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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嫂一边起床，一边瞅着窗外不远处的山
峦。她说她好像听到鸟啄柿子的声音。黄哥说怎
么会？但说完后，也睁大眼睛去打量。这时，远
远近近的柿子树的确是红，满山遍野的红，像一
条红色的大河，滔滔起伏地流去。

每到这个季节，山脚下红岩村的村民就忍不
住把喜悦挂在脸上，像是挂在树上的红柿子，一脸
的光彩。黄嫂也不例外，自从种上柿树，起床就盼
秋天到来。春芽才冒了个头，就恨不得秋风刮起，
柿叶金黄，满树的柿子吊得“叮叮当当”。因为，
这个时候来红岩村旅游的游客就会每天爆满，全
国各地的方言和外国话，在家门口就全听得到！

原先，黄嫂种柿子也不懂这么多道道，种就
种了，能卖一点柿果算一点，赚点小钱过日子好
了。后来，家家越种越多，周围的山坡全种满
了，种出了一片天地。柿子一红，城里人就赶来
拍照，穿得红红绿绿，还有长长的围巾甩来甩
去，花花的纱巾飘过头顶，穿汉服的姑娘，穿旗
袍的阿姨，打着纸伞，摇着团扇，玩到夜晚还不
想走。红岩村人好客，不走就留下来吃饭、喝油茶；
如果还想看早起太阳下的红柿子，住一夜呀！看早
起的太阳照在柿子上，温温的，暖暖的，那才叫红得
好看。一来二去，黄嫂也像村上的乡亲一样，扩大
了种柿子树的面积，还挂起饭庄的招牌，又办了
一家客栈，日子比过去种田忙得多了。

当第一辆旅游大巴停靠在村边的时候，黄嫂
和黄哥已经在屋前的院场里摆弄起柿子，忙得风
风火火。打量屋子，是一套3层楼的小别墅，屋顶
架有太阳能；阳台和门前的空地几乎全被柿子占
满，有用线条串起来晾晒的柿子，有放在大簸箕
翻晒的柿子，在架子上一层层摞起，整整齐齐。
随着黄嫂脆脆一声：客来了呀！那些走进村庄的
游客围上前来，开始对柿子品头论足：好红，大

个！够新鲜！黄嫂招呼：欢迎大家来柿子乡做
客，我们的月柿个个包甜，随便尝。有不客气的
游客，拿起柿子就咬，一口下去，甜软的柿肉，
从舌尖一直滑进了肠胃，像喝了蜜汁一般。又有
游客拿起一个柿子问：为什么叫它月柿呢？黄嫂笑
着从货架上拿起一个晾干的柿饼高高举起：这么
圆，这么金黄，这么透亮的柿饼，像不像中秋的月
亮呢？众人一看，还真像。便月柿、月柿地喊开。

这边，黄哥扎好围裙，启动柿子削皮机，摆
开架势，将一个个柿子皮薄薄地削去，留下柿
肉，软软地往簸箕一摆，便完成了做柿饼的第一
道工序。好些凑热闹的游客想试一试手，黄哥爽
快地答应：想学做柿饼的，今天包教会啊！像资
深的老师傅。其实，站在自己村庄的柿子舞台，黄
哥见惯了天南地北的朋友，不怯大场面，讲熟悉的
柿子，讲柿饼的做法，黄哥气定神闲，张口就来。岂
不知，黄哥早就把自己活成了一枚耀眼的柿子。

载游客的大巴又陆续来了好几辆，下车的游
客，一颗心早被红红的柿子捂热、唤醒。迫不及待
跃入山林的游客，像跃入一道道红色的波浪，开始
尽情快乐地嬉戏。望柿满枝头，游客喊着：柿柿如
意，心想柿成，柿柿平安！此起彼伏。一个个“柿”
字，送出的全是美好祝福。而这样的画面，正是黄
嫂、黄哥和众多的乡亲辛勤劳作创作的作品。

