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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馨香一瓣

在午间在午间
▱柳小黑

一缕温馨

心香一瓣风情万种

心香一瓣传承红色基因

心香一瓣地方风物

初夏，从 324 国道走圆山大道进入高
新区九湖镇邹塘村，两旁郁郁葱葱的花
木是九湖镇作为花果之乡的特色之一，
多彩的三角梅站成了迎宾树，粉嫩可爱
的多肉植物王国，吸引了诸多粉丝前来
观光采购。而我的目的地，是花海深处
的那座丰碑。

这是一位土生土长却影响巨大的革
命先烈的丰碑。开展学习党史教育以
来，位于邹塘村的王占春烈士纪念馆成
了众多党员干部学习参观的好去处。走
进大门，彭冲同志于 1985 年 1 月题写的 9
个金色大字赫然在目：王占春同志永垂
不朽。是啊，一个烈士，就是一座不朽的
丰碑；一个英雄，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
今天，我们再次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
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重温革命先辈的
英雄事迹，并借此向为中华民族独立和
解放英勇奋斗的前辈和先烈致以最崇高
的敬礼！

丰碑常在，英魂长存！
王占春是谁？他是闽南革命根据地

和红军游击队的重要创始人、龙海苏区
的主要创建人、龙海革命史上一位传奇
人物。1905年 9月出生于龙溪县，今漳州

高新区邹塘村一贫农家，其父懂得医术，
是邹塘国术馆的拳师。家里省吃俭用，
把他送进了学堂。北伐军进漳时，王占
春投身革命活动，1926 年冬加入中国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1927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与许涂淼
等发动漳南轻便车工人罢工，在南坑一
带组建发展农会组织和农民武装。1928
年 3 月，带领武装群众发动“程溪暴动”，
极大鼓舞闽南人民的革命斗志。1929 年
9 月，与李金发等带领游击队袭歼在何里
庵开会的反动族长及民团头子，震动漳
州各地。“我们向党宣誓，不怕牺牲，英勇
战斗，坚决完成破狱任务。”1930 年 5 月，
受福建省委委派参加“五二五”厦门劫狱
斗争，把营救出来的同志安全送达预定
地点。同年底，率游击队转战漳州南乡
和石码、海澄、平和、漳浦、南靖等地 。
1931 年 8 月，陶铸在漳浦召开会议，将工
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一支队改称为闽南
红军游击司令部，王占春任司令。此时，
游击队已发展到 100 多人。为扩大游击
区，瓦解敌军，王占春和地方党组织先后
在驻南靖山城国民党四十九师独立团一
营三、四连，漳州南乡下陈民团等发动兵

变，瓦解了敌军。
1932 年初，与邓子恢、李金发等利用

漳浦小山城抗征“飞机捐”时机，建立以
小山城为中心的靖和浦革命根据地。同
年 4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攻克漳州。王
占春率领游击队积极配合中央红军东路
军攻占漳州城，并出任闽南工农革命委
员会主席、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常委。其
间，他带领当地干部群众积极配合中央
红军完成了“筹款、扩军、抗日宣传”三大
任务。5月下旬，在中央红军指导下，闽南
红军游击队集中于漳浦县城郊区进行整
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
团（简称闽南红三团），王占春任政委。其
间，王占春等人根据中央指示，发动农民
打土豪，分田地，并把没收的地主豪绅的
粮食、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建立和发展
农村革命根据地。同年 6 月 6 日，在漳浦
崎溪寨仔村组织抵御敌张贞部疯狂反扑
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7岁。

在烈士牺牲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
大家仍然把他那威慑敌胆、鼓舞众志的
名字称作红三团政委。他的一生极其短
暂，但功勋卓著。他像春天的使者，把革
命的火种播撒到闽南大地。是一位在平

常工作中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危难
时候豁得出的好干部。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王占
春领导闽南人民闹革命期间，邹塘村村
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他的革命活动。当
年不到几百人的小村庄，跟随王占春参
加红军游击队的村民就达 90 人，为革命
壮烈牺牲的有 14 人，为革命事业做出重
大奉献和牺牲。

