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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口五公祠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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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是节日的红，红是民族的红，

红是中国的红。

红是中华大地特有的标志，红

是东方巨龙喜庆的图腾，红是炎黄

子孙盛世的欢歌。

红是一盏跃动的灯笼。大的，

小的，圆的，方的，零零星星，排列成

行。一直以来，我总以为红灯笼最

具象征意味。不管风霜雨雪，还是

萧瑟严冬，只要有一盏红灯笼立在

前方，整个视线就会被点燃，整个季

节就会被感染，那不是一个简单的

物语，而是一颗火火的红心，里面盛

装的，是每个中国人都读得懂的豪

迈与激情。

红是一副工整的对联。自从蜀

主孟昶欣亲笔题下“新年纳余庆，嘉

节号长春”之后，对联就成了国人祈

福许愿、道贺吉祥的绝妙方式。家

和事兴、共享天伦，与时俱进、马到

成功，所有的一切，都被浓缩进一条

条不大的红色纸块。对联里头，流

淌的不仅是翰墨飘香，更是历史，是

印记，是千百年来不变的文化传承

和精神血脉。

红是一挂漂亮的中国结。那造

型别致，曲折环绕的中国结啊，代表

的是每个中国人魂牵梦萦的家园故

乡。亲朋好友聚佳日，四海一家过

大年，纵然有万水千山，也阻不断回

家的道路，哪怕在海角天涯，也挡不

住对亲人的思念，红红的中国结，就

像一座高耸的灯塔，能将无边的夜

色照遍，能将无形的阻隔化解，指明

人们心中的方向。

红是一身靓丽的衣装。岁月再

艰难，生活再辛苦，逢年过节，也一

定要给自己添身新衣裳。尤其是新

媳妇、小姑娘，爱穿一身漂亮的红

衣，大红、紫红、玫红、粉红，从不同

的角度给红色，这种最热烈的色彩

增添不同的注解，抒写个性的张扬，

挥洒青春的绽放。

红是一本崭新的台历。新的一

年，新的日子，新的心情，新的面

貌。一切重新开始，源自那灼灼闪

耀的火红。红色的封皮只是外表，

内在的行动才更加重要。我们从红

色的起点出发，踏着坚实的脚印，走

过寒来暑往，走过春华秋实，待到年

终岁末，双手已捧起沉甸甸的硕果。

红是一纸飘舞的花钱，红是一

颗甜甜的糖果，红是一根放光的蜡

烛，红是一张张期待的脸庞……无

数关于红的符号，共同组成了中华

儿女昂扬向上的进取姿态，共同组

成了华夏民族独特鲜明的文化象

征，共同组成了一个响彻寰宇的名

字——

中国节，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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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阳台上

