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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天涯诗海

初夏之日去乡下，

远远地，就见那熟悉的

院落有一抹耀眼的金

黄。及至走近，看清是

一树枇杷正在黄熟，真

是赶上了好口福。

亲眷从树上现摘下

一盘枇杷，洗净，端上

来。那带着水珠的黄灿

灿光洁如蜡的果子，未及

入口，就已诱人口水了。

与亲友品着酸甜的

枇杷，拉家常，话桑麻。

闲适之余，想起苏轼的

诗句：“客来茶罢空无

有，卢橘杨梅尚带酸。”

曾经有人问苏轼，卢橘

是什么？苏轼答：枇杷

是也。一些典籍里也注

解：枇杷，一名卢橘。其

实，这都是文人的误解

误传。本草专家李时珍

即予更正：“注《文选》者，

以枇杷为卢橘，误矣。”

只是，为何将此果

子称为枇杷，我不得其

解，于是向乡人请教。

亲戚拿起一把水果

刀，将盘中的一枚果子

一切两半，说：你看，这

切开的半个枇杷像不像

乐器琵琶？一眼看去，

那一半枇杷还真是十分

类似一把超微型的琵

琶。原来，枇杷就是谐

琵琶之音而来啊。

亲友还与我说起一

个小笑话。说过去有一

个读书不多的人，差人

送枇杷给一秀才朋友，

并附函：送上琵琶一篮

云云。秀才收到枇杷和

字条，一笑，提笔回书一

封给差人带回。打开一

看，是一首打油诗，诗

曰：“枇杷不是这琵琶，

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

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

尽开花。”诗虽俏皮，但

若不是很好的朋友，如

此一面吃着人家送来的

美果，一面调笑，还真让

人觉得不是滋味呢。或

许这位秀才也不知道，

此枇杷就是借彼琵琶之

形之音呢。

医典《本草新编》记

述：“枇杷叶，味苦，气平，

无毒。入肺经，止咳嗽，

下气，除呕哕不已，亦解

口渴。”住在城中，偶遇伤

风咳嗽，也经常到药店去

买一些川贝液、枇杷止咳

露之类。我知道这些药

剂也就是以枇杷叶为主

要成分熬制而成。于是，

亲戚让我多多的采一些

叶片回去，放在家中备

用。笑说，“这是纯天然

的民间药品，真正的绿色

无污染无副作用，省钱

又治病。”

亲戚告知，院里的

这棵枇杷树是十几年

前的一次吃枇杷，吐核

于院角自生而来。平

时从不维护，却茁壮生

长，结果丰硕。不像它

身旁的几棵桃树，修枝

施肥，精心养护，却枝

头青果稀疏。真应了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

心插柳柳成荫。”

