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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资料卡

中国大大美美

再次携妻回到广东省普宁
市梅塘镇长美村时，我被眼前
的古村美景惊艳到了。入眼
处，小桥流水人家，花海竹影绿
茵，长亭回廊绿道，白墙黑瓦老
巷，灯影樯橹歌声……穿过新
长美桥，沿着宽敞明净的村道，
汽车可以直接开到老宅门口。
我笑着调侃妻子，你们村真是

“乌鸡变凤凰”啊，立刻招来一
顿白眼。

记得第一次陪同岳父母回
老家长美，已是二十年前。当
年在村里匆匆待了两天，除了
走不完的亲戚朋友，我最难忘
的，就是当时车要过桥进村，我

却看着几条长石板拼成的长美
桥心里直犯怵。路窄，也没护
栏，我只好让家人和老人先下
车，每人站在桥的一角作为坐
标参照物，这才小心翼翼地驶
过去，车到老宅后，发现车身已
多处划痕。

但后来回去多次，我才慢慢
发现长美村原来很有韵味。中
华大地古村落遍布，这个在粤东
榕江边上的长美古村，却很有代
表性。它集古、幽、秀、韵、活之
美于一身，可谓一枝独秀。

长美村的名字，寓意“永长
嘉美”，古称“阳潮里”，俗称

“潮尾袁”，是潮汕十万袁氏人

口发祥地。其始祖为北宋庆历
年间进士、兵部尚书、银青光禄
大夫袁琛，袁琛的妻舅爷是北
宋进士、宰相吕公著。据袁氏
族谱载，宋神宗元丰六年，袁琛
与吕公著因反对王安石行青苗
法而被贬，其子袁熙及其子孙
旋迁至揭阳渔湖长美村立籍，
迄今已有960多年历史。村中
现仍存留着众多古建筑和古
树，宋元痕迹可寻，明清风格犹
在。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传
承600多年的袁氏家庙和豪祖
家塾，前者承载了古村的香火
传承，后者承载着古村的耕读
文化传承。有史为证，自宋及
清代，长美袁氏出文武进士 11
人，以下无数，出正二品及以下
职官 59 人，被誉为“榕江之滨
进士村”。现存于家庙中宋、
明、清的匾额楹联仍有 8 块之
多。可以说，长美村的历史渊
源与发展，也是潮汕民系文化
演化发展的历史写照。

长美村的山水画卷更是秀
美。古村碧水环绕，外环为潮
汕三大水系的榕江，域内溪涧
渠纵横交错交织。舟楫穿梭无
阻，自古渔业兴盛。村外良田
万顷，地肥物丰。村围遍植榕

树，古树冠盖，宛若一幅动态的
山水田园风光画卷。旧时先民
曾筑墙围寨，所以古村也是一
座典型的“潮汕水寨”。

新农村建设改造后，古村
面貌焕然一新。当代长美袁氏
后人依然人才辈出，花开各地，
各展风流。如今村中的北方民
居、潮汕传统民居、民国洋楼、
南洋碉楼等相互映衬，不同文
化的交汇融合，在长美村早已
见怪不怪。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走在村中古幽的
老巷，踩着历史车轮碾过青板
石，驻足于香火袅袅的家庙前，
斑驳陆离的旧寨门下，残垣断
壁的旧寨墙边，坐歇于古渡头
上、青板石桥头、古榕树下，听

着不远处私塾中传来琅琅读书
声……古村依旧充满活力。

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
头”，很多地方都有“闹春耕”的
习俗，象征春回大地，村民告别
农闲，开始春耕夏耘。

有歌谣唱：“二月二敲门
框，金子银子往家扛；二月二敲
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二月二
敲屋山，大屯满小屯尖；二月二
敲梁头，蝎子蜈蚣死在梁里
头。”在德庆县武垄镇的云楼
村，每年二月二的“开耕节”，都
会吸引大批游客，算是西江流
域闹春耕最热闹的地方。

