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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缘树姻缘树””下觅姻下觅姻缘缘 钟瑞华

岁岁月无声月无声

在江门工作生活多年，多次带朋
友去被誉为城市“绿肺”的白水带公
园游玩，一次次“亲密接触”那棵钟情
已久的“姻缘树”，让心灵一次次接受
爱的洗礼。

“古木深浓昼亦夜，清泉冷滴夏
犹秋。”微凉的风撩开蝉翼似的晨雾，
雨后初晴的天空碧蓝如洗，层林叠翠
之下，隐约可闻溪流淙淙、泉水潺

潺。溪水惊醒了睡梦中晶莹的雨珠，
有的悄悄趴在路边的草叶上侧耳倾
听，有的偷偷蹦到草地上翩翩起舞。
清新的空气伴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
来，顿感神清气爽，倦意全无。

走过白水带牌坊，沿白水带大道
缓缓前行，忽然，公园入口处映月桥
旁一棵披红挂彩的大树映入我们的
眼帘。朋友立即欢呼雀跃起来，疾步
走上前去，才发现它其实是由两棵南
方极为常见的常绿树组成，一棵名为
斜叶榕，另一棵是鸭脚木。两棵树的

树头分别长在小溪的两边，而树干却
在小溪的上方缠绕，共担风雨，共沐
阳光。

看到朋友满脸疑惑，一位正在公
园晨练的热心阿姨走了过来，自告奋
勇地当起了临时导游，“你们是在说
这棵树吧，它叫‘夫妻树’，又称作‘姻
缘树’，你看它们像不像一对恩爱的
夫妻相互拥抱？”

接着，阿姨饶有兴味地给我们讲
述“姻缘树”的由来。

相传古时候，白水带公园所处的
麻园村，住着一位外乡走难来的朱秀
才。虽然他能文善诗，心地善良，但
家境贫穷，二十好几了，仍未有心上
人。一天，朱秀才在溪边树下读书
时，碰到陪婆婆来白水带神庙上香的
外海镇陈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不
久就双双坠入甜蜜的爱河，相约“非
君不嫁，非卿不娶”。然而，在那讲究
门当户对的年代，他俩两情相悦、一

往情深，但婚事却遭到女方家人的强
烈反对。

为了报答陈姑娘的一片深情，朱
秀才从此发奋读书。功夫不负有心
人，后来终于高中进士，衣锦还乡。
两人完婚之日，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隔溪“平行”长着的两棵
树竟然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如一对痴
情的男女热情相拥。朱秀才欣喜至
极，欣然提笔在树旁石头上写上“姻
缘树”三字，又在溪边石壁上题诗一
首：“天赐良缘世人羡，美满生活赛神
仙。世代婚姻能自主，幸福家庭万万
千。”传说恋爱中的男女只要摸了这
棵“姻缘树”，就能得到幸福美满的婚
姻，因此，每天慕名前来“寻觅姻缘”
的痴情男女络绎不绝。他们把心愿
用彩带包好后虔诚地系在“姻缘树”
上，祈求爱情和婚姻的永恒。

我们久久沉浸在这浪漫唯美的
爱情故事中，任时光悄悄地放慢脚

步。不知何时，又下起了淅淅沥沥
的小雨，调皮的雨滴在公园五颜六
色的花伞上展现各自甜美的舞姿。
映月桥头，潺潺的溪水唱着欢快的
小曲，从“姻缘树”下缓缓流淌，仿佛
在吟唱一首美丽动人的不老爱情赞
歌。

这时，几名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来
到“姻缘树”下。她们脚步轻盈，浑身
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朝气。跳
跃的雨珠悄悄爬上了发梢，打湿了额
前整齐的刘海，她们却心无旁骛、浑
然不觉。

看着女孩们的倩影，一股暖意在
我心底悄悄地流淌着——爱笑的女
孩都是云间落入凡尘的天使，她们肯
定能如愿以偿，早日找到心仪的“白
马王子”。我想，在一个人的生命征
途中，只要拥有一颗虔诚的心，永不
轻言放弃，总有一天能达成自己的心
愿，这亦是我此行的另一大收获。

