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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日都做梦，梦见许多人。

可我是许久没梦见老杨先生

了，不知他过得可好，听说他又教高

三了，不知是教哪一个班，可否看得

见窗外的海棠与雪松。不知“做一

个高贵的好人”“腹有诗书气自华”

的耳提面命是否还回荡在那旧地新

人的九月图卷上。

老杨先生是我见过最儒雅的先

生。一丝不苟，款款信步。仿佛千

万年的历史在他身上交织融合，方

才形成了这份儒雅与从容。先生终

日一件衬衫，一条长裤，头发梳得一

丝不苟，腰杆挺得笔直。

语文课，我最喜欢坐在靠窗第

一排的位置，在那里我可以清楚地

看见先生写板书。他的握笔姿势，

写字力度，粉笔跟黑板的每一次接

触，连同唰唰掉落的粉笔灰一起，被

午后的微风卷到校园的每个角落，

最后落在我们心里。先生写板书，

像在作画，那一串行云流水的动作

让人挪不开眼，所以我总是望着他

的背影发呆出神，语文笔记本上空

空如也。写完板书的先生，总会候

我们片刻，而这片刻的时间，他的目

光投向了窗外。我总循着他的目光

找去，却什么也找不到。

先生很谦虚，对每个人都是。这

样的谦虚在先生身上幻化成了一种

气度。每当我踩着铃声狂奔进入教

室，撞见即将迈入教室的先生时，先

生总会在看见我后，将悬在空中的脚

挪回原地，往后微微退两步，将背稍

稍一倾，示意让我先进。每次我们逢

着先生，无论在哪里，先生都是那个

走在后面的人，从容而又缓慢。

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便是下

午的课了。每当预备铃响起，我才

急匆匆跑进教室，那个瞬间走廊有

最美的风景。太阳正循着亘古不变

的路途越变越大，也越红，正午的强

光温柔地斜射入长廊，寂静的光辉

平铺满整条长廊，地上的每一个坎

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而就在满地弥

散的沉静光影中，先生踏着缓缓的

步伐，带着满得快要溢出的文学与

纯粹，来为我们讲诗诵词。那时候，

我清楚地看到，岁月仿佛只能沉沉

地落在先生的脚步中，而永远无法

沿着先生笔直的裤管爬上去。

尽管先生的儒雅填满了语文课

堂的每个缝隙，瞌睡却总有办法趁虚

而入。此时，平时正经的先生便学着

开些蹩脚玩笑来让我们保持清醒。

先生在这方面许是缺乏天赋，平时浩

浩汤汤的文字在这儿却变得苍白无

力，任先生使尽浑身解数，发笑的同

学也寥寥无几。可是，这个在自己不

擅长的领域摸爬滚打、屡屡碰壁，又

坚定前行的先生，却是最可爱的。

在临近高考的一堂语文课上，

先生感慨地说他最喜欢我们九班的

教室，因为这儿能最先看到盛放的

海棠。我看看窗外开得热烈的海棠

花，提起笔，在笔记本上抄着今天先

生教的诗：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先生，我还能在小雪飘摇的昆

华园里猜你给我们出的诗名么？

最终，我们还是乘上了六月的

大风，别了先生。先生每日望着的

海棠花落了，被六月的风轻轻吹起，

带给了远方的我们。

来年春天，学妹说海棠花又开

了，极美。

我的老杨先生，你可否安好？

时
光
荏
苒

□ 吴亚强

天涯诗海

□□ 胡兆喜劳动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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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以三月的