大约三百年前，云楼村就
有过二月二的习俗了，“开耕
节”可谓历史悠久。据村志中
记载，“开耕节”前身为一种祈
福仪式，又叫“土主诞”。云楼
村的祖先刚搬迁到此地时，这
里还是个人迹罕至、杂草丛生
的地方，瘟疫不断，灾荒频发。
勤劳的人们便选定每年二月初
二这一天“设香案、烛台、供
品”，祭拜地方保护神——土
主，祈求“保平安，保收成”，保
佑云楼村“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六畜兴旺，香火不断，人才
辈出”。

农历二月初二通常在“惊
蛰”前后，地气上升，土地解冻，
适宜耕种。我印象中，这一天
最动人的场景便是：村道上民
间艺术的巡游队伍喧哗前行，
田畴上角绑红绸的耕牛应景地

“哞”一声叫，接着便是游客们
欢声雷动，农人们下锄开耕。

开耕节的节目中，最令人
赏心悦目的则是抢花炮。抢花
炮有个好意头：谁抢到花炮，来
年他家就会添丁发财。于是，
花炮飞上天后，大伙都蜂拥着

去抢，笑声和喝彩声混杂在一
块，整个广场都沸腾起来。

当天也少不了特色动物舞
蹈——雄鸡舞的粉墨登场。雄
鸡舞阵容较为庞大，六只大鸡、
六只小鸡均以大红颜色间以金
黄色亮相，给人一种喜庆、艳丽
的感觉。舞蹈表现的是雄鸡的
基本生活习性，从雄鸡报晓、雄
鸡觅食、雄鸡嬉戏、雄鸡争斗、
亮翅金鸡和雄鸡归巢六个方面
展开演绎。随着八音曲调的节
拍，舞者或昂首阔步，或打揖啄
食，表现得惟妙惟肖、意趣生
动。

如今的云楼村开耕节又增
加了一些醒狮武术表演、文艺
表演、篮球赛等健康文娱体育
活动，既迎合新时代节拍，又不
失传统，其热闹场面比春节还
要隆重。云楼村的人都有“开
耕节大过年”的体会，有些外出
人员宁可过年不回家，开耕节
这一天也一定要回家。

这一天，云楼村的村民家
家户户磨刀霍霍，宰鸡杀鸭，款
待四方来客。当天，甚至素不
相识的陌生人也可以来一起吃
饭、饮酒、聊天，尽显包容、和睦
的质朴民风以及和谐、团结的
农村氛围。

听说，如今“开耕节”还在
准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将
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新亮点呢。

春天的花事里，我最早遇见
的是桃花。

仿佛不经意间，于某个农家
院墙边走过，瞥见院内一株桃树
桃花点点，如少女的粉颊，分外娇
俏。因为当时是初春，桃花开得
零零星星，甚是寡淡，可是已让人
窥到了春色。

郊外有个桃园，那天我在春
寒料峭的微雨中，独自去寻芳。
山上的桃树千姿百态，黑褐色的
铁枝铜干中孕育着无数浅红色的
蓓蕾，像少女羞赧的心事。也有
早开的桃花，仿佛一张张红扑扑
的笑脸，怒放在枝头。浅红深红
的桃花，如云似霞，令人如坠梦
境。那一天，我徜徉在早春的桃
林中，沉醉不知归路。

桃花应该是一种离爱情最近
的植物。

看粤剧《桃花缘》，一位书生去
郊外踏青，野外桃红柳绿，一派醉
人春色。他悠悠地唱：“桃花灿，柳
丝垂，杨白杏红陪锦翠。”走到人乏
口渴时，便叩开了一家农户讨水
喝，出来一位美貌女子。她递过一
杯茶来，伫立在桃花树下看他，少
女的面颊与院中盛开的桃花相互
映衬，真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
他问她芳名，她唱：“绕篱淙淙桃花
水，借问桃花我是谁？”他于是叫她

“桃花”。后来我才知道，此剧是根
据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这首诗改编而来的。一句“人面不
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道出
了多少爱情的惆怅。

无独有偶。张爱玲有一篇名

为《爱》的散文，写一个村庄里的
女孩子，在春天的夜晚，扶着一株
桃树，和一个男子打招呼：“噢，
你也在这里吗？”但是后来女孩子
被拐卖到他乡，经过无数惊险和
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那
棵桃树下的年轻男子……这种邂
逅的有缘无分，与多情的桃花扯
在了一起，又令人喟叹。

