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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爽朗，晴空万里。一行人乘坐一
艘木制大船从三洲港出发，沿着上川岛西
海岸渐渐向南行驶。伴着一大片上下翻
飞海鸟的清脆鸣叫，海面上撒网捕捞的三
两渔船，还有几座耸立的碧绿小岛渐次映
入眼帘。

心想，乌猪洲快到了吧？同行的一位
面庞黝黑的渔民大哥说，还早呢！刚登
船的时候，我还感觉奇怪，怎么叫了一位
渔民？原来水下考古队为了便于作业，
专门租赁了这艘船作为辅助，连同船主
一起雇佣。渔民大哥熟悉周围海域情
况，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闭着眼睛都能
说上来，寻找都公庙，有他做帮手，再好
不过。船体比较大，有开阔的甲板，还有
宽敞的船舱。上船的人，没有在船舱里
待着的，都倚靠在围栏上，遥望前方。船
行的左边，是绿油油的山头；右边，是一
座挨着一座的青翠小岛，在海面上铺成
一条精致的项链。渔民大哥说，这些都
是无人岛，再往右便是下川岛了。船越
往南开，天色越淡，海水越深，由出港时
的灰白变为黄绿，又变为浅蓝渐至深蓝，
最后有发乌的感觉。

不知什么时候，渔船忽然转了方向，
由南转东，而且正前方也变得逼仄起来，
好像船体驶离海面，进入一条狭长的河谷
了。目光不再开阔，左右所见均为高耸的

岩壁，光秃秃的，赭红颜色，在太阳的照射
下，火一般燃烧。天空不见飞鸟，只有淡
淡的流云，丝带般漂浮。除了船体移动的

“刷刷”水声，再听不到任何声响。船上的
人好像全部屏住了呼吸，个个有头发往上
竖立的感觉，大军出征般的威严肃立。有
点儿像人工开凿的运河，但壁立千仞的宏
大绝非人力所能为之。渔民大哥说，这是
围夹水道，靠北边的山崖还是上川岛，靠
南边的就是围夹岛了，是广东省内的7个
领海基点岛屿之一，上面不住人，设有领
海基点标志。

船行驶得好快，十几分钟的时间，眼
前变得开阔起来，由一个撑开的喇叭口进
入无尽海面。目光所及，水天苍茫，传说
中建有都公庙的乌猪洲在哪里呢？偶尔
看到一两座岛屿，都不像猪的样子，而且
体量极小，根本容不下一座庙宇。渔民大
哥很淡定，眼光里看不到半点儿犹疑，只
是静静地站立在甲板上，手搭凉棚，遥望
前方。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眼前浮现一
座深绿的山体，更形象一点儿说，是一座
连绵的山脉。渔民大哥说，到了。大名鼎
鼎的乌猪洲，《郑和航海图》绘制的郑和下
西洋的必经之地“乌猪门”，《顺风相送》和
《海国广记》中记载之“南亭门放洋，用坤
末针五更船取乌猪山”，正在前方了！同
样在《顺风相送》里记载的还有一段掌故，

“乌猪山：洋中打水八十托，请都公上船。
往回放彩船送者，上川、下川在内，交景、
交兰在外”（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两种海
道针经》向达校注：上川、下川二岛在广东
台山县海域，交景、交兰在上、下川岛附
近）。此番寻找，便缘由于此。

渔民大哥指着海中的几块巨石说，都
公庙就在前面了。木船尽力靠岸，奈何海
水变浅，无法前行。正惆怅时，海面上驶
来一艘快艇，原来早早做好了接应。快艇
两三米长，除了驾驶员外，只能容纳两
人。我与考古专家第一批下船，缓缓挪移
到快艇上。等我们坐稳了，快艇发力抢
滩。冲了一次，没能靠近。又冲了一次，
终于靠近巨石。驾驶员不停地轰踩油门，
将快艇紧紧顶在巨石上，给人感觉好像用
胶水粘住了。看我和考古专家先后攀爬
上岸，快艇掉头去接其他人。驾艇的小伙
子一边转向，一边嘟囔：“幸好涨潮了，不
然很难靠过来。”

