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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宾

波平连海绿，椰茂绕堤青。
馆似湖心月，书如水上星。
观光随九曲，酌句坐三亭。
登阁凭栏处，潮音最动听。

观珠地标楼
■ 杨子松

观星伴月夺天工，珠璧辉煌映瑞穹。
利惠八方腾紫气，发飙四季势如虹。

八一有感
■ 夜雨

旌旗舒卷血般红，口号军威彻远空。
万里山川新气象，多年岁月筑奇功。
抛家守国兴天下，抗日驱魔震宇中。
海晏河清逢盛世，光芒阅与古今风。

定风波·高剑父
■ 茉莉

回首云间啸一声，岭南已惯断肠
行。怀笔横枪驱瘦马，谁怕，扫除倭寇
救苍生。

夜画金鸡催早醒，微冷，潇潇风雨
又相迎。心系山河丢失处，须去，扬鞭
收拾故园晴。

贺神舟十三凯旋
■ 韩丽华

三人探秘驾神舟，浩瀚云霄尽畅游。
载誉归来惊海宇，巡天筑梦竞风流。

寄友泛舟玉渊潭
■阳光心情

五月晚樱花瓣重，缤纷柳岸玉渊逢。
一篙晴日沙鸥远，十里湖波钓影溶。
霞气浮沉开素抱，清风舒卷荡吾胸。
欲穷云梦洞庭路，看尽江川千万峰。

墙头草
■ 灰姑娘

墙头独据向高空，左右逢源每逐风。
不解世情何立命？唯谙时务可争雄。

礼赞逆行者之峥嵘岁月
■ 冷梅

庚子人间大疫行，白盔银甲应时生。
无分昼夜风霜骤，扭转乾坤刀马横。
皓首飞身逆流上，青丝列阵壮怀呈。
峥嵘岁月寻常士，事了拂衣休问名。

博贺湾早晨
■ 李伟立

小艇横晨浦，长滩退夜潮。
轻烟疏远岸，残月淡平桥。
鹭影红林近，鸡声碧舍遥。
清风扬翠柳，惬意看今朝。

浣溪沙·迎华诞
■ 于正东

引领潮流唱大风，艰辛征战为工
农。丹心热血染旗红。

笑看小康圆绮梦，毋忘宗旨践初
衷。喜迎华诞上高峰。

勿忘国耻
■崔 景

八十年前仇未忘，豺狼侵犯我华疆。
三光蹂躏山河暗，八载驱除日月长。
逐寇英雄流铁血，锄奸好汉谱龙章。
白旗举处狂徒泣，堪叹倭奴欠考量！

清溪
■ 吴虹珠

绕石千层岭，山根或可斟。
弯间新韵起，苔上旧情临。
若觅曾经事，应听此际音。
清清溪水过，能涤这尘心。

齐天乐·夏意
■许宝江

落红莺老非时老，青青岭原无
际。草舞薰风，林歌澍雨，倦眼犹贪浓
翠。尘冲粉洗，碧云玉笺舒，合谁斟
字？俗客庸狂，几人坦坦会真意！

沉升辱荣莫理。北窗聊卧读，蝉
呓催睡。梦入清阴，坡翁置酒，喜得高
贤趣谛：岚烟瘴气，更蛇蝎荆榛，尽调诗
味；万绿欣欣，且倾樽一醉！

获颁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有感
■ 龙哥

人生信仰志弥坚，宗旨知行五十年。
读史寻经思有道，追镰逐斧往无前。
民心得可安天下，国梦圆能济大千。
世上狼烟难再起，卸鞍骐骥乐归田。

晏镜岭观海
■ 朦胧

半岛孤峰瞭大洋，无边云水白茫茫。
千帆往返如微叶，百鸟穿梭若小蝗。
浪击石头花四溅，风吹鹤发意高扬。
放声豪笑面沧海，纵酒危亭醉一场。

步韵宝玉《冬夜即事》
■ 又见杨柳岸

少年世事不须更，自负文章倚马成。
得失常将论汉晋，时光肯与付鹃莺？
白云岭上千峰小，绿蚁樽中五岳轻。
安得洪炉借天地，诗茶梅雪一时烹。

夏夜寄怀
■ 小乙哥

一竿竹影曳重堂，沁入弯弯月色凉。
展卷诗词洇淡绿，擎杯醪醑溢清香。
韶华莫叹逐花谢，绮梦欣能竞日长。
为有童心从未老，而今白发也疏狂。

满庭芳·大暑
■童心未泯

烈日当空，蒸泉流涧，来回水底鱼
