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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粒星光穿透夜色，微微一闪一闪
偌大的操场，她坐在中间
虫鸣占据左边，流水打右边哗啦而过
路灯占据宿舍楼顶，打量着几棵苏铁

清风吹来几声依稀狗吠
蚂蚁，不慌不忙地巡逻地盘
她撑着头，仰望墨黑的夜空
万物从内心走过，爱借着风的力

一次次撞击着心灵。生活在此处
悲欣交集。经受过人生的加减乘除
简单坦率，再加一点点从容
也能修成正果。多美的夜色啊

虫鸣空灵，流水奔赴遥远
她愿在此处独自低吟
听夜声一滴一滴
漏成明早叶尖上的露珠……

遇见，有时是缘分注定。
于我而言，最美的遇见就是邂逅一座

城。它，就是西江之畔的荷塘。
每天上下班，驾车都会经过西江大桥。

江边几棵木棉树花开正艳，满树火红的花朵，
配上碧绿的江水、江上来往穿梭的船只……
马上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白居易《忆江南》中所
描写的美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不由让人感叹，古人虽然没有照相
机，但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如此美景，仿佛专
门为今日的木棉花开而写一样。

荷塘位于西江下游四面环水的江心岛
上，地处江门市区东北部，是江门、中山、佛
山三地交会的“金三角”，西江主航道绕镇而
过。据历史记载，从宋代开始，荷塘已形成
居民点，历经上千年的沉淀。因荷塘以前有
一条村落，它东三面有石山耸立，成陆前，由
于汹涌江水被山阻拦，冲激较大，低陷，像是

“河中之塘”，因此初名“河塘”。以后，附近
一带遍植莲藕，夏日荷花盛开，荷香飘拂，故
有“荷塘”雅称。荷塘是一个充满传奇故事
的地方，需要细细品味，才能体会出其中的
韵味悠长。

行走在荷塘，这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都带有浓浓的文化烙印，从北宋末年至元初
的两百多年间，中原氏族跋山涉水，几经周
转，来到了南雄珠玑巷，后又从珠玑巷迁居于
荷塘，他们凭着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在这片秀
美的大地，拓荒创业，一砖一瓦地建设这颗镶

嵌在西江畔上的明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片崇文重教、赓

续红色血脉的热土上，走过的每一处都有故
事可以娓娓道来。在篁湾村回望抗击日寇的
烽火岁月；在塔岗村倾听冒风雨护送珠江纵
队主力部队夜渡西江的故事；在南村村感受
一段难以忘记的红色故事，爱国人士胡剑卿
回乡创办梅溪小学，并以梅溪小学作为掩护
开展革命活动的历程……在木棉树下，回顾
起20世纪90年代初，荷塘人凭着“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的精神，自力更生，兴建了荷
塘、马滘、白藤、西江4座跨江大桥，修筑了中
兴路、北昌路、中泰路、环岛路、南华路5条公
路，结束了荷塘的“孤岛”历史的创业历程，总
是在不经意间激荡人心，摄人心魂。

品读人文典范，寻找千古风流人物。中
原文化和西江文化在此交汇，孕育了独具特
色的地域文化。千百年间从这里走出了“刚
正不阿”余经、“铁血为官”胡苹运、“粤剧名
伶”廖侠怀、“公益大使”胡珠、土木工程专家
容祖诰、著名画家李研山、革命先辈容忍之
等杰出人士。走进周源李公祠，让人倾倒的
不仅是巧夺天工的雕刻艺术，更是记载着篁
湾村曾经辉煌的历史。探访司谏进士坊，正
楼匾额镌刻的“司谏大行”4个大字让人心生
敬仰。寻访篁湾炮楼，外墙上布满了累累弹
痕，谱写了一曲英勇的抗日壮歌。说到拥有
6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荷
塘纱龙，江门人就更不陌生了，逢年过节或
是大小盛事，常能看到荷塘纱龙的影子。荷
塘纱龙还经常遨游粤港澳，名扬海内外。而
对于城市来说，留住这些记忆不仅是为了传
承文化、延续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

