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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泉河奇观

烟火珠崖

小岛哨所的盆花
■ 倪俊宇

在小岛哨所，在
不盈尺的天地间
灿烂着青春的憧憬
散发着祖国的春意
沿着故乡泥土的香味
你可以走近遍野杜鹃红
和山村的牧笛，或走进
两岸菜花黄和水乡的炊烟……

探家的战士，归岛时
郑重地带上一包
故乡的泥土、故乡的花籽
在大盆小罐中，撒下
殷殷期盼和浓浓情意
从此，小小哨所，便
有潇湘的紫，有岭南的红
有巴山蜀水的白
有闽南桂西的黄……

战士们说，心里贮存春天
海岛就一样有斑斓五彩
在海风与绿叶间，你会
听到春耕时乡亲们的叮嘱
在阳光与花朵中，你会
看见春晖里母亲的微笑……
在战士眼里，在小小哨所
摆着呀一幅祖国的春天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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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庆节，我陪母亲去北京
观看了升旗仪式。

母亲的生活简单而纯粹，每一
分钱都精打细算。我曾无数次试图
邀请她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但母亲总是微笑着说：“孩子，妈
这把年纪了，不想去折腾，省下钱，
你以后用得着。”所以每次的出行提
议都会夭折。然而，当我说出带她
去看升旗时，母亲的眼神瞬间亮了
起来，那是一种久违的光芒，仿佛点
燃了她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期待
与激动在她的脸上悄然绽放，她毫
不犹豫地答应了。

9月30日，我们像是蓄势待发
的旅人，提前为这场夜行军般的旅
程做足了准备。母亲虽然年事已
高，但对于这次旅行的期待，让她显
得格外精神。白天，我们尽可能地
休息，养精蓄锐，因为我知道，这将
是一场对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

夜色如墨，万籁俱寂之时，我们
悄然启程。城市的灯火在窗外快速
倒退，仿佛是时间的缩影，记录着我
们一步步靠近梦想的脚步。母亲坐
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她不时地望向
窗外，仿佛在憧憬着即将到来的黎
明，那份对升旗仪式的渴望如同她
心中的火种，越燃越旺。我轻声对
她说：“妈，您先睡会吧，还有四个小
时呢。”她微笑着点头，那份兴奋与
期待使她睡意全无。车窗外，城市
的灯火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
片深邃的夜空和闪烁的星辰，它们
仿佛在为我们指引方向，引领我们
向着心中的圣地前行。

凌晨4点，我们抵达了天安门广
场，这里早已是一片人山人海。母
亲紧紧拉着我的手，仿佛害怕自己
会迷失在这片人海之中。她的目光
在四周流转，脸上是一种难以言喻
的期待和激动。她曾经在电视前无
数次观看过升旗仪式，但那些屏幕
中的影像远不及现场带来的震撼。
今天，她终于可以亲身体验那份庄
重与自豪。

6点10分，突然，一阵整齐有力
的步伐声传来，打破了黎明前的宁
静。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
伐，从金水桥走出，每一步都铿锵有
力，每一步都凝聚着对祖国的忠诚

与热爱。他们的身影在晨光中拉
长，如同一条条坚韧的脊梁，支撑着
这个伟大的国家。升旗仪式开始
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
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那一刻，广场
上的人群齐刷刷地行起了注目礼，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跟随在那面迎
风飘扬的国旗上。母亲的眼睛湿润
了，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低声哼唱
着国歌。我紧紧握住她的手，感受
到她全身都在颤抖。

升旗仪式结束后，人群开始慢
慢散去。母亲依然沉浸在刚刚的氛
围中，久久不愿离去。她轻轻抚摸
着胸前的围巾，那是一条红色的丝
巾，是她年轻时最喜欢的颜色。她
告诉我，这条丝巾陪伴了她很多重
要的时刻，今天又见证了这样一个
难忘的时刻。

