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之魂──為中山補白 ●潘耀明

提起中山，對外地或國外的人，首先想到的是
翠亨村所在 —— 紅牆白拱綠欄杆、滿溢歲月窖藏
氣息的孫中山故居。

這是一幢坐東朝西、磚木結構、中西結合、獨
具特色的兩層樓房，佔地面積五百平方米，其中
建築面積三百四十平方米。故居外觀仿西方建
築：紅牆、白線、綠釉瓶式欄杆，上下前廊施七
個連續券拱。屋頂女兒牆正中飾有光環，下塑一
隻口銜錢環的蝙蝠。

歲月繾綣、葳蕤生香。這塊漫漶時代風雲的一
代巨人的故里，穿越悠悠時空，仍保留完好，並

且擴建成公園。還好毛澤東獨具慧眼，對孫中山
蓋棺論定為「 革命先行者 」，憑藉偉大領袖的發
話，讓她順利避過一場場嚴酷的運動，歷經暴風
雨的洗禮而屹立不倒。

去過兩、三趟翠亨村，與一隊隊海外華人參觀
團一道，一心為了瞻仰偉人的風采。

孫中山革命的成功，與海外華僑的鼎力支持分
不開的。我在大馬的檳城、馬六甲的華人會館，
甚至越南峴港華人會館牆上發黃的照片，仍然可
以暝想孫中山先生當年在南洋一帶為反清救國奔
走募捐僕僕風塵的身影。

那是捍衛家國民族義無反顧的灼熱情懷。
與此同時，我在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目睹老華僑

透着深度的老花鏡，觀摩偉人故居的一榻一櫃一
物，用心傾聽講解員侃侃縷介的景象。

那是上一代人的故事。
當海外華僑的第二、三代都入了當地的國籍，

華僑已是一個逝去的名詞，取而替之的是華人。
記得由中山市政府創立「 中山杯 」華僑文學

獎，我曾參加過一屆。對用「 華僑 」名義作為文
學獎頗感意外，因為時至今日，華僑的後代大都
已躍身晉入外國籍的華人。聽說這個文學獎後來

改為「 華僑華人中山文學獎 」，其實如果用華人
文學獎更貼切。

我們這一代人，仰視孫中山在故居的題辭，耳
鼓仍響起他的振臂高呼：「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

中山之魂，根植於孫中山的故居，這裏是孕育
一代偉人的土壤，她是屬於人文的，也是文學
的。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明報月刊》總
編輯、本版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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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中山文學中山
編按：中山，古稱香山，香山人歷來就崇文重教，自明清以來因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環境，孕育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英才俊彥，今期讓我們走進人文中山。中山

市作協副主席譚功才從小說、散文、詩歌及報告文學和其他創作四方面，分門別類評介中山文學的代表詩人作家、年輕創作者、作品以至特色，為了解中山文

學創作概況描繪出了一部大觀。中山作家泥冠細說支教老師藍允兒在偏遠豐溪畔救助孩子、以知識育人既奇妙又溫馨的故事。新歸來詩人代表詩人倮倮遊走於

多道節奏，與自然、文學、時間、欲望、愛情、宿命、靈魂、人生對話，以獨特的內在編碼，譜寫出一首蘊含哲理與興味的交響樂。現居中山的阿魯飽含詩人

的浪漫，用「無題」吐納對世間的感思。

【專 題】■

中山，古稱香山，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一九八八年升格為
地級市，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截至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零時，中山常住人口為四百四十一萬八千人。中山市作家協會現有中
國作協會員十三名，省作協會員近百名，市作協會員四百餘名。從整
體上看，中山文學創作呈現出詩歌創作相對繁榮，散文創作整齊劃
一，小小說創作相對突出，中長篇小說創作平穩發展的態勢。

