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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乡平定有个名叫山心
岭的小山村，曾在世人的眼里
桃花源般繁衍生息了二三百
年，却于上世纪末犹如候鸟举
家迁徙，像梦一般的神奇消失
了。目睹残垣断壁、空空荡荡、
荒无人烟的旧村遗址，仰望群
鸦低空盘旋“呀呀”哀鸣觅食的
凄凉景象，我就会想起山心岭
村的前世今生，油然而生怀古
伤今的苍凉感慨。

山心岭与飞峨岭、三脉嶂
等崇山峻岭群峰连绵，同属云
开大山支脉，平均海拔四百多
米。山心岭村位于山心岭山顶
的小盆地，东面、西面和北面三
面环山，南面相对开阔平缓，是
村庄的出入口。村庄独处高山
大岭深处，方圆十里远离人村，
四周是三万多亩国营林场的莽
莽林海。山路弯弯崎岖陡峭，
从山上走到山下最近的村庄，
最少要耗费一二个小时；从山
下爬山上到村庄，无不让人累
得气喘吁吁，两耳出气“嗡嗡”
而鸣。山上的村民到山下来回
一趟，就得消耗大半天时间。

在我们许多人的臆想之
中，山心岭村的祖先迁居此地，
或许是因为逃避灾荒，或许是
因为规避战乱，或许是因为躲
避强盗。他们处于与世隔绝般
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异
常艰难，也许苦不堪言或万般
无奈。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根
据村民们的叙述，大概是因为
这儿钟灵毓秀，宗族在此埋葬
了风水宝地，并好像发现新大

陆一般，开垦“蒸尝田”祭祀扫
墓，为方便“蒸尝田”的耕种，他
们的迁始祖便到此安居乐业。
居住在这儿的有黄氏和陈氏两
姓村民，总人数约一百多人，黄
氏占三分之二，陈氏占三分之
一。黄氏从高州荷塘迁居而
来，陈氏从广西北流陆靖迁居
而来，黄氏迁居时间比陈氏早
一百余年。他们不仅没有杞人
忧天的生存困扰，还有许多鲜
为人知的自然和人文优势，以
及知足常乐的怡然自得。

山心岭风景如画。目之所
及除了山还是山，林壑幽美无
边无垠，古木参天苍翠欲滴，空
气清新得如同过滤似的纤尘不
染。徜徉山涧峡谷，泉水叮咚
流水潺潺，或有瀑布飞珠溅玉，
飘洒着像雨像雾像风的清冽湿
润。山间田野繁花似锦，大雾
弥漫水气泱泱，蛙鸣虫叫鸟唱
此起彼伏，宛如歌咏着高山流
水的美妙乐章。隐隐约约的茅
屋瓦舍，在轻烟漫舞中仿佛“暖
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白云
生处有人家”“只在此山中，云
深不知处。”的如幻似梦，给人
一种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的诗情
画意。

山心岭村享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在过去的集体经济年
代，地方政府体谅边缘山村的
特殊情况，给予该村农业税和
各种统购统销任务优惠待遇。
他们负担的农业税相对较轻，
后来还获得了免除，农户养殖
的牲畜和家禽可用于自给自
足。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贮藏肉
类的大瓦缸，家庭养殖的生猪
长大后宰杀，小部分卖给村里
的农户解馋，大部分放进瓦缸
腌制，作为日常生活的储备
肉。既有生产队的集体农田，
也有私人开垦的家庭农田，既
有生产队集体牧养的耕牛，也
有农户家庭养殖的耕牛。多数

农户开垦有一亩几分面积的水
田，养殖有一二头私家耕牛，以
此作为生活和经济来源的补
充。同时，村民们善于靠山吃
山，把大山作为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聚宝盆。他们利用农闲
时间，上山摘籺叶、觅野果、采
药材，或者砍柴及挖窑烧炭，每
隔一段时间就像泰山的挑山
工，把这些山货挑到外面的集
市出售，顺便购买需要的日用
品挑上山来。他们有时也到山
上打野鸡、野兔，或者结伴围猎
野猪、野狼，用于调剂和改善生
活。他们虽然生活在人迹罕至
的深山老林，但是能过着不缺
吃穿的殷实日子，有着小满即
安的愉悦和惬意。

