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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深藏于云开山脉两广交汇处，如《天

龙八部》那位身怀绝技、隐姓埋名的扫地僧，
修心养性，气度雍容，大智若愚。

你像裙摆飘飘、超凡脱俗的王语嫣，饱
读诗书，柔情似水，以绿树为衣，奇花作饰，
异草为镯，山泉煮茶，静候意中人。

层层叠叠的绿，铺天盖地的绿，眼花缭
乱的绿，根植于你博大的胸怀，丰茂肥美。

叮叮咚咚的泉，沁凉甘醇的泉，玉洁冰
清的泉，开出一朵朵生命期盼，俏皮活泼。

数株菖蒲，立于溪间，清波照影，气定神
闲。如织游人，浴于水中，欢声笑语，荡漾山间。

好一曲现实版的高山流水，直教伯牙、
子期情难抑，意悠长。

二
走近你，我脑际闪出金庸大师笔下的周

伯通和虚竹，他们与你何其相似，不显山，不
露水，却是神一般的存在。

走近你，我世俗的心明净多了。惊讶，
弹唱成一阙阙咏叹，跟随缕缕清芬入梦来。

有人说，撒珠瀑是你的看家本领，独门
秘笈，我信。你溪口那道天然的三级瀑，如
奔马，似跑虎，气势磅礴，叹为观止，一首首
唐诗宋词滚落溪涧。

有人说，三叠石是你的压舱之物，镇山

之宝，我信。盘踞在风飕坳，底如盘，中如
台，顶如厅，似倾非倾，鬼斧神工，气势傲然，
让对手望而却步，落荒而逃。

有人说，农校遗址见证了你的光辉岁
月，我也信。残墙，烂砖，碎瓦……承载着
的，何止是一代人的梦想？捡拾起一片瓦
片，审视，细读，昔日场景，触手可及；琅琅书
声，清晰可闻。

有人说，你是天然的氧吧，洗肺之所，我
更信。因为我知道，你的血脉，你的骨骼，你
的负离子，就藏在这青山绿水间。因为，与
你缠绵一天后，我所有的倦意，都已治愈，身
体恢复生龙活虎。

三
我多想，长久地徜徉在你的身旁，让五

脏六腑和灵魂不时让你洗涤，初心永葆。
我多想，用你的绿水青山，酿一坛千古

佳酿，邀八方文人，为你抒写不朽的诗文。
我多想，张开双臂，捧出一颗善良纯朴

的心，回赠于你，为你的前世、今生、未来，纵
情放歌。

我还想，给你介绍一位实力超群的如意
郎君，开垦你这方纯美的土地，为你耕耘，播
种，妆扮，呵护，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你的美，
原始生态的美，风华绝伦的美，生生不息的
美，与众不同的美。

