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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天涯诗海

夏 至
（外二首）

■■ 龚凯健

我们在夏至的傍晚谈及田

野

金黄的麦，和一种生命热

情的燃烧

谈及一个女孩

在夏天对阳光的渴望

我想到她的热烈，甚至因

为过分热烈

而散发的活力

后来，我在画中看见

盛开的荷花和果实累累的

树木

像我年少时在乡间见过的

那样

繁茂而热烈，充满了阳光

照耀的色泽

我想到这两种活力的相通

与对比

想到夏至的傍晚适合晚霞

适合微风

适合两个人的欢聚

离开都市最闷热的喧嚣，

归来时

依旧用绿色和金色，编织

自己的夏日梦境

我们在夜的边缘，倾听蛙

鸣和蝉唱

那是夏天的热烈与激情

夏日的热情

坐下来，就能感受夏至的

热烈

翻开书，一定是夏日的热

情

点燃了季节

几行诗句，在书页间热烈

交织

阳光洒下，光影斑驳

时间，仿佛停滞在这最美

的一刻

田野里的稻谷金黄一片

如海浪般起伏

阳光下，农夫的汗水滴落

滋养着黄褐色的土地

稻香四溢，一往情深

母亲在厨房开始准备佳肴

炉火正旺，香气四溢

丰富多样的食材，在锅中

欢快地舞动

色彩斑斓的菜肴

摆放在餐桌上

和井中捞起的西瓜团聚

夏的乐章

阳光炽热，让空气

改变了温度。树叶洒满金

辉

两只蝉，鸣叫在夏的乐章

仍保持着热烈的节奏

地上，光影斑驳

而那蝉鸣声中的热情

用旋律触动我

我摇摇草帽，把汗水拭去

额头

一只脚踏进一年最热烈的

时节。另一只已跃向前

并带着热情

我隐隐约约感觉

身边有个人和我一起舞动

这大概就是

多年前的夏之记忆

我不敢忘怀，一旦回想

就会更加沉醉

人物园

孙女菲儿小脑瓜里

有好多新奇的念头，冷

不丁冒出来，常问得我

不知如何回答。

周日，我带她去动

物园游玩，先后游览了

珍兽园、异禽馆、百鸟

山。看着老虎、狮子、

孔雀、鸵鸟等珍禽异兽

活泼可爱的模样，菲儿

很兴奋，与动物们友好

互动，又是拍照又是录

视频，玩得可开心了。

我 问 她 有 何 感

想。菲儿扑闪着大眼

睛，忽然问我：“爷爷，

在动物王国有没有‘人

物园’？”

人物园？我迷惘

地摇了摇头。

“你看，我们在欣

赏它们，动物们也在看

我们，它们歪着脑袋，

转动眼珠儿，眼里透出

新奇：这是男人、那是

女人，还有老人、小孩

儿……如果动物们主

宰了世界，会不会把我

们人类抓起来，建造一

个好大好大的‘人物

园’？”

“这、这……”我一

时语塞了。

白发

邻居家也有个小

女孩，叫豆粒儿，脑瓜

活、反应快，说出的话

风趣幽默，忒招人爱，

我常逗她。

有一次，我给了她

精美的糖块，问道：“豆

粒儿，你为什么喜欢吃

糖？”豆粒儿歪着头回

答：“因为我长得甜，说

话儿更甜呀！”

我摸了摸自己花

白的头，又问她：“爷爷

为什么有白发呢？”豆

粒儿黑亮的眼珠儿一

转，说：“因为时间长了

霜，染白了爷爷的头。”

“那怎么还有一半是黑

的呢？”“因为、因为时

间老人手下留情，先留

一半，你要是不听话，

喝酒、抽烟，看手机不

睡觉，它再给你染白另

一半……”

