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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岛位于广东和广西交界处，由火
山爆发堆积而成，环岛海浪惊涛，岛内四季
如春。

上世纪80年代，我去雷州市企水镇租
了档口做收购海鲜生意。听当地人讲，斜阳
岛的鱼非常便宜。我就在当地买了一条二
手船，雇佣了三个工人，包括我，一船四人前
往斜阳岛。记得那是个冬日，早晨六点出
发，船上放着罗盘针。经过公海，海上风浪
盖过船头，渔船摇摆得厉害，一般人都晕
船。大海望不到边，连一个村庄，一条船都
没有。到了下午3点多钟，才远远看到一座
大山，那便是斜阳岛的身影。再开1个多钟
头，就到达斜阳岛了。

岛上的水泥码头专门停泊海岛的运送
船，运送船每天都要运送岛上的孩子去相
距二个多小时海路的涠洲岛读书，运送岛
上的渔民去涠洲岛购买日常用品（那时岛
上只有一间小供销社）。

斜阳岛是火山爆发形成的，没有岸边，

海最浅处也有十几米深，最深达百几米。
斜阳岛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海岛，冬

暖夏凉，花香鸟语，四季如春，花草在海风
的温润下恣意生长。我们是沿着环岛小路
走上小岛的。岛上头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
我们，闲聊中我们得知，头人有两个儿子去
海南跟拖网船打工，他女婿原是湖南人，原
来在岛上当兵，复员后留在岛上和他女儿
结了婚，现在和他一起下海打鱼。头人还
给我们介绍了岛史，以前他们的祖先是从
粤西地区各村逃荒到斜阳岛的。

我们在岛上行走，山岭上有很多羊，也
养着很多鸡，都是野养，鸡笼门永远开着，
一到傍晚鸡就自己回笼。岛的中间是一片
平地，那是全岛二百多户岛民聚居的地
方。那里有座土地公庙，还有一口淡水井，
在这种四面环海的地方居然还有淡水井，
我们都很好奇。

我们开始在岛上做生意，船只来来回
回，将岛上的鱼贩出岛外。头人每次见我们

的船，都会炒半米袋带壳花生开船过来上我
们的船和我们饮酒，我们也会用在供销社买
的白糖和面筒煲糖面回请他。岛民非常善
良淳朴，见到我们都叫我们去他们家吃饭。
他们长年累月在海上捕鱼，很多人没出过
岛，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所以他们很想听我
们讲外面的故事。

和他们做生意很爽快，每次见到我的船，
他们十几条船就围过来，他们的船是汽艇机，
把鱼卖给我，价格都是由我定，鱼价真的是非
常便宜。一箩筐一箩筐的鱼，称起来都是倒
向称头，付款时有时欠他二元钱，他们就不要
了，要是他没钱找欠你二元，他必定抓一把鱼
给你。渔民们的性格真是朴实又豪爽。还有
一件难忘的事，有次渔船离岛转弯后，我望见
陡峭的岛壁上立着一头羊，在岛上是看不见
的，只有在海上才看得见，来来回回一个星
期，我都看见它孤立在那里。

这是我人生的一段经历，斜阳岛和那
只羊，一直烙在我的生命中……

说起湛江，海鲜美食之都，红树林之
城，无人不知。但很少人知道，湛江的趁圩
很有趣。“趁圩”？如果不懂，那么换个名词
——“早市”，是否很耳熟？东北的早市经
过网红宣传，已经成为旅游必去的打卡
点。而来到湛江，但要了解湛江文化及风
土人情，“去趁圩”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来了湛江若不去趁圩，就欠缺一点味道。

趁圩不是每天都有，但湛江五县四区，
上百个乡镇，不敢说都有圩日，但都有圩，
时间往往不一，或逢农历“一四七”，或“三
六九”，或“二五八”，相邻的镇村，总能碰圩
期不重复，其本意是创造更多交易的机会，
方便想趁圩的人们。若是有心人，记住圩
期时间表，绝不会走空。

趁圩，我喜欢去郊区市场，一来场地
大，逛得舒服；二来临村，农民往来方便，乐
意趁圩。没有农民的参与，圩日就失去了
其特殊性，很多人都是冲着农家产品去。
比如我一个亲戚，她家的大米都是趁圩买
的农家自留红米，据说很容易煮软。麻章
圩和坡头圩，这是市内最负盛名的两大圩，
若论谁更好，其实不分胜负，只是麻章靠近
赤坎，坡头临近开发区和霞山区，所以，赤
坎人喜欢去麻章圩，而开发区和霞山区的
居民，更常去坡头圩。我是赤坎的老居民，
自然是帮衬麻章圩。