中山文學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過短暫的斷層，後來在本土作
家和移民作家的共同努力下，重新發展壯大創作隊伍。近些年來，全
國各大主要文學刊物，如《人民文學》、《收穫》、《十月》、《詩
刊》、《星星》等時有中山作家作品發表，展現出較強的發展潛力。
特別是中青年作家，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在全國產生了一定的影
響力。比如倮倮的詩歌、譚功才的散文、鄭萬里的報告文學、馬拉的
小說等。

一、小說創作方面

在中山作家群體中，馬拉的小說有較大影響。迄今已在《 人民文
學》、《收穫》等重要文學刊物上發表大量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馬拉
已在《十月》、《江南》各發表長篇小說兩部，在《收穫》、《作
家》各發表長篇小說一部，有大量中短篇小說被《小說選刊》、《小
說月報》等刊物轉載，表現出強勁的創作力。獲得過人民文學新人
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廣東省有為文學獎等
重要獎項，入選過國內多個重要選本。出版有長篇
小說五部、中短篇小說集四部、散文集詩集各一
部。馬拉的創作具有典型的南方色彩，在中山小說
創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楊福喜則是草根作家的代表性人物。長期從事保
安工作的楊福喜，有着豐富的底層生活經驗。他擅
於用講故事的形式，刻畫人物形象，表現打工一族
的生活形態和生存狀態。這在他的中短篇小說集
《終點站》和《人海》裏得到很好的體現。楊彥華
似乎天生就是一名小說家，她敍述的方法獨樹一
幟，語言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慣用西方現代小說
的寫作技巧，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其中，常常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審美
效果。入選廣東省作協二○二○年重大題材扶持作品的《 代理支
書》，其作者陳劍蘭不僅在長篇小說上有所成，在劇本創作和文學評
論上，也有所斬獲。紫小耕是一位頗具實力的小說家，其代表作《情
迷江城》敍述非常老道、扎實，結構也非常緊湊。張舒廣出版了小說
集《沉默的卡農》，一如既往地烙上了「 張氏語言 」風格。校園作家
筐筐出版校園小說《小心趟過成長這條河》，頗受中學生歡迎。而八
十後小說家吳劍華，則是一位勤奮高產的作家，已出版小說集《西風
吹過長河雪》、《女人河》、《到老撾去》等多部，展現出了不俗的
創作實力。

中山的小小說創作實力較為雄厚。以大海和泥冠為代表的小小說作
家，不僅多次上榜《小說選刊》等重要刊物，還頻頻在各類賽事中獲
獎。此外，楊昌祥、肖佑啟、蔣玉巧、廖洪玉等人，也在這個領域有
着不小的收穫，為中山的小小說創作整體實力增添了砝碼。

二、散文創作方面

旗幟性人物當數維吾爾族作家帕蒂古麗。帕蒂古麗出生在新疆沙
灣，退休前供職於浙江餘姚日報社，現居中山。是中國作協會員，魯
迅文學院第三十二屆高研班學員。在《人民文學》、《大家》、《天
涯》、《民族文學》等刊發表作品近百萬字。出版散文集《跟羊兒分
享的秘密》、《混血的村莊》、《隱秘的故鄉》、《水乳交融的村莊
秘境》等。長篇小說《柯卡之戀》，獲得北京市優秀長篇小說獎，長
篇小說《百年血脈》獲得「 第三屆向全國推薦百種優秀民族圖書 」、
「 北京市優秀圖書獎 」等，並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在海外發行。散文
《思念的重量》獲得全國散文大賽一等獎。散文《模仿者的生活》獲
二○一二年度《民族文學》獎、最佳華文散文獎。散文《被語言爭奪
的舌頭》獲得二○一四年度人民文學獎。

帕蒂古麗在《餘姚日報》工作期間，撰寫了大量餘姚這塊土地上的
歷史地理、古今人物、風土人情、風俗習慣等滿含知識性、趣味性、
見解性的文章。其主編的《週末特刊》、《文化週刊》、《經濟週
刊》等有着較高質量的欄目，因其獨有的鮮明的地方特色，在為報紙

