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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住街尾，离河边不到三百
米。每到夏天，落日倒映在江面之上，我
就会到河边去捞鱼虾。

家住隔壁的王莽娃和我同龄，下河
捞鱼虾，我们算是一对默契的搭档。长
辈都不支持我们捞鱼虾，因为我们捞的
基本上是小鱼小虾，只能油炸来吃，油炸
小鱼小虾耗油。

我们捞鱼虾的工具很原始，就是一
只用竹子编的撮箕。我们所处的街边是
沿河的一条弧形山坡，每到夏天涨水时，
河水就会漫过沙滩和石板坡，直逼半坡
上的草地。河水一旦没过这儿，对我和王
莽娃来说，就像是福音来临。在这段时间
里，就是沿着被浑浊河水淹没的草坡走上
一圈，收获也颇丰。不过这时，我们对小
鱼小虾已不感兴趣。穿着短裤，光着上身
的我们，低头只选草坡地上凹陷的地方下
手。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凹陷较深的地
方，才是鱼虾聚集的场所。如果运气好，
能捞到大虾或半斤左右的鲤鱼。

在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我们探到
一个感觉有“货”的地儿，那是一个凹陷
的大坑。我和王莽娃立马展开合围，先
是后退到河水淹到大腿的地方，然后我
们用撮箕展开对角，低头弯腰，撅起屁
股，两手握着撮箕朝凹陷的草坡轻轻地
捞去。在快接近凹陷地之时，便同时加
快速度，将撮箕从凹陷的坑中直冲草坡
上，然后快速将撮箕提起来。撮箕里是
些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还有两三个小
螃蟹。这自然让我们极不服气，嘀咕着
将身子朝后又退了几大步，用赶网的方
式，并用撮箕撮着河水，朝凹陷的地方捞
去。捞了十多次，我们终有所获，捞到了
十多只大虾和十多条约半斤重的鲤鱼。
那晚，父亲见我收获不错，母亲刚好上夜
班不在家，便高高兴兴直奔灶边大展厨
艺，然后把几个娃儿喊上桌大嗨了一
顿。吃完之后，一脸笑意的父亲，望着灶
台上折了一半的菜油，对我说：“明天要
是你妈回来问起菜油怎么这么少了，你
啷个说？”我顿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性，我们今晚吃的这一顿，吃去了我们一
家三四天的用油量，这还了得。

父亲见我一下呆住，拍了一下我的
脑袋笑道：“实话实说，今晚反正我们全
家都参与了，你妈妈回来也是‘法不责
众’，怕啥子呢。”

我们几个娃儿一起拍手哈哈大笑。
在家并没多少话语权的父亲这时得意道：

“那是嘛，要不我怎么是一家之主呢。”

一一

旅游达人戏言：“不看僧面看佛
面，一心只想去缅甸。”

初冬时节，我飞去缅甸，想看看
维桑海滩，给“心灵放个假”。那里岛
屿孤独，海水忧郁，沙滩寂寞。

其实，维桑海滩只是缅甸伊洛瓦
底省勃生镇朴实的一隅，它属于印度
洋和孟加拉湾过渡地带。

清晨的重庆是浓浓严冬，而中午
到了仰光机场，则是炎炎夏日。导游
是缅甸华人小伙子，他个子不高，面
容清瘦，肤色较黑，上身穿着镶有蓝
花边的白短袖，挎着蓝色的长带布
包，下身穿着褐色的、叫“隆基”的长
布裙（缅甸男人的传统服饰），脚上一
双人字拖鞋。

他热情地把我领到一辆小客车
门前，我上了车。一路上，小客车拐
来拐去。我坐在最后一排，想象着自
己在享受免费的按摩。

窗外，那些芭蕉树和椰子树，那
些竹林和芦苇，那些稻田和水塘在缓
缓移动，风情几乎与国内南方一样，
只是偶尔瞧见路边小店招牌上的文
字，才提示我到了缅甸。

夜幕降临，我才到达维桑海边的
一家酒店。

二二

第二天清晨，我是被海浪波涛之
声闹醒，还是被海鸥嘤嘤之声唤醒，
不得而知。我起床赤足漫步海边，踩
着柔软的沙滩，与暖暖的阳光、和煦
的海风、沉默的礁石一起散步。我身
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身后是一片茂

密的椰树林。阵阵海浪声让我沉浸
在维桑原始的自然风情里。

我在沙滩上走得很慢、走得很
轻、走得很小心。我怕伤及脚下的小
海蟹、小海螺，那些小生命很脆弱。
它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是地球上
的生灵。漫步数百米，在平坦潮湿的
沙滩上，我惊讶地发现一些小洞穴附
近有奇怪的图案。那些图案用微小
的沙球规则地组合，这是小海蟹辛勤
劳动的成果，它们各具特色，我真敬
佩它们的巧夺天工。

三三

临近中午，我徒步来到一个小渔村。
简陋的茅草屋不规则地散落在

高高的椰树林下，一群少年看见一个
外国游客，欢快地一拥而上，兜售他
们用棕榈叶子编织的遮阳帽。他们
大多肤色黝黑，脸上都涂抹了三道叫

“塔拉塔”的淡黄色香粉。这种香粉
当地男女老少几乎都涂抹，据说有驱
蚊辟邪之功效。

在掩映的矮树林中，我看见许
多葱葱郁郁的植物。一种叫“水拱”
的小花散发着阵阵暗香，“水拱”在
缅甸语中是“黄金”之意。它的花瓣
洁白，花蕊金黄，当地人采摘下来拼
成一小串，一般会拿到寺庙去敬献
菩萨。

