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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挡浪岛
	| 周阳阳

挡浪岛是适合解压的绝佳圣
地。我们是到了长岛以后被好客的
岛民“安利”的，有着长岛所有特
色景观却可以半天就逛完的浓缩型
景区。

一开始，我们是奔着长岛去的。
前一晚买好船票，一行人一大早就
到了蓬长客港，却硬是被乌泱泱的
人群逼得改签了时间，以至于后来
登岛已经蹉跎半日，想要游完长岛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烈日的炙烤
下无奈听从当地人建议，选择了人
少的挡浪岛景区。

搭乘空调早已开好的商务车，
热到黏腻的我们找回了开始游玩的
欢快，和司机师傅攀谈了半小时后，
我们来到了位于长岛北的一处海
岸。一行人看着潦草的景区以及简
陋的售票厅后心凉了半截，便对司
机师傅口中“可以三五个小时走完”
的小岛不抱多大的期待了。可随即
而来的二十多分钟登岛快艇一下子
把我们的激情点燃了起来。

在小小的码头上我们坐上了
免费的汽艇，开始了我们的登岛之
旅。随着发动机轰鸣声响起，船头
高高地昂起，巨幅蓝底海面上顿时
激起了衮雪般的浪花。望着远处的
灯塔，一时间我竟恍了神，那白红
相间的色彩在一片湛蓝中竟那么遗
世独立，宛若精诚的女将面露庄重
守卫一方海域，又仿佛出水的龙女
瞭望尘世的喧嚣。汽艇行至一半，
忽在海上盘旋，拉回了云游的思绪。
一群海鸥在天空中盘旋而来，在我
们的头顶上恣意啼叫，似在感谢我
们扔向空中的火腿肠，导游般地讲
述着关于这片海那座岛的壮阔与优
美，可惜我听不懂，仰头却见它们

结实的翅膀竟然还有着黑边的勾
勒，真美。汽艇缓缓降速，在岛的
压迫下，汹涌的浪花瞬时化作一条
柔美的水带，冲向岸边又融入大海。

一行人开心地冲出码头拥抱小
岛，第一眼便被玲珑的圆石所吸引。
那铺满整个海岸的卵石在阳光的照
耀下，五颜六色闪烁着柔美的光芒。
孩子们在大人充满关怀的呵斥声
中，义无反顾地扑向海滩挑选心仪
的最美石头，海浪冲刷着衣裙，偶
尔几丝海草调皮地摇曳在孩子的脚
边，又被海浪远远地带走。可哪里
又有最美的石头呢，这里的每一颗
石头都被大自然赋予了独一无二的
色彩和花纹，就连圆润的程度、大
小都无一雷同、恰到好处、独具风
骚。孩子们开心地认真挑选着，每
个人都觉得自己捡到的最美，不知
不觉大家的小桶都满到放不下了。

“我们给这些漂亮石头造个家
吧！”带着孩子们顺着石滩而下，
我们走到了卵石的尽头——海边，
一颗颗可爱的石头挤挤攘攘一直延
伸到海里，直到我们看不见。

将小桶里的小可爱们安顿回海
水里，我是废了一些口舌的，我不
忍看到这片还未被大众所侵略的小
岛，也如月牙湾一般彩石散尽失去
往日的辉煌，我想守护住它，就像
守护我可爱的孩子，尽管我知道终
有一日他会长大也会离我而去，可
这份美好我想让它久一点。

顺着海岸线环岛而行，有一处
横亘在这座小岛与对面海豹礁之间
的交汇线让我顿感大自然的神奇。
随着海风的吹拂，两边的海浪互相
拍打，急急忙忙地奔向对方，又依
依不舍地撒手远去，颇像一对相爱
相杀的欢喜冤家。