增色，頗受讀者的好評。
譚功才則是我市一位一直都致力於鄉土題材的散文創作者。譚功才

筆下「 巴掌大 」的鮑坪是他一生都在書寫的地方。到目前為止，他的
鮑坪系列《鮑坪》（已出版）、《鮑坪志》（出版中）、《鮑坪的憂
鬱》（待出版）合計近百萬字，分別從地理、風物、風俗、人物、植
物、生命、事件等多個角度全方位的，對一個小得無法再小的鮑坪，
進行深度挖掘和重構，極力展現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鮑坪的方方面
面，以此來折射作為土家族鄉村代表的鮑坪，在歷史長河中的剪影。
譚功才的筆觸深入到泥土的內部，有着泥土一般的醇厚品質。他的
《鮑坪》也因此獲得了中國首屆土家族文學獎，而其反映土家族人民
與改革開放前沿陣地廣東民族融合的散文《南方道場上的白虎》，也
因此獲得《民族文學》二○二一年年度散文獎。

曾從報社辭職專門創作且以散文見長的女作家禹媚，前些年連續出
版了多部散文集，為豐富中山的散文創作題材和手法，提供了不少經
驗和榜樣，尤其在純文學類暢銷書這個領域，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的借
鑑和榜樣。從軍營轉業到地方法院的作家吳大勤，早年一直耕耘在散
文領域，收穫了不少成績，也出版了不少散文專著。近年沉浸在書法
和收藏領域裏，斬獲頗豐。近期又開始回歸散文創作，他的《吳門硯
話》系列，就是收藏領域的靈感與思索的成果。畢業於華南師大中文
系的公安作家姚舞雲，他的散文空靈中婉轉着中國傳統的儒家氣息，

氤氳着一種特殊氣質，在他的散文集《遙遠的紅馬
車》、《光陰如此》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二二這
位滿腹詩書且具反叛意識的女作家，往往能從別人
意想不到的地方進入，通過看似不着邊際的敍述，
而抵達另外一條通道，獲得離經叛道式的效果。八
十後作家王不了，是一位博聞強記式的散文家。他
有着超常人的耐心和毅力，平時採取筆記的形式，
並善於將自己所讀所思所感記錄下來，結合自己的
人生體會，另闢蹊徑而成為散文園裏閃耀着智者光
芒的花朵。同樣作為八十後更為年輕的莊越之，也
是在故紙堆裏尋找散文的出路，與王不了稍顯不同
的是，莊越之的散文更顯學究氣息。九十後女作家

唐倩的散文，明顯與她的前輩們有着區別，主要體現在網絡語言的運
用和思維方式，更具跳躍的活力。

三、詩歌創作方面

如果從詩歌創作數量、質量和影響力綜合考慮的話，七十後詩人倮
倮無疑是中山詩歌界的一面旗幟。其作品散見《詩刊》、《中國作
家》、《星星》詩刊、《花城》、《創世紀詩雜誌》、《中西詩歌》
等刊物，入選數十種選本。著有詩集《突然說到了光》等個人作品集
八部。僅二○二一年就發表了近百首詩歌。其創作態度和精神尤為值
得尊敬。作為一名企業家，倮倮左手寫詩，右手經商。每天不僅要處
理公司大量的業務，還要抽出時間讀書寫詩。他的詩歌多數都是在出
差或者旅途的間隙裏，用手機寫成的。常年在全國各地甚至是國外出
差，無疑為倮倮視野的打開帶來非常積極和重要的作用。這也促成了
倮倮的詩歌創作，不僅視野開闊，涉獵甚廣，具有很強的思辨性，還
具有濃厚的人間煙火味。

