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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的人们一起聊天，谈及生
活的话题时，大凡会说不愁温饱了，
为的是怎么吃得巧，吃得健康，五谷
杂粮成了新宠。故而，那些黑米、红
米、糙米、小米、荞麦等等热门俏销，
番薯贵过米就不在话下了。我虽然
不刻意追逐“时髦”的吃法，但觉得
红米的“养生”价值非比寻常，我身
临其境的那一幕，如今依然历历在
目。

上世纪六十年代，星期六早上
五点半，我从平定中心小学起程，奔
赴广西玉林购买大米，当时那里的
大米便宜，买多了比较划算。我头
戴斗笠，白恤衫束紧在蓝色长裤里，
骑上打足了气的双梁单车，裹着装
米的蛇皮袋，还带个打气筒（应急补
漏使用），俨然骑士一般，行驶在沙
石子铺就的公路上。我置过往汽车
扬起拂面的尘埃不顾，顶朝阳，听车
轮子擦着路面的“沙沙”声，沙子打
着辐条的叮当声，犹如敲打扬琴的
悠扬，令我精神抖擞，加快速度。随
之清湖、良田、乌石等圩镇，像“过关
斩将”似的全抛在我的后面了。紧
接着过了陆川县城，光洁的柏油路，
在火热的太阳下像被“软化”了似
的，被车轮子辗得“嗤嗤”作响，多省
力呵！渐渐地，觉得太阳不那么热
了，汽车往来显然多了起来，行人也
多了，喧闹声贯耳。抬头一看，楼宇
鳞次栉比，啊，玉林到了！傍晚了，

街上仍人流如鲫，小贩的叫卖声，买
者的讨价还价声，店里琳琅满目的
商品，眼前的一切，像大姑娘上花轿
——头一次的新，城市真是令人无
比的惬意。但我无心闲逛观赏，一
心打听到烤烟厂的路线。

经商铺老板指引，我找到了烤
烟厂，找到了提前帮我买好大米的
外甥女。热情叙旧后，第二天依依
不舍话别，我骑着装载 140 多斤大
米的自行车，走在返程的路上。

“去村姑娘回头马”(俗话，比喻
走得快）真的不假，虽然载着 140多
斤大米，还觉得很轻松，走在柏油路
上的车轮子转得呼呼声，经过马坡、
陆川路段，沙面公路就在前头，准备
饮足水吃过馒头，到乌石圩吃午饭
吧。一看，馒头忘记带上了，乌石又
是圩日，门前摆卖的柴火、芒草、薯
藤等等挤得严严实实，单人行侧着
身子都难以进去，何况载着大米大
袋小包，像“枝枝蔓蔓”似的，哪能走
进圩里去？干脆到良田吃啦，咕噜
咕噜喝着开水，紧了紧水腰带，擦干
汗水，骑车前行。汗如雨下，劲头松
懈下来了，双脚没有力气踩车了，只
好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挨。

清湖塘村就在前头啦。我紧推
慢推，好容易到了一座靠近路边的
泥墙瓦屋，大门口敞开着。我拎着
水壶进去，叩问正在小禾堂边编织
竹篾筛子的老伯，指望他能赐予米

汤垫垫肚子。他是讲“涯话”的，幸
好我在平定学会了，他好客的话语
听得真切：有米汤，是红米的，下面
有粥，舀吃吧。外面瓦背晒有黄
瓜，拿去送吃啰……多么“好心”
呵！他的话语，字字动我心旌！我
连声说了几句多谢，先吃了三碗米
汤，继而吃了三碗粥——六碗落
肚，神清气爽，力气倍增。我想：老
伯家生活也不好过（从住宅与其穿
着可见一斑），绝不能辜负他的“好
心”，用什么东西回报他好呢？有
了，我按当年干部下乡“粮票一斤，
钱 4 角”的标准交给老伯。但他怎
么都不肯收受，推来让去的，我放
在餐桌上，连声说：“谢谢好心的老
伯伯！”转身走了。骑上单车，恢复
了“回头马”的速度。走远了再回
过头来看看：老伯走在门前的公路
上，依稀看到他手里拿着什么在晃
动，听到他叫着“等等我……”我只
能招手致意罢了。