约梦

回老家时，我听发

小老张讲了他孙女扣

扣的一则故事，感人至

深，便记了下来。

老张的儿子儿媳去

南方打工，临走时和五岁

的扣扣约定：在家要听爷

爷奶奶的话，爸爸妈妈会

常到你的梦里相见……

扣扣认真地伸出小拇指，

和爸爸妈妈拉钩：“拉钩

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扣扣清亮的眼眸里露

出难分难舍的神情。

有一次，扣扣给妈

妈打电话，说着说着哭起

来：“你们骗人！说好了

的，可我没有梦到妈妈，

连爸爸也一次没有梦到

……”妈妈说：“我们常梦

见你呀！扣扣跑那么远

的路，一次次到妈妈和

爸爸的梦里来了。”

她爸爸逗她：“你

给留着门儿，爸爸妈妈

就会钻进你的梦里！”

扣扣记得可准了，从此

以后，每晚睡觉前都让

老张敞门儿，说这样她

就能梦到爸爸妈妈了。

小
儿
语

□
刘
琪
瑞

（
三

章
）

“刚摘的新鲜蔬菜，便宜卖啦！”

“油条，现炸的油条，又香又脆！”天刚

蒙蒙亮，早市上的各种吆喝声就此起

彼伏。扑面而来的是各种混合的气

味，有刚出炉的早点的香气，有蔬菜水

果清新的味道，还有水产的腥味，以及

各种不知名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早市气息。

道路两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

个个摊位。卖早点的摊位无疑是最受

欢迎的。热气腾腾的蒸笼不断地冒着

白色的蒸气，包子、馒头、花卷在里面

若隐若现，仿佛是在召唤着人们快来

品尝。油条在油锅里翻滚着，发出滋

滋的声响，那金黄酥脆的模样让人垂

涎欲滴。摊主们熟练地擀面、包馅、炸

油条，动作一气呵成，还不忘热情地招

呼着过往的顾客。喝上一碗香浓的豆

浆，咬一口刚出锅的油条，美好的一天

就从这美味的早餐开始了。

蔬菜水果摊位也是早市的重要组

成部分。那些色彩鲜艳的水果和蔬

菜，被摊主们精心地摆放着，红的苹

果、绿的菠菜、紫的葡萄、黄的香蕉

……就像是一幅绚丽的画卷。摊主们

大声地吆喝着，夸赞着自己的蔬果有

多么新鲜、多么美味。大妈们在摊位

前挑挑拣拣，和摊主讨价还价，虽然争

得面红耳赤，但最终还是各取所需，满

意地离开。这边一位大爷熟练地拿起

白菜，看看菜叶，摸摸菜梗，然后满意

地放进袋子里；那边一位年轻的妈妈

在挑选着红彤彤的草莓，准备给孩子

带回去一份甜蜜。

水产区则是另一番景象。水盆里

的鱼儿欢快地游来游去，不时地跃出

水面，溅起一片片水花。螃蟹张牙舞

爪地在盆里横行霸道，似乎在向人们

展示着它的威风。摊主们穿着雨靴，

忙碌地给顾客捞鱼、称虾、剖鱼……手

上的动作一刻也不停歇。空气中弥漫

着海水的味道和鱼腥气，这是生活最

真实的气息。

除了这些，早市上还有卖衣服

的、卖日常用品的、卖小玩具的摊位，

琳琅满目。日常用品摊位上，锅碗瓢

盆、扫帚拖把等应有尽有。小玩具摊

位则是孩子们的最爱，各种造型可

爱、颜色鲜艳的小玩具让孩子们兴奋

不已。他们拉着家长的手，眼睛紧紧

盯着那些新奇的玩具，满心期待着能

拥有它们。

在早市的角落里，还有一些卖花

的摊位。五彩斑斓的花朵争奇斗艳，

馥郁的芬芳在空气中飘散。玫瑰的娇

艳、百合的纯洁、雏菊的清新，让人们

感受到生活中那一抹浪漫与美好。许

多人会选择买上一束花，或是为自己

的家增添一份温馨，或是送给心爱之

人表达一份情谊。

早市上的人们形形色色，有步履

匆匆的上班族，有悠闲的老人，有年轻

的夫妇……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或

满足、或喜悦、或期待的神情。

讨价还价声、吆喝声、欢笑声、交