以小說見長的馬拉，寫小說之餘，常常利用寫詩歌的方式，來彌補
小說中無法或者難以表達的東西。尤其近年來的馬拉，似乎是打通了
任督二脈一般，對詩歌創作的認知抵達了一個相當的高度。這也使得
他常常佔據不少刊物的詩歌頭條，讓不少成名詩人感受到了壓力。馬
拉的詩歌，不僅對語言高度講究，對節奏感、內部結構的運行軌跡、
繁雜的意象鋪排等等，也頗為講究，頗有成效。

譚斐的詩歌，在中山頗有點像一個異數或者異類。他不按套路出
牌，也沒有過多的意象，絕不拖泥帶水，而是直擊所要表達的核心。
這在他的詩集《一枚虛詞》中得以體現得淋漓盡致。八十後詩人阿
魯，則與譚斐多少有些相似之處，但阿魯的詩歌更多受到西方詩人的
影響，其詩歌含蓄中暗藏着一種張力，隨着敍述的不斷展開而一步步
抵達詩歌的內核。作為更為年輕的八十後詩人曾力，他的詩歌緊緊擁
抱着生活，從日常事務中採擷出嬌艷之花，溫潤着每一位熱愛生活的
人。

其他詩人如陸文偉、何中俊、王近零、月牙兒、楊萬英、張佩蘭、
鄭玉彬等，也都展現出了詩歌創作實力。另外，中山還有從事兒童詩

歌創作的余俊，微詩創作的馬時遇，以及口語詩創作的菊城阿蕭等
等，對整個中山詩歌創作豐富性和多樣性，起到了一定補充作用。

四、報告文學及其他

中山市的報告文學創作實力，主要是以老報人鄭萬里等人為代表。
近年鄭萬里的長篇報告文學《山河血脈》就是以中國近代史為背景，
深情講述左步人一百多年來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家國情懷。是一部
極具思想性、藝術性和紀實性的優秀作品。退休後的鄭萬里有了充足
的時間，從事他最擅長的紀實文學創作。目前，他正在創作另一部反
映中山四大百貨發展史的報告文學，非常值得期待。

程明盛的報告文學《大國空村》和徐向東等人合著的長篇報告文學
《王道》，分別獲得了廣東省「 大瀝杯 」報告文學獎。也為中山的報
告文學創作，增添了一抹靚麗的喜色。

阮波的文學評論，在中山也堪稱一面旗幟。早期的阮波在散文園地
裏辛勤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近年來主攻文學評論，陸續在《人
民日報．評論版》、《光明日報．理論版》、《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國作家》、《散文》海外版、《當代作家評論》等國家核心報刊
發表。曾獲中山市哲學社會科學論著獎及論文獎、五個一工程獎等。

中山市的文學創作隊伍，老中青梯隊相對完善，具備較強的創作實
力，這也是中山文學的現在和未來。相對來說，更年輕的九十後甚至
二○○○後的創作隊伍，有活力有衝勁，還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目
前初現發展苗頭的有唐倩、趙琦、余童茜等人，要想很好地扛起中山
文學的大旗，顯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中山市作協副主席。著有散文集《身後是
故鄉》、《鮑坪》等，曾獲中國首屆土家族文學獎等獎。）

中山文學創作概況 ●譚功才

▲一筆筆香山風情，活現文學中山。
（資料圖片）

無 題

重讀米沃什詩集。他的詩句中
頻頻出現「 痛苦 」和「 忍受 」。
我愛這些詩句，
勝過世間的一切；想起幾年前
曾經寫過：「 活着，即意味着忍受。 」
人過中年，不再迷戀新的發現，
每一次閱讀都是為了驗證
我們所經歷過的荒唐和魔幻，以及
由此帶來的悲苦。就在剛才
我修改了一首十年前的詩，那時我急於
宣告上帝對世人的愚弄；
此刻，我更希望能把他領到他們中間，
哪怕他並不明智或公正。

