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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某年父亲节到来之际，我在某报自
己策划的父亲节专题“情暖人间”副刊
上，刊发了小李的随笔《今天，我特别想
念父亲》，该文记叙对父亲——一位农
村小学老师的情感，配发的《黄河，倾诉
不尽的怀念》摄影，头上扎着白羊肚手
巾的陕北老汉形象很有视觉冲击力，多
次曝光使得汹涌澎湃的黄河水与人物
融为一体，仿佛黄河水就是父女间浓浓
的亲情。
小李读之赏之，手摩样报紧紧地贴

在胸前，情不自禁心潮起伏。她自由写
稿多年，小报小刊常有发表，除为表达
和练笔，顺便谋得一份样报留作纪念一
笔稿酬聊以自慰之外，不敢有过高的奢
望，未料，静安的热心读者兼作者老李
通过我写信给她。老李是转业军人，比
小李年长29岁，和其父亲年岁相仿。
看着书信内容字里行间，凝聚着父亲般
的深切情怀，那一瞬，小李思念父亲和
感激感谢李老先生真诚善举的情感，一

并迸发，伴着泪水汹涌而出。
信中，李老先生表达了阅读感受，

羡慕她父亲有这样孝顺的女儿。他说
自己的女儿恰和小李同龄，他对她从小
管教严厉，曾担心孩子长大后对此不理
解。老李与小李同是从小在农村长大，
有共同话题；而军人的素养，一个父亲
的深切情怀无不在字里行间体现。耄
耋将至，孤
独与对儿女
的理解，让
小李体会到
老人的无奈，也更加反思在父亲生前，
身为女儿是否尽责尽孝做得完美。整
夜，她失眠了。为父亲，为写信的李老
先生。
后来小李与李老电话联系，刚好先

生正在学习手机上网，就互加了微信。
他打字虽还不很熟练，速度不很快。但
毕竟也是长年写作，话语来往之间，让
小李感觉到他的乐观精神和幽默睿

智。每隔几天，李老便会发来信息询问
工作生活状况，俨然一位父亲对女儿的
关爱。他每天关注着我微信朋友圈信
息更新，几天看不到，就会有关切的话
语发过来，让小李如沐春风，暖在心头。
某日，李老说：“小李，生活可好？

有需要帮助尽管说一声，别太累了，我
拿你当女儿一样看待……”仿佛父亲生

前的关切话
语，隔空而
至。小李甚
至怀疑，这

就是父亲于天堂对她的惦念不忘，一瞬
间，再次泪涌。她想，在世事浮华的今
天，还有多少人关心你累不累，过得好
不好？那一瞬，真的很想喊他一声父
亲。但小李知道，父亲其实已经不在
了。她感慨，不知是对父亲的思念感动
了上天，恩赐了如父般的本家老先生相
识，还是真的就是某种缘分，让我走在
中年的人生道路上，父亲去世后，依然

能感受到父亲般的温暖关爱。
李老说，如果有机会，望有生之年

能见面认识一下。而小李表示，是呀，
我也多么期盼有一天，老李小李和大
李，能见面共叙友谊，虽然我知道，这仅
仅可能只是一个梦。
小李为了表达对老李的感谢，千里

迢迢发快递捎来家乡特产黑土地有机
无公害新大米，不料，老李家顿时起了
风波。在那袋沉甸甸的大米前，见自己
深爱的家人不理解，老李有口难辩，只
好当场在手机上断了和小李的联系。
我得悉后，遗憾又无奈。疫情三

年，老李小李都挺过来了。最近我擅自
为老李报了平安，小李很高兴，暗暗祝
福他和家人新年安康、生活幸福。

李榕樟小李与老李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海南的清
水湾了。
每一次来到清水湾细沙铺就