今天，在王占春的家乡，当地政府和
人民牢记着先烈的伟业，每年王占春烈
士的祭日，村民们都会自发组织前往位
于漳浦车本的王占春烈士墓地祭拜英
烈。邹塘村两委一届传承一届，始终高
举革命先烈的旗帜，在寸土寸金的花卉
种植基地上建设“王占春小学”，开辟“王
占春公园”，修建“占春亭”，在先烈故居
建立“王占春烈士纪念馆”，并拨专款派
专人管理，“传承英烈志，激励后来人”。
此处也被确定为“福建省党史教育基地”

“漳州十大革命遗址”“龙海市文物保护
单位”, 引来瞻仰、学习者无数。

邹塘村的干部群众也以王占春精神
为指引，传承弘扬苏区精神，因地制宜发
展花卉苗木、休闲旅游等特色产业，逐步
走出了一条依靠特色产业发展的致富之
路，成为全国多肉植物主要生产基地，年
产值近 2 亿元，带动老区群众持续增收，
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四季更迭，时光流转，王占春烈士纪
念馆始终干净整洁，它所承载铭刻的历
史与鲜活的记忆，永远激励着后人昂首
阔步奔向美好的未来。修葺一新的王占
春革命烈士故居，已成为弘扬革命先烈
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从一座丰从一座丰碑说开去……碑说开去……
▱杨燕芬

妈妈 阳光喊破嗓子

在午间 鼓动它的热情

它将您拉进阴影

拉进那些收纳衣物的纸箱之间

妈妈 这个时候适合您宁静独处

适合您站在窗棂下

去分辨室外的脚步声

妈妈 您不出门

或许您是被期待灼瞎了双眼

阴暗 更适合您自己制造热闹

制造已经走远的奶水和春秋之梦

而那空镜上贴满您的呼吸

像贴满关于平安的纸鸢

枕头下 您藏着更多的慈爱之泪

足够分赠

那些被阳光揪着耳朵

拉到您面前的笑脸

曾经，二叔在他家门前，搭了个丝瓜架

一到夏天，丝瓜火火地挂满架

穿过丝瓜架，二叔养的狗，就会在那里摇头摆尾

然后，就可以看到，母亲养的鸡和猫

骑楼下，母亲叼着一根烟，亮着嗓门招呼我

接着，可以和母亲边喝茶，边拉呱

有时二叔二婶也会一起

时间，如帘外的风

而今，院落、楼，依然

丝瓜架，已经是老屋记忆里

最后一抹绿

偶尔，二婶的话，还在耳边

“要回城里了，割几条丝瓜回去吃”

丝瓜架丝瓜架
▱杨炳光

我总爱来看她

只要有时间

顺流而下的小河

虽然有桥的阻挡

虽然看不到尽头

但我还是要极力遥望

我看见母亲蹒跚的身影

送我的那一刻在路旁伫立很久

在前方，我知道你发源于山脚下

发源于故乡的魂

潺潺流水，就像母亲的乳汁

坚强，富有生命力

一条河就这样奔流不息

你的声音，像母亲的唠叨

常常在梦中惊醒，思念

站在栅栏望你的容颜

波光熠熠，看到母亲

苍白的头发和永不消逝的微笑

我看到黄槐决明的金黄

一片灿烂的美丽

一条小河，汩汩流淌

一条小河一条小河
▱潘建春

一

每个人在年少时，都会有过梦里几度
又飞花的美丽梦境，单纯甜蜜。年少的心，
因为有了梦而期待着未来的美好。可是人
在年少时，总是不明白，这世上，有些美丽的
东西转瞬即逝，让我们来不及把握，来不及
拥有。成熟的代价，就是我们在错过时方才
明白该珍惜的东西已成过眼云烟。

曾几何时，觉得做梦是一件很遥远的
事。梦的美丽，只会让醒来的现实多一份残
酷。当梦渐渐褪色时，有些美丽，也不再为
谁而停留了。

不做梦的日子，写诗，写一些喜欢的文
字。浅浅淡淡，让心事，在文字中缓缓流
淌。在文字里，也常常会怀念一件事，或是，
一个人。往事的痕迹，便会细细地缠绕在心
里，让心充满着柔情，于云淡风轻的日子里，
细细翻阅。那一刻的心情，带着恬淡的美
丽。就像曾经爱过的一个人，或许无缘携手
一生，可是爱过的痕迹，却会在某个时刻，悄
悄地钻入心底，百转千回，耐人寻味！