谈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曲充满活

力的生活交响乐。在这里，没有都市

的那份高冷与距离感，有的只是最接

地气、最有人情味的生活场景。人们

在这里感受着生活的真实与温暖，也

在这热闹的氛围中寻找到生活的乐趣

与希望。

随着太阳渐渐升高，早市的热闹

依然持续着。人们来来去去，带着收

获和满足。早市是一座城市生活的缩

影，它见证着人们的日常，承载着人们

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当最后一缕热

闹气息渐渐散去，早市又恢复了平静，

但它所带来的那份烟火气和生命力，

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早 市 □□ 罗华宝

□□ 何愿斌梅雨季节多听雨
“勤带雨伞，饱带干粮。”入梅

之后，这句话的分量尤足。

每天出门前，我总要习惯性

地抬头看一看天空。出远门，则

必然反复查看天气预报，精确到

时辰。即便这样，雨还是有不测而

降的时候。

双休日，看看天阴，刚出小区

一转，雨不经意就飘洒下来，于是

只好在小卖部和店家拉家常，略微

等一等，天边云收雨住，又可以漫

步了。雨后的草坪湿漉漉，喜鹊、斑

鸠忙着飞来啄食草虫。树头合欢喝

足雨水后，格外鲜艳。

雨在下，是梅雨时节的常态。

雨常见，但“暴雨梅”罕见。人行途

中，天空突然云垒乌峰，黑压压一

片，厚集的云层反复被闪电割裂，雷

鸣山动，天地一摇。密匝的雨点像

利箭，斜射万物。一些车辆停下来

不走，地面上的积水很快漫过轮

毂。有人赤脚卷衣去掀窨井盖，过

街如过渡。

更多的雨是有征兆的，我会选

择一个雨天去看荷花。雨中菡萏千

姿百态，如舞霓裳。雨打荷塘，啪啪

有声，重重碧叶晃动硕大的水珠，珠

光盈盈，捉摸不定。雨停后，荷叶上

的雨水聚集，小珠汇成大珠，将大小

珠露抖落下去，是我雨季喜欢玩的

把戏。

舟中听雨，是古人的寻常境

遇。有刻意听之，有不得已为之。

古诗词里有无数雨水相伴的时光，

宋人蒋捷曾将听雨导演成人生的三

种境界：少年听雨歌楼上，中年听雨

客舟中，如今听雨僧庐下。人生际

遇，一雨汇之。

林中遇雨，有困窘，有从容。

一场淋湿苏东坡的雨，下了将近一

千年，还没有晾干。“莫听穿林打叶

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

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

湿。”“愿君亦莫叹留滞，六十小劫

风雨疾。”一个经历风雨的人，也被

风雨教诲、自我救赎，苏东坡是一

个懂雨知雨惜雨的人，雨水同样怜

爱他。雨在下，诗在生。云消雨

去，诗篇永存。

在夏天，梅雨季节，苦暑的人们

不妨多听听几场雨。

□□ 董国宾我的农民父亲

父亲在土里刨食，春播秋收，锄

草施肥，一辈子与庄稼打交道，是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

记忆中的农民父亲，只出过两

次家门。第一次是在我上大学的时

候。那时我学习很用功，不知不觉

中，发现视力在下降，于是就给家里

去了一封信，说汇点钱过来，买一副

眼镜。

一个晴朗的天气，瓦蓝的天空

浮着几朵卷云。天空纯净的蓝，卷

云白得透洁。同学们在上课，老师

认真地讲，同学们认真地听。谁也

没想到，一位老汉竟推门进来，愣愣

地站在门口，目光不停地在教室里

扫来扫去。他衣角卷曲着，手里拎

着一个鱼鳞袋，刀刻的皱纹爬满了

粗糙的脸，浑身上下散发着乡土的

气息，骨子里却透着硬朗和康健。