那时的山心岭村人丁兴
旺。村里的适龄青年不愁谈婚
论嫁，那些远道而来的牛贩子、
杂货郎或采药工，受到村民们无
偿留宿待饭的款待，感同身受民
风的善良纯朴、生活的充实安
稳，心生羡慕向往之情。他们发
自内心为村里的未婚青年担当

“红娘”，有些人甚至“知水知米”
“肥水不流外人田”，热心张罗自
己的女儿、亲戚嫁到山上来。那
些嫁到山上的年轻媳妇，樱桃小
口，明眸皓齿，细嫩白净，宛如春
日的黄鹂。在她们谈笑风生中，
有的说山上的田地多，大米好
吃，水很甜，就跟着来了；有的说
看中了山上的好风景，喜欢这山
高皇帝远的好环境……她们觉
得她们的选择没有错，很满意，
不后悔。

但是，山心岭村也有难以
言状的忧患。山上仅有一个从
学前教育至小学二年级的复式
班，稀稀拉拉不足十名学生，三
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到大队中心
校就读，需要带上粮食铺盖，到
附近的亲戚熟人家里寄宿，一
周方能往返一次。看电影是村
民们梦寐以求的文化生活佳

肴，但公社的电影队只到大队
的驻地巡演，看电影只能成为
年轻人的专利，对于老人和小
孩，如同可望不可及的奢侈
品。山坡田野上的庄稼，长年
累月防贼防盗似的，防不胜防
山上飞禽走兽的侵害。若是
遇到突发急病重症，俨然屋漏
偏逢连夜雨，雪上加霜，命若
悬丝，令人揪心煎熬，惊慌失
措……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打
开偏远闭塞的山门，通往山上
的公路慢慢修通了，飞峨岭的
巅峰建起了广播电视差转台，
山心岭脚下也建设了水力发电
站，山心岭村与外面的交往日
益便捷，许多村民走出了大山，
走进了外面的世界。上世纪九
十年代后期，村民们陆续到平
定或岭下的开发区购地建房，
不久全村都搬迁到山下的圩镇
集市生活。“好一似食鸟尽投
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人去村空的山心岭，每每
让人倍感落寞和惆怅。

论及山心岭举村搬迁的缘
由，该村第一个读书成才的明贵
校长说，民以食为天，过去农民
依赖土地生存，环境和资源的优
势，让村民乐于坚守山里的生
活。改革开放后，农民不再被困
在土地上生存，他们失去了独特
的优势，闭塞落后的劣势日益凸
现，搬迁到山下之前，村里没有
一个人考上过高等院校。他们
坚守在山上，是生活的需要和条
件的制约，他们搬迁到山下，也
是生活的需要和条件的许可。
房屋可以消失，村庄可以消失，
但是血缘根脉不会消失，精神家
园不会消失。在他们的灵魂深
处，山心岭村永远是他们故乡温
柔的模样。

十 年 水 流 东 ，十 年 水 流
西。若干年后，山心岭村又将
是什么模样，谁也说不准。

山上那消失的村庄
张华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住在瓦顶平
房时，和左邻右舍的感情都挺好，我还
记得当时隔壁住着一位小学老师，姓
潘，印象中的潘老师总是一身棉布衣
服，穿着很朴素，留着齐耳短发，很爱
笑，让人感觉很亲切。因工作原因，爸
妈常不在家，潘老师对我总是关怀备
至，让我倍感温暖，有时候总喜欢黏在
潘老师的怀里，觉得她特别慈祥可亲。

