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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书法 闵朋利闵朋利 作作

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柔和的光
线洒落在家家户户的屋檐，并不断缓慢下
移，最终覆盖了整个村庄和广袤的原野。
在这个饱含希望和富有诗意的季节里，我
的故乡又迎来了红情绿意的春天。

故 乡 的 村 庄 ，距 今 已 有 百 年 历 史
了。全村四十余户人家，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耕读齐家，代代相传。不知从何时
起，村庄逐渐衰败。脱贫攻坚中，强产
业，美环境，完成了群众富裕、村庄秀丽
的美好蝶变。

走进村庄，农家门前的花卉争奇斗艳，
姹紫嫣红。淡淡的泥土味，浓浓的花草香，
充溢着乡间每一个角落。村庄里的树木高
大粗壮，数不胜数，有梨树、桃树、核桃树、
梧桐树……双喜家对面的那棵老槐树，树
高十米有余，稠密的枝条已长出嫩绿的叶
子，几只小鸟站立枝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
停。老槐树旁边是农民田间学校，学员由

村里的农民组成，教师是镇上的农技干
部。每周一次集体培训，其余时间，农技干
部都会亲临田间地头，手把手，一对一，向
村民传授农业技术。到了夏天，每逢集体
培训时，农技干部总会把课堂搬到老槐树
下，树冠如同硕大的太阳伞，是他们避暑的
天堂。上课时，老师讲得精彩，村民们听得
认真，那又是另一番新时代农民学习技能
的场景了。

沿着村庄的小路前行，一路上绿树成
荫，鸟语花香。道路两边的房屋，白墙红
瓦，二层小洋楼居多。每家院子里收拾得
窗明几净，就连柴垛、农具摆放也井然有
序，整齐划一。村子尽头是一条小河，沿
河两岸的土地原本是荒芜的，后来村委会
种植了桃树。如今，桃花挂满枝条，有含
苞的，有盛开的，粉红色的花瓣多如繁星，
楚楚动人。桃林顺着河流延伸，密密匝
匝，弯曲而悠长。两岸桃树多了，桃花繁

了，自然就有了灵秀之气，远远望去，好似
一道彩虹，拥抱着秀丽的村庄。桃花深
处，一对恋人手挽手，肩并肩，徜徉在春天
的美景里。殊不知，他们脸上洋溢着的幸
福和羞涩的甜蜜，正演绎着人在岸上走、
景从画中来的故事。

村庄通往田野的出口，是一座古老
的石桥。伫立桥头，春风拂面，山水舒
朗。一大早，村民们扛着农具，匆匆忙
忙经过石桥，去大棚基地干活了。基地
是政府扶持修建的项目，每户人家，都
有两座属于自己的大棚产业，种植着十
多种反季瓜果蔬菜。此刻，村民们有的
在大棚里锄地，有的在灌溉，还有的村
民口渴了，摘下一颗成熟的西红柿，美
滋滋地咬一口，酸酸甜甜的果汁滑进舌
尖，瞬间满足了味蕾……大棚里的果蔬
将要成熟，仅此一项产业，人均收入一
万多元；仙草姐的大棚里，种植的是樱

桃和油桃，元旦前后就已经销售完了。
大棚里空出的地块，培育着西瓜幼苗。
不出意外，到了五月中旬西瓜上市，又
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一声春雷过后，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了
起来。细雨如丝，烟雨朦胧，飘飘洒洒地落
在原野上。一望无垠的麦田，如饥似渴地
洗涤了一个冬天的尘埃，换上了绿油油的
新装。雨中，老农挎着竹篮，疾步走出田
埂，他的篮子里装满了各种野菜，有苜蓿、
蒲公英、马齿苋、苦苦菜……这些清香味美
拿回家里，或者凉拌，或者小火慢炖，一屋
子的春天味道。

走 在 春 天 的 村 庄走 在 春 天 的 村 庄
杨卫星杨卫星

出了海口美兰机场，第一个念头就
是在海口转转，虽然我们最终的目的地
不是这里，但是因为海口是海南的省会，
我还是选择先在海口走一遭。作为一个
上班族，年休假总是有限，并非能想走就
走，因此外出对我来说，有些奢侈。见我
想在海口逗留，老公便依了我说，那我们
便从海口开始看海南吧！老公性格中好
的一点是，能理解我的喜好，并能尊重我
的喜好，在一些我在乎和执着的事情上，
总能依着我，这让我在生活中能够不受
限制地做自我。