的沙滩上，在阵阵椰风和涛声中，
总会看到清水湾拍击海岸的浪
花，一波一波的，不疾不徐地拍击
着平缓的海岸。
第一次来到清水湾的海岸

边，是十多年前受亲和源的邀请，
我们一拨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和
即将退休的文艺界人士，来考察
和体验那时刚刚兴起的养老项
目，前后住了三四天，几乎天天情
不自禁地走到海边去，看海边的
日出风光和绚丽的晚霞，看完以
后，回来的路上，总要兴致勃勃地
议论一番。在众人眉飞色舞地谈
着感受和体验时，我却在一次一
次走近海边时，留神到了海岸上
的浪花。那浪花是白色的，变幻
着千奇百怪却万变不离其宗的形
态，又是不慌不忙、不知疲倦地拍
击而来的。我当时就在内心问着
自己，到过国内的各处海滨，大连
的渤海海滨，北戴河的黄海海滨，
离上海很近的东海海滨，为什么
我没有注意到拍岸的浪花呢？没

得到解答。
一 晃 ，

十多年过去
了，从小在
我家里长大
的外甥女在海南陵水买了房子，
说上海的冬季太冷，邀我们去同
住。于是我们兴致勃勃地去了，
一住下来，既过了元旦，又过了春
节。
住到这儿一看，嗨，这不就是

清水湾嘛，而且离我十多年前住过
的那幢养老体验的高楼不远。不
同的是，十多年前，那幢楼旁边，只
有一幢楼，入住的客人不多。这会
儿，整个清水湾成为沿海一片长长
的景区了。开发出来的小区，一个
接一个，这个湾那个湾，数也数不
过来，数过来了我也记不住。不
过，我连续去了一些小区，有一点
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个小区的配
套设施、生活设施都是齐全的，十
分方便入住下来的客人，采购任
何东西，都像我两次来过冬的外
甥女的住处一样，能便捷地得到
满足。噢，光是清水湾景区，就有
12公里长呢，12公里的海岸线，

12公里的
沙 滩。外
甥女买房
子，作了深
入的了解和

调研，她说清水湾的沙滩，是世界
上三大有名的沙滩之一，另两个
一处是夏威夷海滨，一处是墨西
哥的坎昆。而且清水湾的沙滩，
一点儿不比那两处逊色。相反，
无论是度假的宾馆、连片的别墅，
还是可以鸟瞰大海的高楼，都要
比夏威夷和坎昆的建得更
漂亮、更受欢迎。
住在这里过冬，天天在

晚春初夏般的气温中享受
阳光、海浪、椰风、沙滩，天
天走近海岸边观赏清水湾的浪
花，看那从早到晚24小时里不间
断地拍击海岸的雪白的浪花，我就
在想，这是大海在呼吸，就像人的
呼吸一样，永远在一呼一吸、一呼
一吸。不同的是，随着生命的终
止，人有停止呼吸的那一刻。而浩
浩茫茫的大海，得用博大的胸怀养
育全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呼吸。
和同在贵州当过知青的老范

通话时，我把这点思绪告诉了
他。他却抓住清水湾这一海湾，
给我讲起了往事。他说这地方到
过十几次，但并不是度假，而是作
为国拍的常务副总经理来接手官
司。原来，这里的沙滩，是一片杂
草丛生、土石交杂的荒地，最早的
开发商过来以后，很多项目都因
种种的原因，不是搁浅，就是半途
而废，引发种种矛盾、争执不下。
故而只能委托拍卖行出面，看能
不能通过拍卖，挽回一点损失。

范总说，一有了官司，他就
得飞过来，作调研研究，才
能在充分接触双方以后进
入拍卖程序。他可没有闲
情逸致看什么浪花。
听着范总所说的往事，我再

在写作之余，从高楼上眺望远处
清水湾如诗如画的景致，倾听着
不息的涛声，看白色的浪花徐徐
地拍击着海岸的景致，陡地想到，
海南这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时代浪
花拍击而来，昔日的清水湾才会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
哦，清水湾的浪花，让人看不

够。

叶 辛

清水湾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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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我遇到
不少有学问有格调
的老人，在他们身上
领略到人生的老趣
味和老道理。

吹面不寒，杏花春雨，江南二月，早
春时节。二月初二，开始告别年的喧嚣，
进入春耕的序章。
中国人崇拜龙，龙掌管行云布雨。

二月初二，又有“春耕节”“春龙节”的别
称。中国是农耕社会，这一天的来历据
说和伏羲氏有关，每年二月二要“皇娘送
饭，御驾亲耕”，自理一亩三分地，这一习
俗被后来的帝王沿袭。自唐代开始，在
这一天，皇帝还要率百官出宫到田里松
土、耕地，象征性地参加劳动。皇帝是真
龙天子，亲自耕种，这个日子自然是和龙
相关。
而为什么说是“龙抬头”，究其原因和古代天象有

