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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亚 河 是 三 亚 人 的 母 亲
河。她日夜流淌哺育着两岸
的人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的
三亚人实现梦想，记录着三亚
这个小渔村演变成国际旅游
城市的前世今生。这条悠悠
流淌的三亚河已镌刻在每一
个三亚人的心碑上。

悠 悠 流 淌 的 三 亚 河 是 儿
时的游乐天地，是孩子们玩耍
的天然所在。小时候，我们兄
妹仨随父母居住在月川附中
（现月川小学），我家的灶屋就
建 在 三 亚 河 畔 高 高 的 岸 堤
上。我每天醒来都会跑到堤
上，呆呆地凝视着这条波光粼
粼的三亚河，期盼着假期的到
来。那时的三亚河河面很宽
广，水也不深，望眼过去感觉
好渺远，自然成了孩子们的天
然娱乐场。终于等来了假期，
孩子们三五成群蜂涌着奔向
三亚河，他们有的打水仗，有
的游泳，有的捉鱼拾贝。因为
父亲不许我们下水，我和弟弟
只 能 在 河 边 捉 螃 蟹 逮 跳 跳
鱼 。在欢快的嬉闹中在欢欣
的收获里，这条悠悠流淌的三
亚河完整地陪同我们度过了
无忧无虑的童年。

十七岁那年，我考上了崖
县 中 学 ( 市 一 中)。 学 校 紧 挨
着三亚河，通至学校大门的那
条红土路就像三亚河的大堤，
朝夕与河为伴。那时已经恢
复高考，高考成了同学们实现

梦 想 实 现 人 生 价 值 的 独 木
桥。学习是同学们的第一要
务。而这条悠悠流淌的三亚
河成了青春少年的放飞地，承
载 着 我 们 走 向 梦 想 的 方 向 。
早晚或者饭后，同学们漫步在
校道边，河堤上，大声大声地
背课文背单词，声音抖落在河
面上会荡起碎碎的浪花，浪花
很美！一苒又一苒，学子们踩
着这条悠悠流淌的三亚河走
向诗与远方。

这 条 悠 悠 流 淌 的 三 亚 河
为 人 们 提 供 了 丰 盛 的 海 产 。
在 那 个 物 质 缺 乏 的 年 代 ，海
产 品 成 了 三 亚 人 的 重 要 食
物 。 白 天 ，渔 夫 带 着 渔 网 一
头 扎 在 岸 上 ，另 一 头 带 扎 在
有 胸 口 深 的 水 里 ，然 后 游 水
至离网有五十米开外的地方
用 竹 杆 拍 打 水 面 ，随 着 声 响
受惊的鱼儿都争先恐后往前
方逃窜，很快就撞上了网，有
的 在 网 上 挣 扎 着 ，有 的 飞 越
过 鱼 网 。 远 远 望 去 ，好 似 一
条 上 下 翻 动 泛 着 白 光 的 银
线 ，特 别 扎 眼 。 半 是 海 水 半
是 鱼 ，只 要 一 网 鱼 就 把 那 个
大鱼蒌装得满满当当了。有
一 天 中 午 ，我 和 二 弟 趁 着 父
亲午休，悄悄地带门出去，拿
着饭罐突向河边。一个捕鱼
伯 伯 在 拍 水 赶 鱼 ，我 们 站 在
岸 上 ，只 见 一 群 群 鱼 不 断 往
网 上 撞 ，有 的 乱 了 方 向 冲 向
岸上，蹦跳着。鱼很大，有成

年 人 手 臂 般 粗 ，我 们 帮 着 解
鱼 ，把 一 条 条 生 猛 的 鱼 丢 到
岸上，网扯破了，手被鱼刺扎
破 了 也 全 然 不 顾 ，那 兴 奋 的
劲儿就甭提了。等收完鱼收
好 渔 具 ，捕 鱼 伯 伯 笑 容 可 掬
地 拍 拍 我 们 的 小 肩 膀 ，然 后
装上满满的一饭罐鱼让我们
带回家。我们带着胜利品欢
呼雀跃地回家去。晚上也是
捕 鱼 的 好 时 光 。 晚 饭 后 ，待
月儿升起，人们就聚到河边，
一根根竹杆牵着一个个圆渔
网 ，上 面 均 挂 着 一 盏 煤 油
灯 。 把 网 置 入 水 中 ，鱼 儿 就
冲着灯光来，不一会儿，提起
竹 杆 ，大 鱼 小 鱼 螃 蟹 小 虾 挤
满 了 网 兜 ，这 叫 灯 光 鱼 。 我
有一位谊伯，是月川人，每次
去 打 灯 光 鱼 都 满 载 而 归 ，而
他 经 过 我 家 时 ，都 会 留 下 一
脸盆的鱼虾。鱼虾太多吃不
完，只好剁碎喂鸭了。