考古专家年过七旬，爬过巨石再上
山，一口气都不喘。山体上满布灌木杂
草，左右寻摸了几十米，都没有看到庙宇
的痕迹。考古专家说，文献中记载的

“庙”，极有可能是用几块石头垒着的，再
仔细找找。抬头往山坡上看，果真在不远
处发现一处神龛，左右护着两块平整的石
头，正中间立着一块长满青苔的青灰色的

像砖头又像瓦片的东西，上面盖着一块薄
薄的石片，像伸出来的小小屋檐。虽然体
量很小，但面朝大海，背靠青山，非常地神
圣庄严。考古专家说，古代航行补给有
限，从东往西一路都是近岸航行的，到了
乌猪洲后便直插深海了，所以这里又有

“放洋之地”的说法。“远风南浦万重波，未
似生离别恨多。”前路茫茫，内心惴惴。故
而船行此间，有了“拜都公”“还都公”的说
道。“拜都公”之意好解。“还都公”，就有点
儿像还愿了。正如《东西洋考》“西洋针
路·乌猪山”中云：“上有都公庙，舶过海
中，具仪遥拜，请其神祀之，回用彩船送
神。”都公何许人也？同书同卷记载，“都
公者相传为华人，从郑中贵抵海外，归卒
于南亭门，后为水神。”

找到了传说中的都公庙，一行人深感
欣慰。先登岛的和后登岛的一起，站立在
神龛前鞠躬默拜。登高远望，一艘艘满载
集装箱的巨型货轮东来西往，船舷两侧激
起道道浪花，行驶过的海面上闪烁着白色
的亮光，与整体的蔚蓝形成明显的对比，
真的好像用巨大的犁铧在海面上犁出道
道深沟。苍茫南海，横无际涯。一代代远
行人，风里来浪里去，从此岸到达彼岸，又
从彼岸到达此岸。在无尽沧海里乘风驭
波斩浪前行的，除了热血长流的身躯，还
有巍然耸立的信念。

在办公室开了一天会，头昏脑涨的，
下班实在不想再开车回家了，封闭的空
间只会徒增烦闷。公司离家虽说有一段
距离，但会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于是决
定走路回家。走回去，可能有点累，但正
值夏天，景色怡人，雨后清风徐徐，或许
大自然能治愈我这一天的疲惫。

走路的开始，是兴奋的，先是穿过熙
熙攘攘的下班人群，见到认识的熟人打
个招呼说个“再见”，碰到不认识的气质
美女可以假装不经意地多瞅上两眼，在
心里默默欣赏人家的好看，再学习下人
家的穿搭。接下来就是穿过一个拥堵的
大十字路口，和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一

起看着红绿灯上一闪一闪的数字，都佯
装不在乎、不着急，却在红灯倒计时个位
数到来的时候又都开始身子倾斜，脚伸
出来动一下，做好出发准备。3，2，1，0，
一群人大步大步向前。

穿过十字路口，便步入小路，黑压压
的人群已四面八方疏散开来，这时脚步
自然开始放慢。人少的时候美景便映入
眼帘，姹紫嫣红处树影也婆娑，不用扭头
不用驻足，硕大多头的月季开了一路，美
得不忍赞叹，怕言语惊扰花容。迎面而
来的徐徐微风可是真妙啊，风轻轻一吹，
花香跟着摇曳，散落的余香夹杂着青草
香、树叶香、夕阳残香，闭眼间，这都是夏

天的味道。可不敢闭眼，回家的人儿还
要继续赶路，只有走起来才会与风相拥，
与夏撞个满怀。

走着走着，公园到了，风景更是怡
人。夏日里草木葱郁、百花争艳，红色的
跑道分外富有诗意。跑道两旁的簕杜鹃
开得正盛，花下是绿油油的草地，红色被
绿色衬着，红越发显得红，绿越发显得绿，
如宫崎骏的画般赏心悦目。跑道上的行
人比起街道上的行人步伐慢很多。慢步
轻走，感受着空气的清新芬芳，听着不知
名的鸟儿叽叽喳喳嬉闹和迎面而来带着
音箱锻炼的老者“动次打次”的音乐，这样
走着，我竟一点也不觉得累。偶尔路过几

个穿着短袖短裤跑步的，羡慕他们的体力
和毅力；偶尔停下来为拍照的人让一下位
置，好让他能取到纯粹的景致；偶尔还会
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狗，蹲下来摸摸它，又
看它调皮地走开，和狗主人相视一笑后，
继续往前走……