明代沈周有枇杷诗

云：“谁铸黄金三百丸，

弹胎微湿露漙漙。从今

抵鹊何消玉，更有饧浆

沁齿寒。”黄金天铸，美

味天生。然世间万事万

物自有其机理机缘和生

趣，就像我偶遇的口福，

像这棵偶生的枇杷。

啖
枇
杷

谈
枇
杷

□
方

华

五月的骄阳，毫不吝啬地将热

浪倾洒人间。因工作之故，我走进

了永兴镇永德村。荔枝花海就在

眼前，一片连着一片，仿佛没有尽

头。漫山遍野的荔枝树，枝头挂满

了青红相间的果子，让人真切感受

到丰收的喜悦。这片土地，正因荔

枝而重新焕发生机。

谁能想象，如今这片生机勃勃、

充满希望的沃土，几百年前竟被火

山熔岩无情覆盖，是一片荒芜的不

毛之地。村民们的祖辈，就像坚毅

的开拓者，在坚硬的火山岩上，一锄

头接着一锄头，凭借着顽强的毅力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硬生生开辟

出了如今这片繁茂的荔枝园。

“三月赏花，四月品蜜，五月尝

果”，荔枝花海的魅力早已冲破地

理的藩篱，声名远扬。它就像一个

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八方客人慕名

而来。曾经默默无闻的永兴镇，成

为了海口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荔枝花海，已然成为了一种独

特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海南岛那

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在最贫瘠、

最荒芜的火山岩上，开出最繁盛、最

绚烂的花朵，结出最甜美、最诱人的

果实。这是生命在绝境中绽放的奇

迹，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仿佛在

向世界宣告：只要有希望，再艰难的

环境也能孕育出美好。

永兴的荔枝，甜得让人陶醉。

尤其是那声名远扬的“荔枝王”，个

头硕大饱满，果肉厚实多汁，果核

却小巧玲珑。村民们说，永兴荔枝

的种植历史能追溯至唐代。千年

来，荔枝树就像一位位沉默的老

者，静静伫立在这片土地上，见证

了这里的兴衰荣辱、岁月变迁。古

屋前，几株百年荔枝老树依然挺拔

如松，它们粗糙树干上的斑驳痕

迹，是岁月留下的独特印记，无声

地诉说着一个个古老而动人的故

事。村民们在庭院中栽种下荔枝

树，种下的不仅仅是果树，更是对

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与传承，是对

这片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怀。

在这里，荔枝早已超越了单纯

农产品的范畴，成为连接过去与现

在的情感纽带。正如村民们所说：

“我们的根就像荔枝树的根，深深

扎在这片火山岩里。”它是记忆的

载体，是情感的寄托，承载着一代

又一代永兴人的梦想与希望。

荔枝花海，为美丽乡村建设注

入强大的动力。政府投入资金完

善基建，新建道路、路灯、水塔，改

善村庄交通与生活条件。景观亭、

长廊等设施提升旅游体验，让村庄

美而宜居。部分自然村拆残垣、清

垃圾、改村巷、建环村路、种果树，

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幸福感满满。

火山特色民宿盘活闲置古屋，融历

史韵味与现代设施于一体，有效利

用乡村资源，鼓了村民腰包。

荔枝花海赋予村民的，不只是

物质富足，更是生活的尊严与希望。

“电商扶贫中心”如一扇窗，推开便见

广阔世界，革新了传统销售模式，村

民借网络将香甜荔枝售往各地；“荔

枝+N”深加工模式延伸了产业链，荔

枝汽水、荔枝酒等产品走俏市场，年

销售额大幅增长；就业驿站带来大量

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采摘旅

游线路与特色文旅项目，丰富了乡

村旅游业态；海南摩托之家为荔枝

花海注入青春活力，吸引众多年轻

摩友打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让乡村文化

在时光长河中继续流淌、发扬光大，

成为独特的文化名片。

政府决策者秉持“产业富镇”