有一次他们家包饺子，正是中午时
份，爸妈还没有下班，我饿得肚子“咕
咕”叫，闻到这令人垂涎三尺的香味，只
能直咽口水。没过多一会儿，潘老师就
端着一盘饺子过来了，“志坚，你爸妈还
没有回来吗？饿坏了吧，快尝尝饺子，
是你最喜欢的韭菜肉末馅呢，可好吃
了！”潘老师把饺子放在我面前，一脸慈
祥的微笑。“哇，好香啊，谢谢潘老师！”
看着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我已经迫不
及待地大快朵颐了。“哈哈，娃，慢点吃，
别噎着了，我去给你拿点白粥去。”潘老
师看到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笑
了，温柔地摸摸我的头。等潘老师把白
粥拿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把饺子全部消
灭掉了。多年后想起，才感觉这饺子我
人生中吃的最香的饺子，因为里面酿着
潘老师深沉的爱。

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记得有一次
母亲去上夜班了，父亲在外地出差，天
亮了母亲还没有回来，可能工厂里有事
耽搁了。当时我醒过来之后浑身燥热

难受，想找点水喝，可是母亲怕不安全，
把水壶搁置得很高，个头小小的我根本
拿不到。而且浑身的骨头都开始痛起
来，我又难受又害怕，于是挣扎着跑到
窗户边上大声哭起来，当时潘老师的大
儿子杨哥正在屋外的大树边打沙包，听
到我的哭声赶忙把潘老师叫过来，我搬
张小椅子站在上面很艰难地才扭开门
锁，一见到潘老师，我便扑进她的怀里
哭诉。“志坚，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潘老师，我浑身难受，想喝水。”潘老师
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哎呀，你发烧了
呢，娃儿别哭了啊，我现在去给你拿
水”。我一口气便喝完了潘老师拿过来
的凉开水，“现在感觉好点嘛？”潘老师
关切地问。“咳咳咳……不好呢，还是好
难受头好晕啊！”我开始不断咳嗽且全
身无力。“唉，那咋办呀？你妈不知道什
么时候回来。看你额头很烫呢，估计是
发高烧了。”潘老师看着烧得满脸通红
的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她一
边让杨哥去通知我妈，一边背起我就往
医院跑。到了医院后，潘老师一直陪着
我打点滴，到母亲来为止才离开。医生
说我得的是急性肺感染，如果再晚来一
点后果会很严重。母亲为这件事很自
责，再三向潘老师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多年后想起这童年的点点滴滴，心
中仍旧溢满了温暖和感动，潘老师用她
的善良和大爱，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
如同一束光，让我无畏前行。

童年邻居潘老师
何志坚

保存葡萄的最好方
式，是把葡萄变成酒，保存
岁月的最好方式，是致力
把岁月变为永存的文字或
画卷。

——题记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1952 年，
华南垦荒总局根据党中央、政务院
关于“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橡胶
生产基地”的决定，把化州建设农场
列为重点橡胶基地。农场广大干部
工人不负重托，经过一代代农场人
的垦荒，一批批农场人的辛勤种植，
终于在粤西大地实现了三代橡胶
园。当年他们用锄头、铁锹、扁担、
筐箕等原始工具，靠着一双手、两个
肩膀、两条腿，完成了这一艰巨而光
荣的任务。他们豪迈地说“愚公能
移山，我们建设人也能把荒山变胶

园！”图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化
州建设农场的干部职工正在挥舞铁
锄垦荒造田。
文/陈冲 照片/化州建设农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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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岭南非遗英歌舞的铿锵鼓点撞上现代商业综合体的璀璨灯火，一场跨越
76年艺术积淀与2年商业传奇的对话在高州夜空上演。昨晚，由茂名日报社、高
州潘州广场联合主办，名雅地产、嘉燕地产、名雅东城鼎力支持的“双年筑梦繁花
路 广歌雅韵耀潘州”主题晚会，以省级艺术院团与县域商业体的深度共融，打造
了粤西县域文化消费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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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艺共融绽芳华 璀璨双载耀潘州
——高州潘州广场2周年庆典晚会圆满落幕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仁娟

商业地标与文化盛宴的完美邂逅

当晚的潘州广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热情的
市民早早就来到现场，将舞台围得水泄不通。“我和
家人很早就过来了，听说有省级歌舞剧院表演，非
常期待。”家住附近的刘女士高兴地说道。随着节
目精彩上演，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广场沸腾起来，
热烈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位观众。