这条悠悠流淌的三亚河，
是 一 部 史 书 ，记 录 着 三 亚 的
变 迁 和 发 展 。 半 个 世 纪 前 ，
三 亚 市 区 只 有 一 条 路 ，就 是
现 在 的 解 放 路 ，从 崖 县 县 委
( 现 三 亚 市 委) 门 口 一 直 到 三
亚 中 心 医 院（农 垦 医 院），路
宽 不 过 六 米 ，两 旁 是 银 白 色
的 沙 滩 。 马 路 边 ，都 是 些 低
矮 的 砖 瓦 房 和 茅 草 房 ，电 影
院 和 百 货 大 楼 ( 也 就 三 层) 就
是响当当的高大建筑了。在
市 区 ( 原 三 亚 镇) 半 个 镇 的 居

民共饮一口井，井址在现今的
第一农贸市场。人们生活很
是艰辛。桥也只有一座，就是
现在的三亚大桥，经过两次扩
建和多次装修，才有现在的样
子。桥下是一些破旧不堪的
小渔船，人们吃喝拉撒都在上
面。河两岸是一些支着木桩
上面用木板铺盖而成的木屋，
很透风，台风一来板屋往往被
吹散了架。那是疍 家人的房
子，他们以河为伴，以海谋生，
记录了疍家人闯海的辛酸史。

改 革 开 放 的 春 风 吹 醒 了
三亚这块热土，经过几十年来
三亚各界的共同努力，北纬十
八 度 的 阳 光 变 得 夺 目 耀 眼 ！
站在鹿回头山顶，美丽三亚尽
收眼底，凤凰岛停靠着万吨邮
轮，一个个精品小区散落在花
红叶绿中，一座座大厦矗立在
万绿丛中，水绕城转，城在水
中 ，城 在 绿 中 。 每 当 夜 幕 降
临，随着桥上华灯亮起，两岸
楼宇饰灯闪烁，三亚河倒影了
另一个多情浪漫的三亚，灯光
把三亚的街市勾勒得美仑美
奂，憾动人心。

四十年的变迁，三亚已不
是那个从前的三亚，不再是那
个破败不堪的小渔村，她实现
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华丽
转身！而不变的依然是那条
悠悠流淌的三亚河。