温馨和四月的娇媚走

向你了。走向你的时

候，丁香花预示我又要

盛开一次了。

我终于携一片悄

然细雨和一缕柔曼和

风走向你了。走向你

的那天，你的泪珠清泉

般喷薄了。

是在哪一天，你飘

逸的倩影从我视线一

端 定 格 在 黎 明 风 景

线。我发觉，那旁边尚

没有彩蝶飞舞，和欣然

的日期一同出发，我便

在祈祷中上路了。

你在哪里等待？

一 个 梦 中 隐 现 的 归

期，一阵撩人的丝路

花语和一束迎春花飘

飘。用星星的珠串做

发卡，以长长的霓虹

为回音。

无需提及昨日。

昨日那轮残月悬挂在

失血的枝头，返来的清

风，已将秘密速写成雪

片一样的诗句，纷纷在

往事的角落凋零了。

我不得不再做一次

选择。还是一样的心

绪，只是心跳小鹿般蓬

蓬勃勃地执着。

我终于在三月和

四月的分界线之中，选

择那个丁香花盛开的

季节了。

年逾古稀的父母一直坚持在乡

下老家不辍劳作，过着自食其力的

生活。

每次回故乡，我们都极力劝说父

母放下几亩田地，和我们一起生活。

可父亲总是笑呵呵地回应：劳动是福

嘛。看着年迈的父母一派乐呵呵的

样子，我们做子女的也不好强求。

但要说到劳动是福，尤其是在乡村

土地上劳作，我是不大能够认同这

样观点的。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切身感

受到农人劳作的艰辛。挑抬犁耙、

飘粮撒种，样样都是力气活，风里来

雨里去，无论酷暑寒冬，几乎没有休

闲时。在我成长的印象中，那时生

活的重担几乎把父亲压得像牛一般

沉默寡言，而忙完农活忙家务的母

亲，更像一只无法停下的陀螺，几乎

每天从早转到晚。在我们求学的过

程中，父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不好好读书，难道想像我们一样，

黄牛屎晒成黑牛屎吗”。后来，我们

兄妹几个也算“争气”，陆续跳出“农

门”，圆了父母的心愿。

现在，压在父母肩头的担子已

不再沉重，暮年的他们本该好好颐

养天年，却依旧乐此不疲地坚持劳

作。我想，所谓的“劳动是福”，可能

只是父亲的一句托词借口而已。

一次，父亲从老家给我送来一袋

大米以及一些时令菜蔬，邻居见了，不

无羡慕地说，你真有福气，这么高龄的

父亲，不仅身板硬朗，坚持自力更生，

还反过来支援你们的小家庭。吃着

父母亲手收种的粮食，一遍遍品咂着

邻人赞叹的话语，我终于领悟了老父

亲那句“劳动是福”的情感内涵。

因为坚持在土地上不辍劳作，年

迈的父母不仅拥有一份充实的晚年

生活，而且还因此收获一副健康的体

魄，少了份寂寞和病痛的折磨，这是

老人晚年生活中难得的好福气。同

时，他们坚持依靠自己绵薄之力，丰

衣足食，健身养生，是想借此消解儿

女们心头的那份牵挂，减轻他们的生

活负担，这是残年碎月的老人穷尽其

所能，给儿女们送上的最后一片爱意

和福祉啊。

是的，劳动是福，是不辍劳作的

天下父母们的福，更是天下做子女

们的福。

□□ 马海霞送不出去的礼
那年，村里老谷头的儿子病重

住院，需要手术，但手术迟迟没安排

上。老谷头急得不得了，笃定认为，

是因为医院没有熟人的缘故。

老谷头一家靠种地为生，家里

并不富裕，儿子病一年多了，到处寻

医问药早已花光了积蓄，住院的钱

还是亲朋好友给凑的。

但老谷头还是决定给负责儿子

手术的胡医生送礼。他装了一蛇皮

口袋花生，两袋红薯，一篮子小米，还

把家里两只生蛋的老母鸡也捆绑起

来。我祖父家有马车，老谷头便喊他

帮忙，拉着东西一起去了胡医生家

——老谷头之前已经打听好了胡医

生周五白天休息，住哪里也清楚。

看到老谷头扛着东西登门，胡

医生便知道是为他儿子的病来的。

于是不等问便解释：“手术未做是因

为方案还没考虑成熟，盲目手术是

对患者不负责任。”还告诉老谷头，

“您放心，一旦方案定下来，我马上

安排手术。”