来。
水，是荷塘的灵魂所在，也是荷塘自古

以来始终焕发生机的奥秘所在。荷塘自古
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这里河道纵横，大
部分区域处于西江河两侧的低洼地带，土壤
肥沃，水产丰富。喜欢荷塘的烟火生活，荷
塘人对食鱼早有研究，以丰腴美味的优质鲮
鱼作为原材料，制作出风味独特的鱼饼和酿
鱩，深受人们喜爱。鱼饼，把鲜活的土鲮鱼
肉剔掉鱼刺、剁碎，加上佐料用劲摔打，煎得
两面金黄，表皮焦香脆口，香气四溢，鱼肉弹
牙嫩滑。酿鱩，把西江蚬肉与鲮鱼肉搅拌成
泥，放入鱩壳里面一起煎，煎好后的鱩壳和
鱼肉色泽金黄，嫩滑可口，还夹带着一股暖
融融的焦香味。如果说美食是一座城市的
名片，那么荷塘的名片还有很多，拥有200
多年历史的“五邑八宝”之一、肉质爽脆无渣

的荷塘冲菜；清香可口的鸡屎藤饼；鲜香味
美的大盘鱼……荷塘美食文化风情万种，源
远流长。

山水相逢，为“荷”而来。“月光如流水一
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
青雾浮起在荷塘里……”著名文学家朱自清
所写散文《荷塘月色》中描绘的美景，走在荷
塘月色的小道上，便可欣赏到。进入新时代，
荷塘人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正努力把荷塘打
造成生态优美、乡村富丽、人文灿烂、社会和
谐、人民幸福安康的“西江明珠”。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我已在这座小城生
活了6个春秋，自千古而来的西江，悠悠不尽
的东流江水，承载着历史与文明，它见证着勤
劳的荷塘人一步一步搭建起繁荣的城市，亦
穿过我的梦想和奋斗，一路欢歌，奔腾向前，
向着美好，向着远方。

儿时味道
何佩关

人的一生随着时光的流逝，有许许
多多的记忆会渐渐淡忘，消失得无影无
踪，可也有一些记忆恒久不灭，深藏心
底。

那天，与家人一起去饭店吃晚饭，
菜单上竟然有“蒜香狗爪豆”，这引发了
我的思绪，一股儿时深藏心底的味道顿
时涌上心头，它是我小时候的最爱！我
父母都是客家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狗爪豆是客家人的家常美食，既当
菜，又当粮。这些年因工作东奔西走，
几乎把它忘掉，今日得见，不容错过。

菜端上桌，那久违的熟悉的味道扑
鼻而来，夹一块豆荚送入口中，那豆荚
本味鲜香、肉感十足，加上蒜香、豉香和
辣椒的香辣味道，让人食欲大增。筷子
不停，我又夹了一块，豆荚肉质厚实，增
添了牙齿的咀嚼感，令人齿颊生香，别
提有多爽了……

现在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山珍海
味已进入百姓家，反而一些村野之物倒
是难寻起来。当晚回家后，我依然回味
着狗爪豆的味道，江门这边的菜市场没
见过，遍寻网上好不容易才找到，但半
公斤竟要15元。耐不住心中的馋虫涌
动，于是网上下单买了2.5公斤。静待
快递送货，准备自己动手，发挥久违的
厨艺，过过口瘾。

狗爪豆又叫老虎豆、古老豆，是客
家人居住地乡野间一种不起眼的野
菜。因果实（豆荚）形似狗爪，故名“狗
爪豆”。狗爪豆一直以来都是客家人餐
桌上的挚爱，有客家人住的地方就会有
狗爪豆。农村的房前屋后、山坡地头，
都是狗爪豆的生长之处，它从不占用农
田。狗爪豆粗生易长，有一些农家肥就
可以，它的花成串成串地开，像紫藤一
样，成熟的狗爪豆也成串成串的，单个
豆荚有的可长成20厘米长，单株狗爪豆
年产量最高可达10公斤。丰产的狗爪
豆就成了客家人在艰难时期的救命粮，
像红薯一样帮助客家人度过了那段艰
苦的日子。

据《中草药大辞典》中记载，“狗爪
豆”，其性温，味甘微苦，有小毒，尤其是
豆仁含毒素多，食前需先焯水后用清水
浸泡才可安全食用。

眼巴巴等了4天，快递终于到了。
赶紧把新鲜摘下的狗爪豆洗干净，放入
锅中加水没过豆荚，水烧开煮5到8分
钟，捞出放清水里，剥开豆荚静泡两天，
其间勤换水，待水清无色就可以烹饪
了。

