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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秀芳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
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英国著名
学者李约瑟曾指出：“希腊的古代文化乃
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
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
中国的地方志。”陈坤林的《鹤山大史略》
就是一部呈现鹤山前世今生的新志佳构。

《鹤山大史略》于2024年1月出版面
世。全书采用编、章、节、目体例结构，共
计35余万字，分为上下两编共六章，第一
章讲的是鹤山的自然环境史；第二章讲的
是鹤山的族群人脉史；第三章讲的是鹤山
的经济发展史；第四章讲的是鹤山的县治
政脉史；第五章讲的是鹤山的精神文化和
艺术发展史；第六章讲的是鹤山的军事武
装发展史。该志上起古生代（寒武纪），下
迄1951年。它是一部揭开鹤山密码的地
理、历史、人文的良志精品。

一是地史结合，勾勒鹤山前世今生的
地理图谱。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
言》中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
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
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
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
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

后相继的历史。”陈坤林在《鹤山大史略》
中，用“摇镜头”对鹤山地质变迁进行了生
动的呈现，将读者带入亿万年的演变历
程。“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西江大断裂以
及风化共同作用，最后形成了鹤山现如今
的地形地貌。”“4000多年前，沿西江上游
迁徙而来的百越先民来到鹤山，开始了鹤
山的人类历史。”历史自此衍生下去。陈
坤综合运用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文献
学等研究方法，结合晋代“衣冠南渡”、唐
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难”等历史事
件的综合分析，勾勒了鹤山前世今生的地
理图谱和它所承载的历史丰富内涵。“南
越人随山洞而居，在西江上游流域与大自
然抗争，到了隋朝时期，高凉太守冯宝与
高凉俚人大首领冼夫人联姻，促进了俚汉
民族融合，俚人逐渐走出荒蛮；至两宋期
间，南宋后，中原、江淮、江南移民分别经
南雄珠玑巷和闽浙海上来到鹤山，成为
壮、瑶、汉多民族的共同家园……清康雍
乾年间，粤东客家人大批来到鹤山垦荒，
鹤山土著汉族广府与客家两大民系并存
……”他结合中国大地千百年来的自然、
人文地理现象追溯鹤山的根脉源流，既大
开大阖，又精细入微，展现出一幅斑驳恢
宏的历史地理长卷。

二是追寻鹤山文化历史脉络，深度挖
掘鹤山人文基因。陈坤林从地理环境、气
候变化、历史演变等方面进行了穷幽极微
的探究和钩深索隐的求证，寻找鹤山文化
历史的轨迹。“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先秦

秦汉至魏晋隋唐的西江百越俚僚文化阶
段、宋元明清的中原新儒学阶段、近代中
西文化激烈碰撞阶段。”作者在纵横交错
的历史地理中，精确指出每个朝代的变迁
繁衍对鹤山带来的思想、文化、观念等方
面的影响。

鹤山是一个中原文化与西江文化等
多种源流的文化交汇激荡、交辉融合的
地方，孕育出了以“兼容并蓄、见利思义、
通经致用、济世安民”为主要特点的地域
文化，具有“慷慨好义”“不甘陷屈”“普济
众生”“诚实守信”等优质基因，所以鹤山
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如清代民族英雄
麦廷章、吕翰；航空先驱和民选县长李一
谔；鹤山教育先驱宋森；普济众生的源吉
华父子；东亚画坛巨擘李铁夫；国际影星
胡蝶；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陈坤林
在历史的时空中纵横捭阖，“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展示了鹤山人在历史
沉浮跌宕中开拓进取，锻造了与时俱进、
奋发图强、革故鼎新的文化共同体历史
轨迹。

三是理趣交融，实现知识性与趣味
性的完美结合。“500 年的‘明清小冰
期’”，令鹤山人苦不堪言；唐朝的“广州
通海夷道”——海上丝绸之路，给了鹤山
唐窑产品“出海”的商机；“西江小道”，是

“鹤山人民为抗战胜利做出重大历史贡
献”的见证；金岗胜利会师，是“陈庚四兵
团在南线大追击的同时向西南大包抄的
转折点之一。”……潜藏在《鹤山大史略》

里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人文等知识
可谓包罗万象，但这并不影响它的趣味
性，诸如“古时雅瑶一带有野鹿”；大文豪
苏轼曾在西江边“暂停泊石螺冈数日”；
鹤山人土语把中年妇女称呼为“婻乸”，
原来是“典型的侗俚语称谓”……这些内
容读起来饶有趣味。陈坤林退休前曾任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研
究员、教授，学问深厚而且宽广，加上在
退休后，用6年的时间查阅鹤山方志的
相关资料，“几度赴鹤山、高明、新会等地
调研，收集资料”。因此，对史料“信手拈
来”，从宏观到微观书写鹤山，于理中融
趣，理趣珠联璧合。

