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罢《俗世奇人》，是在一个

暮色四起的黄昏。橘色阳光从窗

外照进来，斑驳光影洒在藏蓝色

的古书封面上，像极了书中光怪

陆离的世界，那一个个鲜活的传

奇人物再次跃然纸上……

《俗世奇人》的作者是冯骥

才，语言半文半白，对于一名初中

生来说，看得不算吃力。在书中，

我认识了天津卫中形形色色的人

物，例如：给人看病必须先收七块

的“苏七块”，会服侍头儿也服侍

鸟儿的“死鸟”；女儿身男儿头的

“背头杨”；认牙不认脸的华大夫

……他们有血有肉，爱憎分明，当

然也各自身怀绝技。

在天庆馆捏泥人的“泥人

张”，在面对大财主海张五的嘲笑

屈辱时，没有选择低头，而是用自

己的方式进行了反击。他从鞋底

抠出一块泥巴，把海张五的脑袋

捏了丢在桌上。第二天，北门外

的小杂货摊全是海张五的泥像，

旁边贴着白纸条——贱卖海张

五。这下，海张五成了天津卫的

笑柄，他不得不花大价钱连模子

带泥人全买走，才算平息了这场

风波。

在冯骥才的笔下，这些奇人

怪才虽身处社会底层，却拥有非

凡技艺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最终

成为民间津津乐道的俗世高手。

其实，这些人说奇也不奇。

就拿那些拥有“特殊技能”的高手

来看，他们之所以成为业界天花

板，那是他们多年来长期练习、苦

苦钻研而得来的成就。北宋欧阳

修写的卖油翁，就说明了这样的

道理：老人把葫芦放在地上，用铜

钱覆盖瓶口，再用勺子舀油从铜

钱中口的孔倒油，而铜钱不沾一

点油。这个技艺让人惊叹，但卖

油翁说“熟能生巧”而已。

郎朗是世界著名的钢琴家。

他3岁开始学琴，在网上还流传

着他七岁时的作息表，他每天练

琴最少6个小时，一到节假日和

寒暑假就加倍练习，每天的时间

几乎全部被钢琴占据。就是这样

坚持不懈地练习，郎朗最终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

所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随

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对于我们学

生来说，只有付出汗水和坚持，才

能取得好的成绩。我们班上有一

些成绩非常好的同学，每次考试

后都是同学啧啧羡慕的榜样，家

长嘴里“别人家的孩子”。其实他

们废寝忘食学习的样子，可能是

你看不到的。

世上没有成功的捷径。我相

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相信

你也会成为俗世里的“绝世高手”。

乡愁是什么？是幽静拙朴的

青砖小屋，是可以下水嬉戏的河

涌，还是瓜果飘香的田野？

要我说，乡愁是有颜色的：有

土地般厚重的岁月金黄，有自然

强韧的生命绿，也应该是翡翠般

耀眼的玉石绿，也是宽厚优雅的

古朴灰。

乡村是城市的故园，繁华不

能消弭乡音，高楼不能屏蔽乡愁，

我想用文字为桨，划进和美乡村

彩虹一般的梦境里。

德育课堂的岁月黄
岁月变迁，历史长河浩瀚，