他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农民父亲。

宿舍里，父亲一把把我揽过来，

急切地说，孩子，快让父亲看看，眼

睛到底咋啦。我先是一惊，接着“扑

哧”笑出声来，一字一句地说，就是

近视眼。你没看见，好多同学都戴

着眼镜呢。父亲得知我眼无大碍，

才长舒了一口气，微笑着拿出一些

枣子和柿子给我。我很后悔没有在

信里把话说清楚。这事听起来虽有

趣，却让我感到了温暖。

还有一次，父亲离开家乡，是去

年春播的时候。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开了一家

羊汤馆。刚开业那会儿，生意还说

得过去，后来一天不如一天。父亲

听说羊汤馆生意不好，忙完农活，就

急急赶到城里来。父亲来的第三

天，我就去外地出差了。临走对父

亲说，要半个月我才能回来，羊汤馆

的事你先照应着。

父亲没文化，更不懂经营和管

理，可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濒临停业

的羊汤馆，硬是让父亲给盘活了，纯

收入一天比一天增多。

出差回来后，我惊奇地请教父

亲。父亲手一摆，淡淡地说，小本生

意，不要指望一口吃个大胖子。羊

肉汤按成本卖给顾客，一分钱不多

收，搭些功夫不算啥，我们只赚酒钱

和菜钱。咱对得起顾客，顾客才乐

意到咱这里来。别说，父亲的办法

还真灵，现在羊汤馆的生意好起来，

四面八方的顾客都喜欢来光顾。这

不，我正盘算着扩大规模呢。

其实，我的父亲是农民，没文

化，只懂得锄草和种地，哪懂什么

经营之道。只是，无论对家人还是

对别人，父亲心里装的总是慈爱和

宽厚。

冥冥之中，走进一段古朴的历史

风雨时光，让我瞬间倍感恍如隔世。

那时候，父亲拉着我的小手，一路

颠簸地拐进了解放西路。那夜，我们

要入住的旅馆就是解放电影院的四层

楼房。楼层很古老，比家乡的老屋还

要典雅斑驳。

我跟在父亲后面上了二楼，只见

他问了问旁人，没多久，父亲的学生

——吴叔便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躲在

父亲的背后听他们寒暄，随后便跟着

走入大厅。客房里有八张简单的床铺

齐刷刷排列着，听父亲说我们要在这

里住上三十来天才可以回家。那时的

我只是懵懂地听着。

我刚出生的那天，邻村的接生婆

看到血肉模糊的我没有哭声，就自作

主张地伸入手指猛挖喉咙，直至我哭

出声来、血水溢出嘴巴才罢休。蹒跚

走路之后，我把“吃饭”叫“忆饭”，一直

口吃了八年都没有矫正过来。那年快

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在乡间小学打听

到县里岭口那边有一位梁姓医生在海

口的医院工作，也即现在的省人民医

院龙华门诊部，便决定带我去海口看

看医生。

入院前的那段日子，父亲带着我

逛了附近的老街，在得胜沙路买了一

些换洗衣物。得胜沙路很长，路两旁

大都是南洋风格的两三层高的楼房，

最高的有五层，商铺门前热闹非凡，

络绎不绝的陌生面孔在来回穿行。

行色匆匆中，我又跟随父亲顺着路牌

标志行走到中山路。这条路更是叫

我应接不暇，各色商品琳琅满目，让

人有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般的开

了眼界。

在一间叫“新富南”的百年老店

前，父亲抱着我在熙攘的人群中，好奇

地浏览店铺里那些色彩绚丽夺目的丝

绸产品。我心里头痒痒的，心想，要是

父亲给母亲也买回一条漂亮的围巾那

多好。我看见父亲摸了摸裤兜，却又

赶紧把手缩回来把我紧紧地抱住，好

像生怕我在拥挤中摔下去一样，眼神

却一直停留在丝绸围巾上……

