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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

舞龙瑶妹确神奇，
飒爽英姿少见之。
游客观来心也醉，
看完还想亦该离。

竹竿舞

也可拿来竹两枝，
瑶民跳舞讲随时。
专心不会夹双脚，
看准翩跹切莫迟。

农忙

女拉牛来男把犁，
不离形影紧跟随。
歌声唱出瑶家妹，
种地农忙得赶时。

婚嫁

瑶民婚礼未寻常，
衣物须来两大箱。
哭嫁无悲声悦耳，
满心欢喜伴新郎。

5月，初夏的风
热又甜
茂名古荔园
荔红飘香
又一荔枝季
拉开帷幕

走进古荔园
古荔成群
荔果串串
在风中与空气亲吻
与太阳比红
只为向客人昭示

“荔中佳品”熟了

往事越千年
遥看汉唐古风
宦官高力士
竹筒盛荔
千里扬鞭
只为博得贵妃一笑

从此
古荔园披上神秘的唐纱
1300多年的古荔
成为荔乡的焦点

古荔园所在地——根子
140万亩广袤的荔园
全球1/5的荔枝产量

每到520
荔红满枝头
那满山的红
红在了荔农的心中
那满山的红
红在了荔客的舌尖

当我们登上红荔阁
漫山遍野的荔林
尽收眼底
最惹眼的那棵中华红
颗颗红荔喜上梢头

走近柏桥
中国荔枝博览馆
屹立荔林

党的春风送爽
吹暖了高凉大地
更吹暖了荔农的心

520我爱荔
沐浴关怀的茂名人民
正在将满山的荔红
向祖国大地传送

荔红520 ■ 涂国柱

父亲打电话来，语调低沉，唉声叹气，
说他的爱猫宴玲死了。我听了，心里也觉
得好生难过。

宴玲其实是一只很普通的家猫，是母
亲从村头阿兰嫂家抱回来的。刚抱回家
时，它又瘦又小，只有一身黄白相间的毛
看着还顺眼。第一次见面，它竟然不怕
生，还举起一只小爪子冲着我们“喵喵”叫
了几声。我们的心顿时就被萌化了，父亲
更是忍不住把它抱了过来。母亲见此，便
说以后由他喂养小猫。没想到从没养过
猫狗的父亲竟然答应了，我们当时简直是
惊掉下巴。

粗线条的父亲，对这只小猫却是满腔
柔情，细心呵护。每天早上，他都去墟上买
来猪肝或小鱼虾，煎好后再拌上软饭，然后
轻声细语地呼唤小猫来吃。小猫吃饭的时
候，他还搬张小凳坐在旁边守着，以防有鸡
来抢食。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小猫茁壮
成长，一身黄白相间的毛油光水滑。每天
飞檐走壁，身手敏捷，那猫样实在是帅。然
后有一天，它叼着一只硕鼠，迈着猫步，非
常帅气地来到了父亲面前。父亲一见，喜
不自禁，眼角都乐出了一朵花。

除了每天伺候小猫，退休已久的父亲
还重拾教鞭，跨界教学，耐心教导小猫。
在小猫吃饱喝足后，他便抱起它走到楼梯
底，用鞭子指着那个装有河砂的塑料盆，
告诉它那是它的专属卫生间，苦口婆心地
教育它不要到处拉撒。在父亲的耐心教

导下，原先懵懂无知的小猫，很快就成了
一只讲卫生爱清洁的文明猫，赢得了邻居
和亲戚朋友们的交口称赞。

小猫极通人性，它知道自己的成长离
不开主人的用心养育，所以除了勤抓老鼠
外，更多的是默默地陪伴主人。有段时
间，母亲去城里帮我弟带孩子，小猫便与
父亲相依相伴，形影不离。白天，父亲忙
着煮饭喂鸡淋菜，它也屁颠屁颠地跟着。
有时父亲不耐烦，叫它一边玩去，它才自
个儿楼上楼下院里院外的溜达几圈。等
到父亲忙完，回到客厅坐下，拿出心爱的
二胡，拉上几曲粤曲，它就坐在父亲身旁，
竖起耳朵凝神细听。有时父亲会去邻居
白英公家串门，它也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
去。晚上，父亲一个人看电视，它就乖巧
地趴在沙发边，安安静静地陪伴着。有了
小猫的陪伴，父亲原本寂寞平淡的日子倒
也过得有滋有味。白英公说，这小猫作用
不亚于女主人，当有一个名字才行。既然
女主人是“宴”字辈，那它也跟着，就叫宴
玲吧。父亲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从此以
后，小猫便有了名字，成了我们家重要的
一员。

有天晚上，父亲和宴玲在客厅里安静
地看电视。看了好一阵，父亲起来去卫生
间。刚走到卫生间门口，父亲忽觉头晕目
眩，眼前一黑，便“啪”的一声倒在地上。
宴玲发觉情况异常，赶紧跑了过来。它用
爪子轻轻地推了推父亲，父亲微微睁开了

