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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柔柔的光影照进窗户
流年往事洒落满地
空气中有尘埃游弋
寂静得能听到心跳
能听到星空之外的声音

翻阅尘封已久的旧书信
一页一页地
就像翻阅自己的生命
曾经哭过笑过、爱过痛过
如大片启幕
历历如昨

你还未出现的时光
我似乎只守着懵懂
等候、期盼和找寻，都成了主题
有时很想知道，明天和你
哪个先带来惊喜

曾经如此清亮地活着
清亮到不可思议
一无所有
就连关于你的想象都没有
却感觉拥有一切

就如一株向日葵
自顾自地向着太阳转头、微笑
在阳光里婆娑生姿
又如一杯单纯的水
一滴照见全世界

青涩的流年滑过
我走进风雨，走进波澜
直到遇见你
一起经历，一起向往远方与诗意
直到脚步沉重
才回头，回望来路

岁月是如此静好
尘嚣也躲在地平线深处
我们随星球流浪多年
青丝白首，人间冷暖
走过，有过
就很值得

而在人世风雨里
你，以及那些可敬的人
都是，或曾是
我的灯火和城堡
照亮我，护佑我，给我方向和温暖
这一程，满含泪与笑
我来过，我无悔

“春君，幸勿相忘”，是100多年
前在新疆尼雅地区出土汉简上的文
字，寥寥数字，其情可见。同一批出
土的汉简不多，仅八枚，这几个字写
在一枚竹简的背面，竹简正面写的
是“奉谨以琅玕－致问”。这是一名
叫奉的男子写给春君夫从的一封私
信，信很短，随信送去琅玕，这是一
种可以穿孔的圆形玉器。信已写
成，礼已备好，还是不太放心，不忘
在竹简的背面写上一句：春君，幸勿
相忘。念兹在兹。一个人，于人海
之中，没有被人忘记，或者彼此仍深
情惦念，是何其幸运啊。千年之前
的一段感情，只需如此简短的几个
字，便让今日的我们仍然能感受到
那份深情的可贵。

三十多年前，我赶上了手写书
信日渐式微的年代，写信和盼信的

心情，还是能体会一些。只是彼时
年少，词穷，情短，不识愁滋味，不
懂得书信可以寄情，每封信都写得
简单潦草，大概只能写一些彼此关
心，或并不都关心的日常琐事吧。
若是写过的那些信能留存到今天，
再读时，定是索然无味的。独自离
家时，初次体会生活的艰难，才知
道父亲的艰辛。有时，即使心中有
话想说，信还是不敢多写，省下信
封和邮票的钱，便可以解决一顿早
餐的菜票了。如果真的能够做到
写信自由，一封家信，该写些什么，
又能写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还是
没有底的。如今想想，倒不是自己
错过了什么。

这些年，喜欢读古人的书简尺
牍，短短的篇幅，或数页、数行，甚
至只有数十字、十数字、数字，都是

耐读的，如奉写给春君的那枚汉
简，读起来，饶有趣味。

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字数
不多，却记下了一件非常有趣的
事。“昼寝乍兴，輖饥正甚，忽蒙简
翰，猥赐盘飧。当一叶报秋之初，
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实谓
珍羞，充腹之余。铭肌载切，谨修
状呈谢伏惟监察。谨状。七月十
一日，状。”《韭花帖》记述的事情很
简单，杨凝式昼寝觉饥，蒙朋友赠
予韭花以飧，感念朋友深情，于是
作书以谢。捧帖而读，满幅端稳，
一纸简静，除了几分趣味外，还能
读出几许文人的端庄和温雅。

东晋王羲之的《平安帖》《何如
帖》《奉橘帖》等三帖连为一体，也
称“平安三帖”。《平安帖》仅27字：

“此粗平安，修载来十余日，诸人近

集，存想明日当复悉来，无由同，增
慨。”最近稍微平静安定了些，从弟
修栽来，已经十多天了，这些时间
大家都聚在一起，想着明天不能再
像之前那样聚在一起了，心里难免
会生出些许感慨来。《何如帖》是羲
之病中问候友人的；“羲之白：尊体
比复何如？迟复奉告。羲之中冷
无赖，寻复白，羲之白。”《奉橘帖》
更简短：“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
可多得。”因霜未降，橘子未由酸转
甜，所以所得不多，又想早些送点
橘子给朋友尝个鲜，故只奉上三百
枚，其情可见。王羲之的“平安三
帖”，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且不论，
也不管其笔法、字体结构，单说其
文字，也是极其真诚可爱的。为些
细事，提笔为书，写信的人，何其真
诚，收信的人，又是怎样的开心啊。