有了这番话，老谷头心里的石

头落了地，正打算起身告辞，却被胡

医生喊住了。胡医生指着那一地的

礼品说：“这些请带回去吧，家里有

病人，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农民种

点庄稼也不容易。”

老谷头自然不会带回去。他对

胡医生说：“粮食是自家种的，鸡是

自家养的，都不值钱，您若不收就是

瞧不起俺。”我的祖父也在一旁帮

腔，劝胡医生务必收下这份心意。

胡医生急了，黑脸道：“任何一

个医生走上手术台，都想把手术做

好，没有谁会在动手术时还要想一

下‘收了这个患者的礼了，要好好给

他做，没送礼就随便做做’。我行医

四十多年，从未收过患者的东西。

相反，若是收了心里反而会有压力，

手术刀都拿不稳。”在胡医生的坚持

下，老谷头只好将东西扛走。

出了胡医生的家门，老谷头对

我祖父说：“咱扛着东西进胡医生家

门时，是有人看到的，不能白让人家

背收礼的锅。”为了将胡医生没收礼

的事情宣传出去，老谷头决定将这

些“礼”处理掉。

那天，老谷头敲开了附近三十

多户人家的门，不仅借到了秤，还吆

喝来了买主。他每到一户都跟人家

说，自己儿子住院，胡医生主刀，今

天来给他送点农产品，可人家说啥

也不收。因为要赶去医院，带着这

些东西不方便，只能就地贱卖了。

大家同情老谷头家有病人，一

会儿功夫就将东西买光了。说是贱

卖，收的钱却一点不少。

两天后，老谷头的儿子成功地

做了手术。已经 68岁的胡医生在

手术台前站了十几个小时，出了手

术室就输上了液。

这件发生在 1982年的事，老谷

头时常跟人讲起。那些令人感动的

过往，就像挂在夜空的满月，什么时

候看，都明亮又温暖。

■■ 程应峰

和花坐一会儿

执拗的季节花

一往情深地

开放在生命的旷野

有名无名的季节花

带着四季的情感

从容来去

季节花的色彩

原本就是生命的色彩

人生四季，永远是

美丽的花期

季节花

澄迈县罗驿村位于老城镇白莲

区境内。罗驿村古时称倘驿，因村旁

琼州西路官道驿站而得名，南宋1256
年建村至今有近800年的历史。该村

文物古迹众多，其中李氏宗祠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有17处列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是海南省有名的历史文化

