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5年7月4日星期五
值班主任：吴跃 责任编辑：陈婉娟
美编：王发东 版式：王苗 张蔚 校对：吴磊 投稿邮箱:hkrbfkb@163.com

阳光岛作
品

天涯诗海

门前的花儿

■■ 郝兴燕

(外二首)

开始只是几粒怯生生的绿，

在篱笆边试探着踮脚。

某个露水丰盈的清晨，

突然举起小喇叭，

把阳光吹成七彩的泡泡。

是母亲洗衣时溅落的水珠，

在花瓣上练习跳房子。

蝴蝶飞过就迷了路，

把花粉当作地图，

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标记。

放学路上最是热闹，

它们歪着头数我们的脚步，

一朵，两朵，三朵……

直到晚霞给它们戴上金边，

才肯合拢小手掌，

把秘密藏进叶脉里。

如今水泥地越爬越近，

它们却仍守着那片泥土——

每当风来，就轻轻摇晃，

仿佛在提醒：看啊，春天，

一直住在我们门前。

甜

起初是蜂巢坠落的蜜，

在青石板上缓缓爬行。

蚂蚁们手拉手围过来，

舔舐着阳光的馈赠——

那么小，那么亮，

像清晨的第一颗露珠。

后来是母亲熬的红糖，

在瓷碗里慢慢融化。

她搅动的木勺，

画出一个又一个圆，

把苦涩的药味，

悄悄藏进甜腻的漩涡。

再后来是果园的馈赠，

熟透的柿子挂在枝头，

轻轻一碰就溢出糖浆。

麻雀啄食时，

汁水顺着喙尖滴落，

在地上砸出小小的坑。

如今我尝过许多甜，

却总想起那个午后——

父亲从集市带回的麦芽糖，

黏住了牙齿，也黏住了时光。

原来最深的甜，

总是藏在记忆的褶皱里。

时光

是母亲梳齿间溜走的黑，

一根根，

在搪瓷盆底积成霜。

是晒谷场旋转的陀螺，

转着转着，

就把孩童的欢叫

捻成无声的烟。

是旧课本里扁平的枫叶，

脉络依旧清晰，

却再也托不住

那年秋天的重量。

最数墙角的扫帚知道，

它每天收集的尘埃里，

总掺着几粒

我们没留神的晨光。

而今我翻动相册，

忽然听见——

所有定格的微笑，

都在纸页间 轻轻荡漾。

阅读西沙石岛

千百年的惊涛，雕出了

如此峥嵘桀骜的形态。

千百年的海风，塑成了

这等龙盘虎踞的神韵。

哦，老龙头，你屹立三

沙石岛，读苍茫海天，数千

秋风云……

你有琴心，任微波回荡

在纵横的兀角弯穴，弹奏出

抑扬顿挫的和声。

你有剑胆，任洪潮冲

击，挺铁胸铜躯，发出不屈

不挠的狂啸傲歌。

不管风平，抑或浪汹，

那声声涛音就是你的心语。

我会听到，有赵述宝

船，解缆升帆挥楫击水的

呼喊；我会听到，有永兴号

舰，劈波前行，拉响激情的

汽笛。

还会听到，琼崖兄弟赶

汛的螺号，岛上渔家起网的

渔歌……

多少人慕名远道而来，

观石听涛，令心潮共鸣，情

浪激荡。

而我，更想问候那曾在

这悬空勒字的战士，他刻在

峭壁上那鲜红的“祖国万

岁”，是涛声中最美的强音。

走进三沙渔船

舱门旁，挂着

一串虎鲨响过惊涛的

剑脊，

一串龙虾写上神话的

彩甲，

一串螺贝映着海霞的

斑斓……

船头，站着一个穿灰褂

子的琼海老渔工。

看他叉开的脚丫，牢牢

扎在舷板上。宽厚的肩膀，

正扛着风云滚动的海天。

看到他肌腱隆起的黝

黑双臂，你会相信，他能用

网缆，拉动那波涌涛翻的