家风如同烙印一般，刻在后人的

血液思维里，留下永远不能消失

的基因。无数姓氏，良好家风汇

集，就组成民族的傲骨和卷宗浩

帙的辉煌历史。如果说家风有

颜色，那么它应该是岁月的金

黄。大风浩荡，黄沙吹尽，存留

下始终是最为珍贵的古老醇厚

的金黄。

在桂城众多古老的村庄里，祠

堂里随处可见的岁月黄，庄重肃穆。

跨过高高的门槛，穿过青石

板铺就的天井，仰头看堂前，“世

代源流远，宗枝奕叶长”鎏金字体

金，熠熠生辉。

祠堂是有生命有灵魂的。那

些坚如信仰的麻石，那些金色的

雕梁，那些温润如玉的青砖，历经

几百年风吹日晒，每块砖头，每片

青苔都记录着历史，书写了传

承。树木本是有生命的，它们长

在深山，饱吸天地日月精华，被能

工巧匠发现，锯木为匾，刻字成

文，雕花着色，筑在墙壁上，从此

吸附人间烟火和后人目光的洗

礼，那一粒粒岁月黄的繁体字，写

下一个个先祖的名字，他们或名

闻遐迩，或深藏功名。

在石 ，在夏南，在中区，在

叠南，在平东……在桂城一座座

古老的村庄里，矗立着无数珍珠

般耀眼的宗祠：伦氏宗祠、宋助

教洗公祠、五岭梁氏大宗祠、江

氏宗祠、遁叟江公祠，莱公陈公

祠、孔大宗祠……那些如星星一

般恒久闪耀着光辉的祠堂威严地

立在寻常巷陌深处，是民间德育

潜移默化的课堂。那镌刻在祠堂

墙壁上的家训，一颗颗珍贵的汉

字，是岁月打磨后的金黄……如

果说乡村振兴是条远行的路，那

宗祠的修缮必定是人们的精神明

灯。缺失的灵魂在岁月黄的疗愈

下，保持善良的初心前行。

海纳百川的古朴灰
灰色是魅力、高雅、底蕴、平

衡的颜色，它昭示包容万物，海纳

百川。

在桂城平东就有这样的一个

百年村庄，据说这里出过三位进

士，如今仍书香浓郁。岭南风情

灰色古建筑错落林立，玲珑别致

的镬耳在房檐展开怀抱，彰显着

岭南海纳百川，广迎天下宾客的

气度。

穿过灰麻石条的小路，在玲

珑的中式店铺间穿行，偶尔，小

桥流水间出现一个精致小亭。

平东这个往日里“村村点火，户

户冒烟”的小村，如今变成高雅

的品玉鉴宝文化高地。

翡的典雅白，翠的魅力绿，

建筑的古朴灰，向喧嚣繁杂的过

往传达和谐安逸的声音。这是

传统文化和睦安定，华而不炫的

乡村中最高级的颜色：古朴灰。

在小村中穿行，会在小巷深

处遇处遇到水月宫和娘妈庙，古建筑

典雅灰色的外墙，雕梁画栋的房

檐，沧桑温柔，慈爱地收纳人们

的敬畏。偶尔有白发老人坐在

灰色条石的门槛内，摆上自制的

栾樨饼，所谓“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大抵就是这

样子吧。

在桂城，类似于平东这样从

百年村庄转化特色产业小镇的

地方有七个之多，怎么让产业与

环保和谐，让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平衡，这些矛盾考验着基层工

作者们的能力。很显然，在桂

城，他们找到了乡村振兴的新思

路：垃圾分类、综合治理、社区自

治公约、融和家、熟人社区、志愿

服务等，将桂城无数个沉寂的小

乡村打造成广迎天下客，既有文

化传承，又有现代技术和工艺的

特色产业小镇。

自然乡村的生命绿
绿色是大自然中最有活力