古村，也是澄迈有名的长寿之村。今

年谷雨时节，我们慕名前往。

来到罗驿村时，朝阳刚刚露出脸

蛋子，村头的小树林还漫着一层薄薄

的雾气，映衬着林中斑驳的晨阳。鸟

鸣啾啾，此时行走其间如步入仙境一

般，让人精神很快爽朗起来。在林子

边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李

氏宗祠，走过摆放着各式各样旧时农

用石器的罗驿长寿文化广场，步入一

个精致方形门廊便进入到李氏祠堂

大院内。祠堂大门正对面是极具传

统特色的圆孔麒麟照壁，两尊高大威

武的石狗立于宗祠大门前两边。台

阶两侧有石鼓雕塑，门前种有三角

梅，花开正盛。祠堂为三进三列两庭

院，边侧有廊房，其梁架、木雕、石刻、

彩画都具有汉族传统宗祠建筑特征，

在红墙碧瓦中蕴藏着一个宗族和一

个村庄悠久而又充满传奇的历史。

相传，罗驿的开村始祖李文英，

宋朝末年来到罗驿教书，并定居于

此。有一次，迟到的学童向李文英讲

述在上学途中看到一群小龟驼着一

只死龟到山上埋葬。李文英听闻后

甚为惊奇，在学童的指引下找到了葬

龟地，他觉得这块“龟寿地”定能福泽

后世，于是将这里选为自己百年后的

风水地。传说无法考证真假，但李氏

一门枝繁叶茂，乃澄北地区书香望族

不争的事实。

据祠内所立石碑记载，该祠始建

于雍正元年（1723年），是为纪念罗

驿村李氏始祖李文英而建。李文英，

乡贡进士，宋末自万安（万宁）游学澄

迈，后落籍此村，子孙繁衍至今人丁

兴旺。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琼

州探花郎张岳崧受邀来到澄迈罗驿

村，在李氏宗祠内为该村学子授业讲

学，并亲笔给这座人文蔚起的书院祠

堂写下了“万叶枝柯”的匾额。

出了祠堂，沿着由火山岩石铺成

的千年古路朝村中走去。在村子中

央有日形和月形两个莲花水塘，莲塘

周遭绿树环绕。有上了年纪的村民

在塘边古榕树下晨练。此时的荷塘

上朝阳浅照，荷花亭亭玉立，塘面氤

氲尚未散去，徜徉其间，如走进一幅

秀美的水彩画卷。这两眼荷塘让罗

驿村有了诗意与灵气。

“智人多爱水，择滨起家园”，罗

驿村的民房大都围着荷塘而建，连着

古村道向四面辐射展开。罗驿村坐

落于琼北石山火山群喷发覆盖区域，

建筑材料因地取材，墙体大都用火山

石垒砌而成，村道也是用火山石铺

就。村中火山石板古巷四通八达，交

错纵横，狭长深幽的古巷道两侧至今

保留着古朴的火山岩建筑风格民

居。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火山石砌

成的墙壁已是一片淡雅的灰白色，凹

凸不平的石壁饱含着岁月的沧桑，墙

角下一道道苔痕向过往的人们默默

地诉说着这里的往昔今日。古老石

巷道一块块火山石地砖，布满了历史

车轮碾过的印痕，在时间的打磨下已

变得黑泽光滑，浅露着一个个气泡孔，

饱含着罗驿村人悠长的人文历史。

漫步在这古老的巷道中，有穿越

历史时空的感觉，似乎回到了那乡邻

闻鸡鸣，扛锄入田园的农耕生活。用

手轻轻抚摸着斑驳的火山石壁，用心

去聆听，甚至能听到呼吸的声音。跳

动的脉搏让你心绪澎湃，沿着凹凸线

条，手指尖慢慢滑过，像是在爱抚你

沉睡的恋人，含着千年的柔情爱意，

唱一曲烟雨红尘。巷子深处藤蔓布

满石墙，不知谁遗落的种子，在墙角

边成长出一棵绿意葱茏的小树，为这

墨白色调的古巷点缀一抹绿意，让它

更加多姿迷人了。

曲曲折折的巷道，古朴典雅，是

拍照取景的绝佳之地。当我们为罗

驿村能保存如此好的古巷感叹时，与

我们同行的琼琳姑娘穿着一袭青花

瓷旗袍正缓缓走来，那婀娜的身姿，

仿佛是戴望舒《雨巷》中的那朵丁香，

但此朵丁香没有忧愁，倒是满脸喜

悦。太美妙了！一个同行赶紧拿起相

机抓拍。琼琳一会儿轻倚在古石墙

上双颊含情，一会儿手沾石壁上的绿

色藤条微仰额头，一会儿从巷道深处

徐徐而来回眸浅笑，旗袍与千年古巷

之美让人倾迷。末了，我与琼琳交流

图片效果时问她，你去哪换的这身行

头？像变魔术一样，一下子带我们回

到了百年前。她被逗乐了，发出银铃

般的笑声，欢笑声在曲折悠长的古巷

中回荡，感染了这里的每一块火山石。

罗驿村历史古迹颇多，在古巷道

的民居中就隐藏着不少文物，如李恒

谦故居，李恒谦清道光年间在云南多

地出任知府一职，虽异乡为官身居高