中午安置好睡着的孩子后，我

和爱人开始了二人环岛。如果说初
见时是旖旎与秀美，那徒步环岛见
到的便是雄伟与壮阔。随处可见嶙
峋的怪石，在大自然的冲刷下，姿
态各异，海枯石烂、麒麟送子、鸿
运当头、金蟾纳财……一路拾级而
上，步步高升，狭窄的石阶仅一人
可过。开阔处却无路，只能互相搀
扶着、踩着破碎的礁石艰难前行，
偶见退潮后礁石间的浅滩里小小的
寄居蟹龃龉前行，又见指甲盖大小
的螃蟹密密麻麻。踩在斑驳的礁石

上，我深深地感觉到了这岛的富
饶，遍布礁石的竟然是大大小小的
生蚝，放眼望去满目皆是。脚踩生
蚝我深感暴殄天物，可除此之外已
无处下脚。行至高处，放眼望去，
点点礁石散布在海里打破了这片完
美的蔚蓝，无垠的大海与浩瀚的天
空一直延伸，直到茫茫然汇成一片。
开阔的视野让我平日里绷紧的神经
顿时松解开来。

“啊——”我不禁大声呼喊，
所有的烦恼都随着我的声音飘向远
处，散尽在这片茫茫的海里，丈夫
也随我一起喊了起来，一时间天地
间仅剩放空的两人。

转过一座山，眼前豁然开朗。
海边的石阶上白色的遮阳伞点点棋
布，伞下是悠闲的人们，或在躺椅
上吹着海风小憩，或在秋千上摇着
说笑，石阶下的海边，有着这个岛

上唯一的海上项目——海上自行
车。仅凭人力，两人合作踩脚踏板
才可在海上悠然前行，好不惬意。
因是门票包含的项目，我和丈夫也
体验了一把。两人蹬过不过百米，
望着荡漾的海波和一望无际的海
面，我的内心不由得激发起一阵恐
惧。在我的央求下，本想蹬着车去
对面不远处小岛的丈夫无奈和我返
程，大自然以其特有的威严让我敬
畏。登陆后我依然心有余悸，此生
怕是无法征服大海了，在丈夫的戏
谑下，我懊恼地转身继续向前走去。
行至开阔处，矗立的石笋上刻着“珍
珠门”字样，踏过此门，此次环岛
也画上了句号。远处小山丘上的灯
塔和海草屋我并未打卡，时间太久
怕孩子起来找不到我们哭闹。

回到圆石海滩，大潮已退，婆
婆也已带孩子去赶海。远远望去，
大家提着五颜六色的小桶，在夕阳
的照耀下，身上笼罩着一片橘红，
脸上尽数洋溢着收获的喜悦。而一
开始海浪交汇的地方退潮后形成了
一条通往对面海豹礁的路，大家
三三两两涉水过去，只为能成为得
见野生海豹上岸歇息的幸运儿，而
成群的海鸥此时也结束了一天的

“工作”，聚集在海豹礁上等待海豹
上岸后分享一天的见闻呢。

天色渐暗，孩子高兴地跑过来
和我分享赶海的成果，一只海参、
不计其数的小螃蟹、寄居蟹、扇贝
几许……

乘着汽艇，带着赶海所得我们
开心地与这座小岛告别，除了岛民
赠送的清蒸自产海鲜没有滋润我们
北方的胃以外，一切都是意外的美
好，是一座让我惊喜的低调质朴的
小岛。

行走在安顺
	| 王征征

从西安至安顺列车外的风景还是
很美的，特别是汉中那一段，林木葱
葱，云绕高山。列车过了乐山明显感
觉到山丘多了起来，虽不高大陡峭，
但连绵蜿蜒，林木也高大茂盛。沟壑
就有了很多，沟壑的夹缝就有了潺潺
的流水，好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

安顺的气候很是宜人，温度显示
19 摄氏度。我们的住所可以看到近
处的山，感觉大楼就被群山包裹着。
由于前一夜的小雨，山上云雾缭绕，
如临仙境。

早上我们的安排是龙洞，大家满
怀期待，孩子却是毫不关心此次的旅
行，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一
路上全部是起伏连绵的山丘，但都不
是很高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里的
农作物竟然也是玉米，这令我很难理
解。