此时，太阳落山，温度适中，风又轻柔，
走着走着，心也跟着静了下来，感觉整个人
都神清气爽起来，这些是平日开车上下班
的我所没有感受过的。

走走吧，如果你曾因忙碌因慵懒错过
了感受春天，那你一定不要再错过夏天。
趁下班、趁周日，适时走几步，去感受夏日
风徐徐。

七月，适宜远足

蝉声带着火红色的愉悦

四处传播夏日的告白

天空越来越高，

放逐的云朵

抬高了人间唯美的景物

田野静置，

接过流水潺潺的心思

接过一波又一波的热浪

调动的光和影，

驱散阴霾

驱散清明潮湿的问候

掠过漫山遍野，

为呼啸的生命

打开拔节的高度

最是优美
“小暑诗”

魏有花

“薰风愠解引新凉，小暑神清夏日
长。断续蝉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
眠摊薤簟千纹滑，座接花茵一院香。雪藕
冰桃情自适，无烦珍重碧筒尝。”这首描写
小暑的优美诗作，出自清代乔远炳的《夏
日》，展现的是一幅小暑时节的静美画面：
南风吹来阵阵凉爽，远处树上有时断时续
的蝉声，近处的雕梁下有燕子的呢喃。躺
在竹席上午睡，近旁是满院的花香，这是
多么自在惬意的时光啊！

小暑，火轮高吐，闷热多雨，给人的是
酷暑难耐。而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小暑却
是那样的优美动人。

在唐代元稹的笔下，雨后的小暑是如
此美好，《咏廿四气诗·小暑六月节》：“倏
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
暗已闻雷。户牖深青霭，阶庭长绿苔。鹰
鹯新习学，蟋蟀莫相催。”忽然之间阵阵热
浪排山倒海般袭来，原来是循着小暑的节
气而来。竹子的喧哗声已经表明大雨即
将来临，山色灰暗仿佛已经听到了隆隆的
雷声。这一场降雨，门窗上已有潮湿的青
霭，院落里长满了小绿苔。鹰感肃杀之气
将至，开始练习搏击长空；蟋蟀羽翼开始
长成，居穴之壁。

在唐代独孤及的笔下，小暑时节的石
竹花是如此美丽，《答李滁州题庭前石竹
花见寄》：“殷疑曙霞染，巧类匣刀裁。不

怕南风热，能迎小暑开。游蜂怜色好，思
妇感年催。览赠添离恨，愁肠日几回。”殷
红的石竹花好似被朝霞所染，花朵精致，
又好像用匣刀裁剪过。它不畏惧暑夏热
风，在炎热的小暑节气中肆意绽放。蜜蜂
飞来飞去爱怜花色的香美，思念丈夫的妇
人，对花感叹时光相催。读者朋友的赠
诗，增添了离恨别愁，忧思郁结在心里，一
天要难过好几回。

金朝庞铸认为，炎热的小暑，寻一处
清凉之地避暑，是最为惬意的，《喜夏》：

“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青奴初荐枕，
黄妳亦升堂。鸟语竹阴密，雨声荷叶香。
晚窗无一事，步屧到西厢。”小暑并不可

怕，找个清凉的地方，听着林间鸟语，闻着
雨中荷香，那是多么的美好啊。

宋代晁补之觉得，小暑时节饮一碗解
暑茶，十分宜人，《和答曾敬之秘书见招能
赋堂烹茶》：“一碗分来百越春，玉溪小暑
却宜人。红尘它日同回首，能赋堂中偶坐
身。”还有什么比在夏天饮茶更解暑的
呢？炎夏之日，与友人烹茶小坐，即使再
热的天气也是凉快的。

“夕阳已下月初生，小暑才交雨渐
晴。南北斗杓双向直，乾坤卦位八方明。”
小暑时节，沏一壶香茶，捧一本古籍，欣赏
着那些动人的“小暑诗”，去体会一份最美
的清凉意境，真的怡然自得。