蹬车的力气不减来时，一路上，
我想：为了聊补生计，奔波百里在
外，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响，能遇上这
样的“好心”人，值得！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如今，市
场上的大米、五谷杂粮比比皆是，任
君选择，甚至一个电话，就会送到府
上。而红米，是我的挚爱，“好心”红
米粥是我永恒的记忆！

我的家乡是个美丽的小山村。
小河，老榕树，还有老屋的石磨，皆
是小村的风景！

小河

小河弯弯又弯弯，弯出十八湾，
弯出总是水烟筒点亮的明明灭灭的
传说。

潺潺流水，日日夜夜淌流着，总
铭记着什么，总忘记着什么。

流水里藏着含泪的离情，沙石
间刻下沉重的希冀。岸边的野花杂
树，装饰所有简简单单的日子。

终于，那一天，小河两岸，响起
一片片幸福的欢呼……

暖暖的春风送来阵阵绿浪。
田里挂金黄，山腰披绿装，村庄镀
亮光……

小河弯弯又弯弯，弯出片片风
光，弯出一支明亮轻快的大山之
歌。

老榕树

伫立小村西头，你如勇士恪守
圣洁。

啸啸北风，时时偷袭你。冷酷
暴雨，时时偷袭你。你只用唯一的
信念支撑简单的日子。浓荫依旧，
直立的姿势依旧。

岁月匆匆，所有的一切皆成过
去。唯独你，百年如一日，伫立风
中，记载着小村的段段故事，记载着
乡亲的欢笑与悲伤。

直立的时候，你拥有清风与白
云。

倒下的时候，你拥有曾经的辉
煌和永远的灵魂。

石磨

一圈圈，一声声……
吱呀！吱呀！吱呀！
石磨，好圆好圆。

圆圆的石磨，左右转动，转碎了
旮旯里长不大的笑声；转落了多少
屋檐的晓星与残月，磨碎了多少乡
亲金色的憧憬。

终于，春风吹醒了大地，吹醒了
古老的村庄；也吹绿了曾经荒芜的
山岭；也吹绿了乡亲一个个欢快的
希冀……

如今，石磨在昏暗的飘着蛛网
的角落里沉默不语。

再也听不到古老的歌谣，再也
听不到苦涩的声响。

石磨低头不语，却分明讲述着
那漫长岁月里一个个耐人沉思的故
事。

车到汕湛高速泗水路段时，远远便见到
了浮山若隐若现的伟岸雄姿，下高速后，我
们直往这个号称南粤百景之一的景区而去。

沿着水泥路，我们先上著名的风车景
区。上到半山时，只见一条巨型“雾龙”飘逸
在上面，把青葱山脉掩盖住了，倏地一下，我
们便钻入到云雾笼罩下的世界。司机沿着
水泥路安全行驶着，一直来到风车旁的空
地！

周围的高山草甸上，不少帐篷还在晨雾
中沉睡着。那些驴友，昨晚就来了，山上温
柔的虫鸣至今还在他们梦乡萦绕吧！48号
风车旁的山冈上，有一棵网红树，形态特异，
极具风姿。云海弥漫过来时，网红树似张开
手臂迎接久盼而归的亲人！阵风吹来，云雾
渐渐地散开。向东张望，只见如一笔狂草的
沙琅江蜿蜒前行，仿似在书写电白大地的鸿
文巨篇！而远处的电白第一高峰鹅凰嶂，正
在山腰处围着一卷白云做的轴画，周围的山
脉莽莽苍苍，天地的浩然之气扑面而来！侧
面的浮山五峰，呈现给我们一个旷世的奇
观：在宝蓝色的天空下，在飘逸白云之上，一
个长发飘飘的睡美人，静静地仰卧在苍穹之
下，她鼻眼清晰、嘴巴轻启，头发一直飘向山
下，神情恬静的她，似乎正在享受这人世间
的大美！

