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荔枝园村的春天与秋天于我而言
是记忆里的季节。

荔枝园村是我家乡的名字。她离
繁华的市区与县城都不过半小时车程；
可她又偏安一隅，即便站在村里的至高
处也难以望到最近的乡集。这条以大
片荔枝林闻名的村子安坐于高耸的石
鳌岭下，藏匿在绿荫环抱和鸟音婉转
中，滋养了一方造化宁静与淳朴怡然。

父母长辈大都在城市定居，老家的
旧宅破落久矣，自我降生后已无人居
住。直到我将满二十岁时，在母亲的精
心筹划下，一幢朴实大方的崭新楼房于
老宅基地破土而出。从此，每个周五的
傍晚成了我最期盼的时刻：下班后的父
母载着我一起逃离市区的喧嚣，迎着郊
外的夕阳奔向披满霞光的石鳌岭，到老
家新宅度过恬静的周末。作为一个城
里长大的孩子，我的人生就这样被描染
上了田园诗意和自然风光。

新宅并不富丽堂皇，但被母亲设
计得与自然相得益彰。三楼东畔有一
书阁，每日太阳从书阁的大窗将第一
缕晨光照入房中，柜中藏书的封面字
在光波浮跃间栩栩如生，再辅以游泛
于光影里的轻尘，清晨的书阁便被绘
成了一幅“和光同尘”的画卷。书阁墙
壁上禅意的绘图与偈语，前夜燃尽的
沉香余温未散。若此时进入阁中晨
读，一股扑面而来的芝兰之气便瞬间
将才梦醒之人引入清雅梵境中尽洗倦
意和浊气。

四楼东侧是茶室兼观景阁。在阁
中近望，于平原中突兀伫立的石鳌岭状
如奔牛肆意撒欢在广袤天地间，令人震
撼。凭栏远眺，本地名景浮山岭等尽收
眼底：晴日，岭上风车清晰可见，山色清
秀明艳，令见者心旷神怡；阴雨天，隐约
的山色被笼罩在氤氲雾气中，时显时
藏，恍如仙境，使人失神入迷。无论晴
日或雨天，当茶桌上的茶香浮散开来，
茶水将大地精华送入咽喉之际，阁窗将
自然风貌映入眼帘之时，人便与自然完
成了最极致的交融，任由风的呢喃、雨
的婆娑与心跳的节拍在脑海中激荡起
悠扬的交响乐。

荔枝园村是人间的净土，亦是鸟类
的天堂。成片的绿林既给人提供了荫

蔽，也为群鸟搭建了栖息的乐园。随处
可闻的鸟啼声是荔枝园村的特色景观：
或圆润，或尖细，或悠长，或短促……复
杂多样的鸟音将村民从晨梦中唤醒，用
欢乐的奏鸣消解乡村静谧的单调，在黄
昏为劳作一天的人们缓解疲劳。在村
民们的住所中，燕逐檐而巢、鸠逐屋而
居。在我家楼顶的葡萄架上，卧室的防
盗网上和院中的嘉宝果树上，都留有斑
鸠筑巢孵育幼鸟的痕迹。父亲曾说，斑
鸠是最胆小的鸟类之一，它们只会挑和
谐可靠的门户居所筑巢生子，所以斑鸠
的到来是自然界对家风的认可。于是，
在自然与凡尘的边界处，斑鸠与我们家
的和睦相依以及村民与群鸟的互适共
生为荔枝园村构筑了靓丽的生态风景。

在荔枝园村里，这些美丽的景致大
多存在于春秋二季。每年春日刚至，老
家篱墙上便覆满了争奇斗艳的炮仗花，
绚烂的花色尽扫冬日的萧索肃杀，为人
们报送着最热烈的春讯。每当秋风初
起，人们终于从热浪翻腾的苦海中解脱，
遂聚集在石鳌岭下的大片金黄稻田中安
然乐享凉爽和丰收。

或许是寓意吉祥的斑鸠为我们带
来好运，又或是得益于曾在同一片土地
生活的先灵庇佑。自老家新宅建成后，
我家的变化也走上了快车道：父母事业
各有所成，我的求学生涯也进入了新阶
段。当来自北方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送
到我面前，我的故园生活便只有冬夏而
几乎没有了春秋。于是，家乡那些美丽
的景致被悄然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化作
无数个长夜中遥不可及的梦。

