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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天涯诗海

有朋友从远方

来到海南，提到海

口，第一印象或许

就是这里的雨。

如果说雨的故

乡在海南，那么海口

的雨一定是柔情的。

海口，除了地理

位置，气象意义上都

是海南的代名词。

不知道是海南

的雨成就了海口，

还是海口的雨成就

了海南？雨模糊了

人的视线，也模糊

了海南和海口的概

念。

雨到这里缠成

线，缠着林间小溪

水潺潺。海口，是

一 座 有 味 道 的 都

市。于是，海口的

雨 也 变 得 有 了 味

道 。 如 同 海 口 美

食：莲藕、莲子、莼

菜、茭白、马鲛鱼、

大虾、大蟹等。

如 果 没 有 那

雨，没有那水的充

沛与浩渺，那么，海

口的特色美味也就

一般了。

夏天的雨，是

迅速来快速散的。

随着暴风袭来的都

是骤雨。“大珠小珠

落玉盘”，给海口炎

热的夏天，带来了

阵阵清凉。

海口的雨，大

多下得慷慨而不吝

惜，尽兴而不敷衍，

但 有 时 也 淅 淅 沥

沥、缠缠绵绵。一

方雨水养一方人。

◎惬意时光

晨曦微露，天

边初染云霞，似是

掉落的胭脂。轻轻

一抹，即醉了滚滚

红尘。小径，青石

板上还凝留着昨夜

的露珠，晶莹剔透。

一 缕 轻 风 拂

过，吹起衣裙飘飘，

也吹散了满树的尘

埃。让人放慢了脚

步，聆听那些被岁

月淡忘的音符。

于时光的长河

里 ，轻 舟 碧 水 云

天 。 穿 越 千 里 云

烟，寻觅那抹淡墨

轻痕。

在甜品屋里，

吃着经典夏威夷风

情披萨，喝着淡淡

清茶，听着绵绵乐

曲。或许，是一天

最惬意的时光。

岁月，以无声

之笔，在人生的画

卷上细细勾勒。留

白 之 处 ，意 蕴 悠

长。落款典雅，淡

然而又深刻。

岁月，是一本

厚重的书，每一页

都 记 录 着 人 间 烟

火。或喜或甜，或

深或浅，皆是精彩

中美好的雅致。

海
口
的
雨

□
曾

洁

（
外
一
章
）

□□ 严奇

有些记忆鲜明而难忘。

记得是受邀参加一个颁奖典礼，

驱车从海南岛的最北端前往最南端。

妻子提议：“周末两天，一来一回，逛景

点太慢，跑高速太赶，要不走环岛公路

吧？”于是，我们家成了海南环岛旅游

公路正式开通后的第一波尝鲜者。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位于海南岛

沿海，全长近千公里，沿途串联各大

景区，一路上灯塔驿站、海湾岬角、名

胜古迹数不胜数，真可谓一条“珍珠

项链”般的宝藏公路。海南热带气候

孕育出特有的自然风貌，即便是同一

类景观，因地理位置不同，赏玩季节

不同，甚至日照条件情况不同，亦可

感受不同的风情。

沿东线出发，来到了燕子洞。虽

名中带“燕”，却也没有海燕栖居。有

的则是三处洞口，日出时分，光晕穿

透，好似害羞姑娘展开盈盈笑颜。海

潮奔腾，从一个洞口涌向另一个洞

口，拍照打卡的游客们往往吃不准方

向，还来不及撤退，便被浪花浇灌一

身，引得哈哈大笑。一对蜜月旅行的

新婚夫妻却显得大胆许多，两人不顾

海浪，深入洞中，高喊未来的梦想，在

洞腔内释放年轻人特有的激情。

有骑行爱好者从车后疾驰而

过。不到一百八十公分长的自行车

上装满了雨衣、水袋、帐篷等各类装

备，想必刚刚开启这段环岛游的长途

路程。橘黄色的卫衣，鹅毛白的头

盔，漆黑的运动套装将全身裹得严严

实实，围巾在海风吹拂下松弛地摆

动。他们动作如此矫捷，难道是赛场

上的骑手？后又在驿站偶遇，当他们