是时候展示厨艺了。我在热锅中
放入猪油，把豆豉、蒜末、姜末和红辣
椒圈一起放入油锅中炒香后，将已经
切成段的狗爪豆倒入锅中爆炒，随后
加入适量盐、生抽、蚝油、鸡精，翻炒片
刻，最后加入玻璃芡和包尾油，就可以
装盘上菜。这时的狗爪豆香气逼人，
闻一闻，口水直流，尝一块，停不住口，
一场家庭盛宴被狗爪豆的出场推向高
潮！我把狗爪豆美食的制作过程发到
网上，立即涌来近万人围观，没想到这
村野食材竟吸引了这么多美食爱好者
的青睐。

一盘狗爪豆，儿时家乡味。小时
候，妈妈炒制的狗爪豆让我们熬过艰难
岁月，伴随着我们长大。时至今日，我
也孙辈绕膝，回味狗爪豆的味道，不禁
想起妈妈曾经给我的浓浓母爱。

西江之畔的荷塘 覃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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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型多年不变，一直是披肩长发，不
烫不染，所以很少去理发。不久前，在好友的
怂恿之下，我决心改变一下风格，去烫了一次
发，顺便也捡到了几个和理发师有关的故事。

我去的那家理发店，算得上是镇里比较
有名的一家，老板是个40岁左右的男子，他
身穿纯白的运动服，看起来十分有活力。他
说自己从22岁那年开理发店，十几年来前前
后后3次迁新址。小店从最开始没有任何名
气，一路打拼到现在不愁客源，凭借的就是一
种老老实实干活的态度。他说的话我信服，
因为我从下午1点进店到傍晚7点离开，其间
进店来美发的基本都是老顾客，大家对这里
的服务和价格显然很熟悉，没有人讨价还
价。老板会根据顾客本身的气质来推荐合适

的发型和色系，他说的话很有意思：“顾客到
我这里来，都是为了变美，我会根据自己的经
验认真推荐，如果顾客选的发型不适合自己，
给多少钱我也不做，因为他们顶着难看的头
发从我这里出去，那就等于砸我们店的牌子
啊……”

老板就是老板，他只负责修好发型，至于
洗头、染色这类的活儿，全都交给助手去做。
给我洗头的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他说自
己21岁了，中学毕业后去过一线城市，换了
不少工作，后来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他就回来
了，一边跟着老板学手艺，一边方便照顾母
亲。如今他在店里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简单
的发型也能做下来，一个月能赚3000多块
钱。我问他：“这钱够你花的吗？”他笑着说：

“我花不了那么多，多数交给家里存起来，我
过几年娶媳妇要用钱啊，我攒点，爸妈就轻松
一点儿。”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真不错，年纪不
大，却懂得踏实赚钱。

洗好头发，老板亲自上阵，为我挑选合适
的发卷，把头发分层卷起来，分两次加温，接
下来就可以染色了。这时，店里一个最胖的
男孩子向我走来，别看他这么大块，给我染头
发的动作却十分轻柔。他一边动作娴熟地给
我的头发抹着调色膏，一边跟我聊天。他才
18岁，家在距离店里不到10公里的一个村子
里，上学时淘气，学习不好，没考上高中，因为
从小就长得胖，在家里待着也干不动农活，父
母送他上了一所职业技校，学的是计算机专
业。可惜他毕业后只在一家复印店干了一
年，就觉得整天坐在电脑前敲键盘太无聊了，
说啥也不想去了。

他说，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氛围。老板待
人很和气，他来这里不到3个月就学会了染
发。这里店面宽敞，干活时可以听着音乐，晚
上下了班，和店里的学徒工一起出去吃饭，饭
后去打打游戏，回来一觉睡到大天亮，日子过
得逍遥自在。这个胖男孩快乐的笑声感染着

我，仿佛也把我从这中年的兵荒马乱之中，带
回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体验和目标，
胖男孩正是贪玩的年龄，那就趁着生活的重
担还没有压下来尽情玩吧；那个21岁的男
孩，大可以在工作之余尽情享受恋爱的美好；
店老板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爬坡阶段，但
因为有之前的打拼和积累，目前这种稳定的
状态也是挺不错的。

3个理发师的故事各不相同，我仿佛从
他们身上看到了不同时期的自己，每个人
的经历和目标不同，最终也会演绎出不同
版本的故事。每个人或早或晚都要面对生
活的压力，尽可能选择自己喜欢或擅长的
事情去做，每天脚踏实地生活吧。因为，在
多数情况下，我们自己的努力和被上天眷
顾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成功本来就不是想
象中那么简单，执着坚守才有可能赢得你
想要的灿烂。

理发师的故事 张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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