古今爱桃花之人可谓数不胜
数。传说唐明皇和杨贵妃都喜欢
桃花，紫苑中有桃花千株，每到桃
花盛开，他们在桃园赏花，唐明皇
都要摘枝桃花插在杨贵妃头发
上，说：“此花最能助娇态。”唐伯
虎亦爱桃花成痴，所以自号“桃花
庵主”，一首《桃花庵歌》道尽了
他对桃花极致的喜爱，他在花前
坐、花下眠、花下醉、花下吟诗作
对，桃花见证着他的自由闲适。

想起小时候，我家里也是有一
株桃树的。每到春天，它一树粉粉
嫩嫩的花儿，开得妖冶妩媚，隔了
窗望去，仿佛天边一抹粉红的烟
霞。读高中时的我，正陷入灿烂的
初恋。但有一天，母亲“咔嚓”一声
把开得正盛的桃树折断了——那
株桃花可是她的最爱啊——我后
来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心，断了我
的初恋，收心好好念书。但我对桃
花的痴爱与念想却从未断过。

多年后，我走进了幸福的婚
姻生活。我便一直计划着，一定
要与先生一起去看一场桃花盛会
——和他牵手走在姹紫嫣红的桃
花下，该是多么浪漫的事。我也
要让桃花见证我的幸福。

平塘村岭边一村小组的百岁老人
谭汝兰已 102 岁了。我们到的时候，
她正坐在村道边上的大树下晒太阳，
脸红扑扑的。

我问老人家多少岁了，她笑起来：
“哎呀，记不得的啦，我也不知道我几
岁了。”声音清脆如铃，令人欢喜。

她儿子告诉我，老人家身体还很
硬朗，行动方便，很爱出来走走，没事
就会在树下坐会儿。我问老人家冷不
冷，她回道：“要戴手套的，不然手冷。
看我都包着头，头吹不了风。”黑色的
棉布包裹着一头银丝，谭老整理得很
整洁，看上去精神、漂亮。

老人家总共生了七个孩子。四个
儿子中有一个已经不在了。现在谭老
是跟儿子一家七口人一起住，家中主
要靠孙子、孙媳妇等务工收入为主。

老人口齿清晰，自己也表达得很流
利：“我以前是隔壁村的，现在住的这房
子是我们自己建的。”她说村里一直有

发“长寿金”：“钱有发的，发了好久了。”
我问她平时都爱吃些什么，她说：

“猪肉呀、菜啊，都吃的。我会做饭。”
老人家的儿子说，妈妈现在还做

饭。她一直早睡早起，自理能力很
强。平常孩子们白天不在家，她都是
自己做饭吃，晚上也自己冲凉。不过
家里也会留个人陪着老人，邻里之间
也会互相照应。

谭老的丈夫早在 1979 年就走了。
她一个人坚强地撑过难挨的时光，早
已忘记伤痛。她一生甘于付出，无私
奉献。我们将准备已久的补贴金和慰
问品赠予谭老，老人家不好意思地收
下，连说了好几句谢谢，还从口袋里掏
出利是，说：“拿个利是红包，祝您也身
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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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海明德庆“开耕节”

离爱情最近的植物 □梁惠娣

忘我忘忧自得其乐
忘我，无我，是生命的一种境界，难能可贵。不计

付出，甘于奉献，自能构筑一个独门独院的精神家园。

古村长美活力依旧 □文/图 余德武

渐无书
□楚云

闲暇时整理旧物，打开一个久未开启的橱柜，
映入眼帘的是十几捆信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柜
子里，全部用细绳精心地扎着——原来是昔日的
各种书信。

应该有近百封吧？单行信纸、双行信纸，还有
印花信纸，折成长方形或者心形，黑色的、蓝色的
或工整的、潦草的字迹，与信纸一起微微泛黄。甫
一抖开，往事便一幕幕如电影般在眼前闪过。