摘下头盔，才发现骑手已是满头白

发。或花甲，或古稀，饱经沧桑的面

庞被汗水浸透，却洋溢着青春风采。

车至中途，得见新兴港渔村。一

栋栋小房倚靠码头，沿着海岸线一字

铺开，咸湿的海风与沿路茶店煮茶的

芬芳纠缠于鼻息之下。正值退潮时

节，一条条渔船沉睡在滩涂上，或蓝

或绿或红的船板因风雨侵蚀，裸露出

木质底色。午日下，如披上七彩粼光

的懒鱼儿晒着太阳，分外可爱。一位

热情的阿公告诉我们，不远处的雷公

岛上，还有形状各异的火山石，因海

水长期浸泡，露出水面部分是暗红

色，靠近海水则是黑色，罕见的风光

引来很多游人。

返程进入澄迈县近红树林的出

口。湿凉的空气浸染晴空，伴灰白的

日晕，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波涛汹涌的

海滨，而是碧绿如洗的田野，纵横交

错，沿路铺开。一辆辆电动车停靠在

公路旁，稻田的主人们挑起扁担，来

回于雨渠与田埂之间……偶有稚嫩

的少年奔跑追逐，朝我们挥手致意。

女儿则摇下车窗，向他们呐喊问好。

或许在少年的眼里，风景在公路上，

殊不知自己也是一道风景。

回到海口家中，邻居问妻子，这

一路看了什么风景。

妻子笑答，看的都是人。

是啊！盛世下，最美的不就是人

吗？享受浪漫的青年，重拾青春的老

人，挑战自然的孩子，一齐漫步在“珍

珠项链”上，风光无限。

□□ 董青春母亲的“三字经”
小时候正是物质匮乏年代，我们

家兄弟姐妹多，为了让我们“学好”养成

良好的品行，母亲经常念叨着她的“三

字经”，即“嘴不馋，手不长，心不贪”。

先说“嘴不馋”。那时大部分人家

缺衣少食，平时难得吃上大鱼大肉，哪

家来了亲戚煮鱼烧肉，半个村庄都能

闻到香味。这时会有乡邻家小孩禁不

住“诱惑”，站到人家门口“相嘴”，人家

便用小碗盛些饭菜端给孩子“解

馋”。有时我们回家说起哪家孩子又

“相嘴”时，母亲便会发出长长的一声

叹息，然后教育我们：“人要有志气，做

到‘嘴不馋’，不去吃人家的东西，杂粮

山芋干子吃饱就行，嘴馋、相嘴人家会

看不起，自己长大了凭本事吃鱼吃

肉。”由于母亲经常教育，我们兄弟姐

妹从不到人家门前“相嘴”。

再说“手不长”。那时每年春秋

青黄不接时，便有村民唆使小孩子到

生产队庄稼地里偷偷地摘玉米、拔花

生、刨山芋。母亲则会告诫我们，“家

里遇到困难，自己想法子克服，不要

去干小偷小摸的事，从小偷针，长大

偷牛，再苦再穷也要做到‘手不长’，

要干干净净地做人。”我们全都听从

母亲的教诲，遇到有人唆使我们或小

伙伴们邀约一起去庄稼地“作案”时

都果断地予以拒绝。

还有“心不贪”。逢年过节时父亲

买回一些糕点后，母亲会平均分好用

报纸包上给我们。有时小弟小妹嫌少

想再“争取”些，母亲便借题发挥教育

我们要“心不贪”，学会知足、满足。还

记得母亲讲过一个“贪心”的故事，说

神仙夜里带着一个穷苦人到天庭偷宝

贝，告诉他天亮前必须出来，不然太阳

出来就晒化了，结果穷人拎着袋子东

挑西挑，看到什么宝贝都想带走，不知

不觉天亮了，结果被晒死了。于是我

们从小就懂得，人要知足、满足，贪食

的鱼儿易上钩，贪心不足会有祸患。

我们成人后相继走向社会参加

工作，每次回老家，母亲仍会隔三岔

五念叨着“三字经”，提醒、告诫我们

任何时候不要让人指后脊梁。有一

年单位安排我到某经济薄弱村驻村

帮扶，我帮助村里打报告、跑资金，从

单位争取了30多万元款项，为村里实

施了路灯、光伏发电等项目。年底春

节前村民开着小货车拉着牛羊肉等

土特产找到小区里我的家。我婉言

谢绝，对他们说：“应该感谢党和政府

的帮扶政策，我只是干了一些具体

事。”回老家我把这事讲给父母听，母

亲竖起大拇指：“做得对！”