無題（給風哥）

一開始並沒有語言。
語言是用來述說痛苦的。
每個音節，都是從最初的顫慄
逐漸變得清晰、形象，試圖
被聽見，被理解。
事實上，語言並不夠用，詩人們
常用三個點
來替代那未被說出的部分。
如果在語言裏，再也
聽不見呻吟，就如同一隻
乾涸的眼眶朝向
頭頂的星空
一樣滑稽，一樣悲涼。

（作者原名李文恒，湖南衡南人，現居
中山。著有詩集《消音室》。）

無
題
二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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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允兒是個白美人。
藍允兒的皮膚那個白呀，像月亮白的白，像白

雲白的白，像椰汁白的白，像牛奶白的白，像蛋
糕白的白，像玉蘭花白的白，像生命初始的處女
白的白。嘖嘖！她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白美人
兒。

藍允兒是個支教老師。藍允兒支教的學校在大
山的皺褶裏。

藍天下有無數道大山的皺褶。藍允兒在哪一道
皺褶裏呢？那地方遠，名叫豐溪畔。兩座逶迤的
山巒，兩山之間蜿蜒着一道道小溪。小溪曲曲彎
彎，彎彎曲曲，流淌清澈的溪水，輕彈美妙的音
樂。

藍允兒支教的學校坐落在小溪畔，校舍呈
「 L 」型。操場上空飄揚着一面五星紅旗。這紅
旗和山上的纍纍紅果把這裏的天空映紅了，把這
裏的溪水照亮了。

校舍是新建成的。藍允兒是這裏的第一批支教
老師。

「 你們原來的校舍是怎樣的？ 」藍允兒問同學
們。

同學們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不知如何回
答。——他們不知道「 校舍 」是什麼意思。

「 你們原來的學校是啥樣的？ 」
同學們一下子聽懂了，爭着搶着，崩豆子一樣

回答：
「 是土坯房！ 」
「 很破的！ 」
「 只有一個教室！ 」
「 只有一個老師！ 」
「 我們中午沒飯吃！ 」……

藍允兒噙着淚花笑着說：「 現在的校舍多漂亮
啊！你們看看，熟磚房子，寬敞明亮，樓上樓
下，綠樹成蔭，像一幅畫一樣！同學們，這是國
家對咱們的支持！你們一定要好好學習，將來考
上城裏大學，把我們國家建
設得更好！有信心嗎？ 」

同學們細嫩的脖頸猛地梗
直，大聲說：「 有——！ 」

藍允兒捏緊拳頭，做一個
加油的手勢說：「 好！我們
一起努力吧！加油！ 」

藍允兒愛這裏的溪水，愛
這裏的大山，愛這裏滿山遍
野的紅果子。

這些紅果子是扶貧工作組
的成績。鄉親們告訴她，原
來的山上沒有果樹，是荊
棘，是灌木，跑着幾隻灰灰
的野兔子。是扶貧幹部帶來資金，帶來機器設
備，把這裏變成了一眼望不到邊的果園。

「 是啊！鄉親們不再挨餓了。扶貧幹部幫他們
擺脫了貧窮。那麼我呢？我藍允兒該怎麼做呢？
我要幫他們擺脫愚昧。愚昧比貧窮更可怕啊！ 」

山村的夜是寂靜的。但山村的夜不寂寞，因為
有藍允兒的燈亮着。她在認真批改孩子們的作
業，她在認真給孩子們備第二天的課。

山裏的雨說來就來，雨點大到像豆子。藍允兒
一點兒不畏懼，她跋涉在家訪的路上。

山裏的驕陽很烤人，山谷裏像蒸籠。藍允兒一
點兒不抱怨，她跋涉在家訪的路上。

城裏工作的爸爸媽媽想她了，問她什麼時候回

家。她爬到山頂跟他們手機視頻。她撒嬌說：
「 老爸老媽，女兒好想你們呀！更想吃你們包的
餃子。等放了假，我就第一時間飛回去，飛回你
們身邊吃餃子，吃個夠！我做夢都夢見你們呀！