两年前一个秋日午后，我在老家
书阁里读书时不禁入迷，及黄昏来临，
书页上的文字已难看清，才知天色将
晚。我抬首遥望，远山已隐没夜色，百
鸟归巢后的村道也陷入了沉寂，遂随
笔写下一首《乡居秋暝》：独坐高阁尽
日长，劳身倚案对轩窗，软风拂草映斜
阳。十里喧音初寂寂，遥山稀影渐茫
茫，香消茶冷自思量。

词中写下的当时未尽看的故园山
水，未尽听的鸟音婉转，糅合成了未尽
赏荔园春秋的遗憾，又在离乡万里处
变作乡愁的文字。

梦回万里觅故音，落笔千年游子心。

荔园春秋
■ 梁宗铭

小时候，每逢看到小伙伴们
吃荔枝，我的眼里直放光，垂涎
三尺。特别羡慕，多么希望有朝
一日，我也能吃上一颗荔枝呀！
哪怕只给我舔一口，也能让我心
满意足。

八九十年代,那时候荔枝稀
少，价格特别昂贵。只有富裕人
家才能实现吃荔枝自由，穷人家
的孩子只能望荔止渴了。我对荔
枝心心念念，常常在本子上画出
并不规范的荔枝图。奶奶看穿我
的心思，特意去集市买了一斤荔
枝给我解馋。我第一次品尝到这
么甜美的果实，回味无穷。

也许是我与荔枝有缘吧,长
大 后 ，我 结 婚 在 茂 名 电 白 林
头--荔枝之乡。老公家里竟然
有几百棵荔枝。勤劳的家公家
婆种了二十多年的荔枝，树身长
得高大又粗壮。叶子长得茂密
婆娑，一簇接一簇的堆叠在上面,
真像一把碧绿的巨伞在蓝天下
撑开着，美丽诱人。我第一次见
到荔枝树，无比兴奋。我想，这
回我终于能实现吃荔枝自由
了。可是，每逢到了荔枝成熟时
期我们却舍不得多吃一颗。因
为，那是我家里经济收入的主要
来源，是一家人的期盼与希望。
我又怎么有资格一人消耗呢？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来到
了东莞。如今我在大朗——荔
枝之乡。这里漫山遍野都是荔
枝树。春天，细雨连绵，飘飘洒
洒的从空而降，荔枝树冠上白
茫茫的一片，构成了一幅多彩
迷人的风景画。晴天更美,荔枝
的每一朵小花都探头争奇斗
艳 ，在 阳 光 的 照 射 下 光 彩 耀
眼。荔枝开花时，香气十里沁

人。蜜蜂嗡嗡成群地采蜜，热
闹非凡。

夏天，荔枝树挂满红红的果
实，枝头红绿相间，景色绚丽怡
人，让人看到就心生爱慕。轻轻
摘一颗荔枝，剥开皮，塞进口中
慢慢细嚼着嫩滑的果肉，哇！满
口爆汁，清甜而不腻，让人倍感
满足。端午节前后是荔枝成熟
的高峰期，这个时候进荔枝园是
最幸福的事。山上园里荔枝伸
手可得，品种多样：白腊、白糖
罂、妃子笑、桂味、糯米糍等。其
中桂味荔枝丰盈又特别，颜色鲜
红，无核或小锥核，味鲜美。适
合所有的人群吃，是小孩和老人
的最爱。无论吃了多少都不会
上火，这是关键。难怪被称为荔
枝之王!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
是荔枝来。”这是唐朝诗人杜牧
的诗句，于是茂名的妃子笑荔枝
畅销国内外。妃子笑荔枝是根
据杜牧诗句命名的。因此，大家
都奔着品牌前来订购。

糯米糍荔枝成熟比较晚，据
说这种荔枝耐旱，所以果实比其
他品种相对要甜。这种荔枝的
核比较小，偶有无核荔枝，果肉
饱满，又软又嫩，非常爽口，让人
尝到准会回味无穷。

夏天采摘过后，即使果树伤
痕累累，只要秋天一来，荔枝树
又立马回魂了。叶子又恢复茂
密、严实的状态。也许这就是在
拼命地维护着最初最美的景
色。即使偶尔遭遇风吹雨打，它
也不屈不挠地、顽皮生长，依然
保持那番翠绿的本色。

荔枝，宛若我的初恋情人，
让我一生追随与惦念!