虾。林中狗喘，田野隐鸣蛙。稻谷机收
成斗，开机者、汗透蕉纱。只须待，雷鸣
雨下，凉爽到农家。

不妨休息会，轻摇蒲扇，漫看莲
花。叶尖上，蜻蜓嬉戏无邪。丰产累累
喜悦，青篱处、豆角攀爬。东园里，葡萄
满架，遍地大西瓜。

八一建军节感怀
■ 山里红

军旗擎起自南昌，打响光明第一枪。
星火燎原燃大地，工农奋勇斩豺狼。
桥横铁锁焉能挡，夜碎芒鞋亦可常。
虽说今人逢盛世，英雄事迹永流芳。

闲适
■ 柳眉儿

春到江南绿，燕迷柳色羞。
一桥烟雨瘦，几处竹篷悠。
恰似桃源境，犹消浊世愁。
若能居此地，余岁复何求！

鸣志
■ 梁英天

角逐诗坛几度秋，未酬夙志不甘休。
红炉再炼龙泉剑，欲把锋芒射斗牛。

午坐
■ 宋玉秋

雨霁午听蝉，嘈嘈乱管弦。
高歌谁解意，独坐我无眠。
风物长河外，光阴白发边。
万言何一默，水去渺如烟。

苏幕遮·贺香港回归廿五年
■ 黄志传

紫荆园，华夏地。百载分离，骨肉
难连体。一举回归符众意。积弱遭凌，
国耻当须记。

展鸿猷，持两制。廿五年来，不负
英贤志。力驾东风乘骏骥。烟雨兼程，
沐浴春光里。

卢沟桥
■ 清心

月照卢沟波上横，弹痕斑驳寂无声。
谁言国恨河中没，竟日群狮怒目睁。

霞洞古荔贡园
■ 王大辉

亭台楼阁衬高枝，红绿婆娑擦眼眉。
仰仗浮山辉圣迹，借融琅水显仙姿。
昔时驿站强传递，今日园头自转移。
能聚八方文墨客，古园岂只亮新词。

七夕叹
■ 西窗

长夜无眠落寞歌，今逢七夕望星河。
神仙眷侣都能聚，你我天涯离别多。

过荘山净土寺
■ 杨文彪

烟岚浮色晴中雨，为逐闲云净土登。
殿宇宏宏彰佛性，梵音笃笃亮心灯。
山灵自有游香客，寺古焉无得道僧？
几缕疏钟开悟境，一怀痴水蓦平澄。

千秋岁·夏
■ 化蝶

火云初布。又到江南处。芙蓉出
水千千绪。蝉声鸣耳畔，蝶影随风舞。
摇纸扇，乡村白发堪同路。

瘦骨难捱暑。方觉民间苦。云暗
淡，天无雨。若非亲眼见，终被诗情
误。问老者，畦蔬灌溉还行否？

咏故乡
■ 杨松青

潺潺鉴水永长流，锦绣山川眼底收。
红荔飘香香四季，仁人厚德德千秋。
乡村巨变无茅舍，城镇丕兴有酒楼。
闹市繁荣依改革，民康物阜展宏猷。

建党百年颂
■ 谭亚叶

华夏红船启远航，延安火炬亮苍茫。
一星两弹蓝天响，泰岳长城赤帜扬。
改革创新谋发展，励精图治铸辉煌。
同心追梦龙飞跃，国泰民安乐小康。

香港友人过访
■ 蔡君渡

名满京华结雅俦，一篇周易发微幽。
天机慎密情难泄，地理深研兴未休。
席上谈诗忘午困，灯前演阵记更筹。
香江归去繁嚣地，何日重来乐共游。

化州文楼镇“好心文化楼”
■ 苏旭

文楼盛世矗文楼，彰显好心源远悠。
捷足琼台开画境，置身艺苑荡心舟。
静观林海山城秀，俯瞰罗江玉带柔。
笑慰今朝前景美，筑巢引凤客云游。

雨水
■伍碧群

潇潇冷雨倒春寒，独困蜗居犹自安。
翻捡诗书寻旧句，朦胧不觉夜珊阑。

故城感怀
■ 梁国德

秦砖汉瓦花如海，铺就长安锦绣开。
玉柱雕龙腾欲去，金檐鸣凤舞归来。
千门万户层层见，复阁重楼叠叠回。
游罢故城天已暮，飞霞留与挂高台。

成人礼赞
■ 陆桂才

而立之年迎曙光，青春作伴气轩昂。
建功造业待明日，锦绣前程四海翔。

鹧鸪天·老兵
■ 黄胜英

历过沧桑动过情，也曾牵爱续歌
声。为人左右尊前辈，立德高低主后营。

身骨硬，袖风轻，忠心耿耿老来
兵。青春掏尽终无悔，利不贪图鬼亦惊。

蝴蝶兰
■ 梁梅

谁家兰草带香栽，月下翩翩蝶影徊。
应是庄生千载梦，乘风又到世间来。

题白石芋虾图
■李贯中(九岁)