一间茅草屋前，一个老渔民坐在
地上清理渔网。他精神矍铄，肌肉强

健，短发苍白，赤足裸着上半身。他
雕像般的身躯，让我联想到他在大海
上经历的风风雨雨。当他瞧见我这
个不速之客时，立即起身。我躬身回
礼并邀请他合影，他高兴地竖起大拇
指。临别之时，我摸出1000缅币（约
5元人民币）作为酬劳，他慈祥地笑了
笑，摆了摆手，婉言谢绝。然后他又
坐在地上气定神闲地清理渔网。那
种淳朴自然、超凡脱俗的心态，让我
心生敬仰。

四四

缅甸的维桑很少被游客打扰，但
如今，我和维桑相逢了。

忽然我想到《诗经·小雅》：“维桑
与梓，必恭敬止。”《毛传》也说：“父之
所树，己尚不敢不恭敬。”也就是说，
古人看见维桑和梓，就想到老父亲，
想到故乡。所以《诗经·小雅》里的

“维桑”后来也指代“故乡”。因此，对
于旅行者来说，脚步在哪里，道路就
在哪里，思念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缅甸的维桑也许就是一个宁静
的故乡。

如果说面对繁华都市色彩斑斓
的夜景，我更愿意仰望维桑纯净明朗
的夜空。在年岁之末，相逢维桑，我沉
浸在它淡然、幽静和淳朴里。我以时
间为轴，以一种空灵之感扶摇直上，净
化自己。我在维桑的海滩上，让心灵
抵达理想的天堂。

夏季是品尝甜瓜的最佳时节，甜
瓜原产于亚热带地区，它在我国栽培
的历史比西瓜还悠久。《礼记》有“为
天子削瓜”及“瓜祭”的记载，《神农本
草经》里关于“瓜蒂”的记载，所说的

“瓜”即是甜瓜。
《四库全书》

总纂纪晓岚，在
新疆生活期间
写了一首歌咏
甜瓜的诗。诗
曰：“种出东陵
子母瓜，伊州
佳种莫相夸。
凉 争 冰 雪 甜 争
蜜，消得温暾顾诸茶。”

诗中所赞的“东陵子母瓜”，最早
见于《史记》，说在西汉初年，有个在
秦朝当过东陵侯的人叫召平，晚年隐
居长安县附近，过着自得其乐的田园

生活。他所种的
甜瓜“大如斗，味

如蜜”。这便是闻
名遐迩的“东陵子母

瓜”的来由。至于“伊州
佳种”，乃是享誉中外的新疆哈密瓜，
它们都是甜瓜世界里的佼佼者。

甜瓜的品种自古繁多。晋代郭
义恭《广志》载：“瓜之所出，以辽东、

庐江、敦煌之种为美。瓜州之瓜，大
如斛。”现在像青州银瓜，江南的“黄
金瓜”“碧玉瓜”和“越瓜”，皆是受人
称许的佳品。

中医认为，甜瓜全身都是药。其
瓤肉有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等功
效。《本草纲目》举过一个“消暑”的例
子：“昔有男子病脓血恶痢，痛不可
忍。以水浸甜瓜食数枚，即愈。”可见
名不虚传。

甜瓜入药，多用瓜蒂及瓜子仁。
瓜蒂药名苦丁香。《神农本草经》：“大
水、身面四肢浮肿，皆吐下之。”有催
吐、下水、退黄的功效。甜瓜子仁作
为药用以晒干捣碎去油者为胜。唐
代孟铣《食疗本草》称道“炒食，补中
宜人”。李时珍认为它能“清肺润肠，
和中止渴”。

甜瓜的主要营养成分有蛋白质、
脂肪、碳水化合物、钙、磷、铁、胡萝卜
素、硫胺素、尼克酸，抗坏血酸等，此
外还含有柠檬酸及球蛋白。

总之，甜瓜全身都是“宝”。

最近老爱在梦中跳跃
就像鱼儿练习咬钩
某一天终于梦到麻阳步云坪
原来是霞飞云果园的黄桃熟了
土地是典型的亚洲铜
黄桃是典型的中国黄
美好、喜庆、健康、长寿
在果类的吉祥文化中
桃子是最杰出的代表
传说中的蟠桃、仙桃找到了原产地
正宗的学名，苗岭黄桃
无数次地跳跃
总是够不着树
无数次地扑腾
总是挨不着边

梦中的果树过于高大上
我只想按一下回车键
让自己一下子
返祖到长颈鹿或长臂猿
其实哪里用得着跳跃
其实哪里用得着扑腾
我在金灿灿的山坡上一站
立马站成了水果王国的国王
经过矮化处理的桃林
列成御前的百万雄兵
给我一口脆脆的清香

给我一口甜甜的清爽
在这流汗的夏，叩问流涎的胃
请玉皇大帝收回你的王冠吧
我还是做我的弼马温
面对满树满树的美味诱惑
我早隐忍不住，正想左右开弓

注：霞飞云果园位于中国长寿之
乡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步云坪村，
以生产绿色有机的黄桃、猕猴桃、冰
糖橙等果类食品闻名市场。

捞鱼虾
■周康平相逢维桑

■陈利民

云果园的黄桃
■三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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