在“会昌兴”老店的走廊间，简直

是门庭若市，只见人头攒动的客源，争

相着在长柜前选购各自喜好的香烟。

这是一家规模较大的老店，专门代理

各种型号不同的“老刀”牌及种类各异

的香烟。父亲也挤进去购买了几包比

较稀缺的“大前门”和“银球”牌香烟，

说是到了医院兴许会派上用场。

返途中经过一座高大肃穆的门牌，

顶楣上写着“天后宫”，人们也称“妈祖

庙”，门口两端写着对联：“帆悬四海波

涛静，泽被群生雨露新”。听父亲说，

这是专门为那些出海捕捞的渔民建造

的祭拜神灵保佑平安的庙宇。只见许

多面带虔诚的香客在来回忙碌着，企

图以自己的叩求换取心灵的慰藉。

那段忐忑等待的日子，让我看到

了海口老街往昔繁华的历史缩影……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一首如诉如泣的歌曲，道尽了人

生沧桑悲喜的凄美故事。

再次幸临海口老街，是在历经十

多年风雨兼程的日子之后。我所就读

的大学便是途经解放西、中山路、新华

北，以及钟楼和人民桥附近的地方。

一次临近傍晚时分，班中一同学

带我去隔壁校园找他的临高老乡。在

宿舍的校道旁，一位皮肤黝黑，头发也

漆黑，身材中等，年龄和我相仿的学生

出现在我面前。同学说这是他的老

乡，姓王名卓森，待会儿晚饭后一起前

往中山横路，去拜访一位海南诗社的

吴云汉老师。

之后，只因卓森老兄临时参加一

场校园文学社团的活动，那次约定相

聚老街、结伴同行的机会，因此也成为

一场遗憾，随着岁月蹉跎擦肩而过。

如果人生尚有轮回，老天爷还会安排

一次天赐良辰，让我和卓森老兄邂逅

逢面的光阴吗？

我和扬帆诗社几位文友往返几回

在吴老师家里倾心聆听赐教是后来的

事情。吴老师是一位诗书造诣很高的

著名书法家和诗人，是海南诗社创始

人之一，为人处事低调，待人热情诚

恳。每次造访时，他的阁楼上都是高

朋满座。那时候海口几大高校的文友

们都爱听他谈书论诗，他的诗词气韵

飘逸，意境深邃，那种特立独行的创作

风格，在我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有时候，在读书的空档期，与后来结交

的文友在吴老师的阁楼上切磋诗歌、

畅谈文学时，想着自己囊中羞涩，还在

老师家中蹭了几顿饭菜。现在回想起

来，尽显悔意和感激。

有次，我带着父亲的嘱托，前往解

放电影院拜访曾经给予我们方便的吴

叔。问了服务员，说是吴叔回老家定

安探亲了。返校途中，路过中山横街

拐弯处店铺，店内似乎传来“兄弟，喝

椰子汁吗？刚摘的文昌椰子”的喊

声。此时我的身边并无旁人。然而，

我只顾埋头踏着晚秋的残阳余晖，心

里像丢失了什么似的，空洞乏味，不知

什么时候早已走过了人民桥……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年那

些怀揣激扬文字、豪情万丈的文友，

都因毕业季的来临各奔东西。海口

老街的作别，便成为自己内心挥之不

去的情结。

海口老街，一座承载百年沧桑的

老街，一张质朴典雅的都市名片！在

峥嵘岁月的洗礼中，是否一如我对它

的祈望，而焕发出新时代的璀璨辉煌。

再见了，海口骑楼老街，还有那

些在我人生中的相逢相遇相交相

惜，不被岁月长河淹没的闪光的记

忆碎片……

我 看

见父亲摸了

摸 裤 兜 ，却

又赶紧把手

缩回来把我

紧 紧 地 抱

住 ，好 像 生

怕 我 在 拥

挤 中 摔 下

去 一 样 ，眼

神却一直停

留在丝绸围

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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