你們要健健康康的呀！ 」視
頻結束，她一邊抹着清淚，
一邊像一股小風跑回宿舍打
開作業本。

山雀子競飛。
陽光親吻着每一片光亮的

綠葉。
國旗像火烈鳥抿着翅膀，

生怕驚擾藍允兒上課。
同學們在做作業，沙沙沙

沙的聲音不絕於耳。藍允兒
反剪雙手，輕輕地踱步。

一回頭，望見窗外一個約
八九歲的小男孩。小男孩頭

頂一片鮮活的荷葉，兩隻小手扒着窗戶，一雙眼
睛定定地望着她，好像要跟她玩對視。

她輕快地走過去。小男孩沒離開，仍定定地望
着她。小男孩身後不遠處一頭牛在啃吃青草。尾
巴甩打着背上的牛虻。

「 你咋沒上學？ 」她問。
小男孩鬆開抓住窗戶的手，轉身離開了。
藍允兒走出教室，朝那放牛的小男孩走去。
「 喂喂！你咋不上學？看樣子，你應該八九歲

了！ 」
小男孩低着頭，偏着腦袋望向她，一隻赤腳蹭

着另一隻赤腳上的泥。
「 告訴我，你為什麼不上學？ 」

「 我爹不給我上學，他怕我學了文化長大了去
找我爸媽。 」

「 你是…… 」
「 我是被爹媽買來的。 」
藍允兒的眼睛瞪大了。藍允兒的眼睛很大，就

跟卡通畫上的漂亮女孩的眼睛一樣大。這眼睛裏
畫着兩個大大的驚歎號。

「 你住哪兒？ 」
「 那兒！ 」小男孩手指一棟升炊煙的房子。
「 村裏人不知道你是買來的？ 」
「 爹媽不讓說，我說他們就會打死我。 」
「 村裏幹部沒有調查？ 」
「 來過。爹媽說我是他們親戚家的孩子。 」
「 他們對你好嗎？ 」
「 給我吃好穿好，天熱了還給我搖扇子，可就

不讓我上學。 」
「 你不想找你的爸爸媽媽？ 」
「 想！做夢都想！我們那裏是城市，有好多

車，有好多高樓，我們家裏還有大電視。 」
「 你告訴我，不怕他們打你？ 」
「 大人們都說，你是城裏來的。 」
「 對！我是從城裏來的。讓我來幫你尋找你的

親爸親媽吧！ 」
第二日晌午，一輛警車開到了小男孩的家門

口。小男孩不在家，那對爹媽在。藍允兒從警車
上下來，身後跟着倆警察。

「 你們買小孩，涉嫌犯法，我們要帶走你
們！ 」警察亮出拘捕證。

那對夫婦雙手一勾，奪路而逃，像百米衝刺，
撲通撲通紮進了門口的水潭裏。警察也緊跟跳了
下去。夫婦倆被救上岸來。

藍允兒為了消除那對夫婦的恐懼情緒，溫和地
勸說：「 大哥大嫂，你們沒有孩子是可以收養孩
子的，只是不能違背孩子的意願。領養孩子要走
正規渠道，到政府部門登記，確立收養關係。不
用害怕，一切都會好的！一切都會好的！ 」

女人驚恐地問：「 會判死刑嗎？！ 」
藍允兒肯定地說：「 不會！不會的！你們是買

孩子，不是拐賣孩子，你們沒有虐待他！ 」
小男孩的父母在哪裏？小男孩的家又在哪裏？

哪一座城市離豐溪畔都很遠很遠，遠到天邊一
樣。但多麼遙遠，也只是一滴血的距離。警察將
小男孩抽血做親子鑑定，很快跟一對夫妻的血樣
比對成功。小男孩回到了親爸親媽身邊。小男孩
回到城裏上學了。

