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老丁约我们到槟榔河黎族文化村去看

看，同行的还有来自上虞的离休老干部老盛夫妇。

槟榔河在海南算不上有名的风景区，属三

亚市凤凰镇管，在鹿回头村口坐 22 路公交车

就能直接到达，所以，对我们这些来三亚休闲

的老人来说，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 8 时上车，半小时后便到达终点站

——槟榔河农场。

槟榔河谷的黎族，据说有 900 多户，5000

多人，而且家家户户以种植槟榔为生计，所以

平原上槟榔成林，绿色遍野，空气清新。黎族

人爱嚼槟榔，小小的槟榔也是他们待客、定亲

不可缺少的佳品。但是，现在的槟榔河谷已成

为三亚市的蔬菜基地。

我们径直从农场的大门口鱼贯而入。这

里的机耕路四通八达，也很平整，我们随意漫

步，呼吸着久违的泥土芬芳。

因为这里是亚热带，四季光照充足，植物

生长很快，田野里一垄垄、一畦畦，满眼是绿色，

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长势旺盛，果实累累。村

民们把新收摘下来的黄瓜、四季豆、豇豆等，一

垛一垛地堆在路边，便有菜贩开着卡车来运走。

几个黎族小女孩坐在路旁边卖黄瓜，边读

着课本。正好我们走得口渴，顺路向她们买来

解渴，女孩把黄瓜一根根削干净后递到我们手

里，回过头又去读书。黄瓜非常鲜嫩可口，可

让我感动的却是这几个女孩，真是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多朴实可爱，哪像城市里的孩子，娇生