作为高州首个 18 万平方米的城市综合体，潘
州广场 2年间交出了一份惊艳答卷：引进 200余个
品牌，创造3000多个就业岗位，成为粤西县域商业
升级的典范。“潘州广场作为高州首个大型城市综
合体，始终牢记‘城市繁华推动者’的使命，成功打
造了一个集时尚潮流、品质生活与大众消费于一体
的城市地标。”潘州广场负责人在晚会致辞中强调。

两载春秋，感恩同行。自2023年开业以来，市
民在潘州广场收获了欢笑，见证了品牌商家与广场
共同成长，更见证了高州商业活力与城市魅力的蓬
勃绽放。此次晚会，不仅是为庆祝潘州广场的成
长，更是为了传承茂名“好心精神”，以文化赋能城
市，用音乐传递温暖。进一步凝聚社会正能量，为
高州的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四重华章勾勒发展新图谱

晚会以“双年筑梦繁花路 广歌雅韵耀潘州”为
主题，通过四个精心设计的篇章生动展现了潘州广
场的商业文化和发展成就。

第一篇章“璀璨启幕·二载华章迎新篇”以《平
凡之光》配合潘州广场建设影像回顾拉开序幕，现
代舞《舞·侠》创新融合武侠元素与街舞语汇，8 位
舞者用肢体语言演绎城市中的江湖豪情。第二篇
章“感恩同行·星辰长明耀初心”则通过《一起向未
来》《大海》等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共鸣，特别是24名
舞者演绎的《雨打芭蕉》，以央视春晚同款油纸伞舞
再现了岭南烟雨的唯美意境。

晚会下半场继续以精彩节目诠释主题。第
三篇章“筑梦未来·同心再绘新蓝图”汇聚杂技、
群舞、歌曲和魔术等多元艺术形式，歌手李思音

从《敕勒歌》到《岭南荔枝红》的南北风情演唱，
配合主持人关于高州荔枝产业的即兴互动，生动
展现了乡村振兴成果。压轴的第四篇章“灯火万
家·甘念不忘续长情”，由国务院津贴专家、全国
德艺双馨艺术家唐彪献唱《再创美好明天》，以金
声玉振的时代强音演唱，点燃压轴华章，将晚会
推向高潮。

省字号艺术标杆的县域破圈

本次晚会特邀广东省文旅厅直属的广东歌舞
剧院有限公司（原广东歌舞剧院）担纲演出。这个
拥有 76 年辉煌历史的国办艺术院团，前身是成立
于 1949 年的华南文工团，旗下拥有舞剧团、歌剧
团等专业团队，创作演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
作品。

广东歌舞剧院绝非普通演出团体。作为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的国有专业院团，底蕴深厚，
堪称华南地区艺术领域的“金字招牌”。76 载光
辉历程，从舞剧《沙湾往事》《岭南秋雨》到舞蹈

《雨打芭蕉》《赛龙夺锦》，剧院斩获文华大奖、“五
个一工程”奖、中国舞蹈“荷花奖”等百余项国家级
荣誉，演出足迹遍布全球，曾登上美国纽约林肯艺
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等世界顶级殿堂，
代表的是广东省乃至国家级的顶尖艺术水准。

此次剧院携约 50 人精锐团队首度高州潘州
广场之行，不仅是一次高规格的演出，更是高州文
化舞台迎来“省字号”艺术标杆的重要时刻，其艺
术含金量与影响力不言而喻。

从《南国雄狮》的铿锵鼓点到《用奋斗表达
热爱》的激情演唱，将近 2 小时的晚会恰似潘州
广场两年发展的微缩史诗。这场融合了商业雄
心与文化情怀的庆典证明：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上，唯有将现代商业文明与文化基
因深度融合，才能铸就真正“长青基业”。正如
晚会主题所昭示的——繁花路上，长情永续。
在广东“百千万工程”推进的当下，这场商业与
文化的双人舞，正跳出一座城市向新而行的铿
锵步伐。

▲全体演出人员登台合影。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昊摄

▲晚会节目十分精彩。

▼大批观众被精彩的表演所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