这部追溯鹤山“根”与“魂”的《鹤山大
史略》，是一部视野高屋建瓴的大气之作，
是一部颇具独特建树之作，是一部浑厚深
邃之作，是一部认识鹤山、发展鹤山的资
政史鉴、研究鹤山的珍贵文献，对推动鹤
山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和彰显区域文明具
有重大意义。

刘利元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留
香。”到香港赶上了下雨。整晚滴滴答答，
天放亮了，还没有停。来趟香港不容易，
总不能窝在屋里。扒拉来扒拉去，找不到
雨伞，许是丢了。丢就丢了吧，不能因为
没有雨伞就不逛街了。

妻子问：“去哪儿？”我说：“当然去看
紫荆花。”妻子愣了一会儿，又猛然点点
头，恍然大悟的样子，连连说：“去看去
看。”出了酒店，向左边走几十米，再向右
拐几十米，就到了湾仔地铁站。一路上有
屋檐遮雨，偶尔有雨滴洒落到脖颈，感觉
凉凉的，十分惬意。顺着台阶往下走，发
现地铁站里绿油油的，墙上贴着浅绿色的
指甲盖大小的瓷片，地面铺着深绿色的一
尺见方的水磨石地板，感觉回到20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内地居室。从湾仔到金钟只
有一站，几分钟就到了。本想在金钟看看
街景，妻子看到地铁出口有指示牌，说我
们往海边方向走吧。雨滴还在飘，可是打
落在身上并没有湿的感觉。走过一座天
桥，下了一条斜坡小道，经过立法会和特
区政府总部大楼，就到了海边。港岛和对
岸的九龙高楼林立，一座座摩天大楼直插
云霄，只见一团又一团的云雾在楼际穿
行，而楼顶在云朵里若隐若现。满载货柜
的远洋货轮驶进驶出，大大小小的游轮游
艇络绎不绝，还有三五渔民驾着一叶小舟
捕捞作业，维多利亚港湾的美景尽收眼
底。妻子说：“我们先去看紫荆花吧。”

紫荆，一种在岭南寻常的花树，于我
们却有特别的意义。我和妻子同年毕业，

都是 1997 年。我深深记得毕业时的情
形。6月30日上午，学校举行了毕业典
礼，校长为我们颁发了毕业证和派遣证。
那时的毕业生包分配，凭派遣证到生源地
人劳局报到，人劳局再根据所学专业分配
到具体单位（忽然感觉好遥远，人劳局是
人事劳动局的简称，就是现在的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前身）。毕业的学生当天
没有一个走的，全部留校，等着看当晚的
回归仪式。毕业前几天，叔叔来看我，捎
走了我的行李。一位同学住在传达室，帮
助清洁工打扫卫生。清洁工晚上不来，空
出一张铺来，我临时在这里借宿。同学们
要么照相，要么写临别赠言，或者收拾回
家的东西。而我没什么事儿干，捧着一本
书看。看到天黑，忽然感觉楼道里的氛围
与往日不同，不仅嘈杂的声音听不到，连
个人影儿也看不见。一个人寂静待着，感
觉有些慌张。就像在荒原上，被同乘的人
遗弃了，眼睁睁看着刚刚驶离的汽车绝尘
而去，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坐不住了，
放下书到楼道里喊，没人应答。到校园里
四下看，到处空空的。抬头往前看，校园
甬道旁的大阶梯教室里灯火通明。原来
他们都到这里了，我也快步跑过去。大阶
梯教室在教学楼一楼东侧，大约有两三百
个座位。此时，座位上过道上都是人，有
的坐着，有的站着。同班的几位同学见了
我，惊讶地说，你倒是能沉住气，再晚来一
会儿，怕是挤不进来了。不知什么时候，
教工们搬来了一台屏幕很大的电视机，摆
在讲台上。电视频道里放着什么节目，忘
了。只记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天，聊
什么也忘了。只记得频道没换，一直是中
央一台。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只有进的，
没有出的，都在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
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大家说，快了，快
了。那时还没有零点的概念，习惯这样

讲。12点，也就是7月1日零时，回归仪
式直播开始了，闹哄哄的大阶梯教室里瞬
间安静下来，不仅没有人出声，甚至感觉
连呼吸都屏住了。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
就讲，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们一
个个都掰着指头算，到了1997年，自己就
多大年纪了。此时此刻，盼望已久的日子
终于来临了，心情怎么能够抑制呢？世居
漠北，上学时未到过黄河之南。当国旗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旗升起的时候，我才知道
万众期待的紫荆花长什么样子。