惯养，五谷不分。

槟榔河的河面很宽，因为不是雨季，河水

显得比较浅，清澈的河水里可以看见游鱼的身

影。河边的芦苇里不时飞起一群群白鹭，颇有

点水乡的味道。我们在无意中走到一座新建的

院落门口，抬头看时，原来这就是我正要看的黎

族传统文化展览馆。展馆共分十个部分，详细

介绍了海南黎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许多珍贵的

图片和实物。还有一个织锦的展示厅，里面坐

着几位身穿民族服装的黎族妇女，可惜门卫不

让我们进去参观，我只能站在门口望“黎”兴叹。

黎族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早在秦汉以

前，就从两广地区迁来海南定居，分布很广，全

省有好几个黎族自治县。黎人古时也称儋，海

南有个地方叫儋州，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就曾被

流放到那里。古代的黎人刻竹纪事，相信万物

有灵，崇拜神灵和祖先；黎族妇女有文身的习

俗，一直保留至今；黎人善于打猎，他们把吃过

的猎物下颌骨挂在房前，表示勇敢和能力；他

们用断箭传书，鸡毛信和敲击锣鼓等原始方法

来传递信息；黎族人善于纺织，织麻为衣，他们

的服饰非常美丽；黎锦是黎族人民特有的纺织

工艺品，技术精湛，色彩艳丽，历来作为贡品进

献给皇帝。通过匆匆 10 多分钟参观，我能记

住的就这么多，也算是不菲的收获。

我们沿着槟榔河谷继续前行，一幢幢低矮

的金形屋，掩映在椰林和槟榔树的浓荫深处，

路边到处可见鸡犬相逐，瓜棚豆架，我感觉仿

佛回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年代。遗憾的是

由于时间原因，我们无法深入村落探访一下当

代黎族人的真实生活。

中午，我们在一个名叫“梦里黎乡”的农家

乐吃中餐，很幸运地遇见一位路过的黎族大

姐，她上身穿对襟无袖开胸上衣，下系筒裙，戴

着手镯项圈，能说普通话，看样子是走亲戚回

来。她说，过春节时，家家户户会舂米包粽子，

放鞭炮，贴春联，要是到了三月三，那就更热

闹，可以看到黎族的竹竿舞、对歌等传统活动。

就餐中，我把自己在小黎家听到的那些话

告诉老丁，想不到老丁竟平静地笑笑，他说自己

了解小黎，早对她表了态。看来是我多虑了。

下午 16时，回到鹿回头住处，小黎已为我

们备好晚餐，我感觉兴致颇好，喝了点啤酒，然

后酣然就寝。

今年 91 岁的外婆身体向来硬朗，一生没

生过大病，体检也合格。就是近两年行动有

些不敏捷，说话有些不流畅，平时一人住在老

人公寓，生活也是自理的。

今年突然摔了两次。第一次不碍事，第二次

竟摔成骨折。住院一个月，出院第二天，不虞脑

溢血，考虑年纪和身体状况，这回没有动手术。

回家后，她不会说，也不会吃了，仅被喂

一点开水。全身除右手，其他部位都不会动

弹。直到去世前的那 10 天，她的右手一直间

隔挥舞着，眼里整天噙满泪水。正如美国作

家戴维·里夫写的，死最残酷之处在于，她生

命中支撑她、鼓励她、告知她的东西恰恰令她

的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外婆或许就是这

样，由于外婆突然失语，她可能还有什么事要

交代，但不能诉说，也无人明白手势含义，所

以如此痛苦地表示着。去世那晚，我正好去

看她。我眼睁睁看着她舞动的手慢慢垂下，

大口喘气，到气若游丝，到停止呼吸。那刻，

我见证了生命怎么走向终结。死，乃是瞬间

的。

外公去世时，外婆才50多岁，那时还有两

位舅舅没有成家立业。其他两位舅舅也分家

了，外婆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可能是家事

纷杂，外婆并不得闲。因我母亲生了很多孩

子，奶奶又年老多病，每次妈妈坐月子，我们

做孩子的，活儿更多了。每当硬朗的外婆出

现在我家，我们就喜出望外，孩子的自由就是

外婆带给我们的。那时，多么希望外婆待在

我家时间越长越好。

外婆住在镇附近，我家在农村，母亲家务

一大堆，几乎不得空，每逢需到街上买东西或

办事都会让外婆代劳。印象中，妈妈多次叫

我到镇上找外婆买跳鱼（方言叫“花兰”）。妹

妹们若生病，妈妈也让她们自己找外婆带她

们上医院。由于母亲子女多，家事多，那时让

外婆麻烦的事还真不少。

我上了大学后，又嫁到异乡，所以跟外婆

接触时日并不多。倒是妹妹们还记取外婆更

多往事。她们说外婆70多岁，还去编织袋厂做

事，就是捡出塑料丝里的杂物。由于那个工厂

离我家比较近，母亲偶尔烧一些菜叫妹妹们送

给外婆。每逢她们送去，外婆就高兴地跟其他

老人说，这是我外甥女，她们送东西来了。

待我重新回到家乡，外婆年事很高了。

但我们也是过春节时看看，给点压岁钱，但她

很客气，总是拿一点，其余还给我们的孩子。

不过，每次看到我们，她总是高兴极了，把自

己珍藏的饮料或者饼干拿给我们吃，如果不

吃，她一定会塞到我们手里。每次都嘱咐我

们，善待自己，想吃什么就买，孩子想吃什么

也买给她们。说这样的话，其实已经掺杂她

更多的人生感受。外婆年事虽高，但还惦记

一些礼节。她得知我的女儿将要考大学，整

天惦记着，并再三嘱咐母亲，叫母亲到时一定

提醒她。去年当我女儿考上大学，她就托妈

妈带了500元给女儿。

说到钱，外婆哪有劳力赚钱？手头的那

点，也是她 75 岁前干活和平时省吃俭用的节

余。平时一日三餐，基本买豆腐等便宜菜。

外婆待人很好，虽然有几个媳妇偶尔拿

旧事说事，但外婆的众多孙子孙女，他们都很

孝敬外婆。一有空，她们都过来看望。一旦

天气变化，他们第一时间赶来。外婆去世时，

这些孙子孙女都痛哭流泪。

外婆算是寿终正寝吧，这次从摔倒到去