读帖，如读短简，忽然想起吴越
武肃王钱镠给其夫人一封信中的句
子：“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明明
是一封因思念而盼夫人早归的信，
竟让钱镠写得如此深情款款。清代
学者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曾说：

“钱武肃王目不识字，然其寄夫人书
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
数言，而姿致无限。”字有姿致，书有
法度，虽简短，也是意蕴无穷的。奉
在竹简背面写下的“春君，幸勿相
忘”，我们又该怎样去读呢，从中又
能读出些什么来呢，或许我们每个
人的心中，都曾经有一个让自己时
时牵挂的春君，一个送来韭花的人，
一个奉橘的人，一个在欢聚时想念
的人，一个殷勤问候的人，如此等
等，于是写下深情的文和字，流传至
今，也感念至今。

那天我来到考洲洋属地——惠
州市惠东县黄埠镇采访。当地召
集了相关单位及各村二十多人举
行座谈会，参会者从 40 后至 90
后。知道我要写长篇纪实考洲洋，
他们积极发言，娓娓道来。当我问
起这地名为什么叫“考洲洋”时，他
们一本正经地表示，考洲洋就是内
洋的意思。我查阅过资料，都很清
楚地记载考洲洋是内洋，没有告诉
地名为什么叫“考洲洋”。座谈讨
论许久，在座的都叫我去一次盐
洲，到实地去采访方有答案。

来到盐洲岛

盐洲岛是个呈葫芦形的内陆
海，海岸线长65.3 公里。陆域面积
包括吉隆、黄埠和铁涌三镇的行政
区划范围，总面积 28.6 平方公里，
北、南、西三面环山，东部流向盐洲
港，经三洲直水道、盐洲直水道流入
红海湾。盐洲岛四面临水，岛外群
山环抱，是考洲洋的中心点。“红海
日出照莲花、两虎守门迎朝霞、金狮
捧杯拜圣母、天马云城、鲤鱼翻水、
卧牛望月、猫追老鼠下大海、龙舟竞
渡到白沙”被称作盐洲八景。

盐洲岛坐拥的四个海滩，分别
是渡头海滩、湾仔海滩、盲婆岭海
滩、杨屋村海滩。岛内地势平坦，
四周靠岸筑了海堤。清晨在此看
朝霞，美不胜收。大家说，这是广
东绝佳的海上日出观赏地。傍晚，
在观海亭，看万鸟归巢，是何等的
壮观景象。在这个海岛，你会感觉
美得像一幅画，能感受到的是原生
态的大自然，红树林、野生白鹭，细
沙白浪的海滩，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有关盐洲岛的文章有很多，包
括该岛的人物和传说。在阅读这
些资料时，我挑选了本地教师麦文
章写的《漫话盐洲岛》作为主要资
料查阅。

他在《乡土文化》中是这样记
载盐洲的：明朝中叶，盐洲岛就有
人居住。岛上居民以打鱼、晒盐为
主业，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他们传
承着中华文化，并创建了自己的乡
土文化。每逢元宵佳节有舞龙表
演，妈祖圣诞期间要举行“请妈”巡
游活动，端午佳节进行龙舟竞渡。
渔村男婚女嫁要对唱渔歌。工余
饭后，《五更叹》、白字清唱等悠扬
歌声和悦耳的琴弦乐曲响遍海
岛。这里的人们特别喜爱潮剧和
海陆丰白字戏，逢年过节都要请戏
班演出，场面非常热闹。《老虎外
婆》等童话、《月光光》等童谣经久

不衰。这里有许多美丽的传说，为
海岛增添了几分神秘；流传着的先
贤佳话，给海岛增添了几分文采和
生机。沧海桑田，难改盐洲人民勤
劳质朴的本色，风吹浪打，难阻盐洲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今天，随
着社会的进步，盐洲人民的文化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那些脍炙人口的
《盐洲与八仙》等传说久久传唱。盐
洲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三洲水
道的天后宫，有龙舟山的古文化遗
址，有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烟墩（前
寮烽火台），有处于天马山脚（下田
坑）、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古窑址，还
有古碑刻、古墓、古渡头古石桥，等
等。至今，最撩人的白沙村红树林、
黑排角已引来无数游客。