潮汛。

此刻，他正深情地望着，

桅杆上飘动的五星红旗……

在船上，我读到了，网

缆装订起的一部躬耕南海

的传奇。

而驾驶台上，汗渍斑斑

的发黄的更路簿，便是几百

年琼崖方言写就的序言。

织网谣在飘荡

凝望些什么呢？停住

了海岛沙滩上彳亍徘徊的

脚印。

谛听些什么呢？任三

沙的海风，把翠绿的披巾一

阵阵掀动。

是看天边的樯桅，擎起

变幻的云层？是听雾中的

螺号，将南海的心音鼓荡？

呵，来了！导航的鲣

鸟，云缝中振翎，衔来一个

动人的传说。

只见你摇响满壶甜浆，

挥动海霞的纱巾——

定然是心海，驶进了那

久待的帆影，驶进了那桅杆

上飘动的五星红旗。

此刻，我听到了：椰风

海韵间，飞出一曲幽婉而清

脆的三沙织网谣……

葱翠的椰荫下，草海桐

的繁花间，她织呀织。

绵长的情，牵出柔柔的

渔歌。柔柔的歌谣，牵出绵

长的网线。

一只只网眼，张望着祖

宗海深处那些驭涛赶汛的

耕海故事。

一个个网结，系紧对鱼

群涌动的海平线后面的牵

挂与期盼。

听哟，那织网谣，柔韧就

像椰衣丝，系住了那斗浪的橹

楫满载的归帆；甜蜜有如椰子

浆，滋润着那高唱三沙渔歌的

粗嗓与远航久渴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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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亚伟

给儿子买了一本儿歌，每晚我都

要为他唱一会儿。我惊叹于那些经

典儿歌的流传时间之久，《上学歌》

《一分钱》《小燕子》《春天在哪里》等

等，都是我小时候唱过的，现在唱起

来依旧觉得节奏明快，朗朗上口。

那天我正在专注地唱《小燕子》，

丈夫看着我，忽然说：“出走半生，归

来仍是少年！一唱儿歌，感觉你整个

人就像返老还童一样，很有一种童真

童趣，跟平日里差别很大。”我被他逗

笑了，说：“我唱儿歌的时候，就是在

童年时光里走了一遭呢！”

真的有这种感觉！每每唱起熟

悉的儿歌，我的耳边都会回响起岁

月深处的袅袅乐音。那时候，我简

单纯真，就像一株朴素的小草。我

喜欢放开嗓子唱歌，坐在田埂上唱，

荡在秋千上唱；追蝴蝶的时候唱，打

猪草的时候唱；伴着清风鸟鸣唱，仰

望着蓝天白云唱……即使没有音乐

天赋，童音本身就是天籁。儿歌声

声，清亮亮的，脆生生的，嗓音像是

浸润了阳光雨露般自然清透。

少年时，我在母亲身边唱：“小燕

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

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

美丽。”春风送暖，梁上燕子飞进飞出，

母亲忙着做烙饼炒鸡蛋，我坐在门槛

上。好香啊，那种饭香只有在老屋用

柴火才能烧出来。燕子“叽叽喳喳”叫

着，空气中弥漫着春天酥软的气息。

我慵慵懒懒地伸了伸胳膊，问母

亲：“妈，小燕子穿的是黑衣，歌里为

什么说是穿花衣？”母亲轻声细语地

说：“它们肚子不是白的嘛，脖子是黄

的，这不是花衣嘛。再说了，花就是

好看的意思，歌里说燕子穿着好看的

衣服！它们觉得咱们这儿春天最好，

年年都飞回来！”

