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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冼叔的小花圃里，冼叔精心侍弄
的菊花热热闹闹地开了。他热情邀请我去
赏菊。与菊亲近，是最惬意舒心的事了。

曾到过省城看菊展。那里的菊花开
得一片斑斓，宛如清风中颤动的肥厚大花
扇。秋阳下，那一朵朵菊花的花瓣在绿叶
的衬托下，一丝一缕，弯弯曲曲，美丽极
了。那微微低垂的花朵儿看起来就像一
个害羞的小姑娘，低着脑袋，红了小脸。
无数的菊花争先恐后地开放着，红的像
火，黄的似金，白的若雪，绿的如玉，粉的
似霞，那白中带绿的，更是清幽淡雅。阵
阵微风，送来菊香缕缕，让人身心舒畅。
不禁吟起了唐代李商隐的《菊花》诗：“暗
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
含宅里香。”

近日回到了乡下，更是领略了一番别
样的菊趣。

村前，池塘中央水泵正往外喷着水
花，机器正给水中的鱼加氧，两岸绿树成
荫。村两旁，人行道旁铺上了砖块，仿制
的铁篱笆圈起一方方小菜园、小果园、小
花园、小公园。这“四小园”里无一例外都
种上了菊花。或几支，或几盆，自成风
景。踏在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街巷上，沐
浴着明媚的阳光，嗅着带有菊花香气的微
风。和菊花面对面，就像一对久别的好朋
友一样侃侃而谈，站着观其形，俯身闻其
香。看见心仪的花瓣，就会把鼻子直接贴
在花脸上，闻一闻它散发的气息，瞧一瞧
那花瓣的形状。总能泛起诗意，禁不住轻
轻地吟起菊花诗词来：“秋丛绕舍似陶家，
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
开尽更无花。”

我居住的陋室有个小小的阳台。去
年春节，我从花市捧回几盆菊花。每天，

我回到家第一时间做的，就是浇花。在我
的精心料理下，这几盆菊花居然开了。开
得红红火火，艳艳丽丽。傍晚，凉风习习，
一轮明月，两把藤椅，两杯菊花茶，和文友
一边品茶，一边欣赏着美丽的菊花，抑扬
顿挫地吟咏几句与菊相关的诗词。人生
最惬意莫过如此！

菊花淡妆素裹、清雅高洁，迟放于晚秋，
不与桃李争春。古人赠其“晚艳”“寒英”“冷
香”之雅称。历来文人墨客也借菊喻人，留下
了众多咏颂菊花的诗作。白居易赞其“耐寒
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元稹称赞道：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宋代诗
人苏东坡的“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
霞”，写出了菊花的温柔秀丽和傲霜品格。

晚艳傲霜开，笑对秋风舞。在这寥落
的深秋，幸得有菊，为世间送上了盛世金
秋的灿烂景象，令人陶醉。

一圃秋菊满院艳 □杜观水

海鸟的天堂

太阳刚刚跃出东方
一群海鸥就托起霞光
在蔚蓝的海面上翱翔
悦耳的鸣叫糅杂着涛声
仿佛与海浪进行一次大合唱
海风搂住它们的翅膀
游鱼舔着它们的体香
它们恰似一只只悠闲小精灵
在苍茫的天水间游荡
哦，这迂回曲折的小海湾
是南来北往候鸟的天堂
是白鹭海鸥不离不弃的故乡

港湾的渔船

一艘艘机船劈波斩浪
吐出一股股白色浓烟

马达响过一遍又一遍
惊醒似睡非睡的小港湾
海浪列队你追我赶
舔干了两岸白色的沙滩
落月似乎不愿悄悄离去
把洁白的脸儿紧贴船舷
一张张网网住游动的鱼群
却打捞不起水底的月亮
窄窄船舱装不下渔人心愿
但从这小小港湾驶出
却能驶向理想的远方

满湾的灯光

晚霞刚涂满观海长廊
暮色就急着粉墨登场
两岸楼宇在昂首对视
总爱流露出满脸的慈祥
窗口，一刹那就张开明亮的眼睛
瞳孔，撞进海湾深处的风景线
满天星星漂浮在浪尖上
宛如点燃深秋夜的灯盏
海湾，你这绝夜不眠的灯光
既照亮激情涌动的波澜
也照亮港城人暖暖的心房