1 倒是没有什
么波澜壮阔，也
不 讲 究 起 承 转
合，只有岁月的
印迹点点滴滴。

有不少是日
常琐碎。豆蔻年
华，谁没有自己
的小确幸、小心

事和小烦恼？那些对父母不
能说、对老师不敢说的喜怒哀
乐，只能告知年龄相仿的朋
友；也有谈恋爱时的情书。情
人的眼睛里总是自带滤镜，生
活中的各种细节、各种感受被
咏出诗情画意，语言甜蜜得能
溢出汁儿，提起笔来，就感觉
自己天生便是诗人和作家，顺
手一写就能写好两三千字，这
种创作激情迄今似乎仍难以
超越；还有二十余封工作以后
来自家长和学生的书信。家
长们对于自己孩子的状况，交
流起来言辞恳切，令人动容。
相比较而言，学生的大小字条
则率性得多、活泼得多。

突然想起几年前，一个女
孩被我批评上课走神，放学后
偷偷在我的抽屉里塞了一页
信纸。先是撒娇式地道歉，接
着便是一组风趣的四格漫画，
末了还有一个问句：“老师，您
心情好些了吗？”实在让我哭
笑不得。

2007届初三（7）班是我带
过两年的班级。因为曾经帮
扶着他们走出低谷，学生们对

我的感情很深。高中毕业前
的教师节，他们为自己无法抽
空回来看望我而发愁，于是集
体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十
几个孩子每人写一两页，凑起
来就是厚厚一沓，沉甸甸的，
分量很足，正如我们永远不会
缩水的师生情义。

还有一封特别的信，信笺
上是竖行排列的红线黑字，与
信封上的收件人地址一样皆
为毛笔小楷。展开阅读时，隐
约有淡淡的墨香，令人心旷神
怡。写这封信的是一位深圳
的老年笔友，2012 年 10 月，
《羊城晚报》“教育过江龙”栏
目发表了一篇对我的宣传报
道，他阅读后心有戚戚焉，便
辗转打听到我的校址，然后寄
来了这封信。

信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
家书。那时我在省城读书，远
在家乡的父母平均每月会有
两封来信。执笔的几乎都是
父亲，洋洋洒洒上千字，却始
终整洁美观。他那圆润中不
乏棱角的钢笔字，每一个字都
像是艺术品，让人狠不下心折
叠出一丝痕迹。

最厚的家书整整六页，把
信封撑得如同一面膨胀的鼓，
里 面 的 字 字 句 句 都 饱 含 深
情。父亲细述自己坎坷的成
长故事，以亲身经历给予我勉
励和宽慰，真诚、温暖又文采
斐然，与他平素的写作风格大
相径庭。我突然想起来，大四

下学期的某天下午，我意外地
接到一个心仪单位的拒绝信
息，不由把失落和愤懑悉数倾
泻在家书中，写完满满四页纸
后心情才平静下来。让我出
乎意料的是，父亲收到这封信
后的回复，竟比我的信还写多
了两页纸，并且是以快件签收
的形式送到我宿舍的书桌上
的。印象中这样迅捷的回信
前所未有。触动父亲的，究竟
是我情绪激烈的文字，还是信
纸上斑斑点点的泪痕呢？很
长时间，我都无从得知。

此刻，抚摸着土黄色的牛
皮纸信封，我的手心和眼角同
时有了些许潮意。当年收到
我的信时，父母必定难过又焦
虑吧？他们定然心疼女儿经
受的挫折，定然迫不及待地想
要拥抱女儿，所以才会连夜写
下并寄出那封六页长信。如
今捧着这封厚实的信，我眼前
仍能清晰地浮现出母亲担忧
的眼神和父亲在台灯下奋笔
疾书的背影。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些
文字竟然还如此生动，那些记
忆竟然还如此鲜活。感叹之
余，我抖落信封上细小的灰
尘，再想想因为阿尔茨海默症
卧床数年的父亲，唏嘘之间不
由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悲痛。
父亲早就已经丧失了语言能
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再也说不
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再也不可
能给我写下哪怕一个字了。 2

蓦然想起欧阳修的那首
词：“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
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
水阔鱼沉何处问。”当年那些和
我有过书信往来的朋友们现在
又在哪里呢？绝大多数已经变
得遥远而又陌生了。断续联系
着的不过是在节日里通过网络
彼此的一声问候或是在微信朋
友圈中随手点一下赞。简洁、
快捷，却非常敷衍。彼此的牵
挂少了，心灵的对话少了，旧日
书信往来时的等待和回味也杳
无踪迹了。

