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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菱

江门毗邻南海，海岸线绵长，海岛星罗棋
布，极负盛名的当属上川岛和下川岛。深邃
而辽阔的海洋孕育出数不胜数、千奇百怪的
食物原材料，这些原材料通过当地人的巧手
变成了一道道美食，这些美食通过大家的口
口相传而“英名远扬”。上下川岛更是凭借着
这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和大海的馈赠让人来
了还想来，不知他们贪恋的是这里的美景，还
是这里的美食？

离开上川岛已十多年了，现如今再想起
或是念起那段时光时，闪现在脑海里的除了
迷人的海滩、旖旎的风光，更多的是那里的美
食。对岛上的美食虽算不上如数家珍，但多
少了然于胸。在吃海鲜这件事情上，海岛人
实在比内地人“阔气”多了，他们就地取材，想
吃就吃。

清晨，海面上平静如镜，只有那几乎看
不到的细浪温柔地亲吻着沙滩。远处一轮
红日慢慢升起，把整个海面映照得波光粼
粼。一大早，爸爸就起床了，悄悄带着他自
制的简易钓竿，提个桶来到了海边。他是想
趁着我们还没起床的工夫去海边钓些泥猛
鱼，好让起床后的我们喝上新鲜的鱼汤。而
这片大海从来都没辜负过他，每次总能让他
满载而归。新鲜的泥猛鱼首选就是煲汤，说
煲不确切，应该是滚汤，先用砂锅烧开水，然
后把鱼放进去，用大火炖十来分钟开盖下
盐，撒点葱花、芫荽就可。这汤初喝起来并

不让人感觉到惊艳，就是纯粹的鱼汤，但越
喝越好喝，那种清而不淡、鲜而不腻的感觉，
让人口齿留香。如再加上点胡椒粉，那真是
人间至味。

泥猛鱼喜食海藻、海中浮游生物和附着
物，故而它还有个别名叫“傻瓜鱼”。每次爸
爸在钓钩上放上剩饭粒、馒头粒，这个“小傻
瓜”必上钩，所以每个早晨爸爸都是收获颇
丰。送给邻居后剩下的这些“傻瓜鱼”，爸爸
直接放冰箱急冻。急冻的泥猛鱼，香煎，又是
一道极佳的下酒菜。

记得那时每每有人来我家吃饭，我总是
端上一盘香煎泥猛，大家品尝后，啧啧称道，
欲罢不能。从此，我泥猛鱼做得好的“英名”
在岛上大肆流传。

《我决定活得有趣》一书里蔡澜说：吃，是
一种很个人化的行为。什么东西最好吃？妈
妈的菜最好吃。这是肯定的。你从小吃过什
么？这个印象就深深地烙在你脑里，永远是
最好的，也永远是找不回来的。

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是一种习惯，
也是一种乡愁。

对于在上川岛度过童年的女儿来说，最
好吃的东西是上川岛的美食，还是妈妈做的
菜？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尽管她离开上
川岛很多年了，但每每提起最想吃的，她说得
最多的就是岛上的石蛱螺饭。

上川岛真是个好地方，海鲜多到数都数
不过来，肥美的狗爪螺、将军帽、水等螺，普通
稀疏；大螃蟹、龙虾，更是寻常。但到了岛上，
最值得品尝的还是石蛱螺饭。

石蛱螺饭，其实就是一种煲仔饭。但它
可不是简单的煲仔饭，是敢称“天下第一饭”

的煲仔饭。石蛱螺饭是用岛上特有的一种只
有大拇指头大小的贝类——石蛱螺的螺肉加
广式腊肠、腊肉、冬菇、红萝卜等做出来的煲
仔饭。它的做法与别的煲仔饭无异，制胜的
法宝在于原材料石蛱螺。每一只石蛱螺的壳
中都有一只几毫米大的小螃蟹，米饭充分吸
收了螺肉和共生蟹的鲜味，“鲜香”是这煲螺
饭的杀招。饭香撩人，螺肉爽口，每吃一口都
能得到新鲜度的反馈，不给人一丝一毫停筷
的机会。“天下第一”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
难怪女儿念念不忘。

没来上川岛之前，我是没吃过海鲜的。
记得我第一次来上川岛探亲，先生的战

友请我吃饭。为了彰显他们的热情和看重，
先生的战友极尽地主之谊把饭店里所有能
点的海鲜都点上了，他们用螃蟹、海虾把我
的碗塞得满满的。对刚从内陆来、从没吃过
海鲜的我而言，当时这些海鲜让我实在难以
下咽。