前些年我们兄弟姐妹陆续有了下

一代，我们商量着要把母亲的“三字

经”从小就讲给他们听，也教育、引导

他们做个干净、清白、知足的人。

□□ 董改正德馨叔
德馨叔住在我家屋后，大瓦房，

后院高墙森然，种树若干。春夏季，

庭院深深深几许，颇神秘。他高大板

正，不苟言笑，行事干脆果断迅速。

生子三人，皆行走带风，身阔如门。

抱养了一个女儿，名唤小五。儿女双

全的德馨叔活得体面尊贵。虽从未

履职村干，然端凝方正，一言九鼎，更

令人油然生敬。

德馨叔养了三条猎犬，皆高约半

人，一黄，一黑，一花，龇牙如竖匕，暴

跳如猛虎，声振屋瓦，奔若雷电。一

父三子加三犬，彪悍，神武，迅疾。男

人当如德馨叔，当时我如是想。

德馨叔比别人至少多种一亩萝

卜地，可他家农事了结尤快，因而“农

闲”尤多。德馨叔不赌，不扎堆，不闲

谝，不闲逛，一有空就带猎狗上山。

狗从主人的神态动作里看出端倪了，

就在屋里转起来，眉开眼笑的，龇牙

咧嘴的，哈喇子拖得老长。轰的一

声，他们就出门了，巷子里的风就灌

满了，就有男人女人孩子放下手里的

活，凝神而思或引颈而望了。

猎物很多，山鸡，野兔，竹鸡，野

猪，有时候三小子七一还提溜着蛇，

那蛇还不停试图弯身自救，身子一

弯，七一就一抖，那蛇功败垂成，屡战

屡败。野猪不常有，狗獾一个冬天少

则有五六头。一旦打到狗獾，德馨叔

手拿剔骨尖刀，站在屋前打理猎物

时，湾村的气氛就变了，每个主妇都

悄悄地多煮了一碗米。

多半是在雪后，暮色四合炊烟升

腾之时，肉香的洪流在巷道里悄然流

淌。有人荷锄而归，忽然停下来耸耸

鼻子。有人牧牛而回，忽然停下来扩

张肺腑。有孩子大声说，晚上能吃狗

獾子炖萝卜了！这时候，德馨叔的三

个儿子已经遵照父嘱，挨家挨户地分

送獾肉炖萝卜了。

獾子不大，十二三斤吧，湾村后村

二十来户人家，德馨叔吩咐每户都送

到。那些个寒冷的暮色里，德馨叔三

子分送食物的场景，至今想来依然动

人。雪碴被踩碎的声音，在每个孩子

的耳郭里无限放大，他们在等那一碗

鲜美的肉食。现在我已然中年，回望

往事，明白同样渴望的还有大人。那

样的年月，德馨叔用他沉默的古道热

肠，滋润了枯瘠的岁月肌理。

德馨婶不乐意了。忙了一个下

午，自家所剩的比分送每家的并不多

多少，还贴了萝卜，贴了柴火。她嘴

里嘟哝了一句什么。德馨叔的眉头

就皱了起来，像两把利剑，德馨婶不

吭声了，三个儿子哗哗地扒饭。小女

儿吃完了，爬到德馨叔的肩上，问，爸

爸，我们为什么要送人呢，我就吃了

两块肉呢。德馨叔不语，把她抱放在

自己膝上。

德馨叔的獾肉炖萝卜我吃过太

多。一下午的熬炖，萝卜与獾肉已经

彼此融合，野味特有的香气，与萝卜

特有的兼容性彼此成就，香气浓厚的

肉香弥漫着夜晚。舌下生津，喉咙悄

悄地吞咽着。那碗萝卜被摆在桌子

的中间，被灯光照得熠熠生辉。母亲

用勺子分食，每一勺都有熠熠生辉的

汤汁。我吃惊的是，炖烂的萝卜居然

如此美味。我们不说话，舌尖就明亮

起来，鲜味就明亮起来。

德馨叔素来肃穆，我只见过他一

次笑。那个午后，蝉鸣如雨，我出去

逮知了，见他被小五摁坐在石门槛

上。小五趴在他背上，手抓一把映山

红，一朵一朵地往他头上插。他看见

我，想站起来，又怕摔倒小五，就羞赧

地笑了，像个少年。

百家笔会

□ 劳家丰

海南粉：