的理念，深耕荔枝产业。他们积极

培育优质品种，精心打造连片荔枝

花海景观。漫步其间，新建景观与

荔枝林相映成趣，现代产业活力与

村落古韵交融，生动诠释着以荔枝

为核心的富民发展之路。

漫步在荔枝花海，花香与果香

交织成一首甜蜜的交响曲，沁人心

脾。看着村民们幸福的笑容，欣赏

着乡村的美丽蜕变，我能真切感受

到这片土地的生机与活力。这片

土地经历了火山喷发的毁灭，却在

灰烬中浴火重生，创造出比火山更

炽热的生命奇迹。

荔枝花海，不只是一片美丽的

风景，它更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路，

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底气。政府

的大力投入，村民们的辛勤付出，

共同将这片贫瘠的火山之地变成

了人人称羡的“金饭碗”。

我坚信，在未来，这片荔枝花

海将继续绽放光彩，织就更加绚丽

的幸福长卷，吸引更多人走进这

里，感受这里的美好与独特。

□□ 童恩兵钥 匙
家中的抽屉深处，静静躺着一把

老式铜钥匙，岁月在其表面刻画出斑

驳的痕迹，却磨灭不了它在我生命中

的分量。这把钥匙，是三十多年前父

亲郑重交到我手中时，我便深知它承

载着深沉的父爱与殷切期望，那是一

把开启人生之门的“密钥”。

犹记年幼时，家里的老宅门锁

陈旧，而这把铜钥匙与之形影不

离。父亲常在晨曦微露时，从上衣

口袋掏出钥匙，轻轻一拧，开启新一

天的生活。那清脆的“咔嗒”声，仿

若时光的奏鸣曲，开启了我懵懂岁

月里对家的初步认知。父亲粗粝的

手掌包裹着钥匙，递到我手中时，语

重心长地说：“孩子，这钥匙以后就

交给你了，守好这个家。”彼时的我

尚不懂这话的深重，只觉手中钥匙

凉凉的、沉甸甸的。

背井离乡求学，临行前夜，月色

如水。父亲在昏黄灯光下，将那把被

岁月雕琢得愈发古朴的铜钥匙塞进

我的行囊。那一刻，我读懂了其中深

意。它像一位无言的导师，提醒我在

陌生城市的漂泊中，时刻铭记身后有

座温暖的港湾，那是心灵的归处。初

入校园，面对迥异的环境与全新挑

战，每当我被思乡情绪裹挟，从行囊

中取出钥匙，轻抚上面的纹理，便觉

父亲的目光穿越千里，给予我力量与

慰藉。它见证我从青涩少年在异乡

摸爬滚打，逐渐褪去青涩，学会独立

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步入社会的闯荡之路，荆棘丛

生。初入职场，我怀揣着那把铜钥

匙，它如同我的“护身符”。在遭遇

挫折、被现实打击得遍体鳞伤时，钥

匙承载的父爱给予我重拾信心的勇

气。它提醒我，无论走得多远，都有

一个家，有父亲的爱为我兜底。那

铜钥匙上的包浆，是我成长的勋章，

记录着我在挫折中磨砺出的坚韧。

每当我用它开启小屋的门，就仿佛

开启一道希望之门，让我坚信苦难

终会过去，曙光必将到来。

若干年后，我有了一套自己的

房子，手中新钥匙崭新锃亮。可旧

铜钥匙始终被我珍藏，它是过往岁

月的掌纹，牵连着我与故乡、与父亲

的血脉亲情。父亲渐老，白发丛生，

可他望着我，眼神里满是欣慰。我

深知，这把铜钥匙已然成为一种精

神图腾，时刻告诫我，在岁月的长河

中，初心不能忘，亲情不可弃。

而今，当我为人父母，将一把新

钥匙交到孩子手中，过往种种如潮

水般涌来。我仿佛看到父亲当年的

身影，也领悟到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与传承，这钥匙背后承载的爱，将如

接力棒般，在家族血脉中代代相传。

□□ 吉才惠虾 酱
几个月前，好友从家乡捎来一瓶

虾酱。好多年不见虾酱了，我迫不及

待地打开瓶盖子，一股浓郁的味道扑

鼻而来。那些流淌在舌尖上的记忆穿

越时光，别样的情愫瞬间在我的心海

里荡漾……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虾酱就是一种地域性的食品。当年在

