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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深秋，总能轻易地在山林中找到柿
子树的身影。“谁知秋在北山裹，野柿如花万
颗丹。”柿子的那一抹火红，正是浓浓秋意中
最亮眼的点缀。

柿子，是秋天特有的水果，也藏着我儿时
对秋天的全部期待。

柿子树挺拔高大，总是一副枝繁叶茂、生
机勃勃的模样，是许多人家会种在院子里的
首选植物。当柿子还是青绿色的果子时，我
和几个小伙伴就耐不住性子，总是喜欢坐在
树下，仰着头使劲看，盼着那些还隐在郁郁葱
葱树叶中的小柿子能早一点成熟起来，好让
我们美美地吃上一顿。

因为心里惦记着柿子的香甜，在它们终

于红红火火地挂满枝头时，我早就在树下急
得团团转了。每当外婆看到我那副猴急的样
子，就会边笑我嘴馋，边拿出立在墙角的舀
子，从树上摘几个火红的柿子给我。

熟透了的柿子是极甜的，仿佛是好不容
易熬了一年的光景，就要迫不及待地把所有
的甜通通都呈现出来一样。小时候，最爱的
便是在这个略带凉意的季节里，吃上一口香
甜软糯的新鲜柿子了。一整个柿子握在手
里，只需咬破一点外皮，再用力地吸一大口，
香甜的汁水就会马上迸溅出来，一股脑儿地
滑进喉咙里，好不痛快。

那时的傍晚，外婆总是会在烧热了的烤
炉上温些热茶，为了哄我开心，烤炉旁常会放

着刚摘下来的柿子，偶尔还会有一小把新鲜
的板栗和几个小紫薯。我就在外婆怀里静静
地坐着，看着它们一点点变成温热的美味。
时间不紧不慢，整个小屋里的空气就这样被
包裹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清甜。这是外婆给
我留下的一份独属于秋天的快乐。

如今，柿子的吃法多种多样，从风干后挂
着一层糖霜的柿饼，到冰箱里拿出略带着几
分冰碴的冻柿子，人们总是能发挥着无限的
创意，让柿子这个原本有些普通的水果，变得
更加被人喜爱。

尽管年年深秋红柿满枝头，我却始终惦
记着儿时那柿子的清甜，那是外婆在每个秋
季带给我的最甜的爱。

一
“回家种地？门儿都没有！”陈奭荣怎么

也没想到，第一个反对他种水稻的，竟然是自
己的父亲。

陈奭荣清楚地记得，那是2014年春天，
他刚满27岁。在广州，他外贸内贸做了几年，
始终也理不出什么头绪，想起之前从报纸上
看到鼓励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想想同龄人
基本外出了，村里很多地空着，或许种地是一
条出路。

于是，他打起背包，乘坐长途汽车返回广
东台山，又从台山汽车站搭巴士到斗山镇斗
山圩，从斗山圩搭摩托车返回五福村。

正在田间翻地的父亲，见陈奭荣背着包
回来，纳闷地问：“刚刚上工，怎么就回来？”陈
奭荣说：“不在广州干了。”父亲问：“去哪儿
干？”陈奭荣说：“回来干。”“回来干什么？”“回
来种地，种水稻。”父亲听得目瞪口呆，愕然
道：“我种了大半辈子水稻，也没种出什么名
堂，最大的光荣就是送你到广州上了学，可你
现在又要回村种水稻，那你读书干吗？不读
书难道不会种水稻吗？”

陈奭荣知道，那个时候，村里个个以走出
去为荣。自己好不容易走出去了，再回来，确
实很难让父母接受。就算回来，如果在本地
找家正式单位，有个稳定工作，也会让父母觉
得脸上有光。现在可好，自己在广州待了几
年回来种地，不管谁看，都有灰溜溜的感觉。

怎么办？开弓没有回头箭。父亲说：“家
里有4亩地，你想怎么种就怎么种。种不成，
乖乖出去打工。”陈奭荣摇摇头：“4亩不够。”

父亲惊讶：“不够？你以为种地是闹着玩
吗？”“真的不够。”“不够就租，村里的地倒是
不缺。”“那就再租30亩吧！”

陈奭荣不是不知道水田劳作的辛苦。这
里地处岭南，靠近南海，一年好几场台风，如
果水稻六七成熟的时候遇到台风，抢收不是，
不抢收也不是——抢收收来一把糠，不抢收
可能颗粒皆无。水稻也挺“娇贵”，喜水，又怕
水。水少了，旱死；水多了，浸水太多也会烂
根。岭南炎热，一年到头都是农忙季节，根本
没有休息时间。最热的那些天，在外面摇摇
扇子就满身是汗，更何况田间劳作？