回到家中，母亲特意拿出她保
存了很多年的老相册。她指着一张
在天安门前的照片，说：“这是我年
轻时第一次到北京出差时拍的照
片，当时没能看上升旗仪式，心里一
直留有遗憾。今天，我终于圆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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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二度拜访三亚水南村，发现村
里的旅人更多了，人们在石板路上走来走去，
手里都举着手机在拍照，拍了石板路，拍了村
里人的堂前院后，再拍些村外忙着觅食的鸡
鸭鹅，然后一脸满足地离开。

往村西行走，有一户人家敞了院门，一位
老汉在监督他年幼的孙子写字。

院里有狗，隔着院门就狂吠，老汉呼喝一
声，狗讪讪退去。我隔着院门和老汉聊天，说
说村里的琐事，老人都有记忆。

村里千百年前的事，老汉也就是听说，一
辈人有一辈人的故事，说多了，仿佛就成了历
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原也不过都是山间
村野的传说。但这水南村的故事相对讲究
些，大都有史料为证，也就显得浩大，说的人
腰板也都挺得直。

村里更老的老人说，水南村最早与别的
村庄一样，也都依着乡土的社会惯例，聚族而
居，占据着一方土地。后来，岛外来的人越来
越多，各个姓氏的人于是都混了一村居住。
好在村里壁垒分明，卢、裴、黎、容四家姓氏是
村中的大户，生活习性各有千秋。

裴姓家族算得上是水南村的一方望族，
他们的祖屋“盛德堂”至今仍在，其中存储着
水南村最丰厚的家底——单是这屋里的两位
房客赵鼎和胡铨，就足以让裴家的这幢祖屋
撑起水南村的大部分历史。

裴家的先祖裴闻义的父亲，是唐朝晋国
公裴度的第十四世孙。北宋末年，由雷州太
守改知吉阳军，后来举家迁到了水南村。裴
闻义大抵就是在水南村中出生、长大的。南
宋初年，裴闻义因父亲的功勋而得赐官爵，知
昌化军。裴闻义之子裴嘉瑞也由此推恩，又
得皇恩“荫补”。关于裴家人的故事，老汉总
是数得清楚，因为他是裴家人的后代。

在老汉讲述的裴家人的故事里，我最喜
欢裴嘉瑞的后人裴豫，他生活于元朝，与其先
祖的性情完全相异，他号守素居士，是家族中
的异类，却也是真正洞明世事的高人。他的
行止像陶潜，他也许未若自己的长辈有许多
的钱财和田产，但他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生
活，因为家族素养的熏陶，他精神富足且极具
悲悯心，他是真正的君子。

这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奇怪的特质，裴豫
能从他世代“荫补”皇恩的家族中抽离出来，
其个人的心智应是达到了完全浑圆的状态，
是肉的专一与灵的傲慢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他的感官与心灵是和谐相处的。我觉着他是
真正地酷爱人生，能够看见尘世的成功和失
败的虚空。他的生活随性自然，毫不费力。
因为裴豫，我大致能够明白为何在赵鼎被贬
至崖州时，裴家先人能如此自如地把他接到
盛德堂，而胡铨给裴家祖屋题“盛德堂”这么
一个名字，实在也是取得其所。

裴家人可谓人才辈出，几乎都为饱学之
士，品行高洁。譬如明朝时的裴士龙、裴盛及
裴崇礼，一脉相传，祖孙三代各有千秋。裴士
龙曾被明成祖诏命编纂《永乐大典》。此书编

辑工作自是辛苦异常，且得是博古通今之
人。史料记载，裴士龙做得很好，书编完后，
还得了皇帝的钦点授职。而其子裴盛则是以
高洁人格在千年的历史中被民众传颂。说是
宣德元年，裴盛中了举，这自然是裴家的又一
件锦上添花之事。然而，当时四围乡里说书
的，都不会把这当成裴家的大事，因裴家历代
皆有人才，一个举人是不值得到处宣扬的。
但裴盛当年前往省城参加应试途中做了一件
大善事，因而一直为村里人称道，咿咿呀呀
的，说书人演绎得十分精彩。