海口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与其
他的很多城市并没有多大的差异，都是
街道、高楼和车流，唯一不同的是路两边
匀匀都有高大笔直的椰子树，这些椰子
树一棵棵挺立在街边，像是一根一根的
水泥电杆。只有眼光望上去，才能发现，
在离头顶好几米高的地方还有绿色造型
漂亮的叶子，这让我忽然惊喜起来，椰
子，你看，椰子，椰子树哟！听我尖叫，老
公说，小声点，这么大声，不怕别人笑话
呀！我说笑话什么，世间的东西，有谁是
可以看得尽的，我是北方人，第一次见到
南方的椰子树，新奇一下，有什么呀，自
己真实情绪的流露嘛！或者这就是女人
感性，男人理性的地方。在那些树顶上，
不仅有造型优美的椰叶，而且还有一个
一个聚集如荷花状的椰子，当然，这个椰
子就是我们通常在全国各地都能买到的
水果椰子。

突然有了一种很想尝一尝椰子的想
法。虽然，在内地我也曾多次吃过椰子，
也被别人请吃过椰子，但是在这海口，这
里的椰子和内地的椰子又有什么不一样
的呢？一种好奇之心油然而生。这么想

着，便不由自主地往卖椰子的地方走去。
其实在海口，卖椰子的水果摊很多，每隔
不远就有一个，路边摆个摊子，却不见
人。海南人是勤劳的，他们不肯做无谓的
等待，虽然卖椰子，却又在照看椰子的间
隙，做点别的活儿。听见我们的吆喝，立
马有几个人从路边的小店里快速地走出
来，一边走，一边满怀歉意地说，是要椰子
吗？新鲜的椰子！

我们在路边的椰子摊边站定，打量
着这一堆水果。在这些水果摊上，多是
绿色的椰子，也有黄色的椰子，不管是黄
色的，还是绿色的，都是圆圆的，饱满
的。只听摊主介绍说，黄的叫“香水椰
子”，绿的就是大家经常见到的海水椰
子，黄的比绿的要贵一点，我仔细一看，
黄的比绿的要小一点，听了摊主的介绍，
好奇心起，我毫不犹豫地说，黄的吧，绿
的经常吃，尝下黄的，看这个“香水椰子”
味道怎么样！主人与我们拿了两个，称
了，插上吸管后，递给我们，我们便站在
路边吸了起来，我一边吸就一边想，为什
么椰子里面长的都是水，怎么会有这样
一种水果呢？是因为它长在海边吗，或
者说是海水倒灌进了椰子里，长成了这
个样子，要不然，怎么这么大的一罐果壳
里，是一汪水呢！老公说，这是植物的自
然属性，你又在胡想了！是啊，我就是一
个爱思考的人，或者说是喜欢将简单的
事情想复杂的人。

喝罢椰汁，肚子便不饿了，我们都
没有吃饭的想法和欲望，于是向三亚的
瀚海银滩去了。司机很热心，一路走，
一路给我们说了很多，来到海南，海鲜
是要吃一些的，好玩的嘛，三亚是必须
要去的嘛，还有猴岛、槟榔谷、五指山，

也都是值得去的。在夕阳的余晖中，我
们来到了事先已经预订好的地方——
瀚海银滩。这个地方是一个海景房，房
子外面就是沙滩，在沙滩外面则是一望
无际的大海，那种幽深、开阔与辽远，让
人看了心情舒畅。