据史载，麻章圩至今已有400多年，圩
期为农历的初一、初四和初七。第一次去
麻章圩的人估计有点懵，太大了。原先的
麻章圩没有那么大，后来建起了面积达
110多亩的黄外市场，圩与市场相结合，规
模极其可观。虽然大，人流也不少，尤其周
末，本地人喜欢携家带口开车来采购，那阵
子，人头涌动，热闹非凡，说个话都要扯着
嗓子，不然同伴可能没听清。黄外市场本
就应有尽有，圩日的农贸产品品种更加齐
全，光是番薯有近二十种，可以满足人们的
不同需求。但趁圩，有趣的并不止于此。
除了当地群众自产自销的纯天然食品，一
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行业与农贸商品，才
是趁圩的真正意义，例如，在市场的一角是
活牛交易区，牛市买卖中间人“牛中”沿袭
古老的买卖方式，用哑语手势表达为买卖
双方讨价还价，直到双方达成共识而成交；
又如，有商贩在市场现场用小螃蟹制作螃
蜞汁，传统地方风味美食，青草膏、炸虾饼、
薯粉索、白米籺等，在圩日随处可见，总有
适合的食物能尝鲜，饱腹一顿。

临海的湛江，冬天你或许能感受三十
度的高温，需要穿上短袖。与其在北方的
冰雪中赶早市，何不来湛江趁圩，来一场暖
阳之约，相信那一定会成为你人生中难得
的体验。

趁圩
□莫望春

斜阳岛的回忆 □杨兴

我从不曾见过你的身影，
只听你在深夜悠悠地鸣。
那清澈透亮的歌声，
总是让我魂牵梦萦。

当万物在黑暗中失去光彩，
当鸟雀止息聒噪进入梦境，
作为夜中唯一的歌者，
你的吟唱刺破死寂的空濛。

你是惧怕强光的刺痛？
不，在白昼里
你的眸子璀璨晶莹，
你的目光溢满光明。

你是逃避烈日的暴晒？
不，在树枝间
绿叶遮出一片阴凉，
轻风送来几丝清爽。

你是自愧色彩的单调？
那叽叽喳喳的麻雀，
定没你羽翼的美妙。
你是在避让花草的妖娆。

你是担心歌喉的枯燥？
那悠远清晰的吟唱，
胜过啁啾争鸣的百鸟，
你是在等待天地的寂寥。

孤独的行者，
在你的歌声里不再彷徨。
迷路的旅人，
在你的歌声里找到方向。

你无意于打破夜的沉默，
却成为肃静中的绝唱。
你无意于驱散夜的幽暗，
却将落寞的心灵点亮。

我从不曾见过你的身影，
只听你在深夜悠悠地鸣。
那清澈透亮的歌声，
总是让我魂牵梦萦。

夜莺
□张斌峰

记得儿时，总喜欢秋天。每当稻穗收
割完，我就到空旷的田野里放牛。牛在田
埂中来回吃草，优哉游哉。我见到牛背上
总有一两只牛背鹭落在上面，这些鸟从不
怕生，任由我吆喝，就是纹丝不动。见赶也
赶不走，我也只好作罢。我唯有躺在稻草
堆上，面朝太阳，享受秋日暖阳。

最近，来到四川巴中光雾山时，已是深
秋。过惯了家乡的秋天，首次来到千里之
外体验他乡的秋天，总有点新鲜感。

我自驾游，离光雾山数公里远，就感受
到秋天的气息了。沿途群山连绵，秋叶把
群山染上了不同的颜色，从山顶到山脚，极
目远眺，一簇簇的，有红有黄，似花非花。

入到光雾山的米仓山，转乘观光车，再
行二十多公里就到达目的地黑熊沟。只见
游客们频频开始感叹：“唉！来迟了，来迟
了……”这儿的树叶已凋零，树上只剩光秃
秃的枝桠。我望着地上一堆堆的枯叶，茫
然若失。我相信这儿不久前，曾风光无限，
红叶挂枝头。

听说光雾山的另一处景点十八月潭，
正是秋叶盛开的季节，我心动了，于是又马
不停蹄，驱车走了一百多公里路，来到南江
县。我们在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来
到十八月潭。

其实光雾山是一个山脉，米仓山属光
雾山，十八月潭同样属光雾山，但同山不同
天，米仓山在北，十八月潭在南。虽不是南
辕北辙，但霜叶是由北向南，慢慢开始变黄
变红的。当米仓脱光了五彩缤纷盛妆，十
八月潭才刚刚穿上红妆。

十八月潭，顾名思义，该处有许多潭，
这些潭都藏在3.5公里内的猪槽沟（珍珠
沟）里，四川人总喜欢把溪叫做沟，你来到
四川，到处都可见到沟，这与当地地质有密
切关系。