从来都不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尽管有些放弃，会让心，很痛，很不舍。可是
心里却深深明白，只有放弃，才是最好的选
择。这是一种宿命，有些事情，并不在我们
的掌握之中，一如感情，遇上谁爱上谁又能
爱多久？人生，只有无怨才能无悔。错落的
情缘，不管最终飘落何方，只有无愧于心，在
我们垂垂老矣之时，才会在蓦然回首的瞬间
忆起那份无瑕的美丽。一直都害怕伤害。
而有些伤害却在所难免。当一颗曾受过伤
的心，慢慢愈合后，才学会认真地对待每一
份感情。学会，不去伤害。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日有所思夜
有所梦是人的心理状态。在很长的一段日
子里，我已习惯了无梦。无梦并不代表遗
忘，在无梦的时光里，可以梳理被梦遗落的
美丽，梳理寂寞的情怀。就让梦想搁浅在时
光的流逝中，对太多的事情，学会缄默以待。

有些人，在生命中驻足停留，无论时间
长短，终是丰富了苍白而落寞的岁月。有些
人，擦肩而过，从此杳无音信。没有再见，没
有牵扯，这样算不算是个美好的结局？可
是，不见面不联系并不代表遗忘。也许，会
像一首美丽的诗，一段深情的文字，在最没
料到的时刻里再次出现。无法预知的人生，
是真实的人生，可以无梦相随，也可以安宁
淡泊。

二

尘世间，有一种桀骜不驯的美丽。我
想，那应该是文字。暧昧的，温暖的，寂寞
的，尖锐的……

直指人心。
度过漫漫长夜，我看见曙光微露的天空

飘逝的那朵云彩，呈现泪珠的颜色。不知道
会留在谁的心里？凝成千年的琥珀。而幽
静的窗台上，白露泠泠轻扬飞洒。惟有文字
是寂寞旷野里孤独的回音。

走在飘着细雨的小巷，我希望逢着一位
结着丁香般愁怨的女子。我想知道那把小小
的油纸伞，是否能为她撑出一片晴空？我在
戴望舒的雨巷里徘徊良久。逢不着那位丁香
姑娘，却在轻飘似梦的细雨中生出愁思缕缕。

仰望雨帘，我终于明白，在所有的雨中，
只有淋湿我的那一颗，才是真的雨。我站在
天桥的风口上，让飘起的裙裾落满轻盈的花
瓣。让那一缕清香的弥漫带走风中的思念。

那一刻，梦想和渴望，脆弱和快乐。在
摇曳的风中已不再重要。习惯生命的本质
就是离别，抑或伤害。这是我们都无法选择
的。能相逢已是不易，能相守更是一种奢
侈，结果只能是一片空白。

行走在文字的边缘里，有我根深蒂固
的信念。

流离失所的城市，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的相遇，是相携走过一生还是只能在生命中
停留短短的一刻。没有预演的故事，总是不
期而至。

有些事情，可以遗忘，可以遗忘的，是
不是不再重要。有些事情，可以怀念，可以
怀念的，是不是一辈子的刻骨铭心？相逢无
意，相思无悔，相离无奈，情深又是为了谁？
我用文字来遗忘，用心来怀念。

或许我是一个不安定的女子。常常做
着白日梦。梦幻的美丽让我对于现实有着
太多的期求。而碎裂在时光里的期求，常常
是自己对于自己的沦陷。

在沉寂的夜色中，我借助文字的翅膀
翱翔于天际找寻遥远的梦想。幸福，却静静
地飘落在我的手心。最美的青春在瞬间燃
烧过，我已无奢求。任岁月千秋，时光荏
苒。我轻轻地挥挥手，与美丽的年华作别。