那顿饭我没吃饱。回到家，就着辣椒我
大吃特吃了两碗饭，才感觉自己的胃真正被
填满了。

听着我的吐槽，先生说，你千万不要说这
种话，让人听到会被笑话的。不是海鲜不好
吃，而是你还不知道它的美味。以后你会觉
得海鲜是世上最美味的东西。

我对此嗤之以鼻，不以为然。
很多的东西不是我视若珍宝，尔视如草

芥吗？
在岛上无班可上的日子，如开水般空洞

拖沓，吃便成了最好的安慰。那时最幸福的
事就是每个下午去码头挑海鲜然后回家做。
黄昏，早上出海的渔民回来了，活蹦乱跳的鱼

和虾在船舱里跳着。对着这些海鲜，我们这
些无事可干的家属便开始海阔天空地聊起
来，从自家小孩喜欢吃什么聊到这条鱼叫什
么、那只虾叫什么，再聊到这种鱼怎样做好
吃、那种虾怎样煮美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认识了好多的海产品。

渔民们可能想尽快处理完海鲜后回家，
所以每次我们买的海鲜都很便宜，是你想象
不到的那种便宜：濑尿虾和一些不知名的海
鱼都只有几毛钱一斤；现在贵到离谱的马鲛
当时也不过几块钱一斤。濑尿虾，岛上的人
叫“爬虾”“爬爬虾”，因为它白天潜伏在海底
的污泥中，夜间才出来在海滩上觅食，在它爬
行的泥滩上，会留下尾扇那样的痕迹，故得
名。虽然那时我还不太会做海鲜，但我还是
会买好多的濑尿虾，因为这玩意儿对烹饪水
平根本没要求，用水煮熟，不加调料直接吃就
很鲜美。

我记得很多次，我煮上大大的一簸箕濑
尿虾，和几个家属坐在小院子里一边吃着虾
一边闲散地聊着，不远处一望无垠的大海尽
收眼底，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一轮半坠的落
日悠悠晃晃地悬在海面……现在想来那样的
日子真是简单又惬意。

初到岛上时我还不会做海鲜，后来我慢
慢知道，美味的东西只需用最简单的烹饪方
式，保留它的原汁原味就会很好吃了。所以
不会做海鲜的我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水
煮或清蒸，这样反而让海鲜的鲜甜最大程度
地释放出来。

后来我终于认同了先生的话，世上最美
味的莫过于海的味道。它是大自然对人类最
好的馈赠。

茶韵
梁荣

“哇，什么味道？”黄老师刚进办公室，
闻到股刺鼻的味道，惊呼道。

“这是一个老乡自己烘的茶叶。”张老
师解释道。

“茶叶？这味道好怪啊！”黄老师疑惑
地说。

“梁，你闻闻，这味道你应该熟悉？”张
老师说着，把茶叶往我桌上一放，一股浓
烈的火烟味扑鼻而来。这味道再熟悉不
过了，我缓缓地问：“自己炒的吧？”

“是的，是的。”张老师连连点头。
“应该是放在火塘上烘烤的？”我继续

猜测道。
“完全正确，知己啊！”张老师兴奋地

说。
“小时候，我们家也是这样烘茶，所以

满是火烟的味道。”我捏起一指头大的茶
叶，轻轻地放入茶杯里，倒上开水，不急不
慢地说，“想不到，你们那边也是这么烘茶
的。”

那几枚茶叶在沸腾的开水中欢呼跳
跃，在氤氲的雾气中，纤细柔嫩的茶叶摇
曳着春天的音符，在杯中尽情地游弋，再
现了春天青翠的时光……看着杯中那打
着旋儿的茶叶在热水中舒展开来，一段
沉寂的记忆立即在我脑海里激活。我仿
佛看到了家乡，看到了那老屋前的几棵
老茶树，看到母亲正搭着木梯子在摘茶
叶……

那时，我们住在大苗山深处。春天一
来，山上的植物争相吐露嫩绿的新芽，我
们家屋前的那几棵老茶树也迫不及待地
吐出尖细的嫩芽儿。等那芽尖展开细细
的叶片，母亲张罗着开始摘茶叶了。那几
棵老茶树没人打理，长得比人还高几个
头，每年摘茶叶，都得搭个木梯才能摘
到。每次摘茶叶，母亲会带上我，让我在
树下帮她扶梯子，她爬上去摘。有时，母
亲也会让我爬上去摘，她在树下边扶梯
子，抬头叮嘱要摘那些细嫩的茶叶，告诉
我那些叶片比手指还大的已经老了不要
摘。几棵茶树，我和母亲要摘一个上午。