水芋轻摇虾耍乐，婆娑绿影过家家。
穿梭来往茎芽下，好似春来开芋花。

谨以此文致敬参加过上甘岭
战役的抗美援朝老兵邹基才

——题记
邹基才是那霍镇覃坑村委会

径口村人。1954 年他 28 岁，从部
队复员返乡之后一直生活在那里。

径口村位于白叶顶山脚，邹基
才家的几间瓦房被白叶顶山环绕
着，形状恰如慈祥的母亲用双臂拥
抱着自己亲爱的孩子一般。又因
此处是海拔九百多米的山区，所以
清晨常有山雾缭绕。

大山里的雾湿泽滋润，温情脉
脉，若即若离，如梦如幻。一旦太
阳高升，明媚的阳光便驱散这甜美
的雾气，大地一片清朗蓬勃，空气
显得格外清新。邹基才在这大山
里顺其自然、平静幸福地生活着。

经常，他的眼前仿佛升腾起一片
朦胧的晨雾。他的目光穿越山间清
晨的雾，一如穿越当年上甘岭战火缭
绕而升腾起的漫山遍野的大雾，耳
边又似乎响起了络绎不绝的炮声、
激昂的冲锋号、战友们的杀敌呐喊
声、枪弹击中山石的爆裂崩塌声、子

弹的啾啾声、炮弹的爆炸声、敌机掠
空的轰鸣声……停战的时候，战场上
的各种声音瞬间消逝，雾气亦逐渐
消散。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山岭
间尚有许多燃烧未尽的硝烟翻腾，
四处散乱着破损的武器和分不清
敌我双方的残躯，许多战友倒在地
上，陷入了永久的沉睡，上一刻还鲜
活明朗的脸，此刻却布满了永恒的
祥和宁静。每一次交战，上甘岭便
升腾起遮天蔽日的弥天大雾。每一
次停战，上甘岭上空的大雾便逐渐
消散，随着雾气消散的，便是许多如
亲人般的战友们宝贵的生命。

他回忆起1926年8月，自己出
生在那霍镇覃坑村一个贫苦的农
民家庭，十六岁时父母亲因病先后
去世。因家境贫寒，没钱读书，一
直以帮人放牛为生，从小饱尝生活
的艰辛和困苦。1944年6月，十八
岁的他加入到革命队伍，成为一名
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隶属第十
四团军，开始几年主要是抓土匪。
1947 年在高州北街整训期间，在
团长刘直志的教导和帮助下，他刻

苦学习枪支技术，努力练习杀敌本
领，并且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
觉悟。“国民党军队对士兵不好，打
骂不说，还吃不饱穿不暖。共产党
为老百姓求解放，解放军官兵平
等，没有高低之分。如果生病了，
排长班长都来关心，比兄弟还好。”
这是自己最诚挚的心声！

他又回忆起1951年3月，他所
在的第四野战军雄赳赳、气昂昂从
丹东跨过鸭绿江直奔朝鲜战场，此
时他已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作
为广东人，他努力适应了朝鲜零下
二十多摄氏度的低温天气，适应了
冰冷的炒面、土豆等食物。他平时
苦练杀敌本领，上甘岭只是他参加
的无数战役之一。他是勇敢的战
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想到战场上雾气消散后战友
们那清澈年轻的脸，想到自己在山
雾朦胧的乡村里安静地结婚生子
享受太平盛世的情境，所有的心绪
就如上甘岭的浊雾般在和平的太
阳升起后消弥得干干净净，心中已
如远处那片蓝天般清清透透，一丝

儿云的皱折都没有。
尽管年岁渐长，但毕竟是上过

战场的人，他干起农活来身手敏
捷，处理事情雷厉风行，说一不
二。孙子外出打工后，老两口在家
相依相伴，最喜欢的是趁那霍圩。
每次结伴到那霍圩街上都要游遍
热闹的地段，再到嫁到东山村口的
女儿家歇一歇，吃顿饭。