若干年前，郭敬明在微博
中写道：“在不远的未来，在那
个即将被电子云统治的时代，
信封会消失吗？明信片会消失
吗？邮票会消失吗？你学生时
代辛苦练好的一手漂亮钢笔
字，会消失吗？”这番话不知触
碰了多少人心底的那根弦啊。

据说很久之前，人类并不
需要语言也没有文字，只用眼
神交汇便能明白彼此的心意。
再后来，眼神已不足以传递所
有心思，方才出现了语言，接着
又固化在纸面上成了文字。据
说古时候，通讯方式非常落后，
人们用于生活、社交和军事等
方面的联络，主要依靠人、鸟和
马等。比如飞鸽可以传书，鸿
雁亦能传书，《山海经》中曾记
载西王母身边有三只青鸟，就
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
把吉祥、幸福和快乐的声音传
递人间。

我一直以为，世间种种美
好，书信绝对是其中特别重要

的一种。在诸多珍藏、记录光
阴的形式中，书信和日记是我
偏爱的表达情绪与情感的方
式，也是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
性书写。未被珍藏的时光接近
空白，用心记录的日子才会生
光。只是可惜，社会高速发展，
带来的结果之一竟是“青鸟不
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不由心生感激，感激自己
当年那样热爱用笔在纸上书
写。当微风拂动窗帘，阳光洒
在发梢，我坐在书桌前自由地
将心意用悠扬的文辞固化；当
笔尖触碰到纸张，兴奋地发出

“沙沙”的摩挲音；当一封封书
信投掷到绿色的邮筒，“啪啪
啪”地欢唱着跃入筒底；当日历
一天天撕去，等待的思绪犹如
风筝的线被拉得很长，我掐着
手指计算着收信的日期；当期
盼中的信件来到眼前，我逐字
逐句品读，脸上露出掩饰不住
的微笑；当我把五彩缤纷的信
纸展开，用指腹感受文字的温
度，反复回味昔日的点点滴滴；
当我隔着千山万水，又借助这
些信件重新走过那些无邪岁月
……我都由衷地感激自己曾经
是个爱写书信的“文
艺青年”。

手捧着这些信
件，我竟如此
怀念那个“家
书抵万金”的
时代，怀念那
些和我一起拥
有过这份美好
的人们……

渐行渐远

□月同

谭汝兰（左一）

新长美桥

老建筑前依旧热闹

长美村口的“长美水乡”石碑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15号，邮政编码：510655 广告热线：（020）87138888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100058 订报电话：（020）87133333 全国零售价2元 新闻记者证查验、举报电话：（020）87138800。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
稿。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
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题，内
容不限，可人可景可物。投稿请
发 至 邮 箱 ：ywdmzg@163.
com，并请以“大美中国”为邮
件标题，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
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062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609778元
中奖基本号码：15 19 06 11 36 21 特别号码：29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84712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金额（元）
35442
549270

中奖注数
360
623

单注奖金（元）
50
442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6
52
159
4088

0
0

21600
26000
15900
40880

3600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2026604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1062期

投注总金额：477842元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29 龙 冬 西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57328

8338

726

11450

3736

114

32

154

46

15

5

5

3D 第2021062期

中奖号码 1 3 0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4

584
0

977
92
24
0
3
0
0
0
1
40

本期投注总额：1959280元；
本期中奖总额：782706元；
奖池资金余额：3367344元。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69

607360
0

169021
920
2496
0
63
0
0
0
86

2760

开奖时间：2021年3月13日 ●●●●●●●●●●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超级大乐透 第21027期

一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30 09 26 21 22 12 04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10

1

179

49

379

1360

26741

30427

52492

927290

8238582

基本

追加

7998232

6398585

65296

52236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79982320

6398585

11687984

2559564

3790000

4080000

8022300

6085400

5249200

13909350

41192910

182957613

基本

追加

二等奖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300185659元

1137674691.7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5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4 4 6

排列5 4 4 6 8 6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
销量
（元）

本省
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30817598 1999540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地
中奖
注数

12171
10899

0
0
0
0

排
列
3

组选3派奖

排列5
组选6派奖

14245714 66 100000

759
425
0

759
10
0

1040
346
173
460
54
37

中奖情况

直选加奖

14027713.5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58507530.0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5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06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