寻找都公庙 刘利元

夏日风徐徐 吴欢

节节气故事气故事

诗诗
歌歌

听听风小筑风小筑

风采之缘
谭灿胜

去年盛夏，风采中学复办初中的消息如蝉
鸣般掠过侨乡阡陌。当学区内的家长们牵着孩
子的手来校叩问时，目光里浮动着不安与希冀
的涟漪；而我与五湖四海的同仁们踏进校门时，
行囊里装着彷徨，更揣着滚烫的期待——那座
在侨乡传说中熠熠生辉的风采堂，等待我们续
写新的篇章。

风采堂，原名“名贤余忠襄公祠”，其如一
枚温润的玉印嵌在校园中央，清末民初，台山
与开平的余氏族人为纪念先祖北宋名臣余靖，
耗时8年打造而成。祠堂为中轴，东西翼展为
校舍，以青云巷相隔，以避雨廊相连，这般“祠
校合一”的格局，恰似一幅立体的《礼记・学
记》。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匠心独运的艺术
风格，让整座建筑如流动的史书，深深地感染
了每一位师生。

2019年，风采堂跻身“国保”名录（被核定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又成为广东省
著名的廉政教育基地。门前“水襟三县，名冠四
贤”的对联与堂内宋仁宗御笔“风采第一”的题
刻，仍在诉说着余靖“广南定乱”的经略传奇。

教学大楼前的“希望之光”雕塑，如一艘远
征的帆船，又似一把启智的钥匙，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风采”人，在求真的海洋中乘风破浪。

作为执教多年的“老”教师，我偏爱将风采
堂化作天然课室，与学生在此探讨建筑的设计
与气候的关系。我们在佩服前人的智慧与才华
之余，那些繁杂而深奥的地理“硬骨头”亦迎刃
而解。

第二课堂时，我们登风采楼访余氏博物馆，
指尖抚过清代课桌上的墨痕，耳际仿佛传来百
年前的琅琅书声。师生领略了岭南名祠的精
粹，领会了积厚流光的历史。

更难忘清官堤上的地理课。这条百米弧形
长堤三面临江，当年曾是潭江、苍江、茭江“三江
汇聚”的漕运枢纽，帆影如云的盛况已化作老照
片里的泛黄记忆。我引导学生观测、收集潭江
水系的流向、水量、汛期、含沙量、冰期等资料，
进一步对潭江流域的水文特征与地形、气候、植
被等关系进行调研。在亲身体验中，自然环境
的相互关系，已一一解释；在激烈争论间，教材
的重点与难点，已一一理清。

清官堤是我时常的打卡地，不同的时间点
在此能看到不同的美景：

风起时，云絮被揉碎成三江四岸的鳞次栉
比，高楼如春笋破土，低铺似星子落河，时代的
脉搏在江风里震颤；

晴日里，波光与云彩在河面跳探戈，桥影倒
影被微风揉成碎银，连水草都在画布里舒展腰
肢；

薄雾中，堤岸石碑上的典故化作烟雨朦胧
的诗行，余靖“奉使契丹”的故事在水汽里氤氲，
湿润了每个驻足者的眼眶。

秋初的某个黄昏，我撞见绝美的瞬间：骤
雨初歇，霞色浸染天际，湿滑的麻石映着残阳，
惊涛拍岸的轰鸣里，浮莲随波漂泊，荻草垂首
低语，孤鹭立在石墩上眺望，群雁正掠过祠堂
飞檐——这哪里是风景，分明是岁月写给侨乡
的情书。而当旭日初升时，我常对着三埠新港
的方向出神：仿佛看到千吨级巨轮鸣笛远航，
航线勾勒“一带一路”的经纬，当年失落的长沙
公园、新昌码头的旧影，如今都化作了巨轮犁
开的浪花。

暮色漫过青云巷时，祠堂飞檐挑着月牙，教
学楼的灯光次第亮起。透过窗户，琅琅书声如
流水漫过百年砖缝，与当年余氏子弟的诵读声
叠在一起。课室里，学生们认真记着课堂笔记，
笔尖在纸上游走的沙沙声，恰似春雨落进青石
板的沟壑。