的颜色，可以安宁情绪，绿色代

表着希望、生命、宁静、环保、成

长、生机、青春……没有什么比

“生命绿”这个普通又珍贵的颜

色更能概括桂城的河涌。

叠滘、孔溪涌、夏南一、中区

社区、平东社区、叠南等村的河

涌如今焕发绿意盎然的生机，

刷一辆单车，慢悠悠晃荡，

绿道犹如一条河，单车如舟，旁

边的树影犹如绿海的堤岸，只有

寂静的风在耳边呢喃，有时候会

恍惚，以为自己划了一叶扁舟在

绿海中滑行，不由得把思绪飘入

云中，飏起的发丝被风沐洗，灵

魂通透，陡然净化为一个明白简

单的人。

无意间晃荡到江头村的牌

坊前，竟然有些恍惚，仿佛这青

灰色麻石砌成的牌坊是一个神

奇世界的守门人，将喧闹繁华的

都市和安静灵动的水乡隔在这

道门前。一穿过这道门，就会抵

达另一处绿色的家园。

有白发苍苍的老人，穿着白

色麻布褂子，坐在河边的菩提树

下，沉在浓稠的往事里，可以借这

清风和墙上涂鸦打探他们的往事。

河涌中的一条龙舟，一半埋

在河边的泥里，一半龙尾仍张扬

着，红色的油漆涂抹成的鳞片清

晰可现，它在看时光从河水中流

过的身影，它看见岁月长成这苍

树的年轮，它在看风景，而人们，

把它当成风景。

河涌里，碧绿的水草聚集在

一起，河涌两岸生长着薏苡、水鬼

蕉、白姜花为生态巢，绿色植物蓬

勃的生命力让河涌的水不断净

化，现代科技与古老传统相得益

彰，那些曾经一湾溪水绿，两岸荔

枝红的古老情景，在不久的将来

会得以实现。

我问身边天使般的孩子，如

果你是一棵树，你希望你结什么果

实。她说我希望能结出绿色的糖

果，棉花糖花生糖，那些糖果，都是

春天的眼睛……我叹息着拥抱

她，心里酥成一锅蜜，绿色的，自然

的，果然才是人性本我中最无邪的

颜色。

水井，溪流，花草，虫鸣，树木

……它们都是乡村绿色的住户。

一边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

的都市，一边是流水潺潺的村

庄。时光把绿色的秘密和宝藏

隐藏在桂城的村庄里。

在桂城的其他乡村，同样有

绿色四处洋溢。一河两岸的风貌

再现昔日农耕时代自然景观，文

气十足的故事如同光影电影一

般，在碧波荡漾的清流上展映，美

轮美奂。

绿色的水，绿色的田野，有绿

色的观念，造就绿色的乡村。绿色

生态文化还原乡村应该有的底色。

如果你不知道理想中的乡村

是什么样子，你可来桂城的叠滘；

如果你不知道祖辈们洗净腿上泥

巴在哪个作坊创下一份基业，你

一定得来桂城的平东；如果很久

没体会到乡愁这种珍贵情感的滋

味，请你来桂城的乡村。这里，乡

愁镀上五彩缤纷的颜色：让你有

归属感的古朴灰色，文化底蕴的

岁月黄，蓬勃生命的自然绿，还有

家国团聚的天空蓝，有现代文明

和非遗文化共同塑造的中国红

……从精神、家风、生态、产业，人

们想要的宜居和理想，都在桂城

这百里芳华村庄里。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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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暮春，到佛山