摘罢茶叶，开始炒茶了。在火塘上架
起一个大铁锅，等铁锅烧热，把茶叶倒入
锅里，母亲徒手在锅里娴熟地翻炒。有一
次，乘母亲不在，我学着她的样子，把手伸
入铁锅里，太笨拙，被烫出好几个泡。炒
好的茶叶放在火塘上方烘，火烟浸入茶叶
里，多了股浓烈的烟火味。

在家乡，家家有早起喝油茶的习惯。
早上，母亲先炸阴米，然后煮茶水。只见
母亲从火塘上方抓一把茶叶扔进锅里，翻
炒几下，加水煮沸，茶水就做好了。喝油
茶时，舀两勺阴米放进碗里，加上茶水就
可饮用了。父母亲都有早起的习惯，母亲
早起打油茶，父亲喝两碗油茶果腹后，便
背着刀笼进山去了。等太阳从东边的山
上爬起来的时候，父亲扛着一担柴回来了
……

等杯子里的茶叶完全泡开，一股清幽
里夹着烟火的茶香掀动鼻翼。轻轻地饮
一口，溢满口腔的是烟火的苦涩。这股烟
火味，缓缓缠绕在嘴里，轻轻地眷恋着我
的舌尖，清爽舒逸。

“味道怎么样？”张老师紧张地望着
我，轻轻地问道。

“家的味道。”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刹那间，想起母亲的油茶，眼眶里挤

满了泪水。

张天成

春光正好，周末朋友来电，相约去公园
看花。我欣然前往，到后才发现，不过短短
几日，杏花、桃花已残落一地，过了最佳观
赏期。

未寻得想见之花，心里不免有些失
落。两人漫无目的地在街头行走，在街角
广场一隅竟偶遇了一家露天旧书摊。朋友
打趣地说：“春光美如斯，书中自有花，走，
淘书去！”

来到书摊前，翻阅着一本本旧书，心情
也慢慢好了起来。闹中取静的小书摊，虽
然面积不大，但书的种类包罗万象。从经
典名著到江湖武侠，从文学小说到学生作
文，从私房菜谱到中医养生，再到期刊杂
志，应有尽有。密密麻麻的旧书，杂乱地堆

放在一块旧布上，其中很多书页已经泛黄，
充满了年代感，有的一些书角还有些破损，
但丝毫不影响看书人的兴致。书摊前，三
三两两的人们忙着从浩如烟海的旧书里

“淘宝”“捡漏”，不亦乐乎。
春日暖暖的阳光洒在书摊上，温柔的春

风轻轻吹动着书页，突然觉得，这不就是一
幅春日美景吗？春天不必非要看花，纸间亦
得春如许。我随手翻开一本书，扑面而来
的，是一股淡淡的墨香味，那是旧书才有的
味道。戴老花镜的老人、穿校服的学生、穿
工装的中年人，或坐在小马扎上，或直接蹲
在地上，捧着书翻来翻去，完全沉浸在书的
世界里。同一本书，在不同的双手间抚摸传
换，成了陌生书友之间相互交流的密码。

书摊的主人很“佛系”，端着一杯热水，
悠闲地晒着太阳，似乎不关心人们买与不
买。打听了一下，旧书的价格都不贵，多为
三五元一本，一些大部头的书籍也不过十
几块钱。在杂乱的书堆里，我意外地翻到
了汪曾祺的《人间草木》，甚是欣喜，这是最

适合春天阅读的书了。我一头扎进书里入
了迷，看作家笔下的草木山川、花鸟虫鱼；
看作者笔下的乡情民俗、凡人小事；看作者
以一颗从容豁达的心写出世间的美好与灵
动。朋友问了下价格，才8块钱，于是毫不
犹豫地买下，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不知不觉间，半天时间一晃而过，已至
中午，仍有些意犹未尽。这家旧书摊，像是
喧闹都市生活中的一方净土，能让人卸掉
内心的疲惫，忘记工作和生活的种种不
快。比起装修精致的书店，它更随意，也更
包容，谁路过，都可拿起来读上几页。突然
觉得，旧书摊才是城市里最动人的烟火，那
些在旧书摊前细拣慢淘的时间，尤为美好。

一趟未成形的赏花之旅，带来了意外
的收获，在书摊前短暂的停留，像是一场与
久未见面的老友重聚，倍感亲切。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正是读书时！
“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春天有
书相伴的时光，心是充盈的，枯燥的日子也
变得有滋有味。

陈白沙
与“心学”

宁荣生

“心学”始于宋，陆九渊云“吾心即
是宇宙”，一语石破天惊。明代王阳明
是“心学”一派集大成者，提出“心外无
物”“心外无理”。陈白沙倡导涵养心
性，其学说堪称是介于陆九渊与王阳
明之间的一座承上启下的桥梁，史称