路上我们经过了很多寨子，寨子
都是新修建的，门框顶上悬挂的木制
面具提起了我的兴趣。他们大多是一
些怒目圆睁的面具，口中插了一把木
剑，问了几个当地人也没能说出历史，
这样的面具让我想起了傩舞。

今年贵州的所有景区门票都是半
价，黄果树瀑布人山人海，所以我们
果断放弃。龙洞还是小有特色的，印
象最深的就是飞龙瀑布，瀑布不大但
很是壮观，水汽腾腾，怀里的孩子很
喜欢水汽扑面而来的感觉，高兴得手
舞足蹈。

由于往返路程太长，又带了孩
子又带了推车，我们仅在龙宫游玩了
一个地方，便又坐船返回。真正应了
那句排队两小时，坐船十分钟。但这
十分钟的旅程，却让人真正地感受到
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龙宫的入口很

窄，加之过往的船只很多，时不时有
相碰的船只，许多入口只容得下一条
船通过，这些船夫彼此都有了默契，
进出还算流畅。龙洞里面的钟乳石仿
佛一条条巨龙腾空而起，又似万千利

剑从天而降，加之灯光的映射使得龙
洞更加美轮美奂同时又添加几分神秘
莫测。面对如此美景，有人惊叫连连，
有人惊奇赞叹，有人小心翼翼，总之
所有的等待在美景面前都是值得的。

次日，我们便去了武庙文庙，尽
管网上说的非常惊艳，并没有太多的
感觉，总感觉商业化太严重。我倒是
对儒林路民国时期的木石结构房屋很
感兴趣。大多房屋的屋顶已经坍塌，
房屋歪歪斜斜，但也正是这种随时光
自然老去的容貌，带我们穿越时光，
领略着老安顺原汁原味的生活。儒林
路的青石板路面很有意蕴，加之细雨
飘飘，行走其中，宛如画中一般，使
人不由得想起戴望舒的《雨巷》。对
于这样临近消失的房屋我总是心生遗

憾，无论科技如何发达，无论我们的
复制能力如何优秀，终究无法复制出
古老建筑的韵味。

房屋大多双层结构，除去底部青
石做地基，全部采用木质结构，由于
多雨的缘故，屋顶坡度很大，瓦片密
密麻麻，窗户很小。由于整体维修保
护，未能通过楼梯进入二楼。我曾进
过他们居住的屋子，屋子很小，且通
风性极差，但对一辈子住在里面的人
来说，那是一种情怀的延续。当地卖
汤圆的老板说，先前他们总是一楼经
营买卖，二楼住人。如今对整条街进
行保护，他们住进了楼房，老板说着
也是一脸不舍。

老街口围了几个老妇人闲聊，他
们说着一些听不懂的当地方言，每个
人手里都夹着纸烟，闲聊中便有烟雾
吐出，看起来很享受此刻的生活。

玩是玩过了，不过安顺的美食我
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晚上我
们相约去了太和街最古老最“苍蝇”
小馆。这里我要推荐几个，虽然我吃

不习惯，但这些都在当地小吃中有很
高的评价。

程汤圆（四十年老店），我觉得
和西安的汤圆差不多，但他们的汤圆
馅总是很少，吃后感觉吃了一口面疙
瘩。这里最有名的是他们的肉汤圆，
我总觉得肉汤圆不就是饺子吗？

杜记红祥破酥包，其实就是一种
包子，整体以甜为主。第一种付油包，
吃这种包子就是一种挑战，他也是安
顺的特色。他的馅料主要是肥肉和白
糖，吃起来甜腻，入口却没有肥肉的
油腻，值得一尝。第二种便是三鲜包，
不是素三鲜也不是肉三鲜，而是用豆
沙和鲜肉为馅料，也是值得一尝的。
红糖洗沙花卷也是一大特色，吃起来
就是花卷里包满了豆沙。