如今，10个月的朝夕相处让天南地北的同
事成了家人。我们在集体备课桌上推敲教案，
在风采堂的石阶上分享教学心得，将侨乡的风
云往事化作课堂里的星辰。

匠心铸魂，杏坛逐梦——这座在岁月里坚
如磐石的祠堂，用青砖黛瓦告诉我们：教育的真
谛，从来不是刻在石碑上的训诫，而是让每个走
进这里的人，都能从建筑的肌理、从江水的奔
涌、从琅琅书声的绵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风
采之缘”。当又一个盛夏来临，我们站在清官堤
上回望，见白云仍在风采堂的飞檐上写诗，而新
一代的少年，正带着梦想，向更辽阔的海洋扬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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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之夏》阿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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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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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并
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
1500字内。

遗失声明
■江门市中嘉厨卫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法定名称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古井侨
刊》)遗失广东省侨刊多讯出版许可证，国内统一连
续出版物号：CN44-(Q)1020，现声明作废。
■广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江门蓬江育德街
营业部遗失《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明》，编
号：L-GD－CJ00036－PYYDJWD006，现声明作
废。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水南绍尧里60号305黄淑
君遗失身份证，特此声明。
■江门市德飞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遗失法定名称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 梁 燕 琪 遗 失《 护 士 执 业 证 》，证 号 ：
201944000584，特此声明。

因发展需要，恩平市人民政府委托大槐镇人民政府征收坐
落于锦新村委会“东边坑”（土名）、大槐村委会“盘黄岭、龙见塘、
枕头岭、瓜岭、一百五十斤种、松仔岭、对面窝、门口田”（土名）一
带地段约1035亩的土地，凡在上述已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山坟，
须于公告日起至2025年7月27日前完成搬迁。请相关人员携
带身份证件到各自归属村委会办理迁坟手续，逾期不办理迁坟
手续及自行搬迁的，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大槐镇规划建设办公室 0750-7276262
大槐镇锦新村村民委员会 0750-7271250
大槐镇大槐村村民委员会 0750-7271493

恩平市大槐镇人民政府 202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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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展需要，恩平市人民政府委托大槐镇人民政府征收坐
落于大槐镇沙栏村委会“卫杆、扫杆岭、麦税对面山、白虎岭”（土
名）、塘冲村委会“菲赛迪猪场、崩岗仔、灰窑尾、黑石岭”（土名）
一带地段约2815.85亩的土地，凡在上述已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山
坟，须于公告日起至2025年7月27日前完成搬迁。请相关人员
携带身份证件到各自归属村委会办理迁坟手续，逾期不办理迁
坟手续及自行搬迁的，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大槐镇规划建设办公室 0750-7276262
大槐镇沙栏村村民委员会 0750-7271451
大槐镇塘冲村村民委员会 0750-7273237

恩平市大槐镇人民政府 202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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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因发展需要，恩平市人民政府委托大槐镇人民政府征收坐落于

大槐镇沙栏村委会内槐村“门口垌、水口”（土名）一带地段约178.6亩
的土地，凡在上述已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山坟，须于公告日起至2025年
7月27日前完成搬迁。请相关人员携带身份证件到各自归属村委会
办理迁坟手续，逾期不办理迁坟手续及自行搬迁的，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大槐镇规划建设办公室 0750-7276262
大槐镇沙栏村村民委员会 0750-7271451

恩平市大槐镇人民政府 2025年7月6日

■赵崇振遗失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帝临南路18号28#
车房的不动产权证，证号：粤（2016）江门市不动产
权第2022096号，现声明作废。
■赵汝良遗失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帝临南路18号28#
车房的不动产权证，证号：粤（2016）江门市不动产
权第2022097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关于组织编制《江门市江海区金溪地段
（JH02-B）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通告

本局将从通告发布之日起组织编制《江门市江海区金溪地段
（JH02-B）控制性详细规划》。依照《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
理条例》第九条的有关规定，现对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编制范围：位于江海区北部，与江门潮连岛隔江相望，规划范围东
至外海石鹤利社区，南至白水带森林公园，西至南山路，北至西江，总
用地面积约225.87公顷。

公众参与的安排：该地段范围内及周边地块的个人、单位和团体，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如对该地块的开发利用有何意见、建议和设想，请
于通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以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并以书面形式交
寄我局。

特此通告。
邮寄：江门市堤东路129号

江门市自然资源局 国土空间规划科
联系人：汤先生
咨询电话：0750-3276315
详细查询：http://www.jiangmen.gov.

cn/bmpd/jmszrzyj/
江门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