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段小华

母亲的理发店

穿过人潮中的一阵阵叫卖声，

再绕过一棵古老的梧桐树，便是母

亲的理发店。它坐落在家乡集市

的一隅，没有霓虹的璀璨，也没有

时尚的招牌，只有一块斑驳的木

板，木板上“阿黄理发”几个颤巍巍

的字迹，仿佛是岁月在低语。

那间理发店，其实只是一间简

陋的小棚，四张椅子，一面镜子，墙

角堆着些旧报纸和不知名的杂

志。母亲并不是一名专职理发师，

她的手艺是从日复一日给我们几

个孩子剪头发中磨练出来的。她

只在集市日才打开那扇吱呀作响

的门，迎接那些等待剪发的熟悉与

陌生的面孔。尽管镇上其他的理

发店装潢豪华、设备先进，但母亲

这间简陋的小店总是人气满满。

母亲总能用她那双巧手，剪出

让每个顾客都满意的发型。更令

人难忘的，是她那低廉的价格和热

心肠。常有邻居大婶带着孙子来

剪发，临走时总少不了带上母亲递

上的几颗糖。而当新来的外地商

贩找不到路时，母亲也会热心地放

下手中的剪刀，带他们走上一段。

理发店里，母亲总是能和顾客

们聊得火热。从天边的云彩到田

里的庄稼，从孩子的学业到镇上的

新闻，话题丰富而广泛。顾客们不

仅仅是为了剪发，而是为了能与母

亲交流而心安。渐渐地，母亲的理

发店不再只是一个理发的地方，也

成了人们聚集的驿站，人们在母亲

的理发店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店里的气氛总是温馨而友

好。孩子们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

夹杂着人们的对话和玩笑。这时

候，母亲总会给村民们泡上一杯热

茶。一杯杯热茶在手中传递，蒸汽

在空气中缭绕，仿佛连时间都在这

里放慢了脚步。即使是料峭的寒

风，也抵挡不住这小屋里的温度。

岁月流转，集市上的其他理发

店来了又去，只有母亲的小店依旧

坚守着。每逢集市日，母亲风雨无

阻，她总是如约而至，打开那扇熟

悉的门，迎接每一个需要服务的

人。或许对于母亲来说，这不仅仅

是一份赚钱的工作，更是一种对家

乡小镇的深情守候。

如今，我已远离家乡，母亲也

来到城里帮我带孩子。但每当回

忆起母亲那间理发店的场景，心中

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一份属

于家的记忆，一份关于温暖和关怀

的记忆。

母亲的理发店，就像一盏永不

熄灭的灯塔，照亮了我归途的方

向，也照亮了那些关于家乡的温柔

回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但那

份关于家的记忆、关于温暖和关怀

的记忆，如同陈年的老酒，愈发醇

厚，愈发甘甜。

□□ 陈恩睿

凤停村

前不久，在老家东方市感城镇

的过年期间，经好友介绍和引领，游

览了感城镇北部湾的感城海湾。感

城海湾位于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

为海南风景秀丽的海湾之一，海湾

旁边的一处环境优美、绿色盎然的

村庄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停留之处。

村庄的村名叫凤停，这里交通

便利，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村庄北

面是弯弯曲曲、潺潺流水的感恩河，

西南面濒临北部湾，海榆西线（225
国道）从村中贯通而过。

凤停村大门坐西朝东，横梁居

中贴着“凤停村”金色字样，主柱贴

着“凤凰腾飞众志共创千秋业，停门

献瑞全民同欢万代昌”的金色对联。

凤停村的村名让人思绪万千：

“过去凤鸟停留这里，应是景色秀

美，且宜居宜业；如今，当一回凤鸟，

来一次短暂停留，也可知晓厚重的

历史文化。”凤凰，在我国古代神话

传说中，那是一对鸟类神兽组合，分

为雌、雄两种。雄性称为“凤”，雌性

称为“凰”，合起来则称为“凤凰”。

凤凰被视为百鸟之王，它们象征着

祥瑞、美好、和平。在传统文化中，

凤凰是帝王的象征，是皇权的代

表。凤凰的形象具有多种描述，包

括五色的凤凰，分别对应着不同的

传说和象征意义。

明末清初（1600—1644 年）期

间，福建莆田甘蔗园地区一些村民

为逃避战乱，千里迢迢迁来海南感

恩城依龙江（感恩河）北岸而居。移

民以临近南海北部湾和龙江（感恩

河）为生存资源，抓鱼捕鱼为生。当

时，村名为“疍巷村”。清嘉庆元年

（1796年）龙江（感恩河）发特大洪

灾，洪水肆意凶猛，冲毁了疍巷村。

“改变不了自然，就改变自己。”面

对特大洪灾，村民敬畏自然，于是

分别迁移儒学村（今入学）、陶丰村

（今长工）、应好村（今加富）、新村

（感城南 2.5公里靠海边）。迁居新

村的部分疍巷村民与原村民相互

尊重，理解包容，和谐共存。由于

村庄兴建在沙丘地带，地势高低起

伏，高挺处如小山头，经常有鸟类

飞来沙丘上歇息。于是，村里老先

生提议将新村改名为凤丘村。全体

村民一致赞成。

老先生提议改村名为凤丘村，

得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