扶荫地咏叹
■黎贵

你的名字高大挺拔
高不可攀
又像春风吹拂，温柔可爱
我猜不透
摸不着
当年你带着荔枝的甜蜜
浮山岭的记忆远走……

而我告别了浮山岭
含泪的一草一木
摆脱了沙琅江的缠绵
漂流到水东湾
扎根于贫瘦的滩涂
变成了一棵弱小的红树

岁月伴我独木成林
我果实没有荔枝的甜蜜
但生成了心的形状
曾经饥荒的年代
救活了无数饥民
白鹭见证了我的无私
伴我经历了数十年酷暑严冬
经历了无数风霜雨雪

当你回忆荔枝的甜蜜
回乡寻找我的时候
我已在栈桥旁等了很久……
我已长满了水东湾的一片海滩

红树林的思念
■ 崔薇薇

我是一只漂泊的小白船
寻着菁菁的苇丛
胆怯地驶进了你的视野

停下来吧，你说
停下来你会是我最舒适的港湾

所有的思念都涉水而过
白天，我在你温柔的眼波中
快乐地荡来荡去
夜晚，我栖息在你的心侧
说无词的梦语 天上的星星
被我们数了九百九十九遍了
苇花也白了一季又一季

在季节的轮回里
我成了一只安静的小白船
安静得不带一点点水涡
我的身体很白
白得能染上天空的云彩
染上满天的星辉

偶有微风掠过
你的眼光泛着忧虑：
你，不走了吧？
你终于忍不住轻声询问
我含笑不语，其实
我喜欢 我真的喜欢
在你温柔的眼波里
安然地荡来荡去

船
■ 郑国雄

夏荷 ■瑞丽

高州早就被誉为“中国荔乡”，我
从小就在中国荔乡长大。俗话说：“世
界荔枝看中国，中国荔枝看广东，广东
荔枝看茂名，茂名荔枝看高州。”荔枝是
夏季的水果之王，营养丰富。看看北宋
诗人苏轼《食荔枝》的诗句：“日啖荔枝
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我作为一个
岭南人，当然也喜欢吃荔枝，而且特别
喜欢吃荔枝的“王者”桂味。

夏季到，又是一年荔枝季，红彤
彤的荔枝挂满枝头。从农历三月开
始，高州的荔枝就红了。今年是丰收
年，我吃到的荔枝品种可真不少，三
月红、白糖罂、妃子笑、糯米糍……直
到六月中旬，我才吃到了桂味。此
时，其他地方的桂味已到了尾声，而
我吃的桂味却是石板镇灯笼坡的晚
熟桂味荔枝。

最甜的桂味荔枝在哪里？当然在
灯笼坡。灯笼坡晚熟桂味无人不知，无
人不晓。这个夏天，最惬意的事情就是
到荔枝林里一边摘一边吃。6 月 19 日
下午，我和先生一起去了早已心心念念
的灯笼坡品荔。此时，石板灯笼坡桂味
荔枝正是丰收时节。走进灯笼坡，一派

繁忙的景象。每家每户的果农都穿梭
在林间摘荔枝，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所到之处，人们都热情地叫我
们吃荔枝。看着可爱又旺财的荔枝，我
早已垂涎三尺！

以前人们都是早上摘荔枝的，然后
担到收购站排队卖给商贩。老板收够
一定的数量就不要了，如果农摘多了就
会滞市。我觉得很奇怪！现在是下午
时分了，人们怎么还在摘荔枝？一位老
爷爷神采飞扬地告诉我们，因为灯笼坡
桂味荔枝“飘香远”。电商老板每天都
到村里收购荔枝，有的还到果园里收
购，人们随摘随称，然后运往各地销
售。因此，果农卖荔枝非常方便。电商
真的为农户开启了致富之路，助力乡村
振兴，“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我看到了这里的人们，丰收甜蜜蜜，幸
福感满满！

在朋友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荔树
林。每一棵荔枝树都硕果累累，一颗颗
红艳艳的荔枝既像一只只红灯笼，又像
一颗颗红宝石，光彩夺目，惹人喜爱！
朋友指着一大片荔枝树自豪地说：“这
些荔枝树都是我家的，随便摘，开心

吃。”我们欢呼雀跃地走到树下，随手可
摘，开怀大吃。

桂味荔枝皮薄色美，肉质厚实脆
爽，肉多核小。有一种独特的清甜味，
还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先生一边
吃，一边说：“哗，真甜！这是我吃过最
甜的桂味荔枝。”我满嘴都是荔香，忙
不迭点点头说：“嗯嗯，甜啊，真甜！”朋
友笑着说：“吃荔枝当选桂味，桂味当
选灯笼坡。因为灯笼坡有着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山清水秀，土壤肥沃，气
候温和，所以这里的桂味荔枝与众不
同。”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啊，原来
如此，怪不得这里的荔枝这么甜！”晚
熟桂味荔枝，让我们这些爱荔之人越
吃越想吃，吃得心满意足。

我要去石板，因为有“荔”。我要去
灯笼坡，因为有“桂味”。无荔不夏天，
我和先生在灯笼坡吃着不一样的“桂
味”，沉浸在令人陶醉的美“荔”人生之
中。我们看着这一片丰收的景象，相视
而笑，眼里只有荔，甜蜜无限。灯笼坡
桂味，打着灯笼才寻到的美味。一品灯
笼坡荔枝，心里甜滋滋。灯笼坡晚熟桂
味真的好甜！

灯笼坡晚熟桂味真甜
■ 华洪月

提及重回，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我的
家园。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一家待在
这里四年。潭桥地区曾建有羊角镇潭
桥初级中学，父亲廖庆衍曾在此任职。