再后来，我从内蒙古调到广东江门工
作，和紫荆花有了频密接触。本以为是一
种非常名贵稀少的花木，不料在城市乡间
广为分布。植株高大，枝叶茂盛，一株树
长在那里便形成一片巨大阴凉，树下有摆
摊卖瓜的，有摇扇下棋的，还有放一张躺
椅躺着的，捧一根粗大竹管吸水烟的，点
着了烟丝“咕噜咕噜”吸两口，吸灭了再
点。暖风如絮，温情满满。冬天开花，春
天也开，花朵与枝叶一样繁茂，街边小路
天天有人扫，但早晨出门总是能看到花瓣
铺满街巷的景象，粉红的花瓣傲然绽放又
悄然飘落，不矜不持，不喜不忧，一副怡然
自得的样子。真个是“不摇香已乱，无风
花自飞”。

之前也来过几次香港。每次来，首先
来金紫荆广场。但是与妻子同行，还是第
一次。抬头仰望恢宏雄伟的会展中心，再
度想起20多年前的难忘时刻。沉思时，忽
然听到有人叫，说要帮你们拍照吗？原来
是两位中年妇女站在附近，有五六十岁的
样子。她们说，这么好的风景，要照个合
影啊！内心正有这个念头，有人帮忙，非
常开心。攀谈得知两位大姐祖籍福建，在
香港出生，其中一位过去在职业训练局工
作，另一位是她的朋友。两人都退休了，
经常到内地旅游。她们说，内地发展变化

很大，每次去都感觉不同。在海边照完
相，两位大姐问我们，要不要去会展中心
看看？我们说，要啊！我们就是来看金紫
荆的！聊起毕业那年的往事，两位大姐神
情庄重地说，没想到那一天在你们内心有
这么重要的位置。我问她们，你们当时收
看电视直播了吗？她们说，收看了，感觉
就在眼前，过去的时光是多么难忘，又多
么值得怀念啊！偶遇的几个人，边走边
聊，不一会儿就走到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
前。望着耸立的纪念碑，大家心潮澎湃，
感叹时间过得好快。

瞻仰过纪念碑，继续向前走。几步路
的工夫，就走到金紫荆前。台基是用大理
石砌筑的，底部是一座半金字塔，塔腰上
合围砌筑着方形长城，方城正中是一根粗
壮的圆柱，圆柱上耸立着一朵盛放的金灿
灿的紫荆花。

两位大姐说，在这里一定要拍照留
念。帮我们夫妇照相后，我们约请她们
一起合影，两位大姐愉快地答应了。为
了保证能够照到正面，我们在旁边排队，
等其他游客照过了，约请附近一位年轻
人帮助拍照。刚开始是正襟危坐式的合
影，拍了几张后，那位曾在职业训练局工
作的大姐说，咱们点个赞吧！为香港点
赞！为祖国点赞！我和妻子补充说，还
为我们的友谊点赞！两位大姐说，对！
为我们的友谊点赞！

港湾多雨，头先只是雨滴，不一会儿
变成雨丝，再后来成为连绵的雨瀑了。广
场上无法待，只好找就近的地方躲雨。两
位大姐告别时说，欢迎你们再来香港！我
说，一定，而且要写一篇小文，记录我此时
的心情。

透过层层雨帘，我看到那朵盛开的紫
荆花经历风雨洗礼后，英姿勃勃，生机葳
蕤，更加俊秀，更加喜人！

苋菜红
王同举

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写道：“苋
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的紫红
夹墨绿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
粉红。”一道家常小菜，在张爱玲笔下美成了一
幅水彩：一团碧绿卧在红波之上，绿中带白，白
里透红。单是色彩就令人食指大动。

苋菜，又名汉菜（汗菜）、赤苋，它的适应能
力极强，只要有泥土，它就能安身立命，繁衍出
一片动人的绿色，其野蛮生长的劲头令人叹为
观止。在乡下，荒坡地、田埂上、池塘边，苋菜
的身影随处可见。“竹窗红苋两三根，山色遥供
水际门。”苋菜甚至还把家安到了王安石的窗
前。

初生的苋菜，叶片宽厚，色泽碧绿，互生
的叶片像大地上支起的耳朵。入夏，叶片中
间泛起一抹嫩红，叶脉的树状分支就像河的
支流，源源不断地把嫩红注向叶片两侧，嫩红
逐渐扩大领地。成熟后的苋菜，叶片中间呈
现出一片耀眼的紫红，边缘还留有一圈青绿，
红绿相映成趣。吸取了雨水和阳光的精华，
苋菜出落得水灵灵的，曼妙动人，有种说不出
的妩媚。

喜欢吃野菜的乡下人，自然不能放过这些
肥美的苋菜。人们纷纷挎了小篮子，俯下身
子，拨开草丛，一畦畦地搜寻苋菜。苋菜茎梗
脆嫩，只需用手指轻轻一掐，一棵肥嫩的苋菜
就被采下了。和韭菜一样，苋菜也有一种生生
不息的繁衍信念，即便是被掐去一茬，它还会
长出新的一茬来。人们掐得越频繁，苋菜长得
越旺。