通過這件事，藍允兒靈光一閃，有了一個嶄新
的主意：她決定開設一堂普法教育課，讓學生家
長人人都成為懂法守法的人。這對孩子們的成長
具有何等積極的作用啊！每周五，學生家長到學
校來開家長會時，藍允兒就熱情洋溢地講解國家
的法律。沒想到家長們喜不自禁，無比感激。

藍允兒的臉也快樂成了一朵嫵媚的山茶花。
故事還沒結束。那對夫婦被教育後很快放回家

了。
星期天下起霏霏細雨，藍允兒帶着這對夫婦乘

大巴，到縣裏的孤兒院領養了一個小男孩。小男
孩長得虎頭虎腦，十分可愛。這對夫婦又過上有
孩子的生活了。不過，這次的日子不再提心吊
膽，惶惶不可終日，而是其樂融融，幸福美滿。

一年後，為感激藍允兒，這對中年夫婦送給藍
允兒一件貂皮大衣。藍允兒穿上，顯得高貴又美
麗。她照着鏡子，婀娜着身子說：「 大哥大嫂，
穿上你們生產的時裝，我都不敢認自己了。你們
的本事可真大呀！ 」

因為覺得日子有奔頭了，這對夫婦在扶貧幹部
的幫助和輔導下，用扶貧資金辦起了一家養貂廠
和貂皮加工廠。

新學期到了，他們領養的兒子也上學了。
那孩子的書包是藍允兒送的，文具盒也是藍允

兒送的，都印着卡通圖案，好看極了！
書包裏還藏着一個厚厚的紅包呢！小男孩發現

驚喜，放飛了一串嬌脆的、咯咯咯的歡笑聲。因
了這笑聲，藍允兒感覺整個豐溪畔更富生機，更
加迷人了。

（作者本名蔡志宏。有小說發表在《 人民日
報》並獲獎。有小說被《小說選刊》轉載，並入
選二○一五年精品集。小小說《嫰柳兒》被加拿
大網絡電視轉發。）

▲那地方遠，名叫豐溪畔。兩座逶迤的山
巒，兩山之間蜿蜒着一道道小溪。小溪曲
曲彎彎，彎彎曲曲，流淌清澈的溪水，輕
彈美妙的音樂。（資料圖片）

支教老師藍允兒 ●泥 冠
【專 題】■

●倮 倮節奏（十一首選七）

【專 題】■

節奏五：一朵紅色的海浪命令我寫一首詩

燃燒的天空下，火燒雲
拖曳着火紅的長裙奔跑，
翻滾的海浪燃燒着我的雙腳。
我的身體突然長出一對翅膀，
飛向紅色的海洋。入夜：一個人
在夢裏奔跑，跑出夢的邊界。
在一杯水的驚愕裏，大海翻了一個筋斗。
遠古的深山裏，兩隻孤獨的蝸牛
在一個濕漉漉的樹洞裏相遇，
它們伸出觸鬚碰了碰，縮回自己的殼裏。
一縷綠色的風經過，兩朵魚形的浪花
擁抱了一下又分開。

節奏六：單叢與陳皮

清晨。我把單叢與陳皮洗乾淨，
煮十五分鐘，我與水商量
如何融合單叢與陳皮的功效。
潮州的單叢：抗衰老、生津止渴、減少脂肪；
新會的陳皮：健脾開胃、燥濕化痰；
我各愛一種：生津止渴和燥濕化痰。
我一直以為衰老是一種自然現象，
脂肪的堆積也許是你過份熱愛生活，
也許是你真的樂於開疆闢土。
必須承認熵增的不可逆，才可以
談另外的問題，否則，談風論月也是浪費時間，
當下只是現在的一個缺口。
我是一個胃口特別好的人，而且龐雜。
我知道它是一個毛病，但我不想改了；
我嘗試把單叢和陳皮熬出它本來的味道。
一杯單叢陳皮茶，去掉昨天的濁氣，
——所有新的一天，都是從昨天長出來的。