老街太老了，叫不出季节的姓
梧桐树像个孩子，把秋当成了春

大通街，一米多的街，能叫大吗？
隐秘不隐秘，流行什么季节
挤进来再说

民主路有海风吹来。和平路的阳光

肆无忌惮
民族路穿着裙子，民权路披着外套
民生路和大同路流行着短袖
只有幸福路像春天的样子

10个码头，上来了10个季节
春不像春，夏不是夏，秋更非秋
冬天离这里十万八千里

湛江湾（三首）

□郑亚演

在望角海居

在望角客栈，夕阳即将坠海
海边赏夕阳的人，并未占有我的辽阔
我与那轮弯月，分享海天一色的苍茫

装进海风鱼群和白色海鸥
我的心辽阔如大海
我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
让每一个日子，都过得真实和快乐

黄昏临近，客栈旁的望天镜
星辰稀疏。那个热心少年
为我拍下孤独。偶尔闪现的渔火
向我眨眼，微笑

犁开霞光的人

从此岸到彼岸，八百米水道
他每天第一个犁开霞光
船头，浪花在跳跃
闪烁的霞光，把日子
从平淡变成色彩斑斓
风中闯海，浪里救人
他的名声，响遍四乡八邻
那个火烧云烧红西天的傍晚
一个行李箱落在渡船上
整箱百元大钞，让他心里挣扎着鲨鱼
一阵风刮过，渡船晃动了一下
最终又恢复平静

“什么大风大浪都经过，可别在小沟里翻
船。”
他稳坐船头，轻松地抽着旱烟
等待丢箱人的到来

白茅海

白茅海像接纳海风鱼群一样
接纳了一群活色生香的女人
是这片海丰腴了女人
或是女人鲜活了这片海

古老的灯塔，用平静的眼光
打量着在石滩上寻觅的女人
她们是在寻找从指尖溜走的光阴
或是想拾回被海浪拍散的情爱

海边餐厅突然响起的歌声
惊飞一群海鸟
木麻黄，已在绵长的白沙滩上
为这春天涂上碧绿的色彩

在西山海

烈日下的西山海
一双凉鞋和一把遮阳伞
留不住荫凉
汗珠大如豆粒落下，顷刻了无踪影

木麻黄林子外面，海风流沙在细语
红树林与海水缠绵
觅食的海鸟，驻足观看
海边拍照的男女

潮水扑上海滩
收走城里人的心事
照相机生出各种微笑
此时的西山海，任何语言
都变得多余

追逐

流沙在夜幕降临之前唱起大风歌
乐点落在鲜明的沙滩上
海上奔来的千军万马是一支独立团
大海的尽头
一棵椰子树在黄昏中孤独才是
唯一风景
鸡鸣唤醒村庄众多的炊烟
越飞越远的风筝，带不走近处的生活现场
踢足球的少年与追剧少女
没有透露过多秘密
水花里飞扬的青春
多么希望他们像太阳有一次独立的照耀

海边赏夕阳的人，
并未占有我的辽阔（组诗）

□李明刚

赤坎老街的季节
□邓存波

一颗种子做梦也想不到，被一阵大风
吹上空中，忽而被撒种一般，飘落古榕纵横
交错的根部。根系的缝隙似乎只盛着一些
泥沙。如此狭窄的地方，无益培植。俗话
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古榕根缝苗能壮？

榕树的浓荫遮住了阳光，挡去了雨露。
立锥之地的根隙间，贫瘠之处的坑缝里，这颗
种子居然生根、发芽，眨眨眼，长到十几公分，
抽出几片嫩叶，还泛着浅浅的绿光。

木瓜苗身居困境，但是，依然默默地
生长，迎风不折腰，淋雨不低眉。

嫩小的木瓜苗，你哪天再长大？哪月
才结果呢？

略有怜悯，我把它从根隙间挖出，移
回我家院子一隅。这崭新的空间，土宽地
肥，且光照水润。或许，这儿更适宜它生
存，并助力它的美梦呢。沐浴着盛夏的阳
光，也许它能让给我喜出望外。