我当时对母亲说的话深信不

疑。多年后，才恍然觉得母亲的解释

那么诗意。我和母亲，在一首儿歌的

讨论中，进行着最自然而亲昵的对

话。母亲有兴致的时候，也会跟我一

起唱儿歌。

恍惚之间，我在儿歌声中长大

了。又是恍惚之间，我已人到中年。

半生辗转，满身满心都是抖不掉的尘

埃——在俗世生活中挣扎得太久，一

颗心麻木了，冷漠了，沧桑了，不再轻

易感动，也不会轻易心动。

可是，唱起熟悉的儿歌，我分明

觉得那颗包着硬硬的壳的心慢慢软

了，变得温柔而充满了爱意，深情而

充满了热爱——出走半生，归来仍

是少年，我依旧是曾经的我。人有

时候就是这样，被某种东西触动，一

下子回到少年时光。沧桑的面容下

有颗真挚纯净的童心——原来人生

还可以这样美好！

最近一段时间，我有明显的感

觉，每晚为儿子唱一会儿儿歌再睡，

觉得身心愉悦，连梦都是轻盈的。

那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身体完全

放松，心灵洁净如初，人又回到孩子

般的简单赤诚的状态。原来，儿歌

真的可以安妥心灵啊！

俗世喧嚣，红尘扰攘，我们成

年人的心灵常常蒙尘。你会感到

厌倦和疲惫，会感到失落和沮丧，

这样的时候，真的需要一种抚慰。

儿歌，帮我们找回最纯真的记忆，

帮我们捡拾最美丽的落花，真的可

以安妥心灵！

在记忆的角落里，在陈年的故事

里，翻出几首儿歌，随着熟悉的旋律，

唱起来吧。唱一唱，把心灵安放好！

□□ 谢辉海南的沙滩
海南的沙滩，是岛上一道独特

的文化风景。退潮时，沙滩成为岛

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捕鱼拾

贝，享受大自然的馈赠。这些看似

简单的日常活动，实则蕴含着岛民

对沙滩深深的眷恋与珍视。

正如岛民所言：“沙滩是我们的

粮仓。”每当退潮，他们便在沙滩上

忙碌，拾贝捕鱼，这不仅是生存方

式，更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沙滩因此被赋予家的意义，成为岛

民心中永恒的港湾。在古代，海南

岛民常在退潮时集体前往沙滩捕

鱼，这一习俗代代相传，沙滩成为他

们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与大海和

谐共生的见证。每当潮水悄然退

去，沙滩上便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

画面，岛民们或挥网捕鱼，或低头拾

贝，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画卷。

沙滩往往是很多节庆活动的主

要场所，例如“三月三”“中秋丰收”