“一辈子想学成个庄稼人，也难。你好好
学吧。”父亲一声叹息。

二
陈奭荣回到乡下，当起了真正的“庄稼

人”之后，很快就从父亲的叹息里咂摸出了滋
味。

当初陈奭荣决定回家种地的时候，很多
朋友都劝他，说来说去离不开一个字：难。
种过一茬水稻，陈奭荣对这个“难”字懂了很
多。村里人的收入来源很单一，绝大多数人
家和他家一样，靠区区几亩水田过活，而且
都是巴掌大的地块，东一块西一块，开个机
械进来都转不了身，只能靠牛拉犁或者人工
翻地，能不难？种田全靠人工，育秧靠人工，
插秧靠人工，施肥靠人工，打药靠人工，收
割、脱粒、舂米，样样都是人工，难上加难。
村里年轻人都不种地了，个个觉得种地又辛
苦又没面子。

种稻要吃苦，但不能让种稻太辛苦。太
辛苦，不论是谁都受不了。为了降低种稻的

“辛苦指数”，陈奭荣决定先从育秧下手。
过去村里都是人工育秧，家家户户各自

为战，一个秧盘大约用稻种9斤，不时还要被
鸟雀啄食。用机器集中育秧，稻种的用量减
少到6斤，而且点种均匀、成活率高。到了育
秧时节，一块块塑料盘上铺设松软的腐殖
质，里面密密麻麻长满了嫩绿的稻苗，像春
天的韭菜一样憋着劲儿长。秧盘行列整齐，
一排排延伸到地头。陈奭荣站在田头，望着
秧盘，眼前就幻化出一眼望不到边的碧绿稻
田。

育秧只是第一步。在陈奭荣看来，插秧、
施肥、打药、收割，样样都要改进。插秧用机
器效率才高，但“巴掌田”里没法施展，只能推
动土地流转，让小田变大田，搞规模化种植。
这里雨水多，不能像过去那样撒化肥，要往土
壤里搅拌缓释肥，让肥力缓慢释放，这样能避
免排水时把肥力带走。打药，也不能像过去
那样背个喷壶喷，一天也打不了多少，要用机
器打药。为此陈奭荣特意去考了无人机驾驶
证，无人机飞一趟就能喷十几亩，比人工快了
不知多少倍。另外，他还借助农机具购置补
贴，购买了许多现代化农具。

其实，陈奭荣遇到的最大难题，还不是这
些。第一季收了稻谷，他去都斛镇的海鲜街

卖，主打“原生态稻谷”，不料卖不出什么好价
钱。台山市都斛镇、斗山镇、端芬镇、广海镇
等地都有水稻连片种植，盛产当地特色的丝
苗米，一粒粒洁白如玉、晶莹剔透，色香形味
俱佳，无论观感还是口感都属上乘，可是没有
打响品牌，买家都当是“大路货”。

血气方刚的陈奭荣，一时陷入沉思。

三
“不能光让种稻人少流汗，还要让种稻人

的汗水更值钱！”
要想种稻成功，光靠机械化是不够的，必

须走水稻产业化之路。陈奭荣埋下头来，用
心钻研，渐渐摸索出了一些门道。

他先是搞起稻鸭共生，每亩稻田大约可
以放养一二十只鸭子。因为是无污染纯绿色
放养，鸭子在市场上价格很不错，卖鸭子的收
入大约和稻谷相当。稻田里养鸭子，几乎不
用投放饲料，水田里有很多螺、水草和浮游生
物，鸭子基本够吃了。田里的螺繁殖很快，特
别是福寿螺。以鸭治螺，一举两得。而且鸭
子在稻田里嬉戏觅食，不但可以翻松泥土，排
泄物还是很好的肥料。等到稻子结穗时，就
把鸭子收了，“稻生鸭”很受消费者青睐。

另一边，脱米后的稻壳也能综合利用。
这些稻壳，以往要么翻土犁田时当成有机肥
料埋入地里，要么直接撒在菜地里，或者用来
煮饭烧火，有时甚至当成垃圾扔掉。陈奭荣
根据饲养用途，将稻壳混合玉米、红薯叶子加
工成饲料，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鱼都不
错，价格又和稻谷相当。