由于兴奋，其实是一夜都没有睡好
的，天刚一亮，我便醒了，醒了便躺不
住，翻身起床。起了床后，来到阳台，阳
台外面的海滨公路上已经有了一些人，
有的在散步，有的骑着小自行车在溜
达，还有的在滑独步车，远处的沙滩上
还有巡海的警察。虽然此时，在西安，
天气已经很冷了，人们都穿起了厚厚的
羽绒服，但在海南，处处都像是夏天，有
绿色的树和繁盛的鲜花，我还穿着短袖
和裙子，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南北
两地气候的巨大差异。来海南以前人
都说海南不冷，怎么个不冷法，一直不
甚明了，处于狐疑状态，此时此地，我才
真正理解了海南的南，是一种什么样的
南，它是真正的南方的南，是热的代名
词。听到客厅有声响，我回头一看，老
公也已经起来了，我便对他说，我们赶
快 去 吃 早 点 吧 ，吃 了 早 点 ，去 海 边 玩
哟！老公说，看把你急的。我说，在北
方的时候，我整天念大海、唱大海，如今
真正到了海边，我怎么能不急呢！

老公将他的帽子取出，戴上，然后将我
的帽子递给我，说，那走吧。我们便带上了
门，来到小吃街上，一人吃了一碗海口甲子
粉。来海南，就要吃海南的小吃，这种粉是
由海鲜做配料做的，柔滑爽口，配着海鲜的
鲜香，吃起来别有风味在口中。我一边吃
一边四处打量，街上有很多穿着花色鲜艳
的沙滩服的人们，估计他们也是跟我们一

样，准备去海边的。
用完早点，我们一人抱了一只椰子，

向海边走去。老公取笑我说，你赶快喝，
将这个喝完了，然后再将海水给你灌一
罐子，让你带回来喝！我说，你还戏弄我
呢！他说，不是戏弄，你不是说，椰子里
的水会不会是海水长成的，那长的跟灌
进来的海水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屈起指
头在他头上美美地敲了一下，他抱着椰
子跑了，我便在后面追他，我们连追带赶
地，一会儿就来到了沙滩上。沙滩上的
椰子树比我们昨天看到了椰子树矮多
了，只有三四米高，而昨天海口的椰子树
都在十到二十米左右，感觉同样是椰子
树，完全是两个品种。我们在一艘废船
帮子边坐下，将椰子水很快喝了，便拿着
相机走向海边。当然，来到这里，照片是
一定要留下几张的，关于我和大海，也关
于我们和大海。

我不敢涉深水，只在浅水的地方踏
浪，海水像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会儿漫过
我的脚踝，一会儿又退出我的脚背，那浪
一会儿涌来，一会儿退去。来的时候，它
不打招呼；去的时候，又无声无息。浪不
大，却来得急，一会儿，就将我雪白的裙子
浸湿了半截，它湿湿地贴在我的腿上，像
个粘人的孩子。这时，我情不自禁地唱起
了：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 海里成长/大海啊大海/是我
生活的地方/海风吹 海浪涌/随我飘流
四方/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
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这是一首关于大
海的歌，我最喜欢的歌曲，歌声飘过海面，
飘到了遥远的海塔上。

一个冬天的日子，便因为这海水而闪
闪发光，充满了旖旎的遐思和畅想。

椰 子 与 海 水
徐祯霞

读王家民先生的《商山四
皓》，使 人 耳 目 一 新 ，甚 是 感
叹。先生既是大画家，又是博
导，还是画院院长，竟然跨界实
现华丽转身——写小说，而且
是一部 47 万多字，集绘画、写作
于一体的优秀作品。48 幅插图
连同文字，栩栩如生地展现了
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
里季吴实、夏黄公崔广四位秦
博士一生的峥嵘岁月。

在秦“焚书坑儒”之时，四皓
先生为护书，从长安翻山越岭来
到商洛，隐居在商洛镇商山脚
下。挖山药、食商芝，办学堂，教
文识字，育人醒世，培养了一批
批年轻后生；又上国都劝皇上刘
邦立太子刘盈，进而平治天下，
复回商山，依然为汉朝兴盛启迪
后人。这种大恩大德，流传千
古。这样一部鸿篇巨著，浓郁的
乡土气息和个性化的地域方言，
是其鲜明的特点。