当时裴盛行经琼台，投宿于一家客栈，客
栈旁有位八旬老者，从裴盛进店开始就一直
关注，觉着这年轻人面相可信。在裴盛离开
客栈前，老人托他把八十余两白银带给肇庆
天宁寺的某位僧人，说是已有二十多年未通
音信。裴盛揣着这些白银就上路了，其间曾
遇盗贼，好在都及时有人相救。半个月后，裴
盛把八十多两白银如数送达肇庆天宁寺，并
如数交到僧人手上。僧人颇为感慨，称与老
者分别多年，一直以为老人已不在人世，而老
人或许亦未知晓僧人是否还活着，有如此多
不可确知的因素，裴盛若不把银子送来，僧人
也不会知晓有此一事。僧人因此对裴盛大加
赞赏，并取了半数的银两要酬谢他，而裴盛当
时只是淡然回应：“受人之托，安可负之？”

一位幽人隐士，无数品行高洁的族人，一
个家族的门风就这么立起来了。当然，历史
的投掷不会戛然而止，而裴家人的故事也远
未有终，裴盛之后，他的儿子裴崇礼，又于景
泰元年中举，史料里说他“积学能诗，文古有
趣”。当是又一位饱学之士。所以，盛德堂盛
得其所。而我遇到的这位裴家老汉，不过是
一位农人，仍能写得一手好书法。

和裴家老汉一笑别过。我继续往前，寻
找水南村村民黎伯淳的后人。

说起黎伯淳，不得不提卢多逊的诗《水南
村为黎伯淳题》：

一
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
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樽。
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
二
一簇晴岚接海霞，水南风景最堪夸。
上篱薯蓣春添蔓，绕屋槟榔夏放花。
狞犬入山多豕鹿，小舟横港足鱼虾。
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士家。
卢多逊被流放崖州，前往海南岛的一路

一定是充满绝望的。但到来之后遭遇了一些
意外的惊喜，因他所被贬谪之地水南村确是
一处好所在，村庄面山背水，民风淳朴，且崇
尚诗文，自是与这位曾经的宰相心中的想象
有些差距，他的心情也会因此而有些舒缓。
而更奇异的是，一位名叫黎伯淳的水南村人，
一位隐士，竟成了卢多逊的好友，卢多逊甚至
不惜笔墨，为黎伯淳写诗，并称之为“幽人学
士”。不知这位黎伯淳到底是怎样的一位隐
士，能得卢多逊如此看待，想来应是有修为之
人，一位腹有诗书的浪漫主义者。他能以如
此出世的方式来生活，自然有着敏锐的感觉
和爱好漂泊的天性，兴许在物质生活上露着
愁苦，但情感丰富，不愿心为形役。

我还在水南村的水泥路上走着。老了又
新了的水南村，槟榔树长年在村后的园子里
长着，枝叶都繁茂，从季节里显出水南村历史
里的雍容。

走出水南村口时，同行的旅人看了看天，
说，好像要下雨了。我觉着缺憾，若是暮色时
分，兴许能见着王仕熙的崖州八景之一——
水南暮雨吧？他给这暮雨赋了诗：

千树槟榔养素封，城南篱落暮云重。
稻田流水鸦濡翅，石峒浮烟鹿养茸。
明日买山添薯预，早春荷锸剪芙蓉。
客来疍浦寻蓑笠，黄蔑穿鱼酒正浓。
王仕熙是公元1329年被贬谪到崖城的，

裴豫以隐士之身在盛德堂接待了他。王仕
熙与裴豫的相遇，是水南村之幸。王仕熙写
过不少关于崖州的诗，语境都明朗，显见得
是个豁达之人。诗中提及了千树槟榔，郁郁
葱葱，槟榔树的形体都美，亭亭玉立，总有
女子的姿态。如今，水南村里的槟榔树依
然千树万树，不知其中是否有王仕熙诗中
的那些？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槟榔树依然是水南
村里最好的风景，雨打槟榔枝叶的意境向来
是文人墨客喜好的，譬如时任崖州学正的郑
懋昌，就看了雨中暮色的水南村后，一时兴
奋，写下了这么一首七绝：