等活动，青年男女会在沙滩上对歌、

跳竹竿舞，欢声笑语在海风中回

荡。著名作家林清玄也曾回忆，在

他的童年时光里，每逢中秋佳节，全

家人都会在沙滩上赏月、吃月饼，沙

滩成为了家人团聚和传承家风的温

馨场所。

在海南岛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每当退潮之时，沙滩便如一幅幅精

美的画卷缓缓展开，五彩斑斓的贝

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岛民们用贝

壳制作各种工艺品，让它们以沙滩

为舞台，向世人展示海南岛独特的

文化魅力。贝壳工艺品，不仅独具

艺术魅力，更是凝聚了岛民们的智

慧结晶与辛勤汗水。

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曾深入海南

岛体验生活，她发现沙滩上的舞蹈

元素丰富多样。于是，她将这些元

素融入自己的舞蹈作品中，创作出

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舞蹈。沙滩成

为了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

每当周末或者节假日，可以在

退潮时看到很多大人带着小孩赶海

的身影。那些平缓绵延、沙质细腻、

海水清澈的沙滩，是最佳的活动场

所。他们头戴斗笠、手拿竹筺，或捕

鱼或拾贝，全家老少一起参与，享受

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当夜幕低垂，沙滩上便星星点

点地亮起一盏盏有故事的明灯。它

们或讲述着古老的传说，或分享着

生活中的点滴趣事。远处，不时有

悦耳的歌声传来，此时的沙滩是那

般温馨和浪漫。

沙滩之韵，岛民之魂。海南岛

的沙滩，不仅仅是一片金色的海岸

线，更是人们生活的领地、精神的寄

托和文化的根须。

□□ 刘刚书香盈夏凉意来
在热情似火的时光里，有书

相伴，定能收获一份清凉，一份宁

静。清风徐来，书香盈袖，仿佛时

光在此刻凝滞，心灵在书香弥漫

中得以休憩。

看古人度夏竟是那般儒雅浪

漫，一首首传神的颂暑诗情、追凉

情致纷纷入诗，不禁让人气定神

闲、豁达温婉。汉朝班固在《竹扇

诗》中写道：“供时有度量，异好有

团方。来风堪避暑，静夜致清

凉。”在古代，有摇风、凉友等雅称

的，便是消暑神器扇子。炎炎夏

日，手持一扇，扇去暑热，送来清

风，好不惬意！

与班固消暑纳凉有一拼的便

是宋朝的杨万里，只是班固用扇

子驱热，而杨万里则是开门迎风

散热，其在《夏夜追凉》中写道：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

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

不是风。”倘若感觉夜里如正午一

般炎热，不如开门赏月纳凉，倒不

是说门外有凉风，而是因为夜深

气清，静极生凉。

而大名鼎鼎的唐朝诗人李白

则另辟蹊径，从其《夏日山中》一诗

便知：“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凉爽宜

人的山中也是避暑好去处，感受松

间凉风吹拂，多么悠闲自得！

暑热之中，每一位诗人都以

自己的方式寻找清凉。韦应物闲

居园中，享“北窗凉气多”；梅饶臣

于寺中避暑，觉“煮茗自忘归”；陆

游于夏夜外出，感“溪涨清风拂

面”；苏轼因一场夜雨而欣喜，念

“又得浮生一日凉”……

当然，也有不怕热的诗人，金

朝庞铸留诗曰《喜夏》：“小暑不足

畏，深居如退藏。青奴初荐枕，黄

妳亦升堂。鸟语竹阴密，雨声荷

叶香。晚窗无一事，步屧到西

厢。”古人深知“烦夏莫如赏夏”，

所以诗人说“小暑不足畏”，用上

竹夫人，时时处理公务，听竹林鸟

鸣，雨打荷叶，傍晚凉爽，闲暇无

事，穿上木屐到西厢去。

暑热谁不惧，如庞铸这样的诗

人仅是个别。但多数诗人还是用

宁静平和的心态去应对，恰如白居

易，他写道：“何故销烦暑，端居一

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

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

自得，难更与人同。”临风窗下，暑

热之中，真正能带给人清凉的，恰

是一份宁静、淡泊、平和的心境。

读书心自宁。阅读、悦读，盛

夏书香，总能带来一份悠然的清

凉和一段宁静的时光。

闲庭信步

百家笔会

□ 黄道娟

我在太阳湾等你

在儿歌里安放心灵

一些游客自

驾来这里打卡兜风，

车子有像螃蟹的，有

像甲壳虫的，还有各

种颜色的敞篷车，车

里坐着帅哥和美女，

戴着墨镜，很拉风，就

像电影里面的镜头。

朋友从内地来海南游玩，我会建

议他们到太阳湾走一走，感受一下山