節奏○○

蘆葦彎腰喝水的時候，
文須雀振翅飛走了——

秋天噹噹噹響了三聲，你的背影
應聲枯萎。雪落滿南山。

節奏一：洞穴

早晨的第一縷陽光照在你的臉上，
金黃的手指纖長、溫暖、細膩，
像我在撫摸你。像我在說：我愛你。
空氣中飄蕩着海腥味，皺褶的
床單上，兩塊潮濕痕跡，夢的足跡。
羔羊被趕下大海，潮水漫過鋼鐵的屋頂。
藍色窗簾隨風飄動，棕櫚樹落下枯萎的葉子，
沙灘上鮮艷的人群潮水般向房間湧來……
散落窗邊的白色睡衣。潮水堆起的浪花。
兩塊黝黑的礁石讓浪花發出臥室的呻吟。
大海的喧囂已經停息，內心的喧囂
被穿堂風帶到了大海上。我再次
把頭埋進你的雙乳裏，像埋入一個洞穴。
抬起頭，看見一隻蟑螂從床底鑽進睡衣，
蔚藍的心被洞穴隱藏的牙齒狠狠咬了一口。

節奏二：窄門

在時間的背面，有一道窄門。
進進出出的紅男綠女，
戴着各式各樣的面具，
腳步輕快地走向幽暗的光裏。
光的盡頭是一座花園，
天堂般的花園裏應有盡有：
每一朵花都讓人顫慄，
每一片葉子都懾人心魄。

一次又一次的歡愉把靈魂掏空，
時間的內部藏着不可告人的內幕：
一隻凶猛的老虎站在玻璃窗外吼叫，
一隻海豚嬰兒般哭着跳出海面。

困在認知局限裏的花朵，用什麼
救贖時間？一隻三翼鳥開着二手車
跑過來說：我們根本無法談論四維空間。
——這是一種宿命，一道窄門。

節奏三：白鷺

躺在床上從窗口望過去
是一個湖，昨天我已問了服務員
它的名字叫白鷺湖。
早晨和黃昏，我圍湖跑了幾圈也沒見過白鷺，
問：沒有白鷺，為什麼叫白鷺湖？
答：沒有白鷺所以叫白鷺湖。
但不可否認，白鷺在我心裏亂飛……
我想起沃爾科特的《白鷺》，
隨時間流逝而產生的智慧在詩中流淌……
我的心在無窮的時間和空間中穿梭，
劇烈的咳嗽打斷了我的思路。我問自己：
多少路過的人心中會飛出一隻白鷺呢？
我心裏的白鷺什麼時候能飛出來呢？
不知道，但我確定
自己擁有飛翔的心和技巧，
並且迷戀白鷺的隱喻。

節奏四：麻雀

一隻麻雀。一隻孤單、飢餓、寒冷的麻雀。
在偌大的空蕩蕩的車間裏顯得多麼渺小。
因為疫情延長的春節假期過於漫長，
總擔心意外發生，隔三岔五
就到車間巡查，每次
看見牠站在車間飯堂的桌子上……
大年三十下午：陰冷、潮濕，下着小雨，
工業區的一幢幢廠房都像怕冷的孩子般蜷縮着。
哦，麻雀，突然飛到我面前的窗台上，
牠的小眼睛看着我，一點都不慌張。
我的咳嗽也沒有嚇走它，
我靜靜地看着這隻麻雀像看着自己。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詩歌節基金會理事、凹地成員、新歸來詩人代表詩人。）

編按：「『告訴我，小男孩你為什麼不上學？』……『我爹不給我上學，他怕我學了文化長大了去找我爸媽。』……『我是被爹媽買來的。』……

藍允兒的眼睛瞪大了。」中山作家泥冠細說支教老師藍允兒在偏遠豐溪畔救助孩子、以知識育人既奇妙又溫馨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