水浒村南隐暮鸦，近溪茅屋傍渔家。
夜来雨过疏藤响，滴落槟榔半树花。
这情境，端的是一幅人间诗话。

万泉河是一条绿色之河，以自然生态之美而
闻名。万泉河享有阳光、雨量充足之得天独厚条
件，沿岸植被丰富，被绿色所覆盖。上游河段，河
床狭窄，两岸峰连壁立，尽是蓊翳苍茫的原始森
林。中下游河段，河面渐次开阔，两岸平展，椰树、
槟榔、海棠、苦楝、母生、古榕以及叫不出名的高大
乔木，成行成排耸立，还有万千竹篁相拥成笼，更
有万绿丛中怒放红花的木棉，构成南国独具特色
的亮丽风景线。

万泉河两岸丰茂的丛林，以其浓重的绿色，把
清凌凌的河水，也染成了绿色。可以说，绿是万泉
河的生命原色。而万泉河从五指山蜿蜒而下，穿
崖削壁，过岭跌谷，一路走来，沿途留下不少急流、
险滩、深湾、峻岭、飞瀑、岛屿、沙滩、石沟等自然生
态奇观。

◎石片沟奇石

在万泉河上游，在名叫烟参至乘坡五六十里
的河谷中，险滩竟达五十多个。上世纪70年代中
期，国家在牛喉滩峡谷中建成一座巨型大坝，将万
泉河拦腰截断，水位暴涨，把上游数十公里河道区
域，变成一个浩瀚的大湖。它展现在人们面前的
不再是那种“急流如泻，猛浪狂奔，声如狮吼”的峡
谷河道景观，而是“水绕山转，浪拍山尖，碧波万
倾，水天一色”的大湖画卷。这就是现在已开发为
旅游胜景的牛路岭水电站“万泉湖”。

在万泉湖之西北，有一条流水潺潺流入万泉
湖的河沟，叫石片沟。沟因石而名，沟中全是石
头，可以说是万泉河石的总汇，是石的博物馆。什
么形态的石都有，其石之奇，石之怪，让你观之，迷
醉得神魂颠倒。这一沟石头，随势赋形，各取姿
态，或竖或卧，或歪着躺，或斜着插，有的突怒偃
蹇，有的岿然相拥相叠，有的从沟岸破土而出，伸
展成巨幅的石壁，凹潜于沟底又裸凸于水面。沟
中的石，多为赤褐色，也有铁乌色和灰白色。其石
大小不一，姿态各异。沟中有一堆堆一摊摊的鹅
卵石。这鹅卵石，浑圆滑润，无缝无穴，无棱无角，
一色的朗黄，明丽得令人叫绝。

这一沟的石头，看似乱得一塌糊涂，却隐含着
一种自然律动节奏之和谐。沟水在这种错乱排列
的石块中，左奔右突，激越飞蹿，跳跃冲撞，水花飞
溅，便有不绝如缕的“咧咧”水声，如琴弦韵律。石
本无言，但这一沟石头，却在山沟中创造出一个神
秘而充满生机的浩浩然野性之奇观。据说这沟
中的石头，是由于山体滑坡，从沟顶白马岭上（一
半在琼中，一半在琼海）滚落下来，从而成为一条
石沟。

◎合口咀奇观

“合口咀”，也称“合口嘴”，它位于万泉河中上
游琼海境石壁墟之上七公里处。它是万泉河两源
两水流到此处合流而遽然创造出独特的自然奇
观。据资料记载，海南岛的地势，由五指山、黎母
山脉依次由西向东延伸递降。万泉河上游，南北
两水，从五指山、黎母山分流向东而下。