这儿的潭都很小，但落差大，潭与潭之
间总有大大小小的瀑布，而且这儿的瀑布都
很温柔，水都是顺着石头缓缓而下，似一道
道彩带一样，让人心动，我很想用手去抚摸
一下它，但离得太远，总是够不着。

珍珠沟的源头在光雾山顶峰，珍珠沟
沟内，怪石嶙峋，鹅卵石光滑无比。沿岸树
木葱茏，流光溢彩。阳光与秋叶，交相辉
映。

山上树木品种良多，都为原始生态。
而红叶也不少，有水青冈、三角枫、红翅槭、
高山牡娟等四十多种。

说到红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香山
红叶，其实这儿的红叶，一点也不逊色于香
山红叶。这儿贵在品种多，高大的青冈树

独树一处，宽大的红叶撑起半个秋色，秋风
萧瑟，落叶飞舞，有的叶落归根；有的飘至
沟槽的水中，然后随波逐流；有的落在光滑
的石头上，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三角
枫、高山牡娟、红翅槭以及许多不知名的
树，同样不肯认输，它们把自己装扮得五彩
斑斓，来迎接秋天，让游客惊叹。

红叶、黄叶是十八月潭的主角，但偶尔
看到有绿叶，我们也为之鼓掌，在这儿，三
色交相辉映。秋叶由青变黄，再从黄变红，
直至落幕。其实与人类生命大致相同，因
此秋天很易让人联想到人生。自古逢秋悲
寂寥，许多文人墨客都喜欢悲秋：“霜景催
危叶，今朝半树空。”“秋风清，秋月明，落叶
聚还散，寒鸦栖复惊。”我言秋日胜春朝，其
实也有人颂秋：“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
于二月花。”“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
护花。”

儿时的秋天是如此纯真，中年的秋天
显得多愁善感，多了一分哀愁。一叶知秋，
透过秋叶，去领悟人生，并不为过，也是人
生走向成熟的体现。但光雾山的秋叶很
美，美到我不忍心去悲秋，其实秋叶不是树
的生命终点，何必一定去悲秋！即令秋叶
代表我的生命的终点，我也要：“生如夏花
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光雾山的秋叶 □陈照

教师职业使然，读书看报成为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阅读教育教学杂志，旨在提升自己专业
知识和业务能力。果然这一坚持不懈的阅
读，受益匪浅，“传道、授业、解惑”效果向好，
教学研究小成果迭出，撰写的多篇教学随
笔、教学设计、教学论文散发于全国多家教
学杂志，小有成就感和自豪感。

阅读报纸，曾经仅仅当作一份文化精神
生活享受。课间课余时间信手拈来当天的
报纸看一看、读一读，了解国际风云变幻、国
家天下新闻时事、外面多姿多彩的世界，扩
大了视野，也娱乐了身心。学校订阅的报纸
有《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湛江日报》《湛江
晚报》，也许是“君是故乡人，应知故乡事”的
缘故，我却偏偏爱上《湛江日报》，每天必读，
本土新闻时事、人物故事、耕种牧渔的成功
经验等等，我及时乐于分享给乡亲们，备受
他们的欢迎，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我文学创作之路的起步，缘于湛江日报
那次征文。2018年6月的一天，我像往日一
样拿起《湛江日报》阅读，不经意间看到一则

“为纪念湛江日报创刊70周年，本报编辑部
特举办‘我和湛江日报’征文活动”的启事。
征文内容自己经历过，不禁眼睛一亮，怦然
心动，像小马过河，不知河水深浅，也想试一
试。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成《因读报而备
受欢迎》一稿，鼓起勇气给征文电子邮箱发
送。稿子带着我跃跃欲试创作的冲动，带着
我对文学向往的初心，暗暗奢望“功夫不负
有心人”，文章能在文艺副刊版面占有一席

之地。那一刻，心里既激动又担心，担心审
稿编辑会不会看得上自己的稿子……

接下来是焦急而耐心等待佳音。以往
报纸来迟来早毫不在意，于今却天天翘首以
盼送报员快点到来。一见到送报员来了，我
便走出办公室去接报纸，边返回办公室边不
停翻看《湛江日报》，一次次升腾起的一丝希
望，一次次破灭，始终不见自己的稿子见报，
心里很不是滋味。

时间一天天过去，投去的稿子如石沉大
海，杳无音信，不免茫然若失，感慨良多。文
艺副刊是文学作品的高地，令多少人望而却
步；文艺副刊又是文学创作的殿堂，令多少
人敬而远之。自己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文
学底子浅薄，创作经验幼稚，或许稿子质量
上不去，被文艺副刊拒之门外。理解是理
解，自慰归自慰，挂着的心心念念还是放不
下来，读报的兴趣一时受到“株连”，懒得等
报，懒得拿报，懒得看报，《湛江日报》被冷落