潭桥，古称三桥，属千年古村，最早
可追溯至南朝时期，这是岭南古村落，
是冼夫人大将陈三官的故里，是茂名地
区最古老村庄之一。2022 年我带领广
州文化团队回到羊角村落，寻找粤西大
镇的历史文化遗迹，不断发现惊喜。

潭桥地处羊角镇南部，毗邻沙琅
江，境内有三桥大岭、三桥河、潭桥水
库、陈三官坟墓、姐弟庙、明朝陈氏三进
士墓、潭桥小学、三桥公园、公木仔公园
等，拥有三百年以上古榕树五株，百年
古荔枝数十株。省道牛化线贯穿全境，
广茂铁路、洛湛铁路、深茂铁路穿村而
过，在村中设有茂名东铁路货场（原电
白站），距羊角圩三公里。潭桥村管辖
八条自然村，其中三桥村是古老核心村
庄。

盛夏时节，我走进古老的潭桥小
学。依然那么熟悉，二层楼的四合院结
构，分两个院子。虽然楼宇三十多年
了，但墙壁重新贴上瓷砖，坚实整洁。
古树掩映的校园，门楼上方“潭桥学校”
校名由广东省原副省长、著名教育家王
屏山题词。在潭桥小学校园，陈主任已
等候多时，我们是老相识了。当年我一
家栖居的教室还在，西北的祠堂已经拆
除重建楼宇了。潭桥小学保存明清时
期的旗杆石、石墩。

我徘徊在菠萝蜜树下，当年清静的
乡居生活展现眼前。那时我在电白县
城读书，每个周末回家总在潭桥农场下
车，穿过田埂，穿过塘边村、三桥村才回
到家。乡村学校生活着实有点枯燥，我
们总在周末寻找着节目，或者在山塘钓
鱼野炊，或者在草坪与电白火车站家属
子弟踢着足球，或者与伙伴守在三茂铁
路边感受火车飞驰的轰鸣。最难忘是
每逢年节的清晨，母亲远房堂妹送来香
喷喷的羊角籺，热情的姑妈站在学校门
前古榕树下，笑容可掬，成为难忘的乡
村风景。当地很重视教育，当年父亲负
责潭桥小学、潭桥中学，闻名乡里，羊角
镇许多村庄孩子就读于此，涉及杨屋、
元田、潭桥、潭段、坡仔村委会的数十条
村庄。在潭桥居住岁月曾经发生过难

忘事。当年我十七岁，正值放浪不羁的
年龄，在塘隙村吃过年例宴就离开羊角
镇。只在潭桥农场对陈老师叮嘱转告
家里，就与三五同学转道林头镇、大衙
镇去参加年例活动了。一群家伙不带
行李衣物，辗转食宿多家地方，不经觉
第三天了。突然发现，没有联系电话或
者家里在寻找了。我连忙赶回潭桥的
家。傍晚时分，在潭桥小学偶遇李老
师，从他的惊愕与怒骂中得知原来家中
发生大事。三天来，由于那位陈老师忘
记转告，父母亲非常担心我遇害。组织
教师职工手持竹竿在羊角镇南部的池
塘逐一打捞，发动村委会干部在山野寻
找我的踪影，方圆数十里都在寻找这位

“校长仔”。父亲见到我回来，面无表情
地坐在破旧的藤椅，我知错了，为自己
任性而羞愧。潭桥校园又回归宁静，如
同古老的旗杆石。

在潭桥乡居的日子里，年例时期的
姐弟庙很是热闹。多年前我才发现，这
里有深远的历史文化，事关陈三官。

在我家居住时候，陈三官姐弟庙在
潭桥小学后面。印象中只有两间简易
的瓦房，但经常香火旺盛。年少轻狂时
我不认识冼夫人与陈三官，根本不知道
当年居住在千年古村落之中。

2022 年夏天跟随着潭桥村委会干
部，我们经过数百年的古榕树，穿越茂
密的荔枝林，在潭桥小学北部的三甲岭
穿行。一千四百多年来，一处古老坟墓
一直守护着潭桥古老的土地。清道光