候，有一群凤鸟自北方往南飞，飞到

此地时，被茫茫无边大海阻挡。对

此，凤鸟在空中盘旋着寻找方向和

路径。它耐心地、艰难地盘旋，一会

往高处飞，一会往低处飞。苦苦追

寻的凤鸟，终于看见海岸边几座小

山丘，且绿树成阴，百花齐放，百鸟

争鸣。面对此景，凤鸟绕着山丘盘

旋三圈，然后落停在山丘一处的梧

桐树上栖息。这里风景如画，适宜

生存，适合繁衍，于是凤鸟扎根此

处，不再离去。有了凤鸟护佑，村庄

风调雨顺，村民安居乐业。村庄改

名后，凤丘村村民务渔务农，生活越

过越好。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凤丘村在

村东南的大榕树边兴修一座公庙，

秀才林文高给公庙书写对联：“凤立

高岗茁类超凡长齐美，停居正路敦

人有义出先贤”。全体村民对这副

对联赞不绝口，并取句首二字“凤

停”为村名至今。凤停村寓意凤凰

停留栖息之处，山清水秀，风调雨

顺，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红火。

凤停村从古至今，先后迁居有

林、杨、麦、陈、郑、张、苏、庄、符、王、

钟、卢、何、刘等 14个姓氏。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走进新时

代以来，凤停村民更加意气风发，积

极主动，不等靠要，大胆尝试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村庄面貌日新月

异。村民的文明素质也不断提升，

生活质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天涯诗海

新春期间，在保护环境和社会

安全的前提下，很多地方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然而，你可想到来自植

物世界的生态烟火树吗？每当花期

来临，满树如同星点闪烁，又如一团

团绽放的烟火，瑰奇壮观。在海南

万宁石梅湾社区，十几棵烟火老树，

为我们展示着这样一种神奇。

烟火树唇形科，大青属常绿灌

木或小乔木，又称星烁山茉莉，株高

可达4米。幼枝方形，墨绿色。叶对

生，长椭圆形或披针形，先端尖，全

缘或波状边缘。质地厚灰绿色，叶

背是有光泽的暗紫红色。聚伞状圆

锥花序，花顶生，小花多数聚生成

团，花冠呈细高脚杯状紫红色，开放

时前端炸开五片洁白的长型花瓣，

花形奇特，绚丽多姿，好似天上闪耀

的繁星，又如喷射而出的烟火一般，

故此得名烟火树。

烟火树原产于新几内亚、菲律

宾及西太平洋群岛热带地区，全球

热带地区均有引种栽培。性喜高

温、湿润、向阳至荫蔽之地，生长适

宜温度 20－30℃，日照 50－100%，

生性强健，耐热、耐旱、耐瘠、耐阴。

植株抗寒能力强，在海南冬季照样

鲜花盛开，鲜艳夺目，它们的绽放让

人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灵动。

开花初期，花序是蜂窝状，花蕾

从花苞里钻出来。短小的花蕾不断

向四周延伸，形成一支支小管，像刚

刚点燃的烟花，这就是它的“雷管”部

分。尔后，烟火从花管里炸开，就如

最炙热的一刻迸发出的火花。烟火

花有白色的、粉红色的，花形如星

星。一般花期长达半年，在海南地区

的烟火树则可以全年开花，于每年元

旦、春节至清明，花开得最为茂盛。

花瓣一簇簇燃烧绽放，像是无数女子

在尽情地向天空展示她们的美丽。

除了耀眼的花朵，烟火树的树

形和叶片也很有观赏价值。墨绿色

的新枝呈四棱形，柔软而有韧性，缀

满枝头花团锦簇随风轻曳婀娜多

姿。大概植物也通人间情，烟火树

开得很应景，从新年到春节前后花

期来临，仿佛在用自己独特的美丽

迎接佳节的来临，如此这般乖巧深

得人们的喜爱。

海南石梅湾社区有十几棵烟火

树，都是园林绿化移栽近几十年的

老树。今年元旦，我再次见到了它

们。它们绽放出迷人的色彩和柔美

的姿态，粉红色的花朵特别显眼，令

人心醉神迷。这些烟火树似乎长得

更高大了，树根越来越壮，叶子落了

又长，花谢了又开，它们陪了我长长

的一段时光。湛蓝的天空下，烟火

树绿阴繁绕、生机盎然、色彩斑斓，

显得那么美丽，给人们带来了一片

明亮和愉悦。

烟花转瞬即逝，却绚烂至极。

古人眼中的烟花是辛弃疾笔下的

“东风夜放花千树”，是朱淑真元宵

夜的“火树银花触目红”，是隋炀帝

眼中的“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是清雍正《元夕》：“火树拂云飞赤

凤，琪花满地落丹英”……元宵夜的

花灯与焰火，如同满天的星斗倒映

人间，只知道此时此景，一生难得有

几回！

如今，海南绚丽多彩的烟火树

日日夜夜盛开，烟火枝枝绽放，色彩

瑰丽迷人，良辰美景真是令人目不

暇接，流连忘返。

绚丽多彩烟火树
□□ 石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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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门前，车水