人生的种种细节，缓缓地流淌在我的
笔尖，在字里行间，淡淡流露的芬芳会让所
有的一切风淡云轻。而我的心，也始终散发
着人淡如菊的安宁。

岁月之语岁月之语
▱江惠春

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植物的文章，
说说屋顶菜园子的那些事，聊一聊露
台上的花花草草，抒发一下情感，却总
是怯战，无法成形，挺不错的题目倒是
想了好几个。

对于一个初学种菜的我，不管是
《鸟儿吃剩下的才是我的》，抑或是《虫
子吃剩下的才是我的》，这些题目只能
说明在我管理下的菜园子一片狼藉和
萧条，可怜所产为数不多的瓜果蔬菜,
不是被鸟儿给收成了，就是被虫子给
吞噬了。

近年来越来越喜欢与植物相觑对
话 ，越 发 喜 欢 这 种 恬 静 和 合 的 状 态
了。归农的业余生活倒也自得其乐，
很符合我的性格及年龄。虽然产出与
我的劳动无法成正比。

当然，生活有时也会给我惊喜。
扦插培育了近一年的杜鹃花在这雨后

的春天终于绽放了，虽然仅仅只有一
朵，但亦足以慰藉我心。从两厘米的
小枝条插入盘中起，直到生根移栽存
活，长至如今的三四十厘米高的植株，
不是时时惦记、处处小心，是不可能有
此收获，毕竟好品种都更加娇贵，不似
满街作为小盆栽的高山杜鹃可以比
拟。那一朵纯粹素养出来的花儿，亭亭
玉立、温文尔雅、娇而不媚，自有风采。

一段时间下来，从当初的一盆兰
花到现在摆了一地的十几盆各个不同
品种的兰，时不时地还窜出几枝小花
箭，闻着清幽清幽的，我乐此不疲。平
时还搬上搬下移进移出，一会儿放阳
光下，一会儿放阴凉处，也算是活动筋
骨，既满足了体能上的锻炼，又收获精
神上的愉悦，心里别提有多美。

都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感觉就是
说现在的我。植物越种越多，什么葡
萄树、树葡萄、枸杞子、柠檬树、发财
树、月季花、罗汉松等等，大有不把三
十多平方米的露台铺满不罢休的架
势。

春 天 来 了 ，夏 天 也 即 将 随 之 而
来。今年的夏天好像来得特别早，才
三月份，人们就早早穿上短袖。中午，
我打开通往露台的大门，准备给花儿

们挪挪地，免受烈日的荼毒。一股扑
面而来的热浪把我逼退了两步。是时
候关心一下大盆里的葫芦瓜了。春节
刚过，葫芦籽就被我埋在土里，早早地
出了苗，两三片硕大的叶子就能把整
个盆面给完全覆盖住，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之态。

种在露台上的葫芦不同于菜园子
的瓜果蔬菜，它的目的不在于结果，它
的未来不在于成为盘中餐。我打算用
长大后的它将日光阻挡在外，保全露
台上花草们的生命安全，露台的温度
也不至于火烧火燎的高，意义特别重
大，所以让我特别关注。

随着夏天的日渐推进，气温逐渐
上升，我的心随着气温的升腾，开始心
急如焚起来，焦躁不安的眼神注视着
不紧不慢的瓜藤。葫芦瓜忽然显得慢
条斯理起来，仿佛在为它的生命、它的

成长积蓄着巨大的能量，好在将来的
某一日爆发。但某一日是什么时候？
夏天来到之前它们能完成使命吗？

最近有关部门对加盖的铁皮屋顶
进行拆除。我们顶楼的住户为了遮阳
和保护屋顶做了不同层次的防护措
施。兴许是解释工作不够到位或理解
出现偏差，我们这些老实的“菜农”在
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自行拆除了并非
建筑物的瓜网。这一小小插曲让本就
心急如焚的我更加焦躁起来，这一拆，
瓜藤无可依附。怕它们夜里无处攀
爬，我睡不着，赶紧摸黑给它们搭了几
根简易的竹竿，而瓜苗似乎看穿我的
心思，故意跟我玩起了心眼，不动声
色，越发慢吞吞。几天下来，葫芦还是
只有那几片叶子，还是蹲在原地。