由此得名“考洲洋”

李深，原黄埠镇文化站长，有
魄力有文化。他生在盐洲长在盐
洲，在这个小岛生活了几十年，满
肚子的盐洲文化。他非常高兴地
欢迎我们的到来，握着我的手说着
我们以往共同编撰《黄埠镇志》和
申报省古村落的往事。被他赞了
几句，我顿觉脸红耳赤。他虽已退
休，但一点不显老，腰板挺直，脸色
红润，在岛上开了间门店做点小生
意，偶尔参加乡贤好友聚会，喝上
几杯小酒，生活过得悠哉悠哉。见
他身体健壮，足见这里物产滋润。

我问他，考洲洋是什么意思？
他说，考洲洋的周边有许多靠

洲的小岛屿，当地人把这些靠洲的
小岛屿称作“洲”，如盐洲、望京州，
东洲、三洲、大洲、小洲、老鼠洲、牛
洲、龙船洲，全洲、后洲等等，这便
是洋上有洲；再说此地是浅海滩
涂，水生动物丰富，有淡水鱼类、海
水鱼类、虾类、贝类、蟹类等 50 多
种，当地人喜欢把鱼、蚝、蚶、虾、鱿
鱼墨鱼等烤着吃，很香！靠、考、烤
三个字用闽南方言发音，一个“考”
字，道出了天下文章，道出天下风
光：表示这地方不但有许多好吃的
好玩的，还有许多秀才文人墨客的
传说等等。

考洲洋的风光特产

惠东县海域分红海湾和大亚
湾。当你站在港口的大星山往下
望，你会惊叹，两个半月形的美丽
双月湾“镶”在海中央，左湾东岸属
大亚湾，右湾西岸属红海湾。东岸
的半月湾，风生浪涌，热情奔放；西
岸的半月湾，波澜不惊，静谧如
湖。两湾相邻的中间是港口旅游

区的陆地，呈现“一地分两湾”的壮
丽自然景观。红海湾、大亚湾靠得
那么近，却是各有自己的海流，互
不干扰。红海湾北靠大陆，湾口向
南，与南海相接，半月形海域非常
辽阔，跨越惠东、海丰两县。以大
星山西南山角为起点，东至西掟
屿、北至惠东县与海丰县小莫镇的
岛屿交界处。

考洲洋历来是惠州地区重点产
盐区之一，是海水养殖及晒盐的好
场地。由于海岸有9条小河分流入
洋，所以水质肥沃。此外，这里有
丰富的红树林资源、滩涂资源、鸟
类资源、鱼类资源，生态地理环境
独特，盛产石斑、带鱼、鲳鱼、鳗鱼、
墨鱼、鱿鱼、大黄鱼、龙虾、金钓虾、
紫菜、海参等，是广东省较有影响
的重要渔场之一。

其中，这里湿地面积530.5公顷，
湿地率为99%，是候鸟迁徙的停歇地
和鹭鸟的栖息地，属于近海与海岸湿
地类型。动植物种类繁多，具有极其
重要的保护和利用价值。现在考洲
洋区域已形成错落有致、层次丰富的
红树林湿地景观带，为游客提供一个
踏青、赏鸟、观海、体验海滨自然风情
的旅游休闲好去处。

考洲洋属地的铁涌镇，集“山、
河、湖、海、林、田园、湿地”于一体，
已构建“一带两园三廊道”发展的
新格局，谱写了山海田园乡村振兴
新篇章。铁涌蚝乡赤岸村，合理规
划村庄布局，打造融合蚝文化、海
景、娱乐于一体的旅游产业链，挖
掘赤岸蚝文化，开发蚝的多种吃
法，迎合多元口味。《铁涌镇志》记
载，铁涌镇每年出口蚝豉 21吨、虾
干18吨。赤岸村家家户户建楼房，
户户成小康。

为了看考洲洋的全景 . 我们上
了观音山。

考 洲 洋 被 誉 为 稔 平 半 岛 之
“心”、惠州“城市之肾”。它到底有
多美？经风力发电场领导同意，我
们的车子开上了观音山。山路十八
弯，汽车发出挂挡爬坡的吼叫声。
到了山顶，啊！海拔 630 米的观音
山，远处白云在夕阳的余晖中涌动，
四周海天相连。在这里俯瞰考洲
洋，我看到了无数壮观的风景。耸
立在眼前的风力发电机，似擎天大
柱高耸入云端。往下望，远处有耀
眼繁华的中国鞋城黄埠镇、吉隆镇、
铁涌镇，双月湾也尽收眼底。风光
无限的观音山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远处近处，风力发电机像巨型
风车，雄赳赳地耸立在山头，就像
伫立在山里的电风扇，错落有致地
不停地转着。