渊源。旧时人们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二十八组，
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位置，俗称“二十八宿”。农
历二月初二晚上，苍龙星宿开始从东方露头，龙角、龙
的咽喉、龙爪会依次出现，俨然是龙“能幽能明，能细能
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再现，那么
二月初二也被赋予多重含义，称作“龙抬头节”。而从
另一方面来说，“二月二”正是惊蛰前后，气候回暖，百
虫开始蠢蠢欲动，人们自然期盼龙能镇住一切有害的
毒虫，给他们带来丰收。
进入农历二月，百草生发。“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

菜甲一时生。”二月初二是诗人笔下的“挑菜节”。从唐
朝开始，人们就有到郊外去挖野菜，或到园中摘取新菜
的习俗，这样做，一是为了尝鲜，二呢也讨个口彩，“菜”
和“财”同音，意思是发财。这里“菜”的吉祥话和现在
关于数字“8”的口彩都是出于同样的心愿。从经济的
考量来说，从古到今人们都希望能财源滚滚。既然是
发财，二月初二也成为了迎富节。“才过结柳送贫日，又
见簪花迎富时。”如此看来，二月初二是个上好的日子，
它有王者之气，又兼财富的意味。同样是这一天，连平
常的饮食也似乎不那么普通了，吃水饺叫吃“龙耳”，吃

面条叫食“龙须”，吃米饭
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
“龙眼”等，这是对美食的
期盼，也是民俗的传承，我
们在质朴的话语中感受那
份传统的记忆。
东风来做社公，红白

花开似锦，一畦春水辘轳
声。人们把二月初二赋予
美好的寓意，表达祈望丰
收的心情和幸福生活的憧
憬，无论何种变化，内核都
是一样的，向上向善向
美。年年二月初二，江南
江北同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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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大吉 丁旭光 作 春光里 （插画） 郑丽萍

去岁入冬，朋友送来
几盒市场上很少见到的青
绿细长、脆甜可口的沙窝
萝卜。大半个冬天，这些
萝卜与苹果、香蕉、橘子一
起摆在茶几上当水果食
用。春节过后，有客造访，
看到萝卜喜出望外，主动
申请尝鲜。不承想切开一
看，突然发现前两天还好
端端的萝卜原本充盈的汁
水已经枯竭，刀过处棉絮
状的印痕清晰可见，吃起
来味道全然不对。抬头看
了一眼墙上的月历，
始知立春即至，萝卜
转瞬逼近糠不可食的
地步，大自然的造化
之功透出几分玄妙与
神奇。
斗转星移、四季

轮回，时序就这样按
部就班、永不停歇地
运行着。有人欢呼冬
去春来，高歌礼赞绿
意的萌动与生机的勃
发；也有人看到秋风
萧瑟、残花逐水，就失
落地哀叹易逝的流年
和人生的无常。“未觉
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
秋声。”季节的轮替从来不
会因为哪一类生灵的好恶
而发生些许改变，这就是
大自然变动不居、一往无
前的磅礴魅力。
由此想到自己与季节

变化紧密关联的一个生命
体征，愈发强化了这种感
受。差不多有20多个年
头，不知何故，每年一进秋
季，鼻子瘙痒难耐，打喷嚏
流鼻涕，如同感冒一般。
开始没在意，猜想可能是
风寒着凉，后来变成秋天
连续不断的常态症候，才
发觉有点不对头，找医生
一瞧，立马诊断为过敏性
鼻炎。病原找到了，却尚
无良药可治，只能用抗过
敏药物予以辅助性缓解。
对我这个常年不进医院的
人来说，坚持吃药不仅痛
苦，而且还有药物依赖的
担忧，唯一可行的办法就
是尽量减少与过敏源的接
触。无奈蒿草花粉、化学
粉尘弥散于空气之中，人
不能不呼吸，那就只好在