牵起传统文化的情丝

“珍珠项链”上的美好

看 着 面 前

这碗海南粉，丰富的

配料，吃上几口，感受

米粉在舌尖舞动，仿

佛海口的风情——温

暖的阳光、轻柔的海

风、古老的骑楼，都融

入其中。

近期，因工作之故，我与海口市

传统饮食文化领域有了不少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海南粉作为海口传统

饮食文化的代表，其背后蕴藏的故事

深深将我吸引。回想起在海口工作、

生活三十余载，从部队热血沸腾的青

春岁月，到转业后拼搏奋斗的时光，

海南粉早已悄然融入我的生活，每一

口都饱含着我对这座城市的眷恋。

在海口，不管是热闹的解放西

路、有古朴韵味的骑楼老街，还是藏

在市井深处的小巷，都能找到那碗海

南粉。每天早上，骑楼老街的一些粉

店最早热闹起来。赶着上班的人匆

匆进店，端起碗吃上几口，就精神饱

满地去工作了。老人们则悠闲地坐

在店里，一边慢慢品味海南粉，一边

用海口腔调的海南话和邻座聊天，分

享生活琐事。晚上，不少店面依然亮

着灯，店内店外食客们的欢声笑语、

杯盘碰撞声交织在一起。随着一碗

碗飘香的海南粉，海口的烟火气息愈

发浓郁。

在一家粉店，几个外地游客看着

刚上桌的海南粉，满脸好奇。店里墙

上贴着价目表，普通海南粉有8元、10
元一碗，加特制牛肉片的 12元，豪华

版加海鲜的大概 20元。一个游客睁

大眼睛看着堆满配料的碗说：“这海

南粉看着太丰盛了，和我们老家的粉

完全不一样，价格还实惠！”说完，他

拿起筷子挑起一筷子米粉吃起来。

他一边嚼一边说：“这味道太绝了，花

生米真香！”对面的游客尝了一口也

说：“不愧是海口的传统美食，太惊艳

了！”他们的笑声引得周围食客纷纷

看过去，大家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海南粉是海口饮食文化里的瑰

宝，有着独特魅力。那细细的米粉在

盘中微微卷曲，似乎在诉说着和这座

城市的深厚联系。丰富的配料，花生

米的香脆、芝麻仁的醇香、竹笋的爽

脆、酸菜的酸爽、豆芽的清甜，各种食

材搭配在一起，带来一场味觉盛宴。

特制卤汁更是这碗粉的灵魂。作为

海口非遗技艺的关键，卤汁用新鲜猪

骨、牛肉，搭配八角、桂皮、香叶等多

种香料，按照传统配方精心熬制几个

小时而成。把卤汁均匀浇在米粉上，

再拌上配菜，瞬间各种香味混合，弥

漫在空气中。

一天下班后，我去了骑楼老街。

这里小吃店多，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点

得最多的就是海南粉，大家都沉浸在

海南粉的美味中。

我走进一家熟悉的小吃店。店

面不大，木质招牌有些斑驳，但字迹

清楚，好像在讲着过去的故事。店里

桌椅整齐，简洁干净，墙上挂着几张

海口旧时风貌的老照片。老板是土

生土长的海口大叔，见我进来，热情

招呼：“来啦，老样子？”我笑着点头，

找个空位坐下。很快，一碗海南粉就

端上来了。

我问老板海南粉一直好吃的秘

诀，老板说：“没啥特别的，就是一直

坚持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米粉选

海南本地优质大米，用传统石磨工艺