的蝴蝶兰植株，从

叶腋中抽出长长的

花梗。不多久，就

开出形如蝴蝶飞舞

般的花朵。

蝴蝶兰姹紫嫣

红，婀娜多姿，深受

爱花人青睐。

素有“兰花皇

后”之称的蝴蝶兰，

花瓣如蝶之双翼，

花蕊似蝶之身躯，

唇瓣如蝶之触须。

一朵朵，一丛丛，争

奇 斗 艳 。 千 姿 百

态，姹紫嫣红，美不

胜收。

驻足。如置身

花团锦簇的蝴蝶兰

花海，仿佛看见一

只只栩栩如生、色

彩斑斓的彩蝶，栖

息 在 碧 绿 的 枝 叶

上。

春风。徐徐吹

来，蝴蝶兰随风摇

曳，似翩翩起舞的

彩蝶。袅袅婷婷，

楚楚动人。散发着

沁人心脾、清新隽

永的馨香。

蝴蝶兰，是集

蝴蝶的灵动斑斓和

兰花的幽香淡雅于

一身，幻化为大自

然的精灵。蝴蝶兰

绚丽绽放，似彩蝶

展翅欲飞。

在碧绿、光亮

叶片的衬托下，蝴

蝶 兰 更 加 娇 俏 可

人。花儿美极了，

好逗人喜爱啊。

蝴蝶兰散发着

阵阵清香，令人陶

醉极致。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道出

了人们对烟火气的向往。而在我心

中，最能抚慰人心的烟火气，莫过于那

一锅烩出的清粉酸汤。家乡冬天干

冷而漫长，人们总是期待着一顿热腾

腾的饭菜，驱散寒气。清粉酸汤，汤汁

浓稠，汤味浓郁，汤色浓艳，便是家乡

最具特色的一道菜。

过年时，从哪家飘出清粉酸汤的

独特香气，不用说，那肯定是在招待贵

客。清粉酸汤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那时，乡下人家生活艰苦，在物

质匮乏的年代，为了给家人熬一锅热

汤，便将家中的蔬菜用土豆淀粉搅成

粉块，烩在一起，加入一些调料，熬成

一锅美味的酸汤。在“吸溜吸溜”的喝

汤声中，若能就个馒头，那简直是人间

至味。这道菜虽然简单，却充满了家

的味道，温暖了人们的心。

在我的童年时代，母亲也常做清

粉酸汤，那情景，仿佛就在昨天。母亲

把大肉切块，土豆、豆腐、清粉切片，备

一些木耳豆芽。先爆炒葱姜蒜，炒出

香味后，放入土豆和蔬菜，加入适量的

水和调料。火候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煮沸后转中火。炖煮的过程中，香气

四溢，让人垂涎欲滴。最后，放入醋和

清粉，撒上一些香菜，一碗热气腾腾的

清粉酸汤便大功告成。

那时候，我和弟弟总是大快朵

颐。那种酸中带辣、鲜美可口的味道，

尤其是清粉的滑溜细腻，至今仍让我

回味无穷。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日

子，也随着清粉酸汤的味道，永远留在

了我们的记忆中。

如今，我独自在外打拼，每当想念

家乡的时候，我便自己做一碗清粉酸

汤。那种熟悉的味道，总能瞬间拉近我

与家乡的距离，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舌尖上的中国”有句话：“珍贵的

美味，常藏于平凡之表”。清粉酸汤正

是这样一道藏匿在朴实之中的美味

佳肴，它见证了家乡人民的生活变迁，

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

一碗烩出的人间烟火气，也将一直陪

伴着我们。

□□ 何愿斌竹之音

早春时节的山林静寂，鸟鸣声

脆如玻璃弹子。我在山中行走，不

时听见密林深处传来沉闷的“咔嚓”

声，我知道这是村民在扳竹笋。新

笋窝在沙土里，先将笋边土壤刨空，

然后手腕用力一掰，粗壮圆滚的竹

笋就躺到掌心了。春笋嫩如藕，我

也采过几回，脚底板从侧面用力一

跺，笋壳顿时歪斜出地面。

仲春时节露水重，滴滴答答的

珠露密匝，像时钟的针脚在走。春

日竹林发出的，尽是童音、少女之

音，清脆悦耳，余韵绕岭。

夏天，竹林茂盛。我曾在向晚

时分闯入一座海拔七百米的高山，

竹海深处更显幽暗。遮天蔽日的毛

竹被高处的大风摇撼，竹竿之间相

互碰撞、摩擦，发出嘎嘎的巨鸟般的

惊叫。赶在夜色降临之前，我匆匆

下山，驱车而去。高山竹，深如海，

给我一次难以磨灭的悸动印象。

寺庙旁边，常常种竹。据说唐

代香岩禅僧久不入道，后到山寺隐

修，因砾石击竹发声而顿悟。石子

击中翠竹发出的声响，类似于青蛙

跃入古池发出的音乐，这些声音演

绎成故事，和一些不朽的名字联系

到了一起。刹那便是永恒，竹音的

奇妙，青竹自身并不知晓。

在冬天，翠竹比松和梅要低调

得多。它们弯下腰身，承接厚重的

积雪，直到雪花和冰凌玩滑梯般坠

落，才稍稍喘一喘气，重新挺直。竹

林滑雪的声音与雪打竹叶的声音完

全两样，人们喜欢后者，我也不例

外。“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人

过中年，贬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迎

来人生的又一个冬天，薄衾孤枕难

眠，诗人彻夜聆听“竹低不着泥”的

雪竹，在寒夜里发出裂帛般的呐喊。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且徐行。”一千年前，那位东坡先生