马龙，街市繁华。

沿着石阶拾级

而上，微风带我穿

过厚重的城门，犹

如穿越千年的时光

……

站在城门下，我

仿佛听到古城呼吸

和心跳的声音，昔

日“弦诵声黎民物

庶，宦游都道小苏

杭”的盛况在眼前

浮现。我用仰望的

目光与古城进行心

灵的对话，倾听它的

前世今生。

蓝天下，饱经岁

月风霜的牌坊“棂星

门”依然高大威武。

品读这部“立体史

书”，它意味深长地

告诉我，这里是一个

有故事的地方。

崖州学宫前，

两株鸡蛋花正在盛

开，一半花香，一

半 书 香 ，沁 人 心

脾。一尊尊文人墨

客、先贤哲人的雕

像，形神兼备，栩

栩如生。在历史的

长河中，他们的思

想与智慧，如同阳

光雨露，润泽崖州

后人。

古有崖州城，今

有科技城。城内，岁

月沉淀，古韵悠长。

城外，科技腾飞，日

新月异。

崖 州 不 再 遥

远 。 伴 随 着 自 贸

港的东风，千年古

城 焕 发 新 的 生 机

与活力，人们纷至

沓来……

搁置了一个冬天

斜靠在院墙一角

默默无语

父亲走向它

轻轻敲一下犁铧

“春耕”两字

就发表在日历上了

木 犁

■■ 卢兆盛

春天，从农事开始

□
黄
俊
怡

百
家
笔
会异

域
雪
国

从白云机场到内蒙古，时程约三

个小时。飞机降落在呼和浩特机场，

已是傍晚时分，内蒙古的冬天分外寒

冷，我发现也只有我一个人穿着西

装，机构老板派车把我接到一间寓

所，把一件大衣递给我，北方的干冷，

只有暖裤羽绒才能保暖。

呼市是一座老城，还保留着古老

的拱门，拱门外有火烤的番薯、栗

子。匆匆吃了一碗土豆蒙面，刀削的

那种。我在内蒙古停留了几天，自由

游走。

我被通知赶往鄂市，鄂市是鄂尔

多斯的简称。那天午后坐车去鄂市，

我身边多了一位助手阿文。沿途看

这塞外的风景，其实，这个古老的边

城，正在经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

除了塞外一些草地、荒地，偶尔有一

些羊群出现，与我想象中的内蒙古相

去甚远。我们从鄂市打车到达伊旗

小镇，被安排在当地一位商人的家中

休息、吃饭，安排住宿。

那些天，内蒙古的雪很小，天气

已是异常寒冷。

早晨的一缕阳光笼罩过伊旗。

我们来到伊旗考察一个商业项目，我

到过鄂市党政部门，调取近年来鄂市

经济发展的各项数据，人口、GDP增

长、人均收入、城乡居民存款、社会消

费零售额、社会固定投资等等，我安

排助手在当地开展一些问卷调查，我

做这个项目的发展规划，需要一些数

据与理论支撑，按照合约，我们这个

项目的合作费用有数十万，没有详实

的研究，是不好收款的，这些工作算

是我承担下来了。

伊旗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

南与陕西省榆林市交界。旗区煤炭

资源丰富，全旗共探明矿产地约有几

十处之多，当地人依赖挖煤矿致富，

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内陆的更为富

有。在伊旗小镇，每天早上在当地商

人家里吃的是羊肉粥，中晚餐是土豆

羊肉、榆林豆腐、蒙面等，榆林豆腐是

很好吃的，他们的羊肉汤我喝不下，

我请下厨人拿来茶叶，泡了一杯水，

我当汤喝，生活每天都一样，工作在

外多，忙里忙外，这个项目耗费了一

个多月时间。

伊旗的夜，格外安静。我一个人

在睡房，夜晚的雪绵绵滑落地下，一

场大雪突然而来，这是平生第一次见

到飘雪，我走出旅舍的阳台，晾在外

面的袜子，也结成了冰。

万籁俱寂的冬夜，我没有了睡

意，一个人出去走走，行走过漫长的

伊旗街区，路上两排是参天树木，地

上白茫茫一片，似看不到尽头，寒风

刮过耳边，特别疼痛，走过很长一段

路，看到有一些村落，看到稀稀落落