一两个月后，这棵木瓜苗果然活得挺
拔葱茏，一下子从“矮子”变为“高佬”；接
着，突然奉献了满目繁花，一朵两朵三四朵
……你追我赶传秋波，竞相吐艳孕嫩果。

花瓣儿乳白乳白，花蕊儿金黄金黄，碧叶片
片送爽，一派欣欣向荣。暗香浮动，闻着陶
醉。蜜蜂嗡嗡蝶双舞，木瓜蕤蕤逗人迷。

听堂姐说过，给果树施加白石灰，才
会结硕果。否则，大约有花无果。我盼瓜
心急如焚，便在木瓜树的根隙添了几块白
石灰，便开始等着收成。

日子有惊喜，也会有伤心。台风“狮
子山”连夜突袭，狂风飒飒吼不停,暴雨唰
唰哪肯歇？庭院忽变小池塘。关键的时
刻也许到了！我担心着这棵被浸的木瓜
树是否经得住这自然风暴的严峻考验？

风肆虐，夜难熬。天终于透亮了，这
棵木瓜树已趴在眼前，奄奄一息。

环顾周围，前方那一亩挨挨挤挤的发
财树，以及左右高高矮矮的树木，虽有些树
叶被风刮落，其身躯却依然挺拔。对于它
们，台风似乎手下留情？抑或无可奈何？

还有，另见一棵木瓜树高耸在邻居东
墙的一边，仍然挂满青涩的果子，片片翠
叶依然朝上。而地面怎么啦？唯见平时
的片片落叶。我忽然闪出“风雨不动安如
山”。对这个角落，台风是不是无趣光顾？

猛烈的台风中，这大片的树木以及那
棵木瓜树仍然立稳脚跟。可是，我这棵移
植的木瓜树怎么就做不到呢？

我不灰心，于是，竭尽全力将跌倒的
它重新扶起，寻来几根手腕粗的木桩撑
住，又找到几段结实的绳索系稳，让容颜
羞涩的“伤员”重新青春勃发，多想它像它
们坚不可摧。

此后，一天天蹓过，或晴或雨。我穿过
晨雾弯腰给它浇水，沐着晚霞蹲下给它施
肥，像悉心照料自己的孩子，渴望着它恢复
元气，再展雄姿。愿它在七彩的晨曦，美妙
的黄昏里，走向蓬勃生机，结出累累硕果，
发挥它健脾养颜、活筋润肠等本领。

然而，它好像是“扶不起的阿斗”，渐
渐地，碧叶黄了，花儿凋了，幼果烂了，木
瓜树命在旦夕！

回顾它生活的轨迹：自然飞落根缝
间，人工“乔迁”好地点；无论长势多喜人，
意外风暴难躲闪。

此情此景，为之惋惜。我再三洞察，
深思着它的“地利”，终于醒悟：“地利”与
植物有什么关系呢？前面，那亩聚集成林
的树木，互相依靠，形成强大的防御力，还
有民居三面包围，犹似保护神。

那棵长在芳邻屋边的木瓜树，由于紧
靠东墙，就近袒护，犹如拱照的将星，所
以，它安然无恙。

然而，院子中，被我“乔迁”被我偏爱的
这棵木瓜树，傲挺在宽敞的土地，既鳏寡孤
独，无伙伴呼应，护墙又离得远。这正所谓
远亲不如近邻呀。再者，果繁根浅土不牢。

木秀于林总招风，狂风暴雨必摧翻。
孤立的木瓜树怎么经得起沿海台风的猛
烈一击呢？

今后如果种植果树，尤其是木瓜树，
它木质坚硬不够，柔软有余，务必选取背
风又土肥的地方，也就是要重视选好防风
之所。

我婆婆是20世纪70年代初本地为
数不多的一个女厨师。她十八岁便进入
国营饮服公司当学徒，开始做白案，后调
来做红案，虽然读书不多，但她肯动脑筋，
善思考，师傅也喜欢她，只用两年半的时
间便出师了。在她二十三岁时，能独当一
面站灶掌勺，成为国营酒楼的大厨。

那年，公司接到一个任务，要派一名
厨师代表全地区去参加全省粤菜烹饪大
赛。公司领导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婆
婆去完成。婆婆没有推却，做了几天的准
备工作，就拎着背包上省城了。出发前，
公司经理拍着她的肩膀鼓励了她几句，希
望她能为全地区争来荣耀。