一小篮子苋菜拿回家去，掐去老根，摘除
烂叶，清洗后焯水以去除涩味，然后沥干水分，
再拌入盐、蒜瓣、葱花等，上盘后淋上少许香
油，一盘脆嫩可口的凉拌苋菜就可以端上餐桌
了。

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苋
须细摘嫩尖，干炒，加虾米或虾仁，更佳。不可
见汤。”我总觉得，没有汤的苋菜似乎少了灵
魂。

苋菜中含有一种天然色素，叫苋菜红，遇
高温时会渗出胭脂红的汁液。小时候，我特别
喜欢吃母亲炒的苋菜，碧绿的叶梗被胭脂红的
汤汁包裹，着实诱人。孩童们往往会用苋菜的
汤汁拌白米饭。白色的饭粒，沾上了汤汁的
红，像少女的额头点了颗朱砂痣。被汁液浸泡
过的米饭，色泽诱人，软糯可口，细嚼咽下，清
香顺着喉管直抵肠胃，那叫一个畅快。

到了六七月，苋菜的叶梗逐渐老化。苋
菜重新混迹于一众藉藉无名的野草之中，再
也无人问津。苋菜也不介意，它像戏台上的
花旦，唱腔一收，卸妆拂袖而去，从此深藏功
与名，到了第二年春天，春风一吹，它又重新
登上大地的舞台，水袖一开，演绎出一轮新的
自然传奇。

一个人的班会
李良旭

那年“六一”国际儿童节，老师事先通知班
上的学生，说“六一”活动结束后，她要开个班
会。

因为学校临时有个会，老师迟了半个小时
来到班上。当老师推开门一看，只见教室里空
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老
师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其他同学呢？”

我小声地回答道：“他们都走了！”
老师问：“他们都走了，你怎么不走？”我胆

怯地答道：“我不敢走，我怕倒霉。”
老师听了，眼睛有些红了。她沉默了好一

会儿，说道：“你做得对，今天的班会照常开！”
我听了，脸上露出惊讶和幸福的神色。
老师站在讲台前开始开班会。我静静地

听着，我似乎听到了自己澎湃的心跳，那一刻，
我感到自己无比幸福和自豪。不知不觉，班会
结束了。老师说道：“今天的班会开得很好，这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木子
同学听得很认真，希望木子同学再接再厉，把
我们班上的各项工作都搞好！”

我背起书包兴冲冲地走出了教室，腰杆明
显挺直了，脚步有种轻盈的感觉……

那个“六一”班会后，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似
的，班上的许多事情，我都积极主动地去参加，
我还参加了班级演讲团，写演讲词、表演演讲，
我的身边有了许多朋友……

不知不觉，小学就要毕业了。又是一个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了，老师又开了一场班
会，她要同学们即兴发表演讲，谈谈这些年来
的收获和感想。同学们一个一个走上台来，有
的讲着讲着，还流出了眼泪。

轮到我演讲了。我走上台来，深情地说
道：“我曾经是一个胆小、怕事，没有自信心的
孩子。自从三年级那个‘六一’国际儿童节，老
师为我一个人开了班会后，我深深地感到，我
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一颗星。这颗星
虽然没有倾城的光芒，但在漆黑的夜空中，依
然发出微弱的光芒，它也是银河系中一颗不可
替代的星。”

顷刻间，教室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在我心里荡起了沉沉的涟漪……

很多年过去，那年的“六一”班会演讲，依
然记忆深刻。不见倾城的星，但必须要看到每
颗星散发出的光芒，这是我一生孜孜不倦的追
求。

四四季话语季话语

文艺文艺谈谈

生生活物语活物语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在历史时空里勾勒鹤山的前世今生
——读陈坤林的《鹤山大史略》

邂逅六月

邂逅洁白的梦想

被荷叶定格的风景线

还残留着鲤鱼跃出水面的一吻

不只是为了最初的传承

还是转瞬的蜻蜓点水

从此梦中，便有了蓝天的牵挂

邂逅六月

邂逅茂密的枝叶

被蝉和蟋蟀合奏的旋律

还残留着此起彼伏的蛙声和鸟鸣

不只是为了最初的渴望

还是深深浅浅走向远方的脚印

从此的梦中，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情怀

邂逅六月

邂逅湛蓝的大海

被海风拍打和摇曳的歌谣

还残留着故乡甘甜与苦涩的味道

不只是为了荡起心中的双桨

还有用知识遨游世界的欲望

从此的梦中，便有了青春的飞翔

诗诗
歌歌

邂
逅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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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花烂漫》赵超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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