的一些商店，门开着，进来是一间网

吧，是一些年轻人在上网，其实我也

是年轻人，我叫了一杯热牛奶，零添

加，热气腾腾。在回来旅馆的路上，

我想了很多事，既来之则安之，我曾

以为我是一个叛逆者，此时，我无处

可逃。走过旗内漫长而冰冷的街区，

雪夜，带过呼呼的风声，我的脚步走

得有点沉。

在伊旗，我认识了一位佛教徒，

她赠予我一串六道木制的佛珠，黄

色的，一百零八颗，我看了很喜欢，

我拨了一颗，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

佛。与大姐约了到塞外走走，在塞

外，我看到那里的骆驼，它们在荒漠

中踽踽独行，我站在荒漠外，看到自

己的身影，是一片孑然。我们来到

一处庙上，隐藏在茫茫荒漠之中的

寺庙，住有一位静修者。大姐用蒙

古语告诉他，我从很远的南方来，他

仔细端详着我，把我带到殿里，让我

看他画的彩色的壁画佛像，并为我

祈祷。

在我完成这一项工作的时候，石

总打来一万多块钱，感谢我的付出，

他极力挽留我，要求我到他的公司总

部杭州萧山去，那里距离杭州西湖约

十公里，我婉言谢绝他的好意，这一

笔酬劳，对当时的我很重要。

回来时，我依旧披着石总送给我

那身暖和的大衣。

飞机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我回

到了南方，时间是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中旬，在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

在我的人生彷徨无助时，我行走

过内蒙古，在异域雪国结下过一段佛

缘，回首内蒙古的往事，我感谢岁月

的洗练，在经历艰难困苦的日子，我

没有灰心失志。想起曾写下过《在冬

日，我行走过内蒙古》的短章：

“冬天，走过河流与冰川/目睹

另一个方向的山峦和低走的绵羊/
走过茫茫荒漠和一个现代的城市/
雪，也曾在路下蔓延/风，刮得耳根

疼痛/寒冷不期而至/在冬日，我流

落过一个北方的城市/路过大召寺，

聆听喇嘛的经文/脚步从鄂尔多斯

路经乌兰/我无法诠释，一个冬日的

所有秘密/天空中编织的云朵将印

在我的脑海/对于流落的孤独者，这

边是内蒙古/而另一端是南方的另

一种世界。”

大 姐 用 蒙

古语告诉他，我

从 很 远 的 南 方

来，他仔细端详

着我，把我带到

殿里，让我看他

画 的 彩 色 的 壁

画佛像，并为我

祈祷。

椰岛走笔

琼岛风情

生活记事

（组诗）

走出牛栏

仰天长啸

蹄声铿锵

整个冬天

都在养精蓄锐

或站或卧

都在反刍

春种秋播的艰辛

以及收获的快乐

一元复始

耕耘在即

抖落皮毛上短暂的悠闲

田头老树上

咔嚓，打磨一下双角

轻扬尾巴

伸长颈脖

等待着牛轭的亲近

和农夫的吆喝

老 牛

立春过后

雨水走来

田水日渐丰盈

波光潋滟

却也有些许浑浊

头年的稻茬

埋伏在平静的水面下

暖风吹过

有时也会冒出头来

其实，它们早已枯槁

犁铧翻过

便将化为春泥

滋养后来的禾苗

几只燕子

在田面上不停地翻飞

忽高忽低

有点儿像蜻蜓戏水

沉寂的田野

开始躁动生机

水田不再宁静

整理犁耙锄锹的叮当声

从近旁的村庄传来

一声紧过一声

一阵紧过一阵

水 田

■■ 梁居定

踏莎行·海口火山石斛

山色湖光，春来红日，

照辉万物萌生始。

火山秀丽长石斛，中国

特有多姿势。

石怪扎根，晨曦美至，

游人过客观无止。

多含元素富硒锶，生津

补肺滋阴适。

阳光岛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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