今年，邹基才96岁了。近几年
到那霍趁圩的次数逐年减少。他就
经常去邻居家串门。特别是喜欢到
百岁老人黄秀芳家中聊天说笑。虽
然耳朵听力下降，各级党政干部去
探望他时，他已不能听清别人的话
语，但他的坐姿仍然挺拔，目光仍然
坚毅。今年7月我去探望他，虽然他
听不清我说的话，但他却认真地对
我说：“那霍的变化真的很大！”

在朝鲜的战场，出生入死，英
勇杀敌。

在中国的山村，看穿生死，静
享和平。

这就是高风亮节、胸怀广阔的
革命军人邹基才！

雾

每年的这个时候，每每在街上
看到“积极响应祖国召唤，踊跃报
名参军”“参军报国尽义务，热血青
春竞风流”这样的横幅或标语，我
都热血沸腾，想起在我心中，曾经
也有过一个当兵的梦。

这个梦，当然不是因为“一人
参军，全家光荣”，也不是因为“当
兵好啊当兵乐，当兵的日子一辈子
记得，当兵是一首豪迈的歌”。这
个梦，不是从听过《咱当兵的人》

《军中绿花》《一二三四歌》开始的，
也不是从军训过后、仰慕教官开始
的。这个梦好像在我心中珍藏了
很久很久。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警车
是很少见的。大人们总是说，警察
是抓坏人的，小孩如果使坏也会被
抓上警车带走。小伙伴们不知怎
么就谣传警车是专门带走小孩的，
因此只要一听到有人学警车的声

音，大家就四下逃跑。
记得那年，我才读小学三年

级，就学会骑自行车了。暑假的一
天清晨，母亲摘回许多新鲜的蔬
菜、瓜果，装在一个大麻包袋里，用
胶带扎在自行车尾，让我骑上自行
车，给隔壁村的兰姨送去。

伴随着欢快的鸟叫，我屁颠屁
颠地沿着河堤踩着自行车，一个人
享受着迎面吹来的晨风。突然，我
感觉车尾一边轻一边重的样子，扭
头一看，原来那个大麻包袋呀，倾
斜到一边去了。我想，反正离兰姨
家也不远了，就没停下来整理。

“诶，前面骑自行车的小朋友，
你车尾的东西快掉下来了，快停
车。”没过多久，从后面传来一阵焦
急的声音。我转过头一看，吓了一
跳，隔壁村退役回来的兵哥哥正开
着摩托警车向我追来。慌里慌张
的我根本停不下来，拼命地踩着自

行车。
说时迟，那时快，我连人带车

摔倒在河边的草地上，差一点就滚
落到小河里。反应过来后，我还是
想以最快的速度挣扎起来逃走。
这时，那位兵哥哥已把摩托警车停
在我身旁。

“小朋友，你没事吧？”兵哥哥
快速地扶起我的自行车，再扶起压
在车下的我，一边轻轻地拍打我身
上的草屑，一边仔细地询问我有没
有受伤。我不敢抬起头看他，只是
一个劲地摇头。他把我车后的麻
包袋重新扎好，问我要拉那么大袋
的东西到哪里去，要不要帮忙。我
又一个劲地摇头，准备骑上自行车
就走。

“等一下。”兵哥哥帮我扶正自
行车车头，一再叮嘱我注意安全。
这时，我才敢抬起头，瞅见阳光就
照在他那帅气、亲切的脸上，他额

前的汗珠还闪着晶莹的光呢。
“大哥哥，你的警车是抓小孩

的吗？”我被自己的脱口而出吓得
直吐舌头。

“哈哈哈，傻孩子，警车是带走
坏人的，警察是保护小孩的。”兵哥
哥一边说，一边摸摸我的头。他那
高大的身影、那身神圣的军装，让
我终于释怀，对警车再无恐惧，对
警察也敬佩起来。

此后，在我心中，滋长出一个梦：
长大后当兵、当女警、当英姿飒爽的
陀枪师姐，除暴安良、保家卫国。

虽然后来我的当兵梦难圆，但
周边不乏当过兵的人。他们有的不
是当警察，而是从事其他行业。我
总觉得他们与众不同，那种气质、那
身正气……他们比一般人更精神、
更自律，更吃苦耐劳、更乐于奉献。
或许，在我心中曾经的梦，也是很多
人心中的梦。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黎小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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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浪
漫日子。

那个勤劳勇敢的牛郎，那个温
婉美丽的织女，在这个浪漫的日子，
终将相见，一解相思之苦。到了那
天，地上的喜鹊，成人之美，搭出希
望之桥，从此天上人间，满满的幸
福。