黄嫂像疼爱娃仔一样疼爱那些柿子。难怪，
梦中醒来的黄嫂会担心鸟啄柿子，一个母亲的柔
软和细腻已经不言而喻。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
有这样的爱心呵护，怎么会有好日子过？怎么能
住上新盖的小别墅，当上致富能手！是柿子的甜
美，酿造了山村的甜美！如今，山村成了生态旅
游村，还创办了月柿节，修建了风雨桥、游泳
池。来旅游，来看满山的红柿，随你到哪家都能
吃能住；倒退些日子，这样的风光想都不敢想。

这些年，黄嫂站在秋天的门口，接来雁群般的
游客。这不，刚送走一批游客，马上又来了一批。
黄嫂又是笑脸相迎，这回，她对游客讲的是柿饼的
功效，柿饼可以止咳、降血压、减肥……为丰收忙碌
的景象，好像一幅写意的中国画，红红火火地喜
人。讲到后面，黄嫂忽念出一首诗来答谢游客，是
苏轼写的柿子诗：柿叶满庭红颗秋，薰炉沉水度春
篝。松风梦与故人遇，自驾飞鸿跨九州。听完了黄
嫂的朗诵，游客赞叹，惊讶于黄嫂还会苏轼的柿子
诗。黄嫂就捂着嘴巴笑说：嘴笨，背了两天才背出
来的，大家来看柿子，想增加点文化味道。见笑了！

一番话，引来游客的叫好和阵阵掌声。这时
候，月柿乡的美好色彩才大大方方地展现了出来。

40多年前，一个17岁的小伙子从他技
艺精湛的父亲那里学得了一手服装裁剪的
好手艺，村里人对他做出来的活计赞不绝
口。因他少言、见人又爱笑，大家都热情
地叫他“老雅”。

老雅成家立业后，不仅做衣服，还卖
布料。两口子每次去轻纺城进货，无不对
布料的选择细致慎思，进回来的货色好看
又有质感。老雅媳妇待人温热，有气质。
每次进了新花色的布料，老雅会先给媳妇
量身定做一身得体的衣服。四季轮回中，
老雅媳妇穿的服装款式，无论旗袍、长
裙，还是呢子大衣，总被村里村外的女子
追捧仿效。慢慢地，老雅的好手艺和实诚
性子，传到方圆几十里之外，找他做衣服
的人自然也越来越多。

邻里之间的老爷子们，每天精神抖擞
进进出出穿的皆是老雅给量身定做的立
领、4个衣袋的中山装。当时，老雅做一
套中山装才收25元，一条的确良裤子仅收
5元。如果和来客聊得来，实诚的老雅甚
至分文不收。为这，老雅竟不知不觉交了
不少朋友。

老雅爱琢磨事儿，尤其是对服装款式
方面的创新，买的裁缝书就好几箱子。这
些书给老雅带来了不少设计上的灵感。那
时老雅看到“第十七届东京时装周”的杂志
中，一位女子穿着藕紫色的连衣裙，肩膀处
是木耳边，从肩膀到胸部处叠加着荷叶边，
腰身收紧，腰身以下全部大面积加褶成大
摆裙，他眨巴着小小的眼睛，想着：“村里妇
女长得壮实，这样的设计能很好地修饰身
材，不赖。”于是他兴致勃勃的用了6米多布
料给她不胖不瘦的媳妇先量身定做了一身
新款衣裙。他媳妇穿上后，洋气又显得苗
条，为此他看着这个满意的设计得意了好
几天。可这件衣裙的设计并没有得到大多
妇女的追捧，费布料是一方面，主要是不
实用，平时妇女做家务、灶膛烧火时，一
个不小心就能把裙角烧一个洞，只有少数
不怎么下地干活的爱美女士穿得美滋滋。

年根儿前，找老雅的人尤其多，有找
他赶制新衣的、修衣角边的、做被罩的，
老雅经常忙得忘了吃饭。大年三十，村子
里家家户户的百姓都在守着黑白电视机津
津有味地看春晚时，老雅却蹬着“牡丹
牌”缝纫机给邻家叔婶们赶制大年初一一
早串门要穿的新衣服，老雅媳妇则配合着
钉新衣服的扣子、扦裤边，拎着又烫又沉
的熨斗熨烫一件件新衣服。