海苍茫、曲径通幽的海景山路。太阳

湾既是湾，也是路。盘旋在高出海平

面近百米的半山腰之上。远离市区，

依山傍海，雅致清幽，一侧是大海，一

侧是高山。山翠、湾美、水清、石奇，

此湾成为了喜好猎奇的年轻人来三

亚必去的打卡之地。

“我在太阳湾等你，来吧，这里的

美，很惊艳。”这是朋友发在微信朋友

圈的文字。

太阳湾位于亚龙湾最西边，因环

抱海湾的山脊上有一块形似太阳的

红色巨岩，宛如太阳落山而得名。远

远望去，犹如一条蓝色绸带，舞动着

身姿，静静安卧在群山环抱之中。这

里远离市区，偏僻幽静，附近没有公

交站，没有景点，没有居民，没有其他

建筑，只有一条景观大道独自通向远

方。公路全长六公里，路的尽头只有

一家叫柏悦的大酒店。据说，这条公

路就是专门为这家酒店而修建的。

这家酒店之所以开在这人迹罕至、既

有山又有海的偏僻幽静之处，看中的

就是太阳湾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

的人文景观，要的正是这与众不同、

得天独厚的静谧之处，让人能完全放

松，不被打扰。

与三亚湾一样，这里既是湾，又

是路。不同的是，三亚湾位于市中

心，每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十分喧

闹。而太阳湾就像一个戴着神秘面

纱的少女，待字闺中，躲在群山怀抱

里，犹抱琵琶半遮面。

从亚龙湾博后村出发，沿着公路

盘旋而上，一路上行人和车辆极少，

公路两旁青山葱翠，芳草萋萋，野花

绽放，鸟鸣唧唧。绕过几道弯，就进

入了太阳湾。抵达太阳湾之前，会路

过一大片红树林保护区域，这里是海

水与淡水交界地段，由于保护得较

好，红树林长得郁郁葱葱，路边有醒

目的红树林保护区路牌标志，许多白

鹭在这里栖息，时而飞翔，时而降落，

展翅嬉戏的白鹭和不知名的花背小

鸟，将影子投在水底，让你惊叹水的

纯净和明亮。这里是鸟的天堂，虾蟹

的家园。在寸土寸金的亚龙湾旅游

度假区，生态保护依然是不可逾越的

红线和底线。正是由于良好的生态

环境，才使得太阳湾至今仍拥有“养

在深闺待人识”的魅力。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太阳

湾三面环山，一面环海，一侧是高

山，另一侧是大海，公路在高出海平

面近百米的半山腰上。极目处，海

景一览无余。太阳湾海底沟壑纵

横，千姿百态的礁石在海岸边耸

立。站在公路上，目极千里，视野开

阔，远处青山隐隐，苍莽青翠，烟波

浩渺；山傍着海，海依着山，山海相

依相恋，山因大海而伟岸，大海因高

山而柔美。海水十分清澈，蓝色的

海面，像丝绸一样柔和。海水真蓝

啊，怎么形容呢？翡翠的颜色略浅，

蓝宝石的颜色又略深，这天然的色

调，纵然是名师画手，也难以描摹。

海水微荡着涟漪，仿佛就在你的眼

帘下轻声絮语，向你诉说着岁月悠

长，诉说着昨天和今天的沧海桑田。

太阳湾不需要门票，路上没有停

车场，也没有商业小店，只有一些观

景平台供行人观景拍照。行驶在路

上，每次停车的时间限制 7分钟，路

灯箱上有监控自动抓拍。时间到了，

路灯上的语音箱就会响起，报出车牌

号，并呼叫：“您停车时间已到，请及

时开走，您停车时间已到，请及时开

走”。有的人偶然开车路过此地，停

下车来，看呆了，掏出手机，美照还未

来得及拍，还未尽兴，哪里愿意走

呢？于是，就在这段公路上停 7分
钟，又开到下一段公路停 7分钟，一

路上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只为欣赏

美景，多拍几张照片。所有的车辆行

至此地都会自觉减缓车速，像欣赏美

女一样多看几眼。一些游客自驾来

这里打卡兜风，车子有像螃蟹的，有

像甲壳虫的，还有各种颜色的敞篷

车，车里坐着帅哥和美女，戴着墨镜，

很拉风，就像电影里面的镜头。

傍晚，是最佳的观景时刻。此时

海水满盈盈的，夕阳西下，波涛像顽

皮的小孩儿，前呼后拥，金光灿灿的

云彩，波光粼粼的海面，凉风习习，沁

人心脾。身边，有穿着艳丽长裙的女

孩儿从你眼前飘过，空气中弥漫着令人

沉醉的香水气息。青山、大海、夕阳、美

女，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夕阳图画。

酒店坐山拥海，推窗见海，出门

见绿，莺歌燕舞。这里是一个让人放

松的地方，让人遐思的地方，让人发

呆的地方。清晨，迎着习习凉风，骑

上共享单车，沿着太阳湾景观公路骑

行，悠哉悠哉，走走停停，看山、看海、

看日出。山间的树林透着翠绿的光，

空气中弥散着大海的气息，享受着大

自然带给人们的馈赠……

我在太阳湾等你，你来吗？

亲情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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