悠悠流淌的三亚河，我心
中的母亲河！

月亮在我们中间升起。天上的光
亮，搓目光成影子，磊落，又神秘。

中秋之夜，我没有听到月光瑟瑟
的呻吟声，也没有听到桂花飒飒的碰
撞声。

但听到一些来自海底的持续不断
的声音，高低不一，长短各异，把握不
住，似是而非。

这些声音中，似乎有无数暗物，快
速蹿动。

秋林无语

所有树木都不需要再次确认。
它们何其相似。
仿佛合一的树下，鸟儿低头觅食，

蚂蚁爬过树皮，杂草四处蔓延……燃
烧和寒冷相依相伴，温暖和死亡比肩
而立。

这集体无意识的原野，是个人英
雄主义的山峰。

无明亮，无黑暗，无邂逅，无错过，
无悲悯，无欣喜，无惊讶。

这里瞬息万变，这里千年不动。
所谓天翻地覆，在此山林小道中，

等同微风吹过高矮不一的树林，等同
一片树叶在微风中随意落下。

等同天高云淡，北雁南飞——
一声声低沉的呼唤，胜过万千马

匹惊天嘶鸣！

遇见松鼠的下午

深秋午后，温润远去，太阳站在大
树上, 给一只小松鼠搭桥。

一个人，南方绿荫中，眺望。他越
望越远，直到长久专注于茫茫某处。
他知道，四季里一些大事件已经开始
发散、淡去。

而苍凉中的一点轻浮、一点凝重、
一点渴望、一点不舍，还有红花，坡上
的颜色……枯死的娇艳，仍然抒情。

它们妖娆而默默，好像初遇。

与秋相遇

夜色在初秋风中，慢慢硬了起来。
赶在季节还未将冰霜印上窗玻璃

前，把空气、雨、灯光、花朵，都暂且寄
存别处。

或者，全都忘记吧。
包括那些经久不散的味道。
可能还有别的。比如神、人类和

命运。
或者，一块石头。

秋夜

桂树上的花朵悄然落地；微醉的
藤蔓和近处的野菊相互呼应；小兽的
声音，细微而尖利……

光阴泛白双鬓，而夜还在保守这
个已公之于世的秘密。

雨水降临，掩盖流动；
悲伤升起，收藏漆黑；
暗雷滚来，击伤大地；
大地无语，承受沉默。
——此时，天上明灭的灯光，已被

飞翔的灵魂
掠过。

云水谣

当高耸的夜空浮出微亮，晨曦从
野草丛中升起，路边的石头就会说话
了。

好了，一生那么长，现在，只需记
取春秋。

别的日子，都已签字画押，卖给了
前生。

唉 ，季 节 还 是 一 刻 不 停 地 更 迭 。
别动，举起手来吧——

向往事投降，向时光投降，向自己
投降。

包括天地。

北宋某年的中秋夜，苏东
坡喝酒喝得大醉，天庭月光亮
如白昼，他几乎通宵未睡，在
月光中思念弟弟苏辙，一气呵
成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调歌
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苏东坡在
想像中欲乘风归去，但他又担
心天庭的琼楼玉宇中高处不胜
寒，低头沉思间觉得还是在这
天地月光中行游人世最好。

当我行至中年，感觉和这
中 秋 季 节 的 天 地 之 气 贯 通
了。中年月光，是我心之所归
的境界。人到中年，不再是灼
热的太阳，是月光下，悠然打
量这个辽阔世界。

你看那月光，像撒在地上
的盐，这是作家余华的想象，
那月光是冷的。“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李白的这月

光，带着寂寞，却也是一种美。
月 光 属 于 宁 静 之 人 。 我

这样一个中年男人，总喜欢在
城里月光下漫步，穿过灯火幢
幢的高楼，去郊外看那草叶上
的霜。我很享受这种慢时光，
觉得自己是城里一个奢侈之
人。

在一个中秋月夜漫步，前
一段日子的沮丧，在月光如洗
中烟消云散了。我忽地明白，
不是所有梦想的卵子都能够
受精，有那么多梦想的卵子，
最 后 连 一 个 蝌 蚪 也 没 有 变
成。我甚至觉得，有的梦想本
无，只是奔腾的欲望而已。

王 菲 这 样 唱:“ 又 见 炊 烟
升起，暮色笼罩大地，想问阵
阵 炊 烟 ，你 要 去 哪 里 ……”这
给我带来安详的想象，黄昏的
炊 烟 飘 过 后 ，是 月 光 笼 罩 大

地，那是人生的清凉安然。一
些热烈的情感，在壁炉里熊熊
燃 烧 后 ，也 呈 现 出 灰 色 的 疲
惫。当人生面对中秋月光，才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无言大美，
人追求的一些身份往往是一
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才是通
向自由之途。

中秋，一个朋友来找我喝
茶，我同他在湖边桂花树前喝
茶，正好有月光浮动，我们沉
默着不说话，仿佛听得见时间
的秒针在风中滴答，而风中茶
香 ，将 我 们 淡 淡 心 事 全 部 浸
润。一个人在年少时喝茶，就
好比在生命的早春喝茶，似乎
有一点做作的成分。到了中
年再喝茶，或许才品得出茶的
好味道，遇见了茶的魂。这一
片能看见植物血管的细小茶
叶，它在杯子里浸泡，婀娜多

姿地浮散开来，想起一个人，
把自己缓慢地打开，生命之中
的沉香，由此徐徐浮现。年少
莽撞的时光里，你会看到一个
人咕咚咕咚喝下茶水，喉结滚
动 ，目 光 如 电 如 炬 。 到 了 中
年，一个人身体里散发出的气
场 ，与 漫 山 茶 香 轻 轻 碰 上 了
头，是自然的愉悦的相逢。在
茶香里，人淡如菊，显现出一
个人的清癯神态清奇骨相。

中 年 人 生 ，不 是 这 样 吗 ？
有月光缥缈，柔软的山水在天
际线起伏。即使面对那些崇
山峻岭，险峰峡谷，心里只要
有月光浮动，也会以一种柔和
的姿态，融成你内心的好山好
水。

中年月光下，世界对我徐
徐打开了山水的屏风，月下人
间，清流潺潺，岁月无恙。

从节气上讲，立秋的秋、处暑的秋都还挣扎在
“秋老虎”燥热之下，唯有到了白露，才能感受到那
种明净、爽朗的秋意。“白露为霜，秋日静好”，似乎
浮现在萧萧落叶、晓风残月的杨柳岸边，以及深院
梧桐的画面之中。