年过了，正月是老雅家最清闲的时
候。他召集好友们来打乒乓球、唱大戏、
深夜里安静地画幅画。老雅不到10岁的闺
女开心地跟老雅说：“咱家要是总这样过
该多有意思啊！”他笑着数落闺女：“老这

样，咱们就喝西北风了！”
正月里活计少，老雅有精力打扮打扮

自己闺女了，他在裁缝书里选好适合自己
女儿的衣服款式，把平时裁剩下的一筐布
头翻腾出，把一块块颜色鲜艳的布头拼接
起来，做了一件圆领圆兜的小披肩式娃娃
棉衣，又用棉花填充，缝做了一个绿色布
料的小绿鸭子和几个酒红色、黄色的小蘑
菇，钉在衣服背面和衣兜上，让整件衣服
更显童趣。闺女穿上新衣服，左邻右舍的
小伙伴无不艳羡，羡慕的不仅是衣服好
看，更羡慕她有个巧夺天工的爸爸。

那时，年轻人也爱找老雅做衣服，因
为他交出去的活计总有如今盲盒的感觉，
让小伙姑娘们眼前一亮。

开春，老雅设计了一款新式阔腿裤，
小伙子们都争先恐后地排队找他定做。他
们穿上老雅做的阔腿裤，神气地走在大街
的土路上。老雅的改良阔腿裤影响了当时
方圆数十里的年轻人。有位二十出头的小
伙子穿着他做的阔腿裤去相亲，回来的路
上特意去小卖部称了 2 斤五香花生米和 2
斤鸡爪子，捎上一瓶二锅头，来找老雅喝
酒。小伙子一本正经地跟老雅说：“叔，
你都不知道，我一眼就看上那姑娘了，一
看就是通情达理的人，可姑娘的父母没看
上我。姑娘也中意我，我俩聊了一个多小
时。她说我这裤子特别，我就趁热打铁跟
她约好明天下午去他们村东头的小树林散
步。”老雅为小伙子开心，笑着点头。小
伙子若有所思地跟老雅说：“叔，再给我
做一身阔腿裤、马甲搭配着穿。这衣服走
路带风的感觉实在是好。”说着，他就给
老雅酒杯里倒满了酒。老雅为小伙子遇到
心上人开心，索性说要送他一条阔腿裤。
小伙子开心得眉毛上扬。老雅媳妇看了老
雅一眼，心疼他做那条承诺了小伙子的阔
腿裤最少要花两天多时间，又忙着把炒锅
里的土豆丝端上了桌。老雅与小伙子你一
口我一口，不一会儿就喝下一瓶二锅头。

不出3个月，贤惠漂亮的姑娘就和小
伙子订了婚。小伙子穿着老雅给他新做的
阔腿裤，带姑娘来看他。这对情侣走后，
老雅骄傲地蹬着缝纫机对媳妇说：“看了
没？人靠衣装马靠鞍，一身好行头就是不
一样！你说我这功劳多大？”老雅媳妇点
头认同，又看着缝纫机上的旗袍半成品，
催促道：“人家小伙子会哄媳妇。快点，
下午东家婶子来拿旗袍，明天早晨她还得
穿着新衣给邻村老张家接亲呢！”

老雅做的旗袍确实俘获了老中青三代
的女人心。爱美的女人们结伴来老雅家选
布料，让他给她们量身做旗袍，每一件旗
袍做出的神韵都被老雅赋予了不一样的味
道。老雅看着诸位婶子大妈高兴地来、满
意地去，见着缝纫机头上的棉线越来越
少，那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老雅的尺子量得多了，眼力越发精
准。他那双聚光的小眼睛只要看一眼来
客，不用尺量便对站在他眼前人的三围了
然于胸。