有 句 老 话 ，“ 人 生 一 世 ，草 木 一
秋”，古人们不是早就总结出来，把人
生与草木相提并论了么。埋下一颗种
子，等着它发芽，从小苗到壮根，及至
茁壮成长，开花结果，需要阳光雨露，
浇水施肥也一样不能少。春种秋收，
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类也是自然界
的一员，也必须遵循。一样短暂，急也
一世，慢也一世，草木都不着急，我又
着什么急呢？

心急如焚心急如焚的我和的我和
慢条斯慢条斯理的瓜理的瓜

▱赖理宙

前些日子，在朋友圈看到
一条踩菜脯的视频，视频中的
一名农妇，赤着脚在一堆白萝
卜上有节奏地踩着，这熟悉的
画面，瞬间把我的思绪拉回到
三十多年前。

在我的家乡平和坂仔，有
条溪叫花山溪，彼时，溪的中间
有片坡地，坡地的表面布满鹅
卵石，鹅卵石下面是沙石。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菜畦上都种着很多
白萝卜，白萝卜成熟的时候，村民择一晴朗的
天气，全家总动员，把白萝卜全部拔起来挑到
坡地上晒太阳，傍晚时分，一家人浩浩荡荡地
走出家门，跨过石板桥到坡地，到了坡地进行
人员分工，有的挖坑，坑深有半人高，坑的周
围铺上稻草；有的蹲地上捡萝卜，把萝卜一个
个捡起来放进畚箕，畚箕装满后再倒进坑里。

踩萝卜是很重要的工序，要洗干净脚才
下到坑里，往往一个坑里有两三个人在踩，他
们在坑里有节奏地踩着萝卜，边踩边撒盐巴。

等到坡地上的萝卜全部倒进坑里了，大
家都跳进坑里踩萝卜，踩得差不多了，在萝卜
上盖上稻草，再压上一堆石头。

而这——只是踩萝卜的开端。
这之后每一个晴朗的日子，踩萝卜成了

家庭一项重要任务。彼时，我正在上学，每天
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父母或者姐姐跨过石
板桥到对面的坡地上，搬开石头、稻草，用畚
箕把萝卜一个个铺在鹅卵石上晒太阳；傍晚，
夕阳西下，再把白萝卜收好倒进坑里。

那时的坡地上，都是踩萝卜的人，这儿一
堆，那儿一伙，都是同村村民，彼此熟悉，大家
边踩萝卜边拉呱，彼时的坡地，场面甚是壮
观。

萝卜每天晒、踩，晒、踩，逐渐收干水分，
一个个肥胖的萝卜变成干瘪的菜脯模样了，
此时，父母就会让我们把这些萝卜干挑到溪
边洗干净，花山溪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

水里的沙石和鱼虾。
洗干净的菜脯再不需要用脚

踩了，父亲拿出很多稻草，铺在鹅
卵石上，一条条菜脯铺在稻草上
晒太阳，一天，两天，三天……直
至晒成菜脯干。

这段时间，大家最担心下雨，
一旦下雨，菜脯就晒不了太阳容
易坏，万一真碰到连绵不绝的下

雨天，村民就把菜脯挑回家，倒进大鼎上烤，
烤得差不多的时候，先收好，遇到晴天继续
晒。等菜脯完全晒干了，收进瓮子里绑紧瓮
口，放多久都不会坏。

菜脯在瓮子里放置一两年后，逐渐变成
黑色，此时就变成老菜脯了，老菜脯深受大家
的喜欢。

闽南人的一日三餐，时常喜欢煮一锅香喷
喷的咸饭，而菜脯咸饭更是深受大家的喜欢。

自家产的菜脯装在瓮子里，需要的时候
抓一把，切成丁，锅里放热油炒，或煮干饭或
包粽子，皆是人间美味。

再后来，花山溪的坡地被河水冲走了，再
很少看到大家去踩菜脯了，而这段记忆，却依
然清晰如昨。

踩 菜 脯
▱苏丽梅

凤凰花盛开时节 张伟忠 摄于漳州碧湖生态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