三亚崖城至乐东沿海地区，家家户户

都掌握腌制虾酱的技艺。在那个物质

匮乏的年代，乡亲们的一日三餐都离

不开虾酱。

时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每年

初夏，忙完田间地头的农活后，村里的

乡亲们就一起商量腌制虾酱的事宜。

莺歌海位于乐东西南部，渔港盛产优

质的海产品，其中的红壳虾负有盛名，

它是腌制虾酱的上等原料。

家乡赖昌村距离莺歌海渔港有二

十多公里的路程，当年交通条件落后，

运力不足。考虑到往返的因素，乡亲

们都是在凌晨四点多就挑着箩筐徒步

出发。大家结伴同行，一路上洒下的

笑声驱散了疲劳，在天亮之时到达莺

歌海渔港。当年还没有冰块冷冻，买

好新鲜的红壳小虾后，为避免天气炎

热导致小虾腐烂变质，乡亲们忍着饥

饿挑着重担匆忙往家里赶。由于长时

间徒步行走，母亲的双脚磨出了血

泡。回到家里，母亲一边擦汗，一边对

我们说：“咱家很快就能吃上虾酱，再

也不用担心生活问题了……”此情此

景，我的内心像被刺扎了一样，久久不

能释怀。

吃过午饭，还来不及休息，母亲连

忙用筷子把小虾中的杂鱼以及其他杂

质夹出来。这是一件费时费工的细

活。天气闷热，汗水浸透了母亲的衣

服。我赶紧找来扇子给母亲扇风，姐

姐和妹妹也不甘落后，主动当起母亲

的“小帮手”。小虾清理干净后，母亲

用力捏干其中的水分，加入适量的海

盐、姜片等，倒入石臼中用木制的舂杵

捣烂成虾泥，再用勺子舀到土罐里压

实、储藏。经过腌制、发酵、日晒等工

序，如果虾酱的颜色紫红，呈黏稠状，

气味鲜香，才能意味着虾酱的制作“大

功告成”。忙累了好多天，母亲用辛勤

的劳作为家里储备生活的必需食品，

一家人的吃喝也才有了着落。

儿时农村生活困难，饭桌上几乎

每天都离不开虾酱这道菜。可是再好

吃的食物吃多了，也会感觉到腻烦。为

了逃避吃虾酱，有时候宁可吃盐巴拌

饭，也不会对虾酱动一下筷子。时间久

了，换来父母的一顿数落，甚至挨上父

亲的“棍棒教育”。就这样，虾酱陪伴我

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后来离开

家乡到外地求学、工作，虾酱和我渐行

渐远，直至一度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不记得什么时候，好友馈赠了一

瓶虾酱，被我一直搁置在冰箱里。有

一天下班刚回到家，爱人微笑着说：

“今晚有美味的菜肴。”“什么好菜呀？”

我高兴地问她。她用手指了指餐桌上

的砂锅。我急忙打开盖子，原来是虾

酱焖五花肉。那一刻，一股鲜香的味

道飘满屋里，我的味蕾瞬间被点燃，久

违的家乡味道唤醒了温暖的回忆。

虾酱是家乡的味道，更是藏在异

乡游子内心挥之不去的乡愁。它醇

厚、鲜香的味道，宛如母亲的爱，值得

我用一生细细品尝……

百家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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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步 在 荔

枝花海，花香与果香

交织成一首甜蜜的

交响曲，沁人心脾。

看着村民们幸福的

笑容，欣赏着乡村的

美丽蜕变，我能真切

感受到这片土地的

生机与活力。

小满过后

■■ 李志胜

(外一首)

大麦很少在烈日下亮剑

更多土壤

让位于暑风劲吹的兄弟

锋芒毕露，早已是不发芽的

陈谷子

低调入世，立世

不知道未来能否横空出世

种下一棵心愿，比降服

一群刺头还难

收割，摔打，研磨，造型，流放

小麦成佛的时候

芒种的你也已成精

——众多的黍家后生为你饯

行

柿柿如意

父母种的柿树悉数挂果

接纳柿树的小院

明亮、宽敞

中午吃凉面条的念想

被喜欢吃大米的妻“偷梁换

柱”