好琢磨、爱总结的陈奭荣，还从自己的稻
田实践里总结出了三个“七”。

他注册了属于自己的丝苗米商标，把稻
谷脱粒加工后，通过网络电商销售，市价是稻
谷的七倍。在整洁的加工厂里，一袋袋金黄
稻谷被倒进巨大的脱壳漏斗，伴着“隆隆”声
响，一粒粒白花花的大米跳跃而出。满当当
的仓库里，整齐地摆着一袋袋大米，等着物流
发货。

他将碎米粒制作成米粉，并注册了品牌
进行销售，煮和泡都行，和方便面一样，市场
价格又是稻谷的七倍。一碗就是一根粉，一
包正好煮一碗，丝滑筋道，回味悠长。游子归

来，首先要吃一碗家乡的粉，离乡时都在行囊
背包里装上几包粉。一碗碗爽爽的粉，承载
了满满的乡愁和家乡的味道。

第三个“七”的奥妙，则在稻田里：“稻田
研学、稻田旅游、稻田民宿的文旅附加收入，
是田里稻谷的七倍。”陈奭荣站在稻田旁竖
立的规划图板前，信心满怀。他已经做了整
体规划，系统开发乡村文旅项目。做项目当
然是要赚钱，但他的希望不止于此，更重要
的是要让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知道粮食来之
不易，谨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
理。

四
经过9年种稻磨炼，36岁的陈奭荣身体

结实了许多，脸、胳膊、腿，外露的皮肤都晒成
了古铜色。陈奭荣经营的绿稻农场，从30亩
发展到500亩。他扩建了育苗基地，秧苗供应
周边万余亩水稻种植。他还牵头成立农业合
作社，吸引周边村民以土地入股，推动更多的
小田变大田，让旧日弯弯绕绕的条条田埂消
失在大片稻田中。“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全
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各种荣誉也纷至
沓来。

2023年，陈奭荣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
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他提了一条关于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很快，农业农
村部针对陈奭荣代表提出的“良种”“良法”

“良田”“良机”“良制”五项建议，一一作出详
细答复。

“水稻是知道报恩的。”陈奭荣说，“你对
它好，它就对你好。作为种稻人，我也常有报
恩的心，没有国家的强农政策，种稻事业就没
有今天这么好的前景。”

台山市的农业、渔业基础很好。斗山镇
位于台山市南部，土质肥沃，利于种稻，坊间
有“日进斗金，金山银山”之说。经过各方面
努力，台山大米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从
此有了响当当的品牌。

岭南九月，金黄与碧绿交替，收获与希望
并存，田野里到处是热气腾腾的景象。两脚
踩在水田里的陈奭荣，目光坚毅，遥望远方。
眼前，是一望无垠的稻浪，又是一个丰收年
……

和而不同 异彩纷呈
——观看“藕堤鹤子”国画展有感

林兆思

近日，由鹤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单位主办
的“藕堤鹤子”国画展在李铁夫美术馆开幕后，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这次画展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画缘情谊，艺海遨游

“藕堤鹤子”是岭南画派大师陈永康老师“藕堤书
屋”门下的 9位鹤山籍弟子任子雄、李文元、温维泉、
任子兴、赖建中、刘文金、欧永灿、冯永洪、李耀华的合
称。

也许冥冥中有天意，人海茫茫中，共同的爱好让9
位“藕堤鹤子”走到了一起，历经风雨而永葆初心。他
们同是先后拜于当今岭南画派名家张丽常、陈永康门
下，从“常春画会”到“藕堤书屋”一路相伴。他们虽职
业不同，但都满怀对艺术的热情和对生命的热爱，大
力传承岭南画派传统精粹，共同探索画坛艺术，美美
与共，和而不同。绘画是一种热爱，更是一种坚持。
为提高画艺，他们除定期跟随陈老师学习外，还经常
去户外或风景秀美的自然景区写生，积累素材，并坚
持每月一聚，相互勉励，共同进步。功到自然成，近几
年，他们的画艺突飞猛进，成绩斐然，部分作品曾多次
参加国家、广东省、江门市等有关机构组织的展览并
获收藏，屡获殊荣。