适度增加呼吸道保护措
施的同时，每年盯准立秋
的日期，提前采取外用喷
药的方式来控制鼻黏膜
对异物的过敏程度。几
年尝试下来，差不多做到
了在无须持续服药的情
况下，大大降低发病次
数。这一亲身经历给我
一个鲜明启示，人类和其
他动植物共同生活在大
自然的怀抱，谁也无法逃
避生存环境和自然规律
的无形制约，无论人类有
多么强大的智商和
行动能力，但敬畏自
然、顺应自然、道法
自然的行为准则似
乎不可轻易违背，否
则大自然的惩罚或
许就会如影随形、接
踵而至。

自然的力量神
秘而强大，人类要想
在其中获得良好的
生存与发展机遇，就
必须在深刻认识自
然、顺应规律的前提
下，审慎而又科学地
拓宽自身的发展空

间。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出
现的早期，如果没有与自
然节律保持步调一致的意
识和手段，可能就无法平
安度过那不堪一击的脆弱
童年期。中国先祖有着聪
明的智慧，他们根据北斗
七星循环旋转周期归纳成
二十四节气，这既是先人
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对自然
节律变化的系统观察基础
上做出的经验概
括，也是对因天体
运行引发的时令、
气候、物象变化规
律的科学总结后制
定的行为知识体系。对二
十四节气的掌握与运用，
成就了上古农耕文明的发
展进步，也维系且壮大着
族群的生息与繁衍，影响
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
史，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博
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直到今天，它
们不仅是农业耕种、管理
和收获的重要指南，还是
人类衣食住行等生活调节
的重要参考。从中演变出
来的类似像“白露早，寒露
迟，秋分种麦正当时”“二
月踏草青，二八三九乱穿
衣”“四月芒种雨，五月无
焦土，六月火烧铺”“乌云
山上飞，棕蓑提来披”等民
间谚语，依然在人们日常
生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
指导作用。
尽管现代科技高度发

达，但人类对无限的大自
然包括自身的了解与把握
程度依然十分有限，对太
空更为深入的科学探索只
能说才刚刚破题，巨量的
有关天体运行、地壳运动、
生物进化、气候遽变的奥
秘目前尚无法破解，人类
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
史使命仍旧任重道远。各
种改天换地的狂热行为似
乎都有冷静斟酌和理性克
制的必要，那些与天斗、与

地斗其乐无穷的激
情固然十分豪迈，
但人类每一次脱离
实际、不讲科学、无
视规律的蛮干，都

曾让自身遭遇过种种天
灾人祸的报复性惩处，承
受到由此引发的资源破
坏、环境污染带来的巨大
伤害，其惨痛教训不得不
认真汲取。
自然界是这样，人类

社会亦如此。生老病死、
新陈代谢也是人类生命
和社会进化的常态。最
近圆寂的星云大师谈到
生死问题时曾经说过：生
了要死，死了要生，等于
季节有“春夏秋冬”的循
环，物质有“成住坏空”的
生灭，人生当然有“老病
死生”的规律。所以，代
际更迭同样也是不可抗
拒的客观规律。“人世几
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
流”“长江后浪推前浪，浮
事新人换旧人”，人们大
可不必目光短浅、过于看

重眼前的蝇头小利，因为
没有任何财富、荣誉和地
位永远纯粹属于哪一个
人。无论贫寒富足，还是
卑微高贵，每个人都不过
是历史进程中匆匆的过
客，成为某些财富、荣耀和
地位的短暂享用者而已。
大家既不必感叹岁月的无
奈，因为花开花落纯属时
序的循环；也无须感慨生
命的短促，阴晴圆缺无非
也是自然规律使然。只是
需要在新旧轮替的衔接中
切实掌握好秩序与节奏，
青年人要尊重老一辈，学

习其经验，接续其使命；老
一辈更要虚怀礼贤，热情
扶持青年一代超越自己，
努力攀登未竟的事业高
峰，推进社会后劲十足的
稳步发展。如同季节的转
换是一种自然规律一样，
人类社会的赓续同样也是
一种必然的历史进程，是
一股由深层规律推动的无
法遏制的进化力量。
既然承认生长与变化

是一切生命的不二法则，那
么，我们何不乐观面对，没
必要为季节的更迭和岁月
的流逝发出长嘘与短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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