之所以能在雨中坦然行吟，我想，

或许是因为那是一片竹林。黄州

自古盛产竹，霭霭修竹暂时替他将

雨水弹挡了一把。

■■ 候朝晖

早春的湖畔

三三两两游人，脱下臃肿的

冬装

披一身，柔和、明黄的阳光

在湖畔，漫步。寻觅春天

一群冬泳爱好者，纷纷扑向

湖的怀抱。用肌肤感受

湖水的体温

婆婆纳，给泥土穿上

绿色的新衣。一朵朵蓝色

小花

星星般闪烁，向路人

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

不知名的鸟儿

用婉转、清脆的滑音

擦拭白色的云朵、蓝色的天

空

吹响，春天的序曲

许多年前，我在成都市新都县新

繁镇东湖参加了一期“团干”培训班。

东湖公园内，梅、桂、桃、李、柏、榕、紫

薇、桢楠、国槐、女贞、紫荆、苏铁等树

木茂密，绿荫如盖。竹林围绕的露天

茶社，竹桌、竹椅，盖碗茶飘香。

知识抢答赛在东湖梅园进行。

设置巧妙的抢答题让我们了解了新

繁的来龙去脉。公元前 221年，秦统

一中国后，置蜀郡于成都，下设有新

都县和繁县。北周正式改繁县为新

繁县。1949年后，新繁县隶属川西

行署温江专员公署。1965年7月，新

繁县并入新都县，原新繁县城繁江镇

改为新都县新繁镇。

当年给我留下印象的，既有餐桌

上的新繁泡菜、新繁叶儿粑，也有东

湖里略显斑驳的古迹“怀李堂”，还有

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团干们的脸庞。

分别时相约再游东湖，但因种种

原因，一直没有成行。一晃三十年过

去了。去年我到海口出差，因为一个

历史人物的踪迹，再度和新繁东湖发

生了联系。

从海口市琼山区海府路口，顺着

流芳路斜坡缓缓走下去，就是海南

“贬谪文化”的发祥地——五公祠的

北门。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为纪

念唐、宋时期被贬谪来海南的唐朝宰

相、卫国公李德裕，宋朝宰相、忠定公

李纲，宋朝宰相、忠简公赵鼎，宋朝大

学士、庄简公李光，宋朝大学士、忠简

公胡铨，雷琼道台朱采主持建“海南

第一楼”五公祠，同时对北侧的建于

明万历年间的苏公祠、观稼亭进行了

大规模修缮，改“观稼亭”为“观稼

堂”。“观稼亭”原为纪念苏东坡指凿

双泉、造福桑梓乡里而建，“观稼”二

字寓意为“观浮粟泉水旺盛，灌溉金

穗千亩”。

我在五公祠内流连，偶遇海南省

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桐。彭桐说，

“五公之首李德裕，唐代可是在你们

成都府新繁县当过县令哦。新繁东

湖就是他开凿的。”

我略微吃了一惊，决定认真认识

一下李德裕，先欣赏五公祠，回四川

后再访新繁东湖。

“五公祠”楼顶，高悬着朱采题写

的“海南第一楼”横匾。正门楹联为

赵朴初题——“五公英烈气；千古海

南潮。”正门外侧有四川诗人流沙河

题写楹联：“唐宋几完人，倘非迁谪南

来，海外安知贤宰辅；沧溟无断脉，何

必翱翔北学，楼中自有大儒师。”楼内

大厅挂“安国危身”横匾，供奉五公神

位。大厅楹柱上，有清朝广东学使徐

祺撰联：“于东坡外，有此五贤，自唐

宋迄今，公道千秋垂定论；处南海中，

别有一郡，望烟云所聚，天涯万里见

孤忠。”有琼崖道尹朱为潮撰联：“只

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

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

才奋起，莫负斯楼。”

五公祠为楼阁歇山顶两层建筑，

高12.26米。为何12.26米就称“海南

第一楼”？经询问，得知五公祠当时

确是海南最高楼：登楼远眺，琼州尽

收眼底，海天一色的景致一览无余；

这里供奉的五位历史名臣高风亮节

的品德堪称华夏第一。

五公祠前，南洋杉、凤凰木、细枝

龙血树、鸡蛋花、荔枝、琴叶榕、苹婆

树簇拥着五位历史名臣的石刻雕

像。唐代政治家李德裕（787 年—

850年），字文饶，赵郡赞皇（今河北

赞皇）人，曾任兵部侍郎、兵部尚书、

节度使、太尉，封“卫国公”，两度为

相，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

宣宗六朝，为国家社稷呕心沥血。太

和四年（830年）秋，李德裕受排挤离

开长安，出任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

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新繁县令、管内

观察处置使、西山八国云南招抚使。

唐宣宗继位后，忌惮李德裕位高权

重，加上党同伐异，大中元年（847年）

贬李德裕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司马，

大中二年（848年），再贬为崖州（今海

口东南）司户参军。大中四年（850
年），63岁的李德裕病逝于崖州，壮志

未酬。李商隐在为《会昌一品集》作序

时将其誉为“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

高士。”梁启超甚至将他与管仲、商鞅、

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

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

历代被贬海南岛的官臣近百名，

为何“独尊五公”呢？

史料记载，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十二月，两广总督张之洞率詹天

佑、辜鸿铭等测绘员从广州乘轮船视

察琼州，在琼州下两道指示：令雷琼

道台朱采修建炮台，并亲自选择了秀

英炮台位置；令朱采修建“海南第一

楼”五公祠。之所以将李德裕、李纲、

赵鼎、李光和胡铨这“五公”作为祭奠

对象，其背景是，1840 年鸦片战争

后，西方列强不断蚕食中国国土，“五

公”在历史上均是响亮的“主战派”，

反对议和、割地。张之洞希望通过高

举英雄旗帜，振奋民族精神，强化卫

疆热情，激励奋发图强。

海南建省后，于 1994年 11月将

五公祠列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当代散文家杨朔曾经在此挥毫

泼墨《细雨五公祠》：“当年漫说烟瘴

地，唐宋流风古自多，细雨五公祠上

望，东坡诗影暮娑婆。”