二、大胆创新，不落窠臼

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山水画一代宗师的黄宾虹曾
说过：“名画大家，师古人尤贵师造化，纯从真山水面
目中写出性灵，不落寻常蹊径，是为极品。”9位“藕堤
鹤子”用自己的画艺践行了这句名言。这次画展，共
展出70多幅精品画作，以写意花鸟画为主，历时二年
多完成。他们在秉承“岭南画派”的优良技法，深研画
学传统之时，并非墨守成规，而是不断探索创新，融会
贯通。所以，在他们的画中，我们可看到这样一种特
殊的韵味，既有岭南大家的优秀传承，又洋溢着鲜明
的时代气息，古今技法相融，薪火相传。作品各具特
色，题材广泛，雅俗共赏，充满了美感和艺术性，展现
了各画家的审美眼光和艺术追求。

三、和而不同，异彩纷呈

9位“藕堤鹤子”虽师出同门，但风格各异，独具特
色。大师兄任子雄从小深受妈妈张丽常的影响，所以
用色古朴高雅，较好地传承岭南画派的传统技法，注
重天人合一的境界。他最喜爱画鸡，画中可爱的群鸡
形态生动，有引吭高歌的，有低头觅食的，还有张翅欲
飞的，活灵活现，跃然纸上。画风老辣，紫藤花用枯笔
表现树根的苍劲有力，更好地衬托出花朵的娇艳，对
比强烈，效果明显。笔下玫瑰独具韵味，与众不同地
表现出玫瑰的凛凛风骨，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

李文元喜欢偏小写意类画法，以笔墨为载体，通
过描绘自然物象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心境，使作品来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追求作品情景交融，清新雅致，
对芙蓉花、凌霄花及石榴、柿子等较为偏爱。

温维泉作品构图独特，立意新颖，笔墨淋漓舒畅，
灵动，色墨相融。作品吸收融合多种表现手法，形成
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画面既有阳光欢快之情，也有
浓浓的乡愁，看他的作品就如品读着一篇篇文章，耐
人寻味。玫瑰花的写意画更是他的灵魂表现，紫藤、
牡丹等是他喜爱的题材。

看任子兴作品，你会深切感受到“人如其画，画如
其人”这句话的精粹。作品笔墨如他性格一样豪气爽
直，构图大胆，疏、密、险、拙，运用得心应手，在岭南画
派功夫上又吸收北派花鸟画技法，画面古朴，干净而
泼辣。鹰是其喜欢表现的对象之一，并偏爱荔枝、荷
花等。

赖建中擅长于锦鲤、鸡、鸟、牡丹的写画，用笔老
练到位，用墨大胆，线条穿插自然，疏密有致。风格崇
尚自然，作品充满生命力，多于日常生活事物中取材。

刘文金尤擅山水画，多以本地题材为主，如开平
碉楼、鹤山水乡、台山渔港等。风格着重于点线面的
结合，浓淡干湿造层次，虚实变化错落有致，在和谐统
一的调子中寻节奏感，整个画面呈现出空灵感、整体
感。

欧永灿作品题材丰富，如村边的蕉林飞雀、水乡
的古榕……跃然纸上。他作品构图饱满，用笔老辣，
线条灵动，兼工带意，画法多变，画面墨韵淋漓，气韵
生动。

冯永洪擅长写意花鸟，水墨、设色，皆运用自如，
恰到好处。其中尤以玫瑰、菠萝等最为精绝。作品极
富天趣，笔到意生，画与神契。墨与色巧妙相融，充分
体现写意画中“画是写出来的”的高境界。

李耀华专长花鸟画，兼攻山水。玫瑰花画风酣畅
泼辣，刚柔并济，独具岭南之气；洋紫荆挥洒自如，缤
纷飘逸灵动，疏密处理得当，把岭南画派与海派完美
结合，对中国山水画水墨功夫运用日趋成熟。

“关山千万重，山高人为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浩潮无穷，盛世中国，文化繁荣。在这个千帆竞发、百
舸争流的时代，期待9位“藕堤鹤子”带给我们更多的
佳作，更多的惊喜，更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新的征程上绘画更美的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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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文艺谈谈在一望无垠的稻浪里 刘利元

诗诗歌歌

家园来信
罗裳

不必担心，小径曲折

新修的水泥路

拓宽了村庄的梦想

野菊绽放，硕果压枝

沿途的花果

都是照亮你脚步的灯笼

村训上墙，村歌飘扬

地里归来的人们

笑声在文化广场上回荡

门前芙蓉，屋后翠竹

粉墙黛瓦的家园

美过城市里的民俗客栈

登录平台，直播带货

从未经过商的父母

破天荒地把农产品销往四面八方

只是，每每听见喜鹊欢叫

母亲总会走出门外

以为秋风，接回了远方的你

四四季话语季话语 深秋红柿满枝头 徐雨昕

《金色的田野》郭永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