《电白县志》、清光绪《高州府志》记载：
“隋冼夫人开府置官属，史惟载长史张
融，不知何县人。相传有甘盘廖祝四将
甚有智勇，佐成武功，今庙中塑四将军
像者是也，又有一巨将姓陈，三桥人，毅
勇刚直，屡著奇功，今霞洞夫人庙犹塑
其像，乡人称为陈三官。”陈三官，南北
朝冼夫人大将。生卒年月不详。南朝
齐代越州永宁郡三桥人，属今茂名市茂
南区羊角镇潭桥村委会三桥村。在南
朝齐代羊角三桥一带属越州永宁郡，梁
代大通中梁朝在阳江建置高州后，羊角
演变为南巴郡地，陈三官和冼夫人应同
时代，都出生于梁初、中期，陈三官此时
又称南巴人。相传陈三官小时被道长
带去浮山岭学艺，十六岁下山参加冼家
军。对于陈三官历史功绩，府县志评价

“毅勇、刚直，屡著奇功”。陈三官与其

他四位将军一起，紧随冼夫人数千里征
战，屡为先锋。历经千年，现潭桥地区
主要姓氏为陈姓。陈三官墓及众多古
树、古迹都坐落此处，可见潭桥一带是
沿袭着的千年古村落。

盛夏的三甲岭风光秀丽，草木葱
茏，远山簇拥，三桥河潺潺。我们来到
陈三官墓，只见对面开阔平原，依山傍
水。墓坐西北向东南，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由陈氏后人重修，为电白县文
物保护单位。翻修过的古墓少了古朴
的意蕴，有点可惜，但更加坚固，可防风
雨的侵袭了。墓碑上的“陈大官”指陈
三官，陈三官在家里排行第三，从小称
陈三官。陈三官与其姐葬在一起，有特
定原因。陈三官成为冼夫人家将后，长
期离家，父母又早逝，家业由大姐看管，
故没有出嫁。冼夫人逝世后陈三官回
到三桥老家，在三甲岭打猎时猝死，其
姐闻讯赶到哭死在身旁，族人把他们葬
在一起。隋唐开始当地村民建立陈三
官姐弟庙，以纪念他们。原庙遗址在潭
桥村委会猪仔岭，新中国成立初期被
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建，近年再重
修。现姐弟庙在潭桥小学西侧，为钢筋
水泥仿古结构，是岭南风格庙宇建筑。

跟随潭桥村干部，我迫不及待要
到潭桥中学遗址看看了。

随着教育改革，潭桥初级中学整合
到羊角中学了，原址遗留多栋教学大楼、
宿舍楼、食堂、运动场等。经过二十多年
已废弃，相信陈三官也想不到，一千多年
后的三桥地区曾出现过千名师生的校
园。潭桥中学已经远去，在杂草丛生的
操场，我仿佛看到当年父亲吆喝的身影，
那么响亮，那么忙碌。这里曾是我们的
家园，乡村学校子女都是以校为家的，

“潭桥”深深烙印于我们的生活。
在村委干部指引下，我欣喜看到三

桥公园的新农村建设。开阔的池塘水
波潋滟，仿古的护栏安全祥和，太阳能
路灯依次排列，古老的榕树与现代楼房
交错而立。潭桥文化中心伟岸而崭新
的戏台，公木仔公园生机盎然的巨榕，
田头屋文化广场雀跃的村民，让我们看
到活着千年古村。

潭桥村落，潭桥小学，潭桥中学，还
有这里的山水田野，充盈着生命的记
忆。重回潭桥古村，寻找一份乡情与感
动。

重回潭桥古村
■ 廖君

承岭南之文根，凝广府之文魂。
顺德特景之融汇，北滘地物之出群。
满园和之意象兮，万里赫而名闻。

顺和门之显彰，古典美之装潢。竞
渡照壁之静，龙舟定格于墙；叠泉山涧
之落，瀑帘流泻其光。亭聚六合，廊散
十香。广彩于馆，澄心于堂。青云之
亭峙，峭秀而山苍。薇采则心添锦，凤
来则地增煌。精庐出乎巧艺，陋室贵
乎厚藏。远源之涌，朝夕淙淙；碧水之
毓，竹木葱葱。曲流水绕于皋畔，直柱
石屹于湖中。负阴而百草碧，抱阳而
百花红。藤萝柔而爬壁，木棉刚则摩
穹。菩提恬态而善敛气，蒲葵生性之
爱摇风。物偕而共处兮，景和而盛隆。