南海亲戚家办事，事毕，亲戚

建议我在南海的春天里走

走，错过这里的春天，一定会

留下遗憾的。

几天的见闻，我被南海

春天的花香沉醉了。

从繁华的都市广州往

西，半个小时，便是南海桂

城。佛山水道、平洲水道将她

轻揽入怀，宁静而安详；岸边，

水天一色，街市，四季花香。

步入桂城，你便走进了

历史与现代交织的悠悠岁月

之中。每到一处，都能体味到

这座城市散发的古韵新风。

春夏秋冬，无论你何时

到来，都能赶上鲜花盛开的

“头彩”。会看到那大街小巷

处处盛开的花朵，弥漫的花

香。春天的桂城，更是花的

世界。

站在桂澜路人行天桥

上凭栏远望，海三路上延绵

几公里的半天火红尽收眼

底，艳丽的木棉花挂满枝

头。那一朵朵木棉花，如一

颗颗鲜红的小火团绽放在蓝

色晴空下。微风吹拂，花瓣

散落，漫步其中，感觉走在童

话的故事里。

当我们走到南海金融

公园的演艺广场周边，被一

排黄花风铃木的风景震撼。

满眼金黄色花朵绽放在错落

有致的褐色树干上，就像一

幅幅美丽的油画，色彩丰盈。

南海大道上，这条城市

的主干道，宫粉紫荆妖冶艳

成一片粉色的海洋。粉的、

白的、紫的花儿犹如彩灯悬

挂在枝头，如梦如幻。

迎春花一簇簇灿烂的开

放，花蕊星星点点，阳光下笑

得如此灿烂，惊起整个春天。

南海海三路、天佑六路、

奇腾路等白兰花主题道路已

经成型。

亲戚自豪地向我介绍，

对于桂城人来说，推进环境

建设，提升城市绿色生态，打

造森林城市中心城区，在徒

步骑行、赏花亲水，不断蓬勃

的绿色中，也正在重新定义

健康的生活。

我们渴望在车水马龙、

劳碌疲惫的都市生活中，让鲜

花和绿色抚慰喧嚣和烦扰。

对绿色的追求，已成为城市发

展和现代文明的进阶之路。

桂城人，正以工匠精神

雕琢自己的一草一木，让街

头繁花似锦，四季灿烂。无

论是市区还是乡镇，无论是

大道路还是小街角，四季里

都弥漫着沁人心脾花香。

在桂城短短的几天游

历，让我感受到了桂城的美

丽。几年过去了，那里的花香

仿佛一直还在我的鼻尖环绕。

夏天悄悄地来到了

桂城，轻风吹过千灯湖，

这里，鲜花盛开，湖水脉

脉。

微薰的风吹过千灯

湖，映入眼帘的是绿草如

茵的草坪，那片充满生机

的绿色，铺在广阔的大地

上，再向左一望，眼前是

一个五彩缤纷的“颜料

盘”，红的杜鹃，粉的桃

花，黄的迎春花，绿的四

叶草……它们把这家园

装点成花园一般。

深吸一口气，一股

清雅的花香扑鼻而来。

几只燕子飞过，点缀了眼

前的这幅绮丽的风景画，

让这画瞬间活起来。

千 灯 湖 最 值 得 欣

赏的还有那蓝色的湖，

那碧蓝的湖水如仙境

一般，倒映着环湖的球

形灯，如世外桃源般迷

离，这灯光，宛如一个

个夜晚的太阳，让这千

灯湖温暖光亮，湖水荡

漾，灯影碎成无数的星

星，再配上明月，人在

其中，宛如漫游仙境，

如梦似幻，我不敢去触

碰湖面，怕惊醒这美丽

的梦，那真是一件让人

惋惜的事。生活在水

中的鱼儿们，自由自在

玩耍，该是多么幸福。

这时，有船儿在迷

蒙的夜色中划向湖央，这

些船，有小黄鸭船，有四

方游船，有白色雅致的小

船，夜风习习，游人在澄

澈的湖水中轻轻划动木

桨，有的年轻人将船泊在

光亮处，依偎着窃窃私

语，有的懒散任由水带动

船只流动。柳宗元有诗

句说“欸乃一声山水绿”，

这么生动，船桨让这千灯

湖更加生动起来，活泼起

来，让人心生欢喜。

这桨声灯影里的千

灯湖，实在是魅力无边。

乡愁的颜色
◎许媛

那个飘满花香的地地方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张宗畅

做俗世里的“绝世高手”
——《俗世奇人》读书笔记

◎南海实验学校119班林婉晴（指导老师：杨诗影）

桨声灯影里的千灯湖
◎灯湖四小六年级刘政宇（指导老师：周翠梅）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 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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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贴近当下生活，以表现桂城建设成果、人文之美、乡土之情

的作品为佳。文学作品体裁不限，非诗歌类1000字内，诗歌25行以

内。来稿不退，投稿即视为已授权编辑部修改、刊登；请勿重复投稿，

如一稿多投请注明。作品有偿刊登，来稿请附作者真实姓名及有效

联系方式。投稿邮箱：dhbhlife@126.com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