虎啸神州辞旧岁，兔跃华夏迎新年。
兔，在十二生肖中排列第四，位居东方卯
位。据唐代韩愈《毛颖传》中记载：“毛颖
者，中山人也。其先明视，佐禹治东方土，
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明
视，兔之别称。从这段话可知，兔子的祖先
曾帮助大禹治水，因养万物有功，被封于
卯，列为十二神之一，故谓之卯兔。农历癸
卯年，俗称兔年。兔年话兔，别有情趣。

兔属兔形目、哺乳纲科，由食虫动物演
化而来。头象鼠，双耳大，上唇中间分裂，
尾短上翘，前肢比后肢短，跑得快。兔为家
兔和野兔两种，家兔是由野兔驯化成。野
兔最早出现距今约6000万年前，经原兔类、
始祖兔，到距今 300 万年出现近代兔。目
前，世界上兔科有 9类 50 种。而我国有草
兔、东北兔、华南兔、灰尾兔、云南兔、塔里
木兔、海南兔、雪兔等9种。其中分布最广
的是草兔。兔子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
史。据《诗·召南·兔置》中记载：“肃肃兔，
之丁丁。”意思是说，装好张张捕兔网，敲打
木桩响叮当。可见在先秦或更早以前就有
兔子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与兔有关的成语很
多，既形象逼真又韵味绵长。如“白兔赤
乌”，是说古代神话传说中，白兔代表月亮，
赤乌代表太阳，二者合一起，多借指时间。
可见兔的身份之高贵。“守株待兔”，说是一
只兔不慎撞死在树桩上，被一农户捡到，于
是他放下锄头，每天都守在那里，希望能再
捡到兔子。这个典故告诫人们，不能墨守
成规，妄想不劳而获。“狐死兔悲”，是说狐
狸死了兔子悲伤，比喻因同类的死亡而感
到痛心悲伤。由此可见，兔子善良，重情重
义。“动如脱兔”，是对兔子快速移动的生动
描述。兔子无疑是机灵的象征。聪明的兔
子总能跨越路障，并以极快的速度逃离灾
难。而无论别人把兔子抛得多高多远，兔
子总是可以双脚着地避开受伤的危险。

说到兔子，趣闻甚多。据悉，世界上最
大的兔子是英国的大流士，它身长 1.3 米，
体重 22.5 公斤，始终保持着吉尼斯世界纪
录。这只兔子每年要吃掉的食物很多，消
费高达4000美元。在俄罗斯，也有一种巨
兔，身长一米许，体重十公斤左右，亦谓兔
中之王了。奇怪的是，这种兔叫声非常特
别，不是一般的鸣叫，而是发出一种咆哮似
的吼声，直令其他动物惊愕不已。在缅甸，
有一种奇怪的野兔，它的肉含有大量的糖
分，煮熟之后，肉味香甜，就像放了糖一样，
当地人美其名曰“糖兔”。在美洲，有一种
奇特的盲兔，它的双眼虽被表皮所蒙，全身
却有超常的感觉细胞，能分辨方向或捕食
生物。有趣的是，盲兔生有三颗心脏，分别
与肝、头和肌肉相连。在澳大利亚，还有一
种洞兔，雄兔选中配偶后，会在其身上撒尿
做“记号”。而母兔产出幼兔后，也在儿女
身上撒尿，以防与其他“孩子”相混。

在民间，还流传着许多与兔相关的神话
和故事，如“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据
《淮南子》记载，嫦娥在升天成仙时，怀中抱
着一只雪白的兔子，名为玉兔，它随主人到
了广寒宫后，也羽化成仙，有了灵性。《汉乐
府·董逃行》中说，在月亮之上，有一只洁白
如玉的兔子，它拿着玉杵跪地捣药，制成蛤
蟆丸，服用此药丸后可长生不老。所以人
们惯用玉兔、蟾兔等代称月亮。古诗《孟冬
寒气至》：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欧阳
詹《玩月》诗：八月十五夕，旧嘉蟾兔光。傅
咸《拟天问》：月中何有？玉兔捣药。辛弃
疾《满江红・中秋》词：著意登楼瞻玉兔，何
人张幕遮银阙？将兔子神仙化，说明人们
对兔子的友好与喜爱。