眼睛，却无法站起来。它急得“汪汪”直
叫，围着父亲转了好几圈。然后，它突然
飞跑出去，直奔白英公家。据白英公说，
那时他正在忙着帮小孙子冲凉。宴玲来
到他家冲着他猛叫，白英公见它晚上独自
前来，不禁有点诧异，但一心想着快点帮
小孙子冲完凉，就没搭理它。宴玲便一口
咬住白英公的裤脚，拼命地往门外拖。白
英公意识到情况不妙，便跟着宴玲往外
走。到了我家，白英公见到我父亲正躺在
地板上不住地呻吟，吓得赶紧拉他起来，
再扶着他慢慢挪到客厅沙发坐下。尽管
后来父亲看了医生，母亲也回去陪着他，
但宴玲始终跟着，寸步不离。父亲在床上
躺了好几天，宴玲就在床脚边闷闷不乐地
守了好几天。父亲病好之后，它才重新变
得活泼好动起来。

父亲的突然摔倒，让我们感到非常害
怕。如果不是宴玲及时去找白英公求助，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我们都对宴玲满怀
感激和敬意，同时也感到无比愧疚。陪伴
才是最贴心的孝顺啊，一只猫都懂得感恩
主人的关怀与付出，默默地陪伴和回报主
人，我们为人子女，不是更应该多陪陪父
母吗？

一直以来，父亲都习惯了宴玲的陪
伴，我们也习惯了它的存在。我从来都没
有想过它会生病，会离开我们。宴玲的突
然离去，提醒了我：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一
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来后悔！

东水山与电白望夫河相隔，每次我从
电白望夫往东水山游玩，开车沿路看到一
望无际的竹海，碧波万顷，随风起伏，风情
万种，就不由发出赞叹：好一幅翠绿的屏
障，一幅优雅的竹画，一道山区亮丽的风
景线！

这不禁使我想起家乡的那片竹林。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每家每户都

种竹。房前屋后，河边或田野，随处可以
看到茂密的竹林，一排排一丛丛，重重叠
叠，挨挨挤挤，它们或直立或弯腰或横卧，
千姿百态。各种各样的竹令人眼花缭乱，
有单竹、石竹、泥竹、黄竹、刺竹等，那片郁
郁葱葱的绿，令人精神振奋。

我家门前有一片泥竹林，长得非常茂
盛。竹林边有广阔的田野。我总喜欢一
个人静静地在竹林边看风景。

清晨，站在竹林下，沐浴着清新的空
气，远望田野嫩绿的小草在晨风中起舞，
仰望一根根笔直的竹伸向天空，那纤细碧
绿的叶子在蓝天下迎风飞舞，成群的鸟儿
在竹林里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好像在唱
着欢乐的歌，好一幅绝妙的风景画！

傍晚，我常常坐在竹林边看书，看累

了，抬头仰望头顶的一片绿色，眼睛的疲
劳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天边的晚
霞好像一团燃烧的火，照得竹林发亮。霞
光透过竹林，像给竹林镶了几道金边，美
极了。

每逢大年初一，母亲总提醒我早早起
床去摇竹，寓意是摇竹才能快快长高。还
有，摇竹时要挑那些长得高高直直的竹，
千万不要挑那些矮小或折断的竹，如果摇
了那些竹，就长不高了。当然，这是一种
农村习俗，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童年的我，经常和小伙伴在泥竹林里
穿梭、做游戏、拾竹壳。我们常常把拾来
的竹壳做成自己喜欢的玩具，如小青蛙，
小乌龟等。

更有趣的是，我家屋后有一大片刺竹
林，成了我们的乐园。刺竹林靠近糖厂围
墙边。刺竹不像单竹、泥竹那样笔直光滑，
它浑身长满刺，如果不小心会被它刺伤。
可是，那片刺竹林却成了我们童年伙伴经
常玩耍的地方。由于大人偶尔会砍下一些
刺竹，竹林里便有了一些空隙，我们会顺着
这些空隙小心翼翼地进行修整。我们利用
竹连竹的姿势，顺着向上的方向，修枝剪

刺，用刀削去带刺的小枝条，留下强韧的竹
枝，像爬楼梯那样，沿着竹枝向上爬，再在
较高的地方用尼龙绳拉成网，像一个小小
的秋千。然后，我们躺在自己的秋千里听
蟋蟀的鸣叫，听鸟儿的歌唱，听风吹过竹林
柔和的声音，听小雨在竹林里轻轻奏响的
乐曲，听大人经过竹林由远及近的脚步声
或说话声……听着听着，我们有时候会进
入甜甜的梦乡；有时候，我们在竹林里唱
歌，讲故事，这种乐趣无法言语。

我喜欢家乡的竹林，不仅因为它们为
家乡撑起一片浓浓的绿荫，还因为它们全
身是宝，用途广泛，无时无刻不在为人类
做贡献。各种各样的竹各尽其职，发挥了
不同的作用。如农村的各种农具、人们日
常生活用的竹制品等，还有，鲜嫩竹笋成
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

如今，我童年时常常玩耍的那片竹林
早已不复存在。每当我看到连绵不绝的
竹林，就会想起家乡的竹林，想起那片永
远苍翠的绿色，想起那生机勃勃的生命
力，想起它们不怕狂风暴雨的顽强意志和
永远向上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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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猫 ■张玉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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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红520家乡的竹林 ■梁秀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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