地域性特点突出，展现当地
的风物人情。在“楔子”中，“孙
子高擎纸葩，惹得鸡飞狗跳羊
羔儿也把欢子撒。爷爷拉着孙
子行长路，过短桥，爬高丘，来
到 四 皓 墓 冢 前 ，踏 青 走 圆 一
圈。然后，孙子随爷爷把断还
连、连还断的纸葩一绺一绺分
开放在墓前。再一起折柳枝，
扫墓碑，打开食箩，取出凉面，
献祭在墓碑下的青石上。”这就
是祭坟。“做人要做孝子，做孝
子就不能忘记祖先。不管你以
后成多大的事，做多大的官，不
管你走得多远，都不能不祭奠
祖先！”孙子记在心里，不管活
到七老八十，年年清明都来祭
坟。这就是仁，就是忠，就是
孝，这就是流传在丹凤县商镇、
棣花一带清明祭坟的习俗。

在“太湖擒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俩红衣小人抹脱其裤，
以裤筒塞嘴，以裤裆裹颅，再后拽双臂，顺手用那厮的裤带将其
绑紧，摁倒……恶徒便双脚踢腾，像干滩上的鱼儿拌尾巴，没了
后劲儿。”“一个红衣小人狠踹恶徒，唾骂：看你瞎㞞还想咋？”丹
凤的商镇、棣花，地处秦头楚尾，既有关中地区秦人的粗犷豪爽，
也藏着陕南人的灵秀狡黠，人们的言行中，将这种粗犷中见细
致、狂野中带着文雅的特点体现明显。

总之，通篇的叙事方式及语言表达，都是用商洛，特别是丹
凤商镇、棣花一带的口语、口音、方言来表达，叙事三言两语，词
义清楚深透，表现手法多样，地域性、个性化特点分明，是一部方
言叙事的集大成者。

生活化的故事及传说，把历史人物写足写活。秦汉两
千多年以来，有史料记载，有民间传说，家民先生细细搜寻
历史故事，用边边角角的素材把一个个史料、情节、细节钩
沉起来，精心打磨，表现出一位老者认真写作的态度和执着
敬业的精神，也使作品有别于其他历史小说严肃的面孔，把

“商山四皓”的形象描绘得更鲜活、更接地气。
“周术有次憋足了尿，随着忽闪忽闪跑动的蚂蚁追去，看

见了一处蚂蚁窝，就抹脱裤腿蹲在地上，瞄准了蚂蚁进出的
地缝儿‘哧哧哧’地冲了进去，一边冲，一边把屁股拧来拧去
追着四散逃亡的蚂蚁浇。不想，他圪蹴得太低，挨到地面的
蛋蛋竟被土蝎子蜇了，‘妈呀’一声滚地，猴子似的翻起了跟
头，声声唤唤，抽搐不止。”作者巧借方言表述，在小说描述的
历史场景中，活灵活现地把历史人物“动作”表现出来，富有
生活气息，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生动鲜活又个性鲜明，同
时也表现出作者非凡的观察能力和深厚的写作功底。

拟人化的描写，彰显虚拟美。“某次，一只硕鼠被夹住尾
巴无法脱身，李斯上前细看，这只硕鼠拼命挣扎，朝他露出了
哀求的目光。李斯四顾无人，便悄悄掰开绊夹放走了硕鼠。
这只硕鼠保住了命，却坏死一截尾巴，变成了短尾鼠。”“短尾
硕鼠是鼠群里的老大，在粮仓里一呼百应，无论鼠群如何折
腾，却从不撕咬李斯的衣物，也不干扰李斯识字读书。短尾
鼠时不时把新鲜的核桃、板栗、柿饼悄悄放在李斯的炕头枕
边。当李斯闲暇无聊时，短尾鼠还会带着许多老鼠轻盈曼
舞，围绕在他的身边活动。”这描写虽然荒诞，但放在这里又
合乎情理，完完全全将老鼠拟人化了。

“李斯的话语刚落点，那只老鼠就侧身露出了短尾巴，
摇晃前爪作揖。李斯激动不已，‘啊’了一声问：‘真是你
呀？老朋友耶，两年多了，百十里路程，你来得容易吗？’”人
救老鼠，老鼠帮人，写出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况味，也使小说多了些趣味。

两千多年来，四皓的故事被后人广为传颂，“商山四皓”
成为商洛的一个文化符号。如今，“22℃商洛·中国康养之
都”正在建设之中，“四皓文化”以及大量的历史遗址、景点的
文化价值正待开掘，康养之都的文化内涵正待进一步丰富。
这，便是作者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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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阮世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