在农村，煮饭、烧水、炒菜等都需
要烧柴。所以，在农村学会砍柴是必
须的。砍柴是生活在农村的人必会
的务农基本功，也是农村孩子成长的
必修课。我是在大山里长大的，对于
砍柴是再熟悉不过了。

砍柴需要准备柴刀。在农村，家
里有几个男孩子就得准备几把柴
刀。柴刀有的形如扁鲤，扁扁平平
的；有的带着如月牙一般的钩，细细
长长的，每把柴刀都被铁匠师傅锤打
得光亮、锋利。

“磨刀不误砍柴工”，此话不
假。这话自小父亲就在耳边唠叨，
母亲还经常给我们讲阿德和阿财

“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寓言故事，加
上常进山砍柴，吃尽不磨刀的苦，自
然清楚砍柴前磨刀的好处了。小时
候，父亲都是提前给我们把刀磨得
闪亮闪亮的，当我们学会了磨刀，时
不时在磨刀石上上下滑几下，刀就

磨好了。
“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对这句话

深有体会。那山路本就陡峭，肩上还
扛着柴，像我这种平衡力不是很好的
人，一路下山，一路摔倒，摔得屁股差
不多开出鲜艳的春花。有时候，脚底
一滑，肩上的柴要么直接压在人身
上，要么“叽里咕噜”滚下坡去；有时
柴捆得不结实，直接“妻离子散”，散
落一地。因此，每次砍柴下山，我都
会一手扶着根随手砍来的“拐杖”，撑
着地一步一步地慢慢下山。

我自幼胆子就小，不敢独自上山
砍柴。害怕遇上《刘海砍樵》书中所
写的“狐狸精”，更担心遇上如熊等
猛兽。于是，每次砍柴，都会邀朋约
伴，三五人同行。但儿时的我们，进
山纯属为了玩。在山上，我们摘食
野果，挖坡地上的红薯、芋头到沟里
烤着吃，还学父辈们在山上设套抓
老鼠、捕鸟儿等。父母明知道我们

上山不会砍回什么好柴，但还是让
我们进山“砍柴”。用父亲的话说，
不进山锻炼锻炼，以后怎么当这山
的主人。有时候我们玩着玩着，天
就黑了，直接在路边砍倒一棵树扛
回家。母亲还是会鼓励我们说：“没

事，晒晒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当柴烧
了。”

砍柴是个体力活，也是智力活。
不同的人，上山砍柴的结果自然不
一样。有人上山前早就在心里有个
方向，知道走哪条路，上哪座山有柴
砍，自然不费多大功夫就把一担好
柴挑了回来。有人没有想法，想当
然山上有柴砍，结果这座山上转悠
半天，没一根柴可砍，再去那座山上
看看……半天也扛不回一捆柴。砍
柴除了刀锋利，还要靠力气，更要讲
究砍法。碗口粗的柴，如果方法得
当，左砍两刀，右边再来两下，运力
成风，劈枝削叶，簌簌间，柴便砍好
了。但如果是垂直地砍下去，那费
的不仅是多几刀而已，还要多耗点
蛮劲，柴才砍好。“裁柴”最见功夫，
常砍柴者，每根柴刀口整齐，长短划
一，从路边扯来一根野生藤条，几弯
捆绑，齐崭崭的，柴靓得令人赏心悦

目。而不常砍柴或初砍柴者，那柴
刀口不一，如犬牙差互，长短不均，
捆绑起来，不是这拢漏了，就是那捆
遗了，耗时又费力。

进山砍柴，苦累皆之。砍柴苦于
山上蚊虫成群，叮咬防不胜防；遇上
黄蜂窝巢，被蛰得喊爹叫娘、四处逃
窜；冷不丁从枯树上掉下一条蛇来，
吓得魂飞魄散；时不时被荆刺不是左
手拉出条血痕，就是右手划破个血
口，伤痕累累……

在家乡，每家每户的吊脚楼底，
都有一堆码得整齐的柴垛。从柴垛
可看出家中男人的勤快与否，那柴堆
得既整齐又高如小山的，可见这家男
人不但勤快，而且心细。那楼底没有
多少柴的，要么男人不在家，要么这
男人懒汉一个。