年少不懂七夕背后的浪漫，只
知道，到了七月七，我们可以吃“盖
籺”。

“盖籺”是粤西的一种特产，小
时候，一年只吃一次，在那个生活物
资匮乏的年代，觉得那是人间美味。

犹记得那时，跟着阿公阿婆在
家乡生活，每逢七夕，阿婆早早就起
床泡稻米，天还没亮，朦朦胧胧中，
她已经在忙，我睡眼惺忪，问她：“阿
婆，你在干什么啊？”阿婆慈爱地回
我一句：“泡稻米呢，天亮去磨米，做

‘盖籺’，吵醒你啦？快睡，等下醒来
帮阿婆拉磨。”然后又去干活了。

我翻过身，继续睡去。
等到天大亮的时候，阿婆会叫

我们起床吃早餐，然后喊一声：“大
妹、二妹，你们快去看看石磨那里有
人在磨米了没，拿桶去排队！”我们
一听，非常兴奋，提着拖鞋，飞快地
穿过村巷，跑到二叔婆屋后的石磨
那里，看看轮到谁了。在磨米的大
伯娘一看我们都笑了：跑那么快，裤
子都掉啦！

放下水桶排队，我们就回家通
知阿婆，阿婆拿着扁担和我一起抬
着早已泡好的稻米来到石磨旁。小
孩干活就是图个新鲜，一开始，我们
很认真地帮忙拉石磨，一圈一圈地
走，看着米浆汩汩地流下水桶，奶白
奶白的。阿婆时不时地用勺子添加
湿润的稻米，放进石磨眼里。可是
转不了多少圈，新鲜劲儿过去了，也
有点乏了，就找借口说，要去喝水，
偷偷溜走啦！阿婆拉了一会儿，看
我们几个小屁孩还没回来，便会扯
着嗓子大声叫：“阿珠——，二妹
——快来扛米浆回去！”这时我们便
会快快关上电视去干活。

稻米磨好后，下一步就是蒸米
浆。这个也有讲究，要一层一层地
蒸，不能一下子下锅。阿公早已经

把家里的大锅架起来了，大锅底下
放了适量的水，然后把四块劈好的
木片井字形地放着，再把圆盘放上
面。阿婆先用勺子舀了几勺米浆铺
满圆盘，阿公把火生起来。我们喜
欢帮忙添柴，阿公一边忙，一边叮嘱
我们：“火不能太旺……注意不要给
火灭了……”我们玩得满心欢喜，听
着毕毕剥剥的烧火声，看着火在炉
子里扭动，仿佛已经吃上了香喷喷
的“盖籺”。阿婆算好时间，就会第
二次放米浆，并且要留意锅底的水，
是否少了，是不是要添了。

米浆蒸好后出炉，一个圆圆的
“盖籺”就做好啦！奶白的颜色，一
股稻米的清香，用筷子一戳，软软
的。这时候“盖籺”的灵魂配料也要
动手做了，阿婆从菜地里割了几把
韭菜回来洗干净去掉韭菜尾黄色部
分，再切段，然后热锅下油，把韭菜
段放入锅中，关小火熬煮，不一会
儿，韭菜油的香味就飘了出来，我们
姐妹几个口水都流了一地，不停地
问阿公阿婆，能吃了没，能吃了没。
阿婆嗔笑：“一群小馋猫！”

蒸好的“盖籺”，留一个出来去
庙里拜神，另一个马上开吃了。冒
着热气的“盖籺”，香喷喷的韭菜油，
让人忍不住吃了又吃，生怕吃慢了
没有得吃。阿婆边吃边给我们讲牛
郎织女的故事，她还告诉我们，当天
晚上十二点拿着一根扁担放在水井
上，然后就可以看见牛郎和织女了，
上面还有喜鹊呢！我那时还傻乎乎
地想，我当晚也要去看看！可是每
次没等到半夜十二点就早已经睡熟
了，然后看牛郎织女和喜鹊的事只
能又等到下一年了。

年岁渐长，对于“盖籺”的渴望
不再像小时候那么迫切了，因为胃
也很难消化得了，但是小时候的做

“盖籺”经历一直在记忆的深处。现
在“盖籺”也到处都可以购买了，但
很难把它们的味道与小时候的重
合，也许现在吃的不再是“盖籺”本
身，而是一种回忆罢。

但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一直在
传颂着，我把它讲给我的孩子听，讲
给学生听。也许，这就是一种传承，
一种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传承。

年少时过七夕
■林荣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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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素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