婆婆果然没有辜负期望，过关斩将，
她制作的“八珍糖糠鸭”经过评委的几轮
打分，获得了这次烹饪大赛的金奖。

八珍糖糠鸭主材是用一个两斤左右
的农家干肉鸭，辅材有湘莲子、八合、花
菇、肾球、猪肝、虾仁、干瑶柱、新鲜的糖糠
菜，还有调配好的酱汁。首先将干肉鸭清
洗干净，去头去脖去掌，然后放入锅中加
葱、姜，加料酒焯水，捞起后用纸吸干肉鸭
表皮的水分，再风干。油锅温度大概烧到
50度，把肉鸭放进油锅，慢火将肉鸭皮炸
到金黄色，捞起晾冻。又把辅材料焯水，
糖糠菜清洗沥水，烧红放油的锅，放进沥
干水的辅料翻炒，花菇除外，因花菇先放
会抢味。辅料翻炒到一定时间，再加入高
汤与食材平面，加盖慢火滚一下，待锅中
高汤挥发到看不见水分，加入预先调配好
的酱汁用力翻匀，闻到芳香味便熄火起

锅，倒入花菇拌匀，然后将这些制作好的
材料全部塞进炸好的鸭子肚里，用线缝好
鸭肚口，放到沥干水分的新鲜糖糠菜垫底
的盘子里，蒸笼里猛火蒸煮40分钟，一款
可口味美的“八珍糖糠鸭”便大功告成。

有评委问婆婆，是怎么做出这么芳香
美味的八珍糖糠鸭的？婆婆指着一大堆
酱汁，谦逊地答道，主要是靠这些调配酱
汁的作用，这些酱汁是八珍糖糠鸭的灵
魂，我们称它为“灵魂酱汁”，是自己亲手
精心配制的。

颁奖台上，婆婆穿着白色工装，头戴
白高帽，金灿灿的奖牌挂在她的胸前，加
上她白皙的面孔，水灵灵的双眼，显得青
春亮丽，飒爽英姿。第二天省报刊登了婆
婆的一幅大照片，我婆婆成了名人。

参赛获奖回来时，公司经理陪同商业
局长亲自到汽车站迎接，又是送花又是合
影。“八珍糖糠鸭”迅速成为了本地的一道
名菜，婆婆也连续几年被评为地区的先进
工作者。

年轻的婆婆也要谈婚论嫁，上门求婚
的人不少，当时最流行的求爱方式就是当
面递纸条。有一段时期，有个男子天天往
酒楼跑，给婆婆递纸条。见婆婆天天接纸
条，怕影响做菜，师傅多次批评她，同时建
议酒楼订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上班时间擅
自离开岗位的，每次扣十元工资，当月连续
离开岗位三次，停职处理。措施确实奏效，
婆婆真的不敢再去接纸条了，那个男子不
久便离开家乡，去了广州打工，再无音信。

一晚，酒楼师傅带着自己的儿子，提

着礼物来到婆婆的家里，把儿子介绍给婆
婆相识，师傅的儿子在无线电厂工作，是
装配收音机的能手，双方的父母都满意，
不久师傅的儿子就成了我的爷爷……

有些食客在其他酒楼也吃到八珍糖
糠鸭这道菜，同样的食材，总是感觉味道
始终不及我婆婆做的味道，有人问婆婆为
何，婆婆肯定地告诉他，他们是翻版、仿
制，翻版和仿制都会有瑕疵，因为他们没
有尝试和调配这道菜的经历。

改革开放后，物质丰富，特别是海产
品，人们的口味也随之改变，追求的不仅
仅是食材和味道的满足，更是健康的需
要。一些早期的传统菜谱逐步消失，“八
珍糖糠鸭”也不例外，慢慢在喜庆宴席上
淡出。我婆婆在饮食界的一段传奇也被
终结。每当婆婆坐在酒席桌上的第一时
间，就是伸手去拿摆在桌上的菜谱，当她
没有看到为之骄傲半生的八珍糖糠鸭这
道菜，似乎有点失落。

上月，我陪婆婆去农村的一个亲戚家
饮喜酒，酒席上竟然端出一盘八珍糖糠
鸭，看到久违的这道菜，婆婆有点激动，抓
筷子的手都抖了，不管味道如何，婆婆心
中兴奋，八珍糖糠鸭终于又回来了。

散席后，婆婆去厨房找到做这道菜的
厨师，和他们聊了一下，厨师说，八珍糖糠
鸭的制作成本低，符合农村消费，何况它
是本地的一道传统名菜呢。

在回家的路上，婆婆不停地说着她和
八珍糖糠鸭的威水史，作为后辈，我也感
到自豪。

八珍糖糠鸭 □肖冠明

一棵木瓜树 □杨超记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