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
落灯花。”宋代诗人赵师秀的诗
句，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诗人独自
在灯下，等候友人而百无聊赖的
状态，描绘出一幅宁静而略带寂
寞的画面。

诚然，类似这种等待，是我们
生活工作中一种常见的状态，有
一股特别的滋味，它如同一杯混
合了各种情感的陈酿，滋味悠长
而复杂。

小时候，我家门口种有一棵荔
枝树。听父亲说家中曾有偌大的
百果园，是曾祖父亲手所种，后因
家境中落而仅遗下 2 棵荔枝树，父
亲分得其中一棵。二十世纪七八
十年代，荔枝树是稀罕物，不似现
在种植之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每逢荔枝开花结出小果时，我心中
总充满着期待，脑海里满是爬树摘
果和剥皮塞口满嘴酸甜的画面。
这种充满了憧憬的等待，如同含在
口中的一块糖，在舌尖中慢慢融
化，溢出丝丝甜蜜。

及至高考，我迎来了人生印象
深刻的又一次等待。

我的高考，是在身患重度感
冒，坚持考完各科答卷的，之后便
回到家中养病了。当时，家乡交通
还不发达，路小车少，一天仅有的
二三次班车，从家乡小镇到县城40
公里的路程需要颠簸 2 至 3 个小
时。况且没有网络、手机、BB 机，
甚至县城与小城镇连程控电话都
没开通，更别说农村的通信条件
了。回到偏僻小山村的我，与学校
的老师和同学们，几乎处于音信隔
绝的状态。

考试的结果如何呢？窝在家
里，算着学校放榜的日子，心绪在未
知与幻想中来回游走。有时，我独
坐在窗边，呆看窗外野花上飞舞的
蜜蜂，以及偶尔飞掠而过的小鸟，思
绪便随着它们扇动的翅膀，飞向学
校的放榜专栏边，脑海浮现同学们

围在一起焦急看榜的情景。日子就
这样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以至学习
生活进退失据，未来的命运仿佛就
隐藏在房间的那扇门后。

像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煎熬，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紧张与
焦虑交织的等待，如同未成熟的
青果，咬一口，满嘴酸涩。又像喝
了一杯苦咖啡，苦涩在舌尖久久
不散。

如今，经历过无数次等待的
我，依然在等待中筹划着自己的人
生。与少年的青涩相比，似乎少了
些烦躁与冲动，多了些耐心和理
性，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对生活的思
考与沉淀。

辟如喜欢写作，会涉及稿件的
投稿与发表。经过素材收集、构
思，到下笔成文，再反复斟酌修改，
定稿发至媒体这些流程后，我便进
入一个心里既定的等待过程。

一期、二期……在关注相关媒
体刊发的作品后发现，稿件并未采
用。心生遗憾的同时，我更多关注
作品本身，回头检视，用更多的汗
水，默默发力，不断提高写作水平，
提升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能力，以此
应对被动的等待。

这种越挫越勇，改被动为主动
出击的等待，于我来说，似乎更有
意义。它仿如渴后泉水入口，一股
温润甘甜的味道弥漫在口腔和舌
尖味蕾，绵长且厚重。

漫漫人生旅途，我们注定经历
无数次的等待。就如春天等待花
开，夏天等待蝉鸣，秋天等待丰收，
冬天等待瑞雪。等待让生命有了
节奏，有了希冀，有了继续前进的
动力。

或许，等待的终点并不是结果
的来临，而是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
里，所经历的成长与感悟。当我们
回首那些曾经的等待，会蓦然发
现，它们早已化为生命中的宝贵财
富，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旅程。

等待的味道
■叶泽

一大早，公司人力资源部就传来
吵吵嚷嚷的声音。一个新来的保安
阿成觉得本月工资少了，要求人力主
管打出工资条的明细，讨个说法。

人力主管梅子耐心地解释：你以
前在茂风分公司当保安，工资待遇跟
正式工一样。现在茂风取消两个岗
位，把你转到我们华峰分公司当保
安，情况不一样了。虽然你还是正式
工，但根据华峰的岗位制度，你工资
不能高出保安队长。所以你的工资
是比原来少了。相信总部已经跟你
沟通过了。

阿成心里有种“虎落平阳被犬
欺”的感觉，但也无可奈何。像自己
这种“无人脉，无文凭，无技术”的三
无人员，除了做保安，还能干点啥？
说得好听点，好歹还是正式工啊。想
到这里，阿成不情愿地回到保安室，
决定躺平混混日子算了。

这个想法很快给现实掐灭了。
化工厂每天严格的门禁管理，定期的
巡逻检查，突发事件的应对，都需要
打醒十二分精神。还要熟读各种安
全制度，做好各种车辆记录，再也不
是看看门口那么简单。阿成努力在
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

这一天，领导还交代他一个特别

的任务，让他好好管理厂区里的一群
猫。猫在厂里自由穿梭，爱咬管线破
坏装置的老鼠闻声丧胆，销声匿迹。
当阿成发现厂区里的猫儿们越来越
多时，他并没有感到烦恼，反而觉得
这是一件温馨的事情，他开始每天准
备一些剩饭剩菜，放在厂区的一个角
落里。