白露乃二十四节气之一，是气温渐凉、夜来草
木上可见白色露水之意。以往在乡村，白露一过，
清晨田间地头的蔬菜草叶之上，便布满了晶莹剔
透的露珠，或平躺叶面，或悬挂叶尖，或流淌茎干，
煞是好看。入夜，一丝丝沁心的凉意缓缓袭来，一
阵秋夜凉如水的感觉便缓缓袭来。

李贺曾作诗：“月明白露秋泪滴”。可见，唐代
的白露时节早已是晨露悬叶、雾锁重山的美丽秋
景了。岁月飞逝，但月光仍如唐时一样皎洁、明
亮，追忆历史也关照现在。然而，如今气候有变，
要等到白露之时，秋日才迟迟来临。晚到的节气
连同清澈如水的月色，刹那间裹挟秋风而来，漫天
铺陈开去。白露锁清秋，缕缕月光如纱似水，在清
新的空气中流淌，洒向那些被夏天烈日煎熬得干
燥的万物，从此，风轻、云淡、天高、水长。

我曾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里读到过这样一
段富有想象的描述：“以心绪对应四季，秋天是从
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
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
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这样的场景，像
母亲布满皱纹的笑容，绽放在黄昏里，不惊艳，却
散发着温柔的光芒。

白露含秋，晶莹的露珠折射出诗意般的韵味，
兼有水墨的浓重与工笔的细腻。阳光虽明晃晃一
大片，但不燥热，仔细分辨，竟见纹理，丝丝缕缕，
照得行人心生暖意。

白露以它特有的方式和言语，释放着特有的
季节之韵。闭上眼，贪婪地呼吸着甘若薄荷的秋
意，纯净的露水清洗季节的脉络，令思维和灵魂从
浮躁桎梏中重新复苏，一切憧憬都步向了丰腴和
成熟……

李白好饮、豪放、浪漫，诗
借酒性，酒壮诗情，一杯酒不知
成就了多少千古名句。然而李
白却是“我寄愁心与明月”，如
果没有明月，李白也寂寞。

李白的明月，赋予的情感
是那样热烈而深沉，色调是那
样清新而明朗，形象是那样妩
媚而动人。或许，李白就是月
亮 的 一 颗 星 子 ，因 为 古 人 认
为，“太白星”是天上最亮、也
是距月亮最近的星星。“近水
楼台先得月”，于是，李太白在
笔 下 用 朗 月 、皓 月 、薄 月 、素
月、泛月、醉月等等诗意的词
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理想化、
性格化的月亮色彩。

月光下的童年，总是有着
许 多 奇 丽 美 妙 的 故 事 与 幻
想。在蜀中度过少年与青年
时代的李白，有一个“月光宝

盒”永远尘封在记忆中，打开
它就会流淌出一幅清新美丽
的画面 ：“ 小 时 不 识 月 ，呼 作
白 玉 盘 。 又 疑 瑶 台 镜 ，飞 在
青 云 端 。 仙 人 垂 两 足 ，桂 树
何 团 团 。 白 兔 捣 药 成 ，问 言
与 谁 餐 。 蟾 蜍 蚀 圆 影 ，大 明
夜 已 残 ……”李 白 的 这 首《古
朗月行》，会使我们每一个人
的耳畔回响起在母亲膝下听
到的那些有关月亮的古老而
又 优 美 的 传 说—— 那 里 有 一
位 伐 树 不 止 的 吴 刚 ，有 长 袖
善 舞 的 仙 女 嫦 娥 ，有 捣 药 的
玉兔，有芳香的桂花，还有把
月亮当成烧饼偷偷吃掉的蟾
蜍 …… 这 一 切 ，太 令 人 神
往！稚嫩的童心此刻仿佛插
上了翅膀，向着星空，向着明
月飞去……

对巴山蜀水的秀丽风光，

李白大概是不会忘记那一轮
峨 眉 山 月 。 他 在《峨 眉 山 月
歌》中 抒 怀 ：“ 峨 眉 山 月 半 轮
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
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此诗写于李白二十五岁出蜀
壮 游 之 时 ，沐 浴 着 月 色 的 清
辉 ，他 将 初 次 踏 上 人 生 的 征
途。这一缕月光，就像一道曙
光，照亮了李白的仕途功名，
以至到了老年，他都对峨眉山
的明月眷恋如初：“我在巴东
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
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
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可是距离怎能阻隔李白的思
念，身不能归去，就让心搭乘
一丝月光穿回故乡：“床前明
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