我在五公祠伫立良久，深沉的敬

畏之情不断在脑海中弥漫。从海口

回成都次日，我就来到了久违的新繁

东湖。

东湖核心“怀李堂”，门厅上刻有

清赵熙撰写的赞颂李德裕的楹联：

“千古乡风繁县好，万花湖水相公

游。”“怀李堂”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清

同治年间，平房青瓦，典雅、肃穆。“怀

李堂”前那尊李德裕塑像与海口五公

祠前的李德裕塑像极为相似，李德裕

目光如炬，凝视远方，一样的三米多

高，一样的威武，又带有一丝惆怅。

历经坎坷的李德裕，太和四年

（公元 830年）出任检校兵部尚书、成

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新繁县

令、管内观察处置使、西山八国云南

招抚使。此后几年，蜀地新繁县、松

州（今阿坝州松潘）、薛城（今阿坝州

理县），演绎了李德裕“镇危疆，保境

安民”新政。

李德裕坐镇新繁不久，就组织开

凿湖泊，并引入青白江之水。因选址

在原县署之东，故称东湖。五代十国

时孙光宪著《北梦琐言》记载:“新繁

县有东湖，李德裕为宰日所凿。”算

来，东湖距今已有 1200余年的历史，

早于大名鼎鼎的苏州沧浪亭500年。

唐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被

朝廷调离西川。唐宣宗时，李德裕被

一贬再贬，于大中四年（公元 850年）

在崖州（今海口东南）司户参军任上

病逝。

东湖历代皆由县府管理，逐步

成为纪念名相廉吏乡贤的处所。历

代文人雅士在此游历唱和，东湖声

名远扬。

站在“怀李堂”前，思绪万千。卫

国公李德裕从新繁到崖州，演绎了从

壮年到暮年的心路历程。我从崖州

“追踪”李德裕到新繁，仿佛也经历了

一场心灵洗礼。

顺着石阶，上了东湖北界的古城

墙。此城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

（1506-1521 年），清乾隆四十四年

（1779年）重修。城墙上有建于 1930
年的“观稼亭”，此系官员关心农事、

查看庄稼生长和春种秋收而建，向北

可见田畴沃野。后改名“知稼亭”，意

在体现“应知稼穑维艰”的悯农思

想。见此“知稼亭”，我立即想起了海

口五公祠的“观稼堂”，他们最初的名

称都是“观稼亭”。新繁东湖——海

口五公祠，由于有了李德裕，冥冥之

中一线牵！

天气晴朗时，站在城楼“望雪

楼”，可远眺西岭雪山皑皑白雪。“望

雪楼”有典故：一说为，杜甫当年登斯

楼而触发“窗含西岭千秋雪”之灵感；

一说为，一代才女薛涛和李德裕那段

波澜起伏的轶事——公元 833年，李

德裕离蜀前，伫立“望雪楼”，默念“望

薛楼”……

肃穆的东湖，颇有“蝉噪林逾静，

鸟鸣山更幽”的意味。我忽然想到，

古朴的新繁，虽然有一个“繁”字，却

更像一位阅尽世事、心怀宁静的隐

者。就这一点说，和晚年的卫国公李

德裕很相似！

百家笔会

（外一首）

闲庭信步

▲ 新繁东湖公园内建有李德裕塑像及怀李堂。 （方志/图）

美食随笔

天空，拉开蓝色帷幕

河滩，铺上淡绿色地毯

苏醒的河水，拨动

银亮的琴弦。为你伴奏

宛若，一朵绽放的梅

以梦为马。在春天

辽阔的舞台上，舒展

妙曼的身姿，舞动

诗情、活力和梦想

让飞扬的裙裾，熊熊燃烧

仿佛，一团烈焰

成为春天里蓬勃的生命律

动

春之舞

春天里的香椿树

是一个满腹心事的少年

想做村口第一棵

开满鲜花的树

像桃花一样粉

也可以像杏花一样白

或者就像一棵老李子树

花香四溢 让所有蜜蜂都

迷醉

桃花妖妖

杏花灼灼

香椿树攒足了力气

冒出一缕缕新芽

温柔的眼眸掠过每一枚叶

片

无法阻挡长满老茧的手

香椿芽落地的刹那

梦想便支离破碎

沉默不语

期待从那一刻落空

香椿树站成一个战士

在风雨里挺起头

孤独的旅人

站在岁月的渡口

梦里全是故乡的小屋

香椿芽的香

■■ 刘 希

香椿树

阳光岛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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