初秋下过雨的一个午后，一位神态安
然的女子抱着一块布料进院询问老雅家的
住处。老雅媳妇热情地迎她进门。女子不
像本地人，散发着一种内秀的江南女子独
有的温文尔雅，她个子不高，清瘦白净，
举手投足端庄大方，说话慢条细语。只见
她从包中拿出一本杂志，翻开其中一页，
上面的模特身穿一身宽松到脚踝的中式长
袍。女子问老雅能否给她做这款袍子。老
雅摸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卷尺，看着杂志
中的模特，又细致端详了一眼眼前这位女
子，半晌，点了点头。女子展开那块两米
多的翡翠绿底隐约印有梅花图案的蚕丝布
料，老雅媳妇忍不住上前抚摸了一下布
料，丝滑入骨，又垂感极佳。老雅媳妇忍
不住赞着面料好。老雅拿起布料端详了一
番，细心叠好，放到枣树下的老藤椅上，
和女子沟通着服装的细节，又拿起挂在脖
子上的软尺给她量定了尺寸。

老雅为那件袍子琢磨了数日，才铺好
布料，拿起画粉，像画一幅绝世之作般在
裁剪衣服的案桌旁伫立良久，此刻村里的
鸡鸣狗叫和刚刚飞落在院里枣树上的一只
野画眉的动听鸟鸣，全部在他的世界消失
静止。他沿着自己在衣料上画出的线条，
细长有骨的手指握起剪刀埋头试了一遍又
一遍，又放下剪刀反复踱步，走到案旁，
动作数次，他那双含着力量之光的小眼睛
聚起神来，紧闭牙关，瞬间像追逐到灵感
的羽翼一样，下剪子裁起那块翡翠绿的即
将诞生的袍子。裁完，老雅的背后被淌出
的汗水湿透了衣衫。他没有拿起裁剪好的
衣料立刻上缝纫机，而是怀着一身静气坐
在月台上的老藤椅上，看着院中数百年的
枣树，喝了两大缸茉莉花茶，这时好听的
鸟鸣才入了他的耳，但谁跟他说话他也不
搭理。夜深人静，媳妇闺女都睡着了。老
雅慢慢起身，在裁缝屋里蹬着木凳子换了
两百瓦的大灯泡后，缝纫机“哒哒哒”地
又响了起来……

没过几日，那女子来拿衣服，试穿
后，频频点头微笑。她果然把那款袍子穿
出了仙气，衣服和身体得到了一种契合度
极高的交流，比那本杂志里的模特穿出的
感觉还要有味，让人着迷。原来人衣合一
真的可以给精神带来无限的可能和愉悦。

一个好裁缝不仅要有与生俱来的天
赋，更要对倾其一生的事业充满热情，让
它成为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

一把剪刀、一个尺子、一台缝纫机，
陪老雅走过了小半生。他缝住了一片又一
片时光，用尺子打量走过的岁月，从未后
悔自己踏步过的路途。做人和做衣一样，
禁得住打磨，耐得住寂寞，一针一线绝不
含糊。

30多年过去，老雅和闺女仍对那位气
质极佳的女子好奇着。世界很小，几年前
老雅闺女竟在前门的一家百年老字号旗袍
店，见到了老雅曾为她做过翡翠绿袍子的
那位特别女子，只不过岁月也为她的眼角
留下了一丝别样美的痕迹，但风神未减。
老雅闺女与她说起当年的那件袍子时，她
说：“那年不多久我就去了日本，记得和
我男朋友一起去浅草寺时穿的就是那件袍
子，可惜当时不小心香灰掉到了袍子上，
袍子仍在我的日本工作室挂着。”老雅闺
女见她眼里蕴涵着无尽话语，在彼此的相
视中无声胜有声。那一刻，老雅闺女低头
侧身，抚摸着百年老字号旗袍店里的精美
布料，她只想把所有的光阴煮透，熬出一
颗欲滴的翡翠，滴润进彼此的心田。