然而，猫儿们的增多也给厂区带
来了一些问题。有些猫会跑到车间
里捣乱，影响工人的工作；还有些猫
会在晚上发出叫声，打扰上夜班的员
工。这些问题让一些员工开始感到
不满。阿成于是想了办法，在厂区里
设置了专门的猫舍，为猫儿们提供了
一个更加舒适、安全的乐园，定期为
猫儿们提供食物和水。他还教大家
如何与猫儿们相处，让员工们更加了
解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员工亲切地叫
阿成“猫先生”。

由于工作出色，领导肯定了阿成
的工作能力，破格提升为副队长，提
了工资，阿成甭提多高兴了。刚好这
一天，他突然收到茂风旧同事的短
信：恭喜你提前离开这里，公司没有
业务，今天开始我们全部待岗了。

阿成长长吁了一口气……

最好的安排
■李瑞明

中国的化橘红园博物馆还在建设
“它在成长”，一个孩童说
“千年化橘红，一部南药史”闪着光

橘红园里，茂盛的叶子抖落阳光
毛茸茸的果子呆萌在枝头吹着风
橘子在工业园子静静发醇酿酒
54 度的橘红酒不知蕴藏多少阳光

和橘红

40度的橘红酒藏着柔情的灵魂

一些树桠在悄悄地萌芽，冒出花苞
整个橘红园，再远些的群山在他之上
园子人迹稀少，锄草机咔吱咔吱响

风拂过树枝叶子低语
它们在枝桠间争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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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周六，来自粤东、粤北、
粤中、粤西（雷州半岛）18 位大学同
学，应邀前来，来个说走就走的旅游
式聚会。毕业20周年的中秋我们曾
在南海丹灶聚过一回，时光倏忽，13
年又过去，何不趁机聚聚，以解思念
之苦？！

荔乡之行，是这次粤西之旅的
重头戏。走进根子荔枝文化旅游
区，循领袖足迹看荔枝，感受荔乡醉
美魅力。

“一骑红尘妃子笑，缘是茂名荔
枝来”，穿过茂名市荔枝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楼牌，我们畅行在蜿蜒如
虹的柏油路上。路旁座座小山，遍
布荔枝，连绵不断；丛丛荔林，错落
有致，犹如一顶顶墨绿色巨伞，孕育
出新的希望。不时有枝丫调皮伸展
出来，像是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根子古荔园就在岭腰村旁。还
不到九点钟，古荔园前广场已是人头
涌动，不少人在拱形大门下拍照。这
个荔枝种植园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过的地方。2023年4月11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茂名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
荔枝种植园，同现场技术人员亲切交
流，并谆谆嘱托要“把荔枝特色产业
和特色文化旅游发展得更好”。勤
劳睿智的荔乡人，经过一年努力，全
面展示荔枝产业新质生产力，各项
关键技术重大突破，特色文旅产业
发展“一骑红尘”，精品旅游路线闻
名全国，“柏桥讲堂”走红全国。荔
乡人交上了出色的答卷。

根子古荔园成园于隋唐年间，
人文底蕴丰厚，是全国老荔枝树最
多、品种最齐全的古荔园之一，是著
名的白糖罂优质荔枝品种的发源
地，被誉为“活的荔枝博物馆”。走
进古荔园，里面游人如织，有美术爱
好者在树下写生，有骑行者在绿道
慢骑，有孩童在树荫下戏耍，更多的
游人则在“千手观音”“天伦之乐”

“潘仙丹灶”“虚怀若谷”“荔王”等姿
态各异的古荔树下拍照。那棵树龄
800 多年的“荔王”成为人们争相合
影的“顶流”。这棵树长势婆娑，枝
繁叶茂，叶色深绿。听高州梁同学
说，“荔王”每年挂果累累，成为爱心
人士竞“拍”的“甜饽饽”。2022 年 5
月20日，“荔王”当年采摘权以188万
元价格成交，创下茂名地区单棵荔
枝采摘权拍价新纪录。

随后我们来到柏桥农创园的荔
枝广场。暮秋的荔枝广场，不温不
燥，凉风轻抚，吹动正前方那几棵荔
枝树和龙眼树，一辆辆大巴在路边
停下，游客在四周拍照。广场两边
是电商商铺，里面土特产琳琅满目，
摆放着龙眼干、荔枝干、荔枝蜜、黄
皮干等加工品，宾客欢声笑语，购销
两旺。

从合作社开车过来，十分钟左
右爬上元坝京竹岭，一座两层的红
橙基调的阁楼呈现在眼前。阁楼建
于1997年，2000年2月19日，江泽民
总书记亲临根子视察，在红荔阁前
亲手植下一棵荔枝树。这棵荔枝树
是由白糖罂品种提优而成，命名为

“中华红”，后由高州市人民政府登
记为国家一级名木。很多客人在

“中华红”碑记旁拍照。我登上红荔
阁，举目远眺，向东是浮山岭，天光
云影，祥光缭绕；山下荔枝成荫，荔
林葱茏；小别墅鳞次栉比，或白墙黛
瓦，或橙墙红瓦，掩映其中。如此胜
景，令人心旷神怡。

最后我们到中国荔枝博览馆参
观，见识荔枝文化的博大精深。从
二楼出来，走一圈空中栈桥，为荔乡
之行画上圆满句号。

今秋荔乡之行没有品尝到新鲜
荔枝，留下些许遗憾。我们相约
2025年“5·20”再来，摘荔赏荔品荔，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

深秋荔乡行
■崔耀奇

橘红园
■林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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