢庙会唱

戏的日子，也就意味着吃“瘦咬漏”的机

会到了。戏场成为白天村里最热闹的地

方。老人们聚集在那儿，或闲坐在戏场

的长木椅上拉家常，或静静地躺着仰望

天空；小孩子们在这里嘻哈玩耍；中午从

田地里劳作回来的人们，在这长椅短登

上歇息小憩……太阳下山后，庙宇里、戏

楼前又是热闹一片。

很多卖台脚（台脚：指戏台四周的地

摊小食、美食或零食）的生意人开始在戏

台周边摆起了摊位。劳作了一天的、吃

过晚饭的大人们，托家带口从家里陆陆

续续地向戏楼赶去，想早点“抢占”最佳

的看戏位置，以图好好放松，好好享受

一场雷剧的文化盛宴。这时候，我通常

会拽着爷爷的衫脚尾，跟在爷爷的身后

也赶戏场来了。

夜幕降临，戏楼上灯光亮起，后台各

种乐器响起，演员们准备就绪，演出即将

开始。戏楼里、看台上，本村的、外村的，

男女老少，看戏的、卖台脚的、买台脚的，

人山人海。看台长椅早已座无虚席，戏

楼旁边也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摊位……

那时候我还小，不懂得看戏，爱凑

热闹，调皮得很，打着看戏的名义，实则

是奔着“瘦咬漏”而来。村里小孩子们

三五成群，喜欢到处乱蹦乱跳，捉迷藏，

你追我赶。我总是一个人悄悄地钻进

戏楼后台偷看戏子们彩脸化妆。看得

多了，渐渐地也学会了看脸谱，看懂了

雷剧中不同颜色的脸谱象征着不同人

物的品质、性格、气度……至今还记得

两部雷剧《六国封相》和《陈世美潘金

莲》。看罢彩脸化妆，我的“戏”正式开

始了。我从戏楼后台跑到戏楼前看台

去找爷爷。爷爷晓得我的意思，很自然

地从他兜里掏出钱递给我，轻轻摸着我

的头，慈祥地说：“我孙子会花钱了，厉

害喽，那是好事喽”。

爷爷的话引起旁边在座的人哈哈

大笑。当时我不理会爷爷的话，就急匆

匆地跑去买“台脚”了。吃“台脚”必吃

“瘦咬漏”，吃完“瘦咬漏”我的“戏”也就

看完了……

如今老家又逢唱戏，我又想起爷爷

给我钱买“台脚”时说过的那一句。纵然

曾经带我看戏的人不在了，可“戏”还在、

“台脚”还在、“瘦咬漏”还在，永远都在。

老家的“瘦咬漏”呦，甜在心里的雷

州老饼！

一本诗书，厚厚的，被

一页一页翻过，如沐春风。

旧的一页被新的一页取

代，不留下一点痕迹，像春

风拂面。

新的一页吸引着我往

前走。路在脚下，脚下有路，

有路就有前方。身后的一串坚实的脚

印，留了下来。

我走我自己的路。

风筝飘起来的时候，我抢过孩子手

中的线。我的手有点儿红。云，从风筝

的上空飘过去，很自由，很从容。没有

人让我这样做，没有人要我那样做。“老

夫聊发少年狂。”童心不老，我也很自

由，很从容，像云。可是，我不是云。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

灯”。诗人忆起昔日偕友人桃花盛开

中畅酒赏花，而今去国一别十年，江湖

夜雨，只身独对孤灯思念，何其无助和

凄凉。书上的句子，看得太破，感悟太

深，不好。不忍读，不能不读。

温柔一刀，或者粲然一笑。

住在小楼，外面，雨下

着。时断时续，直叩心扉。

分不清哪是开头，哪是结

尾。像一篇精美的诗文。醉

人的那一种。

我蹚在我自己的时间小

溪里，珍惜着属于自己的一分

一秒。大块大块的文章似盛宴，鸡鸭

鱼肉一大桌，消化不完。奢侈，浪费。

精美的散文似小吃，清爽诱人。还有

许多味外之味。反复诵咏，耐人寻味。

雨伞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有伞

不错，没伞也不错。谁能把伞时时带

在身边呢，谁能天天遭遇贵如油的春

雨呢？

“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

繁”。雨歇，天晴。燕子，在自己的天

空，飞翔。

春雨过后，春花有期。就

像美文中看似漫不经心的一

句，实则画龙点睛之笔，一字

千钧，直指心灵。一千年的等

待，一千年的重逢，一千年一

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约会。

是花朵灿烂成笑容，还是

笑容灿烂成花朵？孤芳自赏。

不想评说。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阳

春明媚，万物生辉，春光里承载着光

明。去做一个赴约者，去做一个蹈火

者。到那热烈的春光里，到那光明的

春光里，体验浴火重生，证明诞生希

望。轮回并没有什么意义，涅槃仅仅

是一个传说。

啼莺舞燕，春意正浓，所有的美好

都已经在路上。透过这春光，我看清

了我自己。

春花伴随春光，自己追随自己。

红尘中，岁月静好，淡看白云舒卷，静

听花开无声。

春天三题 ■■ 陈元伟

春
雨

春
光

春
风

纵然曾

经带我看戏

的 人 不 在

了，可“戏”

还 在 ，“ 台

脚 ”还 在 ，

“ 瘦 咬 漏 ”

还在，永远

都在。

老家的

“ 瘦 咬 漏 ”

呦，甜在心

里 的 雷 州

老饼！

（外一首）

前言：三月，阳光温暖，

风吹柔软，我慕名来到了儒

田村。站在村口，眼前突然

一亮：一盏盏特色的菠萝路

灯牵引着我的眼球，惊艳我

的视线。当我穿过一片片菠

萝园地，沿着多彩的柏油路

走进村庄，一幅幅如诗如画

的景象便呈现在我的面前。

我置身其中，流连忘返，感慨

万千……

大雾山
■■ 梁永利

下山来，雾是一条大蛇

玫瑰花的芳香，逼蛇信

子吐出

通向栈道的岔路

露珠试图沿叶脉行走

我的前面，泅渡半空的人

浮动着，脸面很薄

枝叶低垂，山岚吃饱跫音

它找寻鹰翅，比古松还久

一幅仙境，独留涂抹的

蛇舞

这人间真的没有虚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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