丕敏小锅凉粉。这个感觉是热炒
的凉粉，放进砂锅里，里面有一些咸
菜，味道还不错，可以尝试一下。

豆花面是一种用比较硬的面条
煮制，汤汁为豆花一类的汤汁，汤面
上放一大块豆花。旁边配一蘸料，主
要还是以辣椒为主再加以瘦肉和薄荷
叶。食用方法因人而异，最正统的方
式是挑出少许面条放入蘸碗内，然后
再放入一块豆花，夹上里面的佐料，
一气全部入口。面条韧劲十足，豆花
松软爆汁，辣椒爆辣口腔，薄荷叶清
凉爽口，千奇百怪之味一起涌来，最
后一口豆香味十足的清汤入口，简直
人间值得。

旅行是很累的一件事，但旅行的
意义在于教会我们欣赏，学会了面对
一切突如其来事物的应对，更理解了
生活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

在欣赏美景的路上，感受不一样
的风土人情，也是对自己心灵的又一
次净化。

家乡秋来家乡秋来
金叶香金叶香

	| 王占勤

老家在烟区，家人是烟农，金叶是炕
熟的香烟叶。

开春，爷爷就把烟籽培育袋抽在腰间，
他要用身体的恒温把烟种暖热唤醒。

父母则迎着料峭的春风，在寒冷的自
留地里支起拱形塑料棚，为即将苏醒的烟
籽建好温床，铺上被褥。

村东头小河里的水彻底融化了，全家
人就钻进塑料大棚，把一垄垄待字闺中的
烟苗荫好水、切成块儿、小心翼翼地搬上
架子车运往大田。

亲戚邻居齐上阵，大家浇水、栽种、
埋土……学校也会专门放两天假，让小孩
回家帮忙搬运烟苗。

栽进大田里的幼苗虽然孱弱，却寄托
着一家人的期望。在爷爷和父母的精心呵
护下，烟苗们晨迎朝阳，暮泽雨露，一点
点开始长大，爷爷眼里的火花随着烟苗的
长高，开始闪烁起来。

炙热的七月，田间被火辣辣的太阳烤
得像蒸笼。父亲偏要选一天中最热的午后
去地里刷烟。他说，此时的烟叶被毒辣的
太阳晒得蔫不拉几，刷烟和搬运时不易被
碰伤。

于是，一家人就顶着大太阳来到田间。
父母在前面刷烟叶，我们则把烟叶搬运到
地头的架子车上。  “都慢点跑，别把烟棵
撞折了……”虽然父母不停地吆喝，可是
我们却总是想着尽快把车装满，尽快逃离
大太阳地儿。

“苗是金，管是银，炕房是个聚宝盆。”
烧炕烤烟不只是苦差事，还是一项技术活
儿。每次装完炕，爷爷便亲自上阵。他隔
半个小时就要观察一次炕屋里的温度计，
还不时进去摸一下烟叶的筋脉。炕屋内温
度最高时能达到六七十度，爷爷每次出来，
都像刚淋过大雨一般。

出炕了。一家人摆成一条长龙，把一
杆杆金澄澄黄灿灿的干烟叶，从炕屋里往
外递，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喜悦，那种
开心，根本掩饰不住。

解下烟叶，分拣、打把儿，绑扎成捆，
送往烟站。一捆捆的金叶，就是一沓沓的
钞票，更是一阵阵的欢声笑语。金叶丰收
了，乡亲们有钱了，于是，村子中央的戏
台上也开始热闹起来，请的可是省里有名
的越调剧团。大戏一唱就是三天，比过年
还热闹。

又是一年秋风至，又是金叶飘香时。
身居城市的我，突然就想起了家乡，想起
了爷爷和父母，想起了抽着自家烘烤的烟
叶的乡亲们。此时，村中央的戏台上，一
定又唱起了大戏，乡亲们一定在谈论着丰
收，交流着幸福，畅想着未来！ 