“白沙心学”。
白沙先生祖籍河南太丘，其先人

因避战乱，迁徙至广东新会。当时广
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有“南蛮”之
说。相对而言，中原儒家主体文化对
岭南文化的影响也比较薄弱，旧文化
的权威没有那么根深蒂固，使得某些
非主流思想有了生存的土壤。从白
沙先生的家庭文化背景来看，其祖父
与父亲都颇有道家情怀，他们喜读道
家典籍，仰慕老庄，崇尚自然隐逸的
生活志趣。白沙先生的母亲却信佛，
常常焚香诵经。道与佛，给予了白沙
先生有益的精神养分，给当时僵化的
儒家正统，悄悄埋下了异端的种子。

白沙先生早年锐意科举，20岁中
举人。后来三度赴京会试，皆落榜。
于是，白沙先生意识到科举并不符合
自己平生志向，便决定不再参加科举，
归隐田园，独自研学。白沙先生对科
举制度的失望，其实也包含了对当时
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的失望，他开始
追求“学而求为己”。他放下了儒家面
向社会，兼济天下的理想，转而面向自
我内心。

“白沙心学”是一种“自得”之学。
从治学的方法来看，白沙先生主张“学
贵自得”，凸显自我主体的作用。所谓

“自得”，就是不假借外物，不依赖他
人，独自静坐冥想，排除杂念，淡泊寡
欲，保持内心的虚静状态，这样“道”就
会从黑暗中诞生，如明月普照万物，让
人内心澄明。因此，“自得之学”是求
诸内而不是求诸外，不受任何外来的
干扰，明本心，见真性，从而把握自然
的规律和世界的本源。

“白沙心学”的宗旨是“自然”之
道。所谓“自然”，就是一种不受外力
干预的天然，对作为主体的人来说，
是一种“无心”的自在状态。在白沙
先生看来，宇宙万事万物各依自己的
本性，自由自在地存在和发展着，没
有外力的推动，也不受人力的干预，
更没有什么主宰，一切都是自存自
成，自然而然。白沙先生的“自然之
道”，不仅是生命的本源状态，更是一
种充盈着个性自由的美的世界。在
这个世界里，鸟有鸟性，花有花品，山
有其神，水有其韵。白沙先生“戴玉
台巾，扶青玉杖”，往来山水之间，享
受着审美的愉悦，体验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实现了作为主体的人向自然状
态的回归。

“白沙心学”的最高境界是“乐”
之境。《明史·儒林传》评白沙心学：

“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
之乐。”白沙先生认为做学问并不是
一件苦差事，而是乐在其中。这也是
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白沙先生曾自
云：“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又云：“争
如一笑解其缚，脱屣人间有真乐。”白
沙心学的“乐”之境，当然不是一种浅
薄的感官之乐，而是一种“与道翱翔”
的精神自由之境。求学即求道，“道
为天地之本”。在白沙先生眼里，这
个世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道”
演化出万物，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当人的心灵摆脱了名利的束缚，超越
了生死的局限，就能破除外物的障
碍，进入无滞无碍的自由之境，这是
人生至乐。

白沙先生在《湖山雅趣赋》中描绘
了这种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所过之
地，盼高山之漠漠，涉惊波之漫漫；放
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当其境
与心融，时与意会，悠然而适，泰然而
安。物我于是乎两忘，死生焉得而相
干？”

“白沙心学”以情论心，肯定了人
的主体性情，它犹如一阵清风，吹散了
程朱理学带来的沉闷，为读书人开辟
了新的精神家园。这是“白沙心学”的
历史意义。

梁启超先生曾赞曰：“白沙心学与
自然契合……其自得处永远是一种鸢
飞鱼跃，光风霁月之景象，可见其人格
之高尚，感化力之伟大矣。”

茶茶杯入香杯入香

文艺文艺谈谈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地址，并附上
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
字内。

海的味道 ——上川岛美食

岁岁月无声月无声

生生活物语活物语

春日旧书摊

每当春日来临

我总愿把一首诗

安放在麦田的背景

在我的思绪之上

到处奔跑着鲜嫩嫩的风

亦有晶莹闪闪的露珠

幻化出顽皮的满目葱茏

梦里的麦田

到处溢满无形的绿波

偶尔将一簇簇农谚的影子

交给悠闲的过路春风

尽情涂抹甜蜜期许

痴情守望醉人憧憬

这守望，是

日日拔节的浓浓祈盼

悄然托起

由绿渐黄的层层麦浪

这守望，是

尽情铺展的亮丽修辞

纷纷陶醉

遍地丰收的甜甜梦境

诗诗歌歌 春日麦田 张彦杰

中国画《江南春色》（68x136cm）黄驱胜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