世，也只折腾一个多月。外婆的去世，按照世

俗眼光，似乎于己于人都有利。但出殡时，母

亲的哭泣让我突然明白母亲深切伤感的缘

由。外婆活着，母亲会时不时去娘家，娘家的

路会继续重复；但外婆不在，似乎减弱了去娘

家的理由，即使去了，喊叫“妈妈”时无人应

答，那种物是人非的痛楚是一种怎样的伤

感？这或许是外婆活着的意义。

丧事办得很隆重，虽然火葬，但还沿用

了农村传统的送丧方式。送丧队伍壮大，影

影绰绰不见首尾。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步行，

我的每一步都在念想外婆的往事。用老人

所熟悉的传统出殡方式，也算是对她的一种

告慰吧。

中秋的太阳再猛烈，也不似夏天

的火辣、连空气都是滚烫的，毕竟还

有无比凉爽的清风，背阴处更吹来阵

阵寒意。

一大早，大侄女开车来接我们，

一路上除了红绿灯，也不怎么拥堵，

基本上畅通。车内已经不用开空调

了，可太阳的照耀下，还有些微温

度。按下车窗，涌进来的风却让人不

敢长时间接受。

两家人到达老家，迈进里间，母

亲连忙拿出姐姐给买的蛋黄月饼给我

们吃。母亲已经买了些菜，有小江

蟹、鲳鱼，她自己种的丝瓜和扁豆都

拾掇好了，从邻居家买的家养猪肉已

经煮熟，猪骨头和芋头在高压锅里炖

得也差不多了。昨天特地跟母亲打了

招呼，平时她都嗔怪我回去没同她

说，让她没来得及准备菜肴。

我带了一盒月饼，大侄女带了猕

猴桃、香梨。那猕猴桃吃过，软软的

甜甜的。于是，剥了两个，一个给父

亲，一个给母亲。妻子和大侄女去村

里的菜场买菜，我则陪父亲聊天。父

亲说早上吃了六个小笼包，最近都没

怎么走，怕摔倒，知道我们有 3 天的

中秋节假期⋯⋯

妻子买了对虾、鱿鱼、黄瓜、烤

鸡，我自告奋勇烧煮对虾和鱿鱼。小

江蟹、鲳鱼和丝瓜蛋汤，还是母亲烧

的味道好，也就不敢造次。平时父母

吃饭的小圆桌上，不一会儿就摆满了

盘盘碟碟。小侄女一家正好赶上吃午

饭，他们带了个大月饼。侄儿正从杭

州归来的路上，马上就可以到家。

没有上好的山珍海味，没有整盘

的大鱼大肉，没有酒店的大吃大喝，

只是几个家常小菜，母亲用柴火烧的

大锅饭，里面还有她亲手种的几个番

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却都是我

们最喜欢吃的。侄儿在我们即将结束

吃饭的时候赶到了。这顿饭，大家都

吃得津津有味、心满意足，侄儿更是

狼吞虎咽。看来，饭菜的味道不在乎

菜肴和酒水的丰盛与否，在于全家人

节日的小聚和开怀。

午睡的朦胧中，母亲怕我着凉，

搬来被子替我盖了。醒来之后，下楼

带父亲出去走走，父亲的脚步不如以

前灵便了，就扶他坐在轮椅上推出

去，目的地是村口桥头的榕树下。父

亲叫我推他到菜园子。他说，母亲又

去摘扁豆了。扁豆架下，藤叶丛中，

我左看右看没发现母亲。母亲应答

后，才看见她的身影。

回到家，我们就围坐在屋门口聊

天。小侄女忽然想起她带过来的大月

饼，好趁这个机会让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大月饼直径有 20 来公分，芝麻

香、酥油香扑鼻，每人都掰下一块，

里面的馅中有白糖、花生仁、蛋黄

等，吃起来香甜爽口，还真是越吃越

有味。父亲在我的劝说下，也吃了一

小块月饼。这大月饼十分好吃，但如

果不是全家人共同努力，还真难以一

下子吃完。

午餐留下来的菜还很多。为了让

我们吃了晚饭早点回城，母亲提前煮

饭了，我刨了两根丝瓜的皮，母亲还

炒了一大碗扁豆。几家人一起吃饭热

热闹闹的，有坐着有站着，那饭菜似

乎特别可口。这舌尖上美好的滋味不

单单来自食物，还有这个特别日子家

人团聚融融的天伦之乐。

回到城里，下了车就去逛街了，

打算添置一套新衣服。大概这个假期

无人干扰，人行道上摆满了地摊，音

箱里的广告震耳欲聋，加上行人摩肩

接踵、熙熙攘攘，这条路仿佛成为彻

头彻尾的集市。

回到家中，准备合上推窗时，如

水的凉气扑面而来，抬头仰望，蔚蓝

的天际挂着一轮明亮的圆月，这才想

起此刻已是恬静的中秋夜。辽阔的天

空没有一丝云彩，蓝得非常纯净，星

星或隐匿或发出微弱的光，月亮上面

有绰绰约约的黑影，那是嫦娥、吴刚

和桂树吗？山峦、屋舍、灯光都静谧

地浮现于月光清辉之中，此时此刻，

赏月寄情的人还有几个？

槟榔河风情
——三亚纪事之三

■俞 海

外婆，走好
■张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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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情思
■高振千

月月 圆圆
■■董礼秀董礼秀

昨夜星空昨夜星空

云淡风清云淡风清

残月思圆残月思圆

这个季节这个季节

秋风送寒秋风送寒

香山叶红香山叶红

那些月桂树下的远古思索那些月桂树下的远古思索

纵然千古英雄纵然千古英雄

亦是泪洒衣襟亦是泪洒衣襟

秋夜难眠秋夜难眠

是谁在穿越我的梦乡是谁在穿越我的梦乡

思念似海思念似海

爱恨缠绵爱恨缠绵

关于青春和苍老关于青春和苍老

记忆如初记忆如初

清澈似水清澈似水

亲爱的人啊亲爱的人啊

圆月又将在海天一色处慢慢升起圆月又将在海天一色处慢慢升起

那缕缕月光是你甘甜的笑意吧那缕缕月光是你甘甜的笑意吧

远隔千里远隔千里

温润心扉温润心扉

我固执如斯我固执如斯

斗转星移斗转星移

岁月变迁岁月变迁

那面沉醉我青春的圆月那面沉醉我青春的圆月

依然依然

如你如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