位，但仍心系桑梓，积极出资为村中

修路建桥，造福一方；又如明代时立

的“步蟾”牌坊，步蟾意寓考中举人。

据牌坊边的碑文所记，步蟾坊，明罗

驿村人李惟铭为旌表其子李金中举

而建。李惟铭乃明永乐九年中举，其

祖父李震器为澄迈第一举人，元至治

三年中举。一家三举人由此可见罗

驿村文风蔚然。

罗驿村众多历史文物古迹中，琼

西官驿久负盛名。在当地村民的指

引下，我们一行沿着村路，穿过“文

奎”坊，绕过一棵高大葳蕤的古榕树，

便来到了用火山石搭建而成的道乐

桥。站在道乐桥上往前眺望，不远处

就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琼西古驿道，

罗驿村正是因“此地诸峰环绕罗列，

驿道于此，可以罗络四海商客，广交

天下朋友”而得名。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这条古

驿道，脚下火山石石路历经上千年风

雨浸染，石头表面变得光滑而且坑洼

不平，古道曲曲折折向远方延伸，路面

由宽变窄，最终掩盖在两侧荒草丛

中。千年来不知多少文人墨客、官宦

商旅途经此道，其中最让罗驿人津津

乐道的当属苏东坡途经此地的史事。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北宋大文

豪苏东坡被贬琼州，从澄迈老城上岸

后，前往儋州，曾在罗驿落脚休息。苏

东坡被贬琼州和获赦北归中原时均途

经此石道，故当地人称此道为“东坡

路”。当地村民讲，苏东坡遇赦北归还

再次途经此地时，附近村民纷纷前来

驿站探望他，并聆听他讲学，苏东坡为

此曾赋诗感言，“倦客愁闻归路遥，眼

明飞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

觉青林没晚潮。”斯人已远去，沧海桑

田，时序更替，因为琼西古道改道，使得

这条古道的原貌得以保存至今，为罗驿

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在这条古官道边侧建有琼西官

驿，是古时通往琼西儋州的必经歇脚

之地。官驿四面围墙由火山石砌成，

大门门楣题着“琼西官驿”，两旁一副

对联：邸书飞传众官员暮留朝去，马铃

振响诸伙计迎来送往。由此可见当年

驿站的熙来攘往，进入驿站内院，在靠

门的边墙处建有马厩，院落内的地板

都由火山石拼铺而成，对着大门的正

屋由一个待客大厅和左右两间厢房组

成，正屋前左右两侧有各建有一间小

瓦房，由此构成古朴的琼西官驿。

驿站旁立着一块赭黄色的大石

头，上面镌刻着“琼西官驿”四个大

字，在朝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澄迈县罗驿村先后被评为“中国

传统村落”“海南长寿第一村”，2019
年 7月份，罗驿村被文化和旅游部选

定为海南省 8 个“国家重点旅游乡

村”之一。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

景下，拥有丰富人文历史的千年罗驿

古村将会吸引越来越多四方游客，再

现昔日驿站荣光！

百家笔会

（组诗）

食绿叶经纬

吐时序柔韧

你必须学会奉献

添一层世间温暖

忍一汤狂沸热泪

你必须学会死亡

春色翩然而归

咬破宿命茧缚

你必须学会再生

■■ 徐惠林

蚕

亲情家事 光阴故事

用手轻轻抚摸着

斑驳的火山石壁，用心去

聆听，甚至能听到呼吸的

声音。跳动的脉搏让你心

绪澎湃，沿着凹凸线条，手

指尖慢慢滑过，像是在爱

抚你沉睡的恋人……

挑剔的赏花人

囿于评判的眼睛

一次次

错过属于你的花期

各式画框中

难于找到你的踪迹

你以你的走向

释放真诚和美丽

你总如星光般

闪烁灵性和智慧

你随风飘离

将惬意，从容演绎

心灵的价值取向

无法更改

承受撕裂的创痛

只为展现爱的隐秘

就算逼仄的想象

风一样单薄

也要在晨曦中

将生命的活力擎起

萝卜花

花香可以入梦

汁液可以疗伤

紫蓝色唇形花瓣

闪烁灵性的光芒

亦冷亦热的色调

整齐一致的植株

伴安然的绿荫

在蓬勃中向上

紫彩雍容浪漫

姿态甜蜜忧伤

就算在枯萎的惆怅里

也还是一炷清香

薰衣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