好在几盘下酒的菜

与枝头的青柿子打着旗语

晴暖气息，随着扑闪的光亮

获准入室

所有的言语不再需要介词

定语和艺术字

最美花絮，当属啪啪拍照的

小外甥

他的“六一”礼物

初步定为一部华为手机

阳光和雨水交替的五月，是

海南荔枝成熟的季节。当月下

旬的一天，我们走进澄迈县大丰

镇金马大道旁的一个荔枝园，体

验采摘荔枝的乐趣。

游客参与农作物采摘，是

近年来时髦的旅游方式。各地

作物采摘的规则略有不同，大

多是游客一次性缴纳若干进园

费用，在园里可以吃个够，如果

吃了还想吃，也可以优惠的价

格购买自己采摘的农作物带出

果园。

参与荔枝园采摘的游客挺

多。我们排队进园时，从园里传

来孩子们的嬉闹声，惹得我们每

一个人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撩

拨着，恨不得立即飞进园中去。

终于进入了园里，只见几十

亩“妃子笑”荔枝园生机勃勃，每

一棵荔枝树都撑开一大团黛绿，

茂密的枝叶间，一簇簇荔枝挂满

枝头，在微风的吹拂中，频频晃

动，仿佛在向游客暗示：“来摘我

吧，来摘我吧！”

荔枝园里，游客并不少。有

一家子的，有一对对情侣的，还

有内地来的游客，更多的是年轻

的妈妈领着孩子在荔枝树下流

连、品尝。

有的游客面对一棵棵挂满

了果实的荔枝树，左瞧右瞧，觉

得这棵树挂果多，又觉得那棵树

挂果多，犹豫着该摘哪一棵树

上的荔枝；情侣们则喜欢拍照，

总爱选在硕果累累的荔枝树

下，摆出各种优美亲密的姿势，

与荔枝来个甜蜜合影；孩子们

则手拿一小撮荔枝，在果园中跑

着闹着，让年轻的妈妈怎么也追

不上……

我被人们兴致勃勃的情绪

感染，也从身边的树上选了一颗

红中透紫、果肉饱满的荔枝，剥

开外壳，放进嘴里轻轻一咬，一

股清甜的汁液便充满了口腔，咀

嚼几下，浓郁的香气滋润着味

蕾，令人身心愉悦。

来荔枝园之前，有过采摘经

验的朋友告知我，进园后不要总

在一棵树上摘，应该多选几棵

树，领略不同树上的荔枝不同的

味道。我觉得奇怪，难道同一个

园子里的荔枝，味道还不一样？

于是，我不停地在园里走，

在不同的树上摘下红透的荔枝

吃。果然，各树有各样的味道：

有的甘甜酸爽，有的甜脆清香，

有的味道寡淡，有的味道浓烈

……原来，由于光照条件、通风

状况、生长位置、树体差异等因

素，都会对荔枝产生影响。

真没想到，采摘荔枝也有这

么多的学问。

我们在满足了口腹之欲，又

采摘了带回去的荔枝后，意犹未

尽地走出了荔枝园。

澄迈县的朋友告诉我们，大

丰镇近年来大力发展荔枝产业，

已成为该镇主要的热带水果，是

农民增加收入的优质高效农业

之一。

此次采摘荔枝，我们不仅在

荔枝园里收获了快乐，也为大丰

人民的好年景而高兴。

□□ 魏有恒

荔枝园里“妃子笑”

琼岛风情亲情家事

蜜桔的心事

■■ 刘福申

(外一首)

到黄岩吃橘去

三五好友相约

几个五大三粗的北方汉子

展开了一场说吃就吃的旅行

一盘金黄金黄的蜜桔

绿色叶片上垂露的蜜桔

几双贪婪的眼睛

赤裸裸的在月夜里放光

不知是谁无法抗拒诱惑

轻轻地褪去蜜桔的外衣

十二瓣水灵灵的橘瓤

如金色的莲花在星空下绽放

今夜我把蜜桔的心事藏进记

忆

只为欣赏

谁都不提睡觉的事

橘林唱晚

有风吹来

香气弥漫天地

橘林里的橘花

跳动着一团团白色的火焰

多少不可言说的心事

被头上的雪白燃烧成甜蜜

即使在橘林里穿行

也要躬下身子

顺从你的意志

这世界就属于我

不想让星星点灯

来为我照亮

闻到的一切

比看到的一切更真实

在橘林我们都会成为盲目

的人

不需要方向才会找到方向

每一朵橘花都是我的芬芳

每一棵橘树都是我的信仰

夜色给我以更高的自由

我还夜色以痴情

万亩橘林万亩风情

万亩橘林万亩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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