荔枝情缘
■ 潘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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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缓缓的车流，如倦鸟栖落枝头，花朵
走向春天，我来到“美荔天地”——包茂高速
柏桥服务区温暖的怀抱中。

正值蝉鸣荔熟、硕果盈枝的荔红时节，这
个新开门迎客的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主题服
务区引来了纷沓而至的脚步。打开车门一
看，但见服务区男女老少摩肩接踵，人山人
海，热闹非常。

站在广场张望，一幅灵动的荔乡画卷扑
面而来。整个服务区的造型就像一枝荔枝
花。东区服务楼由两片轻盈的曲面建筑组
成，仿佛晨露中舒展的荔叶。西区综合体验
馆如“破壳荔果”，四片舒展的弧形屋面如初
绽的荔叶，轻盈托起晶莹的玻璃穹顶。连通
东西的660米景观天桥既如一根荔枝枝蔓，又
如一条巨龙，昂头朝着东方，迎着巍峨的群
山，述说着柏桥的沧桑巨变和奋进“百千万工
程”的故事。好一个“一枝独秀”的匠心设计！

随着拥挤的人流，我跟随着游客的脚步
慢慢登上景观天桥。举目四望，但见天空蔚蓝
如拭，莽莽苍苍的荔林此起彼伏，眼前是一轴
荔乡大地的水墨长卷！走到服务区西区门口
的高凉集市直销摊位前，有很多旅客正在购买
荔枝。一位身穿休闲牛仔装的中年男子轻轻
剥开一颗白糖罂荔枝，凝然细视冰清玉洁的荔
枝后说：我怎么觉得这荔枝像南海龙宫里的月
光，小时候童话里有印象呢。旁边一位白衣飘

飘风姿绝尘的女子却说：我来自吉林，我觉得
更像长白山里万年的白玉，我爷爷曾对我描述
过。卖荔枝的摊主是一个年轻女子，她轻启朱
唇说：一骑红尘妃子笑，缘是茂名荔枝来。茂
名荔枝甲天下，我自己每天都吃个饱。中年男
人和女子相视一笑，纷纷扫码购买。直销摊的
荔枝，都是刚刚从枝头上摘下来的，有的还沾
着露水，自然是鲜甜无比，难怪供不应求。走
进西区中庭，火狐音乐队正在倾情演出，一个
娴静秀美的女歌手正在深情款款轻唱《只愿
一生跟你走》。优美的歌曲令人荡气回肠，百
听不厌，引得观众不断拍掌。旁边的“天河
城·未来馆”和“天河城·奥莱驿站”构建出一
个“未来场景+艺术科技+潮玩体验”的高品质
购物空间，更是人头攒动。

沿着转形楼梯上到二楼，这里打造了非
遗书屋、数字艺术馆、手作坊等非遗主题展
馆，是文化体验的“宝藏地”。高州木偶戏、化
州跳花棚等非遗技艺通过数字艺术馆动态呈
现；大坡竹编、电白沉香制作、高州木刻画拓
印、镇江陶瓷手作等互动项目吸引旅客亲身
体验，在潘茂名中医文化区，还有名中医坐诊
义诊。游客们纷纷驻足，沉浸在传统文化的
魅力之中。

来到一楼的微缩园林，但见廊腰曼回，檐
牙高啄，尽显岭南水乡的魅力。一群穿汉服
的美丽少女，正在亭子中翩翩起舞，令人恍如

进入唐宋画卷。重新上到天桥时，忽然下起
了雨，纷飞的雨丝自天际飘下，景致便有些朦
胧了。站在栈桥上，橙红的、墨碧的、深紫的、
桔黄的伞花似一条流动的河，映得人眼花缭
乱。好雨知时节，盛夏添清凉。这一阵毛毛
细雨，把暑气消除了，行人的脸上写满了惬意
与抒情。我也打开一把小伞，舒缓漫步在660
米的天桥上，尽享拥抱慢时光的快乐。

人间美味千千万万，家乡烟火最抚人
心。走得累了，我在高凉名小吃集聚区找一处
坐下，要了一份簸箕炊慢慢品尝。透过玻璃
窗，我看见一辆辆的车停泊在柏桥服务区这个
码头上。他们都是像我一样，把时光放慢些，
然后心甘情愿被这平安喜乐的生活淹没。

从服务区西区步行几百米，可以到中国
荔枝博览馆、中国荔枝产业大会会址、世界荔
枝种质资源圃游玩。在这些景点可以了解到
荔枝的多方面知识，还可以近距离品味枝头
染红五月的浓浓诗韵。

夜色逐渐笼罩过来，服务区的灯光此起
彼伏亮起，灿烂的夜景如诗如画，到处都是
欢声笑语的游人。我没有离去，而是静静站
在东区乡村振兴大舞台前欣赏着“美荔天
地”宣传片。根据展演安排表，今天晚上还
有很多的精彩节目，我要继续呆在“美荔天
地”，任由时光慢慢流淌，任由盛世繁华的幸
福溢满心间。