若夫吟诵于莲舟桥，莲动乃渔棹
摇；丹荔桥之时空越，妃子笑而态妖
娆。归朴堂之帘栊，如见道之祖宗，降
青牛之老聃，抱朴子之葛洪。剪纸非
遗，佛山主题，吉龙祥凤，丽姿美仪。
八和台之粤韵，忆老腔之味儿。皮影
别趣，木偶创奇。泰和学苑，翰墨书
诗。斋舍之林遮庇，轩窗与水映辉。
楹联之悦眉眼，雅韵乃醉心脾。盈寸
园景，果然精微。巨和之如北斗，众和
之似星围。文滋养而和润兮，和荟萃

则在斯。
吾沿曲径而游眸，穿浓荫以寻

幽。赏三雕于台榭，忖两塑之春秋。
观荷鲤之艳艳，眺鹤云之悠悠。踏水
车以致乐，入秘境以忘忧。一阁冲和
而高耸，八方丛绿之抱拥。漆柱雕栏，
飞檐斗拱。拾级步登，穿堂风动。烈
日于天巡过，凉感于座盘拢。心舒坦
而视遥兮，气清朗而意纵。顿觉夏亦
景明，炎不足恐。噫！冲气为和，消暑
为用。尔乃谙泛若舫之别萍踪，依恋
景而状系篷。翼然亭之小憩，仰先贤
之醉翁。伫挹云楼而效范浚，为赋和
题而兴正浓。

余韵之哼，七古既成：“易说和为
核中核，千言道德和尤实。相谐物我
画图开，互补阴阳名胜出。珠水翻澜
不尽流，顺峰得意无垠吉。合时而见
利贞生，大地之章多雅逸！”

复又歌曰：“和园合美兮和光射，
和及遐迩兮和天下。阳和力合兮续千
秋，保合大和兮兴华夏！”

癞痢岭赋
少年时之熟景，他乡梦之幻影。观

乎面南之状，诚如坐佛之相。假癞痢
以冠名，因石头而想象。七岗前置，七
星奇美。小盆地于明堂，用望仙之称
谓。东邻高城而笔架相映，南襟鉴江
而那射呼应。西列嶂有六王与鸡厜，
北叠峦乃马头共马蹄。

一岭之障屏，一方之泰宁。好山
立局，好水滋荣。既藏风于荫庇，又纳
气于纬经。郁茂八角之山，水鉴百芳
之轩。踔厉贤士，庠序爵然。沙中之
立，文根之延。沙田名镇之维系，储良
龙眼之领先。十三村之区域，贯一派
之清川。阳和吉纳，钟秀祥连。赖沃
土之培植，树文化之旗幡。大岭之周
成例岁岁，祈福村村，势隆乃忠平社，
特色于四大园。

彼日微云薄阴，来风拂襟。觅径
移履，傍树登临。顶石之上，俯仰而
望。近则树摇草动，鹤翥云翔；远则山
逶迤而磅礴，水奔流而苍茫。尤觉怀
之坦坦，神之扬扬。然复深思，而有悟
知。噫夫！木孤而枝易摧兮，山孤而
景易衰。泉孤浅而易涸兮，心孤高而
多灾。脚下山脉之连远方兮，出高凉，
越岭表，过西康，接万山之祖，沐九州
之光。

和园赋（外一章）

■ 陈俊秀

白糖罂
荔枝王国此为佳，玉质冰肌独抱怀。
剥去裳衣唇未到，香甜直呼好乖乖。

进奉

天生丽质染丹霞，入口甘馨宝物华。
最是冯家高力士，年年岁岁奉皇家。

白蜡

小满来临确不同，丹霞漫舞韵随风。
枝头白蜡已红透，挂齿甜酸莫唬童。

妃子笑

丹珠串串挂枝桠，玉露滋濡沐日华。
肉嫩犹怜妃子笑，质鲜每忆少陵夸。
为臻况味堪添酒，欲品真纯莫劝茶。
入口甘馨清爽处，酸甜柔脆最宜牙。

黑叶

都言克叶惹相思，身紫衣红品质奇。
苏子日尝三百颗，我怜此物到空枝。

荔枝诗
■ 叶进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