老雅还是老雅，他更愿意设计出诸多
好看又赋予灵魂的衣服，来帮别人填补种
种遗憾。

南阳湖，一泓吉祥的灵性
之湖。坐落在湖水之中的南阳
岛，犹如盈盈水间飘来的一叶
扁舟，拴系在水草丰美的湖西
畔，迎着喧嚣的潮波，展现出
无穷魅力和昂扬的激情。

夏天到来，花红烂漫，水
草灵鲜。我们乘舟而行。在广
阔蔚蓝的天空下，南阳湖绿得
那么耀眼，那么醉人。雁阵声
声，野鸭蹁跹，天鹅携子闲
游。近年来，湖水愈加清冽，
鱼类的品种多了起来，加之南
水北调东线工程横越南阳湖，
区域自然生态保护起了作用。
湖中已绝迹多年的动植物和新
兴物种，如今在南阳湖又活灵
活现。据有关部门统计，南阳
湖现生长鱼类 78 种，水生经济
植物74种，鸟类87种。满湖的
荷花，盈盈的歌声。如今从国
外引进到南阳湖的太空莲，结
出的莲蓬，皮薄汁多，经过众
多网红的现场直播，传扬销售
到大江南北。鸡豆池，菱角
塘，姹紫嫣红，生气蓬勃，勾
勒出乡村振兴的一组组风景图。

湖区贫困小渔村胡庄，由
于帮扶资金和南阳镇招商引资
的注入，使小村换了模样。村
民连心桥已投入使用，村里街
道进行了硬化绿化，路灯亮
了，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管道一
并进入家家户户。村里四层楼
的韵荷酒店拔地而起，生意日

隆，村里有了振兴的产业园，
这一切，昭示着这个小小渔村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正
发生春风化雨般的蜕变，勤劳
朴素的渔民心中默念的共同富
裕的好日子，在渐行渐近。

南阳镇西渡口的鱼市热气
腾腾，数百公斤的大红野生鲤
鱼、红袍龙虾和特色鱼种刚刚
从南阳湖中打捞出来，即刻被
游客和鱼商们争抢一空。在风
景如画的湖区湿地梁庄，数百
亩生态杞柳，在苍苍沃野之
上，已是绿柳成荫。柳林下成
对奔跑的野兔、池塘里东张西
望的白鹭、草丛间低空盘旋的
野鸡，还有芦苇丛里手牵儿童
放羊的老者、田间忙碌的人
们，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
画卷栩栩如生。

烟波浩淼的南阳湖是京杭
运河大动脉的贯通之湖，湖中
河道四通八达，宛如天河飘落
的条条玉带，伸向遥远。济南
小清河明年要全线通航，京杭
运河济宁段扩能升级的三改二
工程今年将竣工。山东内河航
道中的翘楚南阳湖，不日将通达
渤海，南出长江，东拥东海，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暮色西移，还能听到人们劳
作中的笑语欢歌。如今的南阳
湖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活，干
不完的事，听不厌的笑和歌。

味道，除了嗅觉、味觉，
还有视觉、听觉和触觉，都
有一种记忆或者画面。

当粗糙的灰黑色树皮
上，绿着光泽的树叶布满
嫩枝时，一粒粒细小如豆
的黄色花蕾，不显眼地像
一把把伞聚集排列。以数
量取胜的荔枝花，在每一
条枝上开得成团成簇，给
人一种特别热闹的感觉。

荔枝的味道，由春天
始。空气里氤氲着花香的
气息，它不浓烈，深深地吸
一口，大脑的海马体瞬间激
活，荔枝的情感唤起也由此
展开。这种味道是对蜜蜂
最大的嗅觉冲击，寻着香味

“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忙着
在花上辛勤采蜜授粉。

芒种后，不同品种的
荔枝陆续散发出果实的香
味。它独特的味道，来自
黄色的花蕾，来自温润的
土地，来自和煦的阳光。走进恍如一串串红灯笼
挂满树上的荔枝林，不由让人停下脚步，循着时
间的线索，探听古老荔枝树下的历史回响。

遥想南越王赵佗将中原农耕技术带到蛮荒的
岭南，荔枝就有了“食其华实为荔枝仙人”的民
间流传。这位史上最长寿的大王为“拍马屁”，把
荔枝北运到汉都长安进贡汉武帝。《西京杂记》中
描述汉武帝对于荔枝的喜爱远远超过其它的贡
品，在上林苑建起世界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温室

“扶荔宫”，远从岭南移植荔枝树来栽培。不过，
史书记载荔枝树只开过一朵花而没有