“美荔天地”慢生活
■ 吴征远

在时光褶皱里沉睡的博贺古港，
被端午粽香唤醒千年的守望。
龙舟似离弦之箭划破苍茫，
载着疍家祖辈的热血与荣光，破浪归航。

每道激荡的水纹都是岁月的诗行，
勾勒着古港往昔的市井熙攘。
战鼓擂响，呐喊掀翻云霞万丈，
飞舟竞渡，将力量与豪情写进沧浪。

那无首无尾的长艇蓄势待发，
如蛟龙腾空，掠过浪尖的刹那。
桡桨翻飞“扒”开岁月流沙，
跃动着渔家儿女不屈的脊梁骨。

围绕标艇展开的智慧攻防，
是默契与果敢编织的竞技网。
转肽的巧思，桡手的血汗交响，
奏响团结奋进的铿锵乐章。

赛场上有荣耀高光，也有踉跄，
但永不言弃的信念从未退场。
如炬火穿透阴霾照亮拼搏的方向，
在波涛间镌刻下永恒的倔强。

汨罗江畔的《离骚》仍在回荡，
赤子情怀化作江水浩浩汤汤。
艾草摇曳，粽香飘向四方，
端午记忆，是民族血脉的滚烫。

千年光阴不过一瞬流淌，
博贺龙舟的薪火始终明亮。
哪怕历经岁月霜雪的埋藏，
渴望复苏的种子已破土生长。

今朝众人紧握希望的船桨，
汗水浇筑出复兴的壮阔海港。
看！新的浪潮正翻涌激荡，
听！龙舟战鼓已震彻八荒。

且看今朝！
龙舟如飞梭，织就文化复兴的锦缎，
浪花似笔墨，书写传承创新的诗篇。
让我们以舟为誓，以桨为笔，
在时代浪潮里，
划动永不褪色的文明长卷，
让博贺古港的龙舟精神，
跨越山海，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博贺古港龙舟
■ 肖景文

龙舟划过五月的天空
水面顺着屈子的诗路
一场大雨淋透诗稿的扉页
积水的页面涂满了热闹的脚步
沿着小河涌动的木桨
划来逝去千年的灵魂

独立于五月的门庭
雨花送来粽子的清香
艾草点燃的企望升腾阵阵的呐喊
小巷深处的石板行迹清新
蓝紫色的水翁花笑语迷离
长长的河岸握手
远道而来的小船，穿过从容的乡村

毛笔漆画的舟身
龙头高挺，身子婀娜
训练生生不息的传奇
满载夕阳的龙舟
踩斜一脉流水的残影
岸上的力量醉美舟上的鼓点
五月的传承是一篇可爱的楚辞

房东们热烈的招呼
村上大堂开讲汨罗的课程
你的姓氏是你行走的编码
你的行辈是你宣讲资格
村外鳞次栉比的高楼
仰望一座被团团包围的城中村

跳上五月枝头的阳光
躺在五月怀抱的雨滴
忽然有了响声
五月游动的赞歌

是年年编写的江水

文字乐

台灯在纸页摇晃着光晕
笔尖啃食寂静，沙沙声响
时光被拓印成褶皱的纸页
像临摹褪色的童年字帖
墨迹深浅不一
藏起未干的叹息与跃动的光
字句间游走着
混沌与澄明的交响

寒夜的风在窗棂上磨牙
质疑如荆棘勒住喉间
有些字句都长出倒刺
扎进颤抖的掌纹。而我
仍俯身捡拾坠落的星芒
用半生冷硬的笔尖
在荒原上凿刻诗行
明知腹中仅有几滴露水
仍固执地喂养整片春天

心跳漫过横竖撇捺的河床
墨痕蜿蜒成血脉的形状
那些未说完的絮语
在平仄中蜕变成蝶
当最后一个韵脚坠入黎明
我听见
孤独的茧裂开银河的光
那光芒穿透迷雾
为同样跋涉的灵魂导航
让文字的力量
在岁月的深谷里永恒闪烁

五月（外一首）

■ 杨绍精

岭南的夏天是属于荔枝的。
蝉鸣燥热的午后，从枝头摘

下一串鲜红的果子，剥开粗粝的
外壳，莹白的果肉裹着清甜的汁
水滑入口中，仿佛吞下了一整个
盛夏的凉意。若是将荔枝浸在
井水中冰镇片刻，再佐以碎冰盛
在青瓷碗里，便成了古画中才有
的风雅消遣。