沿着刚才山路下来，我们决定去攀登对
面的浮山第一高峰。半山这座冼太庙历史
悠久，重修后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气势恢
宏！这时候，云雾缭绕，庙周围的景物若隐
若现，真像是进入了仙境。冼太庙左边上去
是超世寺，这里是潘茂名故居。据说当年潘
茂名在这里炼丹时，丹云冲天，在根子桥头
村的望仙坡上可以清晰地看见，优美的传说
总是引人无尽的遐思！

从这条山路上浮山，充满了挑战性，山
路狭窄弯曲，草密石多，许多路段真的是要
用手爬才能前进。但无限风光在险峰，从这
里可以直达海拔 966 米的顶峰！还剩下一
百多米时，路更加的陡了，大片大片的云海
急邃地从上面随风卷下来，把树木、草丛、游
人裹融起来，看着彼此被吹得像鸡窝的头
发，大家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所幸的是，最陡峭的这段路有扶手，大
家在缥缈的云雾中互相鼓劲前行。路边的
石头附生着许多树木，树身黛黑，苍劲古朴，
显现一种不怕磨难的坚韧！也许受到它们
顽强精神的鼓舞，我们终于登上了顶峰。这
时候，依旧是云雾弥漫，山风劲吹，见不到周
围的一切。站在巨石上，只见到云海无边的
漫来，把天地融为一体。虽然看不到山下，
但我们依旧很快乐！山高人为峰，登上顶
峰，我们可以身临其境体会到“荡胸生层云”
的豪迈感觉！

大家在稍避风的石头旁休息、补充能量
后继续前进，我们要从另外一条路下山。来
到第四峰的时候，有急雨骤下，大家急忙跑
进峰顶那间白屋子里避雨。这间屋子，是当
年最流行 BB 机时中国移动所建，现在已经
荒废，正好给游人避雨用！

这一场雨真不小，足足下了半个小时，
之后山顶上是天朗气清，云海就在半山腰把
浮山抱住，形成了浮山驰名南粤的“浮”景。
从这里往北看，但见三官山在云海中伸出头
来，和官庄岭等形成一条长长的山脉，就像
一条巨龙，在云海之中向浮山这边奔腾而
来，气势非凡！而东边的浮山风车景区，半
腰也被白色云海缠绕着，山上的风车像是一
根根白色的栅栏，整齐地排列着，真是景色
如画！

下山不比上山易，要经历 40 段被云海
包围的石阶梯，我们一边说笑，一边从仙景
返归凡间，如此美景，早让我们忘记了劳累！

下到冼太庙的时候，山下阳光灿烂，人
间正是好景致。而回头张望，半山依旧是云
海缭绕，伟岸的浮山正穿越千年的时光，悠
悠地飘在云端之上！

“好心”红米粥

浮山云海缘
■吴征远

逝不去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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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的尖尖角刚把夏天戳破一个
洞

池塘里，一阵蛙鸣就漏了出来
婉约的雨水，疯长成豪放派
每一滴里面都能够跑出千军万马
蚯蚓舒展筋骨，翻动泥土
把笔直的田埂拱成一道道曲线
白昼时光，沿着藤蔓和栅栏一寸寸

攀爬
却始终低于老父亲眺望的目光

樱桃红了，眉心的花钿
仿佛宋词中走出的一阕小令
槐花飘香，这童年的羊角辫
在记忆里编织出一道道返乡的小

径

立夏是一个动词
把楼台的倒影镶嵌到白云上
把绿树的浓荫雕刻到石板上
把田野葱茏的麦浪一排排复制到
你我的脸颊上

立夏是一个动词
■马洪涛

■周华太

■杨叶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