一生的灯塔
	| 景冬阳 

家长群里又开始活跃着班主任们
的各种通知，此景让我想起了一位对
我影响至深的班主任——李柳娜老师。

李老师是我高中一、二年级的班
主任。她温柔美丽，气质大方，总是将
那乌黑的秀发扎成一个马尾束在脑后，
弯弯的眉毛下有一双明亮如星辰的眼
睛，嘴角两个小小的梨涡笑起来若隐
若现，言语轻柔宛如春风拂面，同学
们都特别喜欢她。

李老师教授我们化学课。她常常
巧妙地运用生活中的实例来给我们剖
析那些枯燥、抽象的化学知识，常常
令我们惊叹于“哦，原来是这样啊”。
她以充满趣味性和实用性的授课风格
使得我们班的化学成绩一直在学校名
列前茅。

李老师在管理班级方面有其独特
的“秘籍”，尤其是她的“座位策略”。
80 后的我出自农村，那时想去城区读
高中可谓难于登天，然而那一年母校
破天荒地招收了一半数量的农村学生。
最初，城市与农村学生之间有着明显的
界限。课间休息时，城市学生成群结
队，而农村学生则各自为政，互不干扰。
李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利用
一切空闲时间与同学们交流，了解情
况，最后发现我们无法融入彼此的圈
子是因为城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存在着较大差异，缺乏共同爱好和话
题。于是，李老师迅速制定了一个“城
乡融合”的调座位方案。城市和农村
学生互为同桌，每月轮换一次，且每
次不能与上次相同。此外，她还专门
为我们上了一堂“融合教育课”。至今
我仍记得她所言 ：“你们知道哪个时期
建立的友谊最深厚吗？那就是高中。
你们在一起奋斗，共同经历风雨，冲
刺高考，这个时期你们的友谊是最坚
定的、最珍贵的……”事后证明，这
样的策略很成功。城乡学生成为同桌
后，逐渐了解了彼此，大家相互学习，
共同成长，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由于高一的成功融合，从高二开
始，李老师把重心放在提高成绩上，
将我们的座位方案调整为“成绩互补”。
这一策略要求学生自己寻找同桌，标准
是互帮互助，不限制男女生同桌。这样，
每位同学身边都有一个在某门学科上
比自己强的“学霸”，大大激发了我们
的学习热情。那时候，学校的前十名
大多出自我们班。

李老师擅长润物细无声地鼓励学
生，我就是特别受益的那一位。有一天
中午，李老师看大家吃完饭后都无睡
意，就在教室里放了一首《梁祝》，让
我们感知音乐的魅力。当听到欢快的
音乐时，她点名让我来说一下我想到
了什么画面。我说 ：“我看到了一片花
海，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田埂上跑着笑
着，蝴蝶萦绕在他们头顶上，天蓝云
白，空气是那样清新……”李老师夸
我悟性好，听出了音乐的意境。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就像拈花而笑的迦叶一般，
心中甭提多高兴了！后来，在她的鼓
励下，我还在学校的跳高、跳远比赛
中拿了名次。毫不夸张地说，我人生
中大部分的自信建立都源于她那时的
夸奖和鼓励。

再说一次烛光晚会。一天晚上，
我们全班围在一根蜡烛下畅谈理想。
前半部分大家都说自己想成为科学家、
画家、舞蹈家等等，轮到一个男同学时，
他站起来说 ：“我长大后想当村长，为
城里各大超市供应蔬菜，把我们村的
菜全卖出去……”他话音未落就引起
了哄堂大笑。李老师立刻严肃地说：“同
学们为什么要笑？这个理想具体而实
际，还有为全村人着想的胸怀，这不
伟大吗？只要我们秉善良走正道，依
靠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做贡献，这样的
理想都是伟大的！”教室里一片寂静，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人嘲笑过别
人的理想。

李老师还经常做好事不留名。她
会不动声色地对特困生进行照顾，悄
悄塞给他们一些生活用品和衣服，还
帮生病的学生垫付住院费等等，她就
像慈母一样，为我们遮风挡雨，看护
着我们慢慢长大。

李老师，就像我生命中的灯塔一
样，不仅传授我们知识，还教会我们
做人的道理，用鼓励和帮助牵引着我
们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