“蒲扇、竹席、凉茶”，老广东
人总说这三样物件能镇住暑气，
但为什么却对容易上火的荔枝
爱不释手呢？其实，荔枝更像是
夏日光影的收藏匣，那些潮湿的
悸动、绵长的思念、微苦的回甘，
都被锁在一颗颗朱砂色的果实
里。近年有三部影片，不约而同
地用荔枝作引，将人间百味酿成
了银幕上的一抹艳色。

首推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
时有》，片中周迅饰演的方兰，在
沦陷的香港街头接过地下党传递
的一篮荔枝，镜头特写下，她染着
丹蔻的指尖轻轻捻起一颗，果壳
剥裂的脆响与远处巡逻的日军皮
靴声重叠，汁水顺着她苍白的唇
角淌下，像极了无声淌血的山
河。这一瞬，荔枝是乱世儿女咬
紧牙关的倔强，暗喻再晦暗的岁
月里，总有人含住这一口不肯屈
服的甜。

王家卫在《一代宗师》里对
荔枝的运用更显禅意，章子怡饰
演的宫二与梁朝伟饰演的叶问
在香港重逢，茶案上摆着从佛山
带来的荔枝，褪色的红果与褪色

的情愫彼此映照。宫二拾起一
颗端详：“都说荔枝七日色香味
尽去，可有些人有些事，放上一
辈子也忘不掉。”此时镜头扫过
她腕间的玉镯，通透的翠色映着
荔枝斑驳的表皮，恰似武林传说
里那些蒙尘的往事。当叶问将
荔枝核收入檀木盒时，我脑海突
然想起“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
思知不知。”这首诗，寄托情感，

“荔枝核”也同样蚀骨相思。
最令人心碎的荔枝戏在陈

可辛的《亲爱的》，剧中的农村妇
人抱着偷来的孩子躲在荔枝林
中，怀里婴孩哭闹不休，她慌乱
地摘下一把荔枝，指尖被尖刺扎
出血珠也浑然不觉。特写镜头
里，沾着泥土的荔枝被强行塞进
孩子口中，汁液混着泪水在脏兮
兮的小脸上横流。这个从未吃
过荔枝的女人，用最笨拙的方式
表达着畸形的母爱，而当警笛声
穿透树影时，满地滚落的红果仿
佛是她碎裂的执念。

老一辈人常说荔枝是“离
枝”，意思是离了枝头便再难保
鲜。可正是这份易逝的娇贵，让
它成了盛夏最动人的隐喻。就
像我们总爱在电影里寻找生活
的倒影，其实剥开那些朱红果壳
的瞬间，何尝不是在层层撕开记
忆。

当银幕暗去，我们才惊觉往
事不可追，但那些被镜头定格的
瞬间，永远会在某个夏夜突然击
中你的心脏。

电影里的荔枝
■ 房小铃

丁颖荔枝森林公园 黄诒高 摄

一、岭南的脐带

当季风吹开粤西的褶皱
荔园春潮
潮涨古老的大地
高凉郡的枝头书写新的史话
恍惚桂花的清香
在青铜的纹路里流淌
桂味的甜，是一滴悬垂的深意
一剥开，便溢出东坡心中的月光

二、妃子笑的隐喻

以倾城的美
切入唐朝的历史
一如高凉掌上的明珠
以一骑红尘
写进一场爱情的传奇
以胭脂为壳 以甜蜜为魂
这晶莹剔透的女子
活在贵妃的一次次翘首里
不经意间
摇曳生姿的荔枝
业已被高州铸成时间的舍利

三、年轮，藏着光的索引

千年的根系
一如高凉绵延的文脉
每一颗荔枝都是温暖的指纹
触摸云端
在柏桥讲堂的晨曦中
清澈的眺望
像一道大自然的方程
演算春天的答案

四、荔红，亮出高州的名片

举起沸腾的绿焰
就举起一个时代的风云
远山含月 荔花似雪
谁咬破高州的黄昏
让舌尖萦绕幸福的味道
乡贤的签名在合同上发芽
冷链，拓展新时代的驿道
一串串快递单号
打开一座村庄腾飞的密码

五、“百千万工程”：
果核里的山河

电商助力乡村发展
物流网，交织大地的经纬
直播带货的镜头里
三月红 妃子笑 桂味 白腊……

争当靓丽的主角
一束光，穿透千年滞重的贡赋史
在农民指尖敲击的键盘声里
一串嘚嘚的马蹄
奔赴梦想的星辰大海

高州，荔枝点亮
时代的颂词（组诗）

■ 陈海金

书法 ■ 毛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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