由于海南地势西高东低走向，两水在上游群
峰山谷中弯弯转转，渐而走近。南流流出烟园，便
进入旧乐会县境，俗叫“乐会水”，然后下毛榴、毛
野园，加朗田、粉车、山荫口等，最后在坡寮河段，
同北流合汇。而北流则在船埠进入旧定安县境，
俗叫“定安水”。该水从船埠下双滩、峻口、劳牛
沟、龙界滩，最后在长力河段，同对面坡寮河段的
南流合汇。当地村民说，南北两水，在烟园与船埠
之间，尚隔十余公里，当南流下至山荫口，北流下
至龙界滩之处，两流已走得很近，仅隔二三百米，
两水中间夹着凸起一个高约一米宽约二三百米长
满水柳等灌木丛林的沙堆（也叫沙洲）。这个沙堆
向下延伸约一公里，便戛然而止，收缩成一个呈U
形半圆形的沙堆堆头。两条溪流就在这个不再延
伸的沙堆前合流，融汇为一。这就是闻名的“合口
咀”。

南北两流合汇之处，在两流共享的天晴日和
自然条件下，两流合汇之水，是静态的，是融融泄
泄的流态。然而，在气候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便呈现一种独特自然生态奇观。奇观之一，
两流相撞相搏，击浪排空。每当南北两流上游流
域，连日暴雨，两水一同暴涨。浑黄的“山捋水”，
势如奔马，从暴涨扩大了的河道奔涌而下，直冲

“合口咀”，便形成两股激流相冲、相撞、相搏、相击
的气势，击起一股股升空的水柱，溅起一朵朵白色
的浪花。那溅起的浪花，从半空跌落下来，又化成
咆哮的水流，翻滚着旋转着，前冲后撞地向下流而
去。这种场面，撼人心魄，蔚为壮观。奇观之二，
两条溪流，时而出现一涌一静、一浊一清、一黄一
蓝的奇特景观。

万泉河两流上游山区流域，时有风云变幻，时
有南流上空黑云密布，暴雨倾盆，而北流上空却阳
光灿烂，一片蓝天。时而又北流上空黑云密布，暴
雨倾盆，南流上空又阳光灿烂，一片蓝天。这种两
水一边雨一边晴，一边涌一边静，一边浑一边清，
一边黄一边蓝的流态，组成一幅壮丽的自然画卷，
令人叹为奇观。

风赶着湖水奔跑
蝉的声音落在荷叶背面
温柔下来的阳光
狂欢之后微醺的模样

在旷野放牧的风
举起越来越倔强的柳条
沿着山坡开始作画
偷窥的蝴蝶将色彩奉献

大地逐渐被一种温度包围
白鹭沿着清瘦的江水
将倒影拓印，灵魂栖息
云朵跟着远行

◇丰收的秋

仅存的一片稻田
盖在村庄瘦弱的肩上
把春天和秋天串联在一起
诗歌搬运于田埂
青蛙摆好姿势，迎接
月亮的优美

蒲公英白色种子
被燕子背起来
老屋檐干燥的巢穴里
反复孵化着心事
在临近黎明时刻
顺着温柔的露珠流向远处
丰收一些什么呢
这厚重又起风的秋天
诗歌与玉米一样
袒露于这片蓝色的天空下

秋思（外一首）

■ 朱俊

白露帖
■ 张文美

它们是天上跌落的星星
迷恋人间的秋色
流连忘返，彻夜未归
在晨曦中闪耀着晶莹的光芒
被草尖颗颗串起
像一链链晶莹剔透的珍珠
挂在秋天的胸前
失眠的花朵
与秋风说起了情话
泪痕未干到天明
谁用这钻石般的语言
为故乡书写出清新的诗篇
谁又用薄雾笼罩的轻纱
温柔缠绕丰收的图景
我的母亲正从田地里归来
裤脚已被露珠打湿
她手里的那把旧镰刀
蘸着露水磨得雪亮

万泉河。蒙钟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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