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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
◎黎妙英

远远望见一株古榕

在池塘边蔓延

千百年来不曾移转

像极了越稀老人

等待儿女归视

远远望见一株古榕

枯荣同株

这边枯枝突兀

把 盘 根 错 节 的 往 事 埋 在

心底

那边新绿交首

用 茂 密 的 冠 盖 藐 视 宿 命

与死亡

远远望见一株古榕

探食的青鸟未见踪影

那 根 落 满 红 尘 的 麻 线 困

不住日子的荒凉

触碰岁月的疼痛

用 沧 桑 沙 哑 的 语 言 讲 述

祖辈的荣耀

空旷的村落

独 守 一 份 属 于 黎 边 村 的

宁静

阳光穿过黑暗

一间荒废的老屋

站在岁月的上风

像坐化的圣人

不卑不亢地坚守

风的刀尖划伤它的皮肤

却强健它的骨骼

雨的无情浸化它的根基

却灌通它的血脉

几 束 阳 光 从 咸 丰 年 的 早

晨射进

斑驳了屋内的杂物

门外的小草禁止入内

黑暗给老屋宁静

老屋给黑暗以孤独

阳 光 试 图 重 燃 昔 日 的 辉

煌

对于未来的期望

从未停止生长

有 一 种 声 音 ，如 小 夜 曲

般 ，时 时 萦 绕 在 我 的 梦 中 ，

伴我走过青葱的春，热烈的

夏 ，走 进 人 生 的 秋 。 那 ，就

是最熟悉而又难忘的乡音。

“哐啷啷——”铁质水桶

撞 击 在 青 石 板 铺 砌 的 石 阶

上 ，发 出 清 脆 的 声 响 ，在 古

老 的 长 巷 中 回 荡 。 一 个 七

八岁清瘦的女孩，挑着两大

桶 水 ，正 从 巷 口 拾 级 而 上 。

圆柱形的水桶几及腰际，稚

嫩 的 双 肩 已 经 承 受 不 了 重

负，只能横着来挑。望着依

靠山势而砌的长长石巷，望

着屹立半山腰的红砖瓦房，

女 孩 的 眼 睛 红 了 。 俗 话 说

“狮岭地堂黎边巷。”即使是

挑 重 的 成 年 人 ，听 而 生 畏 ，

何 况 是 七 八 岁 的 孩 子 呢 。

“ 哐 啷 ”铁 桶 又 重 重 地 敲 击

在青砖墙角，“哗啦”半桶水

泼洒到了地上，浇湿了石板

路 ，湿 润 了 女 孩 的 眼 。“ 来 ，

我 挑 吧 ，看 ，水 都 快 没 了 。”