磨，这样米粉才有劲道。卤汁每天早

上用新鲜猪骨、牛肉，严格按老方子

熬制，让卤汁吸收食材精华。配菜每

天一大早去周边菜市场精心挑选，保

证新鲜和品质。这么多年，就靠这些

实在的方法，用心做好每一碗粉。”

是啊！这一碗看似普通的海南

粉，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对海口非遗

传统工艺的坚守和传承，满是对传统

的尊重与热爱。海南粉不只是一道美

食，更是海口人民匠心精神的象征，是

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生动见证。

一直以来，人们对美食和文化的

追求从未停止。海南粉经过岁月沉

淀，在海口依然散发着独特光彩。看

着面前这碗海南粉，丰富的配料，吃

上几口，感受米粉在舌尖舞动，仿佛

海口的风情——温暖的阳光、轻柔的

海风、古老的骑楼，都融入其中。

不知不觉，碗里的海南粉吃完

了，我意犹未尽地放下筷子，心里特

别满足。这一碗海南粉，给我的不只

是味觉享受，更是对海口文化、对非

遗匠心精神的深刻体验。在这碗粉

里，我尝到了海口人民对生活的热

爱，对传统的坚守，还有这座城市独

有的魅力和韵味，它会永远留在我心

里，成为我和这座城市紧密相连的珍

贵记忆。

海鸥从头顶飞过

■■ 李易农

(外二首)

波浪正在翻滚的时候

海鸥从头顶飞过

它们的叫声显尽了待客之道

对于我们的仰慕，羽翼上闪烁

的光

是最好的回应

我不懂这盛大的飞翔里

有多少友善没有说出口

但我知道它们的影子落在浪花

上的时候

就是一条鱼游向深处

它们从我头顶飞过

我一边攥紧了海风

一边把头，不由得埋得更低

小小的贝壳

小小的贝壳

潜藏在海南沙滩的一角

小小的，顶破了沙子的幕帐

一个大拇指的轮廓

小小的，如我

一颗涉世之初的心

走在沙滩上

午后，阳光在沙滩上

铺下了语言的宣纸

凡是从沙滩上走过的

都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影子

我成了爱叼影子的海鸥

把它们一一收纳入日子的墨囊

如果需要反刍，在平庸的土地上

我定会画出海风巧妙的线条

站在沙滩上，让沙子深埋脚踝

暖暖的体温可以互相传递

可以让我清醒地认识到

这些沙滩金黄的模样

像极了，我为世事悲喜时

用眼泪淬炼出来的

宝石

光阴故事

琼岛风情

亲情家事

■■ 彭涛

五月的麦田
(外一首)

刚刚，我经过一片麦田

麦子踮起脚尖，挺着肚子

阳光漫过麦芒，传递丰收的胎音

田边的树林里，吹哨者站在枝头

“布谷——布谷”吹响成熟的

序章

麦子应和着，摇晃整齐的节拍

我站在田埂上，与麦子肩并肩

挺直脊梁，接受阳光的洗礼

像麦子一样，心怀对土地的感恩

多好的麦子啊，像极了朴实的

农民

雏菊花开

五月的乡村，是一位待产的孕妇

油菜、麦子蓄积力量，等待分娩

平原上绿浪奔涌，直到撞见

雏菊编织的，白色篱笆

雏菊在田埂上，踮起脚尖起舞

男人的车篮里，一束雏菊垂着

露珠

像极了女儿画本里，发光的太阳

或是妻子鬓角，倔强的白发

远处炊烟袅袅，窗台上的空酒瓶

正等待着，这份初夏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