砍了柴，家里有了柴，农村的冬
天就可以烧柴取暖防寒了。你说，在
农村需不需要学会砍柴呢？

砍柴记
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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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田往事
魏青锋

清明后，父亲开始点种西瓜。他在
大棚里把种子按一定株距、行距埋到土
壤里，浇几次水后封口育苗。约半月后，
稚嫩青翠的瓜苗破土而出。待瓜苗长出
十字叶后，把棚膜逐渐掀开，让瓜苗慢慢
适应外面的气温，十天半月后就可往地
里移栽。

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十分收入
才保险。”浇水、除草、灭虫、施肥，都须精
心管护，不可粗心懈怠。瓜秧长到1米多
长时就需仔细摆放，开始压蔓，一则防风
刮，二则保墒扎根。这样西瓜才能汲取
土中的水分和营养，长得又大又圆。

到了暑假，我最喜欢挤在瓜棚里，父
亲的瓜棚和别人不一样，分为两层，床安
置在上面的阁楼，一有风吹草动父亲就
爬起来，扒开草帘子朝外张望。下面放
着案板和西瓜刀，有人来买西瓜，父亲就
出了瓜棚走进瓜田，在葱绿的瓜蔓间小
心翼翼闪转腾挪，父亲年轻时腿受过伤，
远远望着，左摇右晃的父亲像是在撑船。

再回来时，父亲的手里就抱着一个
圆西瓜，边走边“砰砰”地敲着。父亲把
西瓜按在案板上，西瓜刀一搭，西瓜就裂
出喜人的红沙瓤。父亲笑逐颜开对来人
说：“我们这瓜，甜得很，你先尝！”我正在
睡午觉，西瓜的甜香扑上了阁楼，我一骨
碌翻起来，跳下阁楼，不管不顾捧起一片
西瓜，甜滋滋地啃起来。

父亲经常要拉着架子车，走街串巷
卖西瓜，有时我也跟着去，帮着父亲推
车。可我更愿意待在瓜棚里看瓜，时而
躺在床上读那本《安徒生童话选》，时而
走进瓜田蹦蹦跳跳捉蝴蝶。

晚上父亲回家吃了饭，和姐姐一块
到瓜田里来，姐姐带了母亲做的凉面，也
跟我挤在瓜棚里，躺在床上数星星。夜
深了，父亲会跟我们讲牛郎织女的传说，
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听着听着我们的
眼皮就开始打架了……

每年西瓜上市的季节，我总想起小
时候满天星斗下那一望无垠的瓜田，想
起瓜棚里给我和姐姐讲故事的慈祥的
父亲。

时时代烙印代烙印

四四季话语季话语

下川岛上关工情

学生们在荔枝湾红色教育基地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嘉宾们为荔枝湾红色教育基地揭牌。

←73岁的台山市关工委副
主任罗树本心系青少年，策划
这次活动。

→台山市关工委名誉主任
汤贵洪和孩子们在一起。

学生们给参加活动的嘉宾系上红领巾。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江门市
关工委坚持以立德树人为首要任务，全面推进
侨乡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六一”前夕，
台山市关工委邀请江门市关工委相关负责人等
到下川岛川西村委会荔枝湾村进行红色教育基
地揭牌仪式，并到水平小学举行台山市关工委
汤贵洪先生助学金颁发仪式。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入侵下川岛，荔枝湾群
众奋起反抗，后经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平石
寨建立起抗日根据地，与侵略者进行英勇斗
争。风光秀丽的下川岛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
英雄故事。

水平小学是下川岛唯一的一所小学。汤
贵洪先生是台山市关工委名誉主任，他20多
年来热心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累计捐赠资金达
1500万元。

一直以来，台山市关工委的老同志们心
系助学活动，他们为海岛上的孩子们提供精
神支持，同时送上了实际的帮助。在当天活
动现场，孩子们与老同志们互动频繁，彼此之
间建立了深情厚谊。孩子们感受到了来自社
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也更加坚定了学习的
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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