了一阵子。
一个多月后，正当我失望之际，一个周

末在家翻阅手机百度时，无意中看到湛江日
报数字报刊上一个红色醒目又熟悉的题目，
点开一看，一行行熟悉而亲切的文字展现在
我的眼前，“是我的文章，我的文章见报啦！”
我喜出望外，按捺住激动的心跳一口气读完
文章。然后，疾步赶往学校办公室，在报纸
堆里找到那一份《湛江日报》，拿回家一遍又
一遍地细细阅读，越读越有滋味，犹如口含
香糖，越品越香越甜，独自乐在其中。

读着读着，发现文章个别地方编辑作了
精心的修改和润色，文章如同锦上添花，文
字表达更为确切，语言更为优美，故事更加
生动感人，获得了这次征文三等奖的殊荣。
湛江日报编辑和评委“不厚名家，不薄新人，
择优刊发”这种公正严谨用稿和评选的职业
操守着实让我感动，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鞭
策，同时更给了我“可以写稿”的自信，开启

了我日后文学创作之路。
有了开始，就会继续。打那以后，我对

湛江日报有了特别的亲切感和信任感，重拾
回阅读贵报的兴趣，尤其十分关注“百花”版
这块小天地，不断地从那里吸取雨露阳光和
养分；写作的兴头也大了起来，陆续给《湛江
日报》文艺副刊写稿寄稿，一篇篇文章陆续
见诸报端。想不到，湛江日报竟这样热情地
接纳了我，悉心地扶植我，使我成为“百花”
中的一朵小花，幸运地在这块文学沃土上纷
纷绽放，让我时刻感到温暖和感动。

自然而然，我也成了湛江日报这个大家
庭的其中一员，结交了许多文友，有的就在
附近，有的远在天涯；有的熟识，有的只打过
一个照面，更多的是从未谋过面。不管距离
远近，不管熟络陌生，文学创作这股绳子紧
紧地把我们捆绑在一起，你我的心也彼此连
在一起，互加了微信，密切了我们之间的互
动和联系。

有了微信这一交流平台，我们常常分享
美文佳作，常常交流文学创作经验，常常切
磋文学问题，常常互相请教，优势互补，共同
学习，共同进步。我的文学创作一路上蒙承
这些“高人”的热心指导，越走越顺，也越走
越远。

一日拜师，终生敬爱。从发表处女作那
一天起，湛江日报就成了我文学创作路上一
位最伟大的老师，你不负我，我不负你，相陪
相伴走过了五个春秋。来日路方长，我们将
一如既往地携手同行，共同书写更多更好讴
歌新时代的新篇章。

山稔踩着乡土
在山坡上躲迷藏
山稔子长大成熟了
露出了黑黝憨厚的脸
她的颜值颇高
放牛娃一见倾心
便把她们摘了下来
送给了父亲一个惊喜

父亲把稔子捧在手心
把稔子当宝贝女儿
生怕她们会着凉
便细心地呵护
先让稔子洗个热水澡
再让稔子来个日浴
最终选择了泡酒
这酒叫乡愁酒

红红的草莓

红红的
是春色的艳妆
是诗意的百花园
让多少蜂蝶扑腾翅膀

红红的
是红土地的诱惑
是青春的伊甸园
让多少豆蔻荡漾春心

红红的
是精彩的华章
是喜庆的吉祥地
让多少游人收获快乐

红红的
是美好的愿景
是果农的代表作
让多少平民品尝幸福

我的文学之路
始于湛江日报

□朱景（雷州）

““我和湛江日报的故事我和湛江日报的故事””征稿选登征稿选登

山稔子酒
（外一首）

□吴新龙

温馨提醒：
企业及个人

各类证件遗失，及
时登报声明，保障
自身合法权益。

业务咨询：3336821

咨询时间：
8:00-11:50
14:40-5:30

刊登各类证件遗失

遗失声明
陈岳遗失坐落于廉江县安铺镇新区中

兴二路 45 号的房屋产权证一本，产权证

号：粤房证字第0779707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湛江市黎湛商行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廉江县黎明综合经营部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廉江市石岭镇李客窝村37号102房瘳石其遗失户
口簿一本，声明作废。
●廉江市石岭镇东升农场东升分场十三队32号黄培
浩遗失户口簿一本，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日旭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遗失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2023年8月3日签发的水生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正、副本，证号：粤水野繁育字
2023YG0028号，声明作废。
●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分局民警谭真遗失有效期2021
年3月9日-2024年4月27日的人民警察证，警号：
212022，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遗失《广东省人民法院案款
收据》第五联二份，编号:MA00557103、MA00557250，
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坡头镇蒲埇村61号吴观荣遗
失湛江市坡头区残疾人联合会2019年4月28日签发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残 疾 人 证》，证 号 ：
44080419820820053631，声明作废。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