明月代表李白心。对于自

己所景仰的历史人物，李白皆
以月亮为寄托情怀的对象：崇
敬屈原，就说“屈平词赋悬日
月”；缅怀谢安，便写“登舟望
秋月，空忆谢将军”。在政治
上失意时，李白向明月倾吐衷
肠 ：“ 花 间 一 壶 酒 ，独 酌 无 相
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当 李 白 苦 闷 傍 徨 时 ，咏
月就是一种排遣解脱：“孤灯
不 明 思 欲 绝 ，卷 帷 望 月 空 长
叹”“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
樽空对月”。

在 李 白 所 有 的 诗 歌 作 品
中，与明月有关的诗作占了很
大部分，或许可以这样说：没
有明月，李白也寂寞。幸甚，
正因为有李白的明月诗，我们
的中秋就多了一个历史文化
符号。

泪水在集结，晚潮将涨
睫毛，是两岸的荒草疯长
风从深处，牵出虫鸣
我的影子，是撑篙，太瘦
月圆时，太重。天上一个
水中，还有一个

也好，记得那年离家时
娘亲连夜赶制的口粮，也像
这圆月。舍不得咬一口
好像一咬，娘就会疼
怕咬完了，再也找不回故乡

现在，该够我顺流而下
够我，过万重山
而此刻，母亲一定站成
村口那棵老槐，手里
还提着一盏月亮

没有明月，李白也寂寞 □ 廖华玲

月，又圆了
□ 南岛

悠悠流淌的三亚河 □ 吴 松

五指山晨光（摄 影） 邱永德

海上生明月（外五章）

□ 庞白

月照中年 □ 李晓

白露清秋
□ 雨凡

伴随着草坪里第一只蟋蟀的欢鸣，夏天的脚步
慢慢地远了，秋天的节奏已悄悄拉开。

入了秋，日子似乎变得更有了品头。一波又一
波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无论是阿尔卑斯山脚那
金色的落叶松林，还是加拿大红色如火的枫叶，亦
或者是在莫斯科红场外看着厚厚在风中飞舞的片
片落叶如蝴蝶儿一般飞舞着，还是在那铺满叶儿
的柏油道路上缓缓前行，都能寻觅到只属于秋天
的踪迹。

是的，秋天给人的感觉总是唯美而不失风度
的。阵阵秋风一旦欢快起来，竟连山谷里的枫叶
也招架不住，它们像是喝多了女儿红一样，醉意微
醺，红得似一团团火焰，愈发地夺人眼球。风儿有
些微微的凉，吹在脸上，十分惬意，夏月的余味还
未消，冬月的寒意尚早，秋天不知不觉中便调和了
这一热一寒。日子一天天地变得静了下来，能聆
听到岁月的呼吸声。秋天就是这样，清清爽爽，干
净透亮。

秋天的天空是迷人的。蔚蓝的天空寻不到一
丝云彩的痕迹，天是那么明亮，那么高远，那么深
邃。抬头仰望，觉得秋天的节奏已从平坦的狂野
飞跃到了高高的苍穹，轻轻地，悄悄地，将要弥漫
一整个季节。望着天空，心扉也开阔起来，偶有那
么几只鸟雀扑棱棱地拍打着翅膀从空中飞过，也
会让你的心不禁幽幽地为之一颤。自然的神奇，
心境的升华，也会让人变得充实，变得格外的畅快
和旷达。

秋天，应该是一幅流动着的鲜活的图画。远处
的松林，与风儿两厢唱和，一声声松涛声就像是一
首简约的秋日小调，歌唱着秋天的明媚与舒缓。
近处的落叶随着小调节奏的不同，时而高，时而
低，像一只只黄蝴蝶在这样的日子翩翩起舞。路
两旁的银杏还涌动着生机，叶儿依旧含蓄地透着
娇羞，但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浅浅的黄已悄悄覆盖
了它的身躯。

田野的稻儿也开始挂穗，枝头上泛起了一层层
的金黄，从那海浪似的金黄中，能隐隐约约看到即
将而来的丰收的喜庆。那琳琅满目的庄稼上，有
岁月淌过的印迹，有农人古铜色脸上那历经沧桑
后的从容和那饱尝风霜雨雪后的淡定。汗水从他
们皱皱的额角滑过脸颊滚落在地上最后潜入泥
土，但他们还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仿佛往日的辛
苦和窘迫都烟消云散。看着他们，我也深深震撼，
幸福原来如此简单！

秋来了，真的来了，轻轻地，静静地，不惊不扰
……

秋色如画里
□ 管淑平

金秋（摄 影） 李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