刚 好 收 工 回 来 的 邻 屋 大 叔

笑 着 夺 过 女 孩 肩 头 的 扁

担。来不及推却，大叔早已

经挑起水桶，健步如飞地奔

在 前 头 了 。 这 条 青 石 板 的

长巷，女孩每天不知要走过

多 少 遍 ，当 然 ，这 样 的 故 事

也 在 每 天 上 演 。 青 石 板 长

巷，让她痛并快乐着。

“哐啷啷——”一间黄泥

砖头堆砌的老屋里，传出阵

阵捣药声。“天井”旁的石阶

上，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大

妈，双腿紧紧夹着一个螺纹

盆 ，双 手 握 着 擂 浆 棍 ，快 速

地捣着盆里的“万年青”，时

而 还 加 上 一 点 红 糖 。 土 方

药材做好了，大妈用干净的

棉布包着，小心地敷在妹妹

红肿的嘴唇上。原来，妹妹

到 外 面 疯 玩 后 ，饿 极 了 ，回

家看到灶台上有一块芋头，

不 知 底 细 的 妹 妹 把 那 块 本

来 是 妈 妈 用 来 治 病 的 野 芋

头 塞 进 嘴 里 ，不 一 会 ，嘴 唇

又痒又麻，红肿得像一对香

肠。爸妈在田里耕种，怎么

办呢？同屋的大妈知道后，

拿出宝贵的药材和红糖，为

妹 妹 做 草 药 。 要 不 是 大 妈

的及时救助，妹妹早已经小

命难保。风烛残年的老屋，

蕴 藏 着 两 家 人 多 少 的 欢 喜

伤悲。

“哐啷啷——”村口小学

堂 门 前 那 块 生 铁 敲 响 了 。

原 本 在 门 前 打 闹 的 那 群 小

麻 雀 嘻 嘻 哈 哈 地 飞 进 了 教

室 。“ 一 笔 竖 ，二 笔 横 ，三 笔

横，上，上课的上”。神奇的

音 韵 像 一 块 磁 铁 似 的 牢 牢

地 吸 引 着 正 在“ 秋 津 门 ”外

放 牛 的 女 孩 。 她 丢 下 吃 草

的牛儿，偷偷躲到了教室的

门 角 。 不 大 的 教 室 里 高 低

不 一 地 摆 放 着 二 十 来 张 桌

子 ，椅 子 更 是 千 奇 百 怪 ，有

方 有 圆 ，因 为 学 生 的 桌 椅

都 是 自 己 从 家 里 搬 来 的 。

一 位 四 十 多 岁 的 慈 祥 的 女

老 师 带 着 学 生 ，抑 扬 顿 挫

地 读 着“ 人 、口 、手 、山 、

石 、土 ”。 突 然 ，老 师 的 领

读 声 停 下 了 ，轻 轻 地 走 向

门 角 。“ 你 也 想 读 书 吗 ？”

“ 想 ！”“ 还 不 够 年 龄 吧 ？”

“ 嗯 ！”“ 你 坐 在 最 后 那 张 凳

子 上 吧 ，那 同 学 这 几 天 病

了 。”“ 嗯 ！”女 孩 满 心 欢 喜

却 怯 怯 地 点 点 头 。 那 年 ，

女 孩 成 了 特 殊 的 旁 听 生 。

村 里 的 小 学 堂 ，放 飞 了 她

的 梦 想 。

岁 月 悠 悠 ，一 晃 几 十 年

过去了，“哐啷啷——”的乡

音 仍 时 时 在 梦 中 回 荡 。 乡

音，乡情，将陪伴我的一生。

黎边拾韵
(外一首)

◎钟栓枝

深闺芳容别洞天，

不换新装更留涟。

清风半里能闻醉，

碧水一湾作桃源。

树本溯源
树本堂前细思量，

百年砥砺更芬芳。

庭上新绿忙掩笑，

善念一丝即阳光。

感恩与孝道
◎蓝子华

上天给予我蔚蓝的苍穹

大地给予我滋润的甘泉

父亲给予我生命的原点

母亲给予我哺育的乳汁

心怀感恩，天地一片宽亮

处处充满着金色的阳光

感恩的心涌跃着行孝的德性

传承给一代又一代

父 母 呵 ，我 愿 担 起 所 有 的

苦 难

为了你们的快乐

父 母 呵 ，我 愿 背 负 全 部 的

病 痛

换取你们的康健

恩情如冬日的暖阳

爱的河流，滴滴心血

我祈求，天下的父母呵

一生平安

我 祈 求 ，孝 道 撑 起 的 道 德

高 地

长存人间

岁月峥嵘，两江水、金堤

永固。

民众苦、爱心人士，大方

捐募。

狮 象 联 守 阵 线 洪 ，南 北

村域坚如故。

众君子、骨肉总相连，千

千户。

黎边村，人才出。

黎南海，观音度。

善堂心树本，铭刻心骨。

仁 爱 奉 献 担 道 义 ，互 助

共享承担苦。

看今朝、旗帜在中央，人

民富。

[注释]
所有细节注解可以参照

树本善堂历史文化展馆。本

文从简。

两 江—— 历 史 上 指 狮 山

一带的北江和西江的侵江。

金 堤 永 固—— 道 光 三 十

年（1850 年），由 进 士 张 业

南 、李 可 琼 等 牵 头 修 筑 良 凿

围 ，并 在 狮 岭 大 路 墟 设 立 围

董会，会名叫“金堤永固”。

狮 象 联 守 阵 线 洪 ，南 北

村域坚如故。——明万历年

间 ，从 狮 子 山 口（现 在 狮 山

窦）起止察美，抗洪修大堤，

故 有“ 狮 象 联 守 阵 线 洪 ，南

北村域察归终”之说。

黎 南 海 —— 指 明 国 期

间 ，黎 边 村 出 了 个 黎 照 寰 ，

当时上海人对他的尊称。

观 音 度—— 黎 边 村 黎 湛

枝 倡 建 南 海 观 音 寺 ，将 慈 悲

洒向人间。

仁 爱 奉 献 担 道 义 ，互 助

共享承担苦——指“仁爱、奉

献 、承 担 、互 助 、共 享 ”的 树

本 精 神 。 为 了 平 仄 ，顺 序 有

所调整。

黎边古榕 (外一首)

◎无痕

满江红·树本善堂
◎肖学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