兔子是人们生活中的常客，传统节日中
经常出现兔的身影。大年初一，人们会用面
粉捏成兔头挂于门楣上，辟邪禳灾，俗称“挂
兔头”。元宵节，会扎兔形灯笼，游街玩耍。
中秋节期间广泛流行工艺品——“兔儿爷”。
清《燕京岁时记》曰：“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
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
即兔子王。而于民间，蛇与兔分别代表狠毒
与善良，但在我国民间剪纸中常见“蛇盘兔”，
即中央为兔，蛇身周围盘踞。更有民谚云：

“蛇盘兔，必定富”。所以，蛇盘兔也成为吉祥
的象征。蛇与兔的形象被放在一起，没有攻
击，没有逃逸，一派和乐融融。这是人们把美
好的情感寓于艺术之中，祈求平安、祥和。

当然，文人墨客对兔亦有微辞。《国策・

齐策四》：狡兔有三窟。《史记・越王勾践世
家》：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宋孙觌《罨画溪行》：了无狡兔营三窟，只有黄
蜂趁两衙。清纪坤曾作五律诗：布席陈瓜果，
严然东郭骏。向来闻捣药，此日竟为神。狡
计怀三窟，清光借一轮。韩庐休侧目，常近月
中人。兔生性胆小，但善良机灵。在弱肉强
食的动物王国里，生存过程中处处充满危险，
上有鹰隼，下有走狗，还有猎人的圈套、火枪，
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虞。陆游《秋思》诗：桑
枝空后醅初熟，豆荚成时兔正肥。其实，“兔
正肥”时，也正是它快要倒霉时。为了生存，
兔子多掏几个窝，不算狡吧。难道老鹰俯冲
下来，狼狗猛追过来，就得等着束手就擒？

兔因弱而被食，这是自然法则。鹰犬吃
兔，从不说什么，捉住便撕、嚼，倒是所谓文
明和谐的人类，他们一边吃着兔肉，一边还
说兔“狡”，未免有些不公平。或因笔者属
兔，才替兔打抱不平吧。但我绝不食兔。
兔，性情温和，体态乖巧，嗅觉发达，动作灵
敏，在人们心目中它是个可爱善良的形
象。孩子们最喜欢兔子，这是因为不仅有
代代流传的“小白兔与大灰狼”的故事，有
孩子们最爱玩的“小兔子拔萝卜”的游戏，
还有“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
吃萝卜和白菜，蹦蹦跳跳真可爱”的经典儿
歌，每当听到这首儿歌，我们都会想起自己
的童年生活。

春君，幸勿相忘 □章铜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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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地·西湖】

惠州文脉·花地西湖投稿邮箱：wbfkblsl1@ycwb.com

春捂秋冻，这是大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意思
是春天衣服别脱早了。而小时候我对春捂的理解，
全在养蚕上。

那时，三月一到，路旁的桑树开始冒出嫩芽，我
和小伙伴就开始忙着孵蚕宝宝了。找一些老棉花，
把蚕籽儿细细地裹着，然后放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里
暖着，用体温孵着蚕籽儿，只等蚕儿爬出来了。上
学或放学路上，有孵蚕任务的男孩都是一路小跑，
不时用手捂着放有蚕籽的口袋，生怕跑丢了，跑到
身体发热，才放下心来，小心地掏出那团老棉花，细
心地剥开，看看蚕宝宝出来没有。那段时间，我们
几乎每天都要重复做着这些事。心情迫切的小伙
伴更是一刻也不停歇，有空就跑，乐此不疲。

不到两个星期，蚕宝宝终于在我们热切的目光
里先后问世了。那些黑黑的蠕动的小东西啊，让我
们很是惊喜。我们把出生的蚕养在家里，那些没有
出生的蚕籽就继续捂在口袋里，直到全部出生为止。

没来得及带回家的蚕宝宝，被我们放进事先准
备好的火柴盒或粉笔盒，铺些嫩嫩的桑叶。一下
课，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看看，巴不得小小的蚕
儿，快快蜕皮长大。再后来，蚕一次次地蜕皮，小黑
虫儿变成了白雪公主，吐丝结茧，破茧成蝶，那些产
下的籽又被我们小心保管着，只等来年的春天继续
去捂了。

小时捂蚕的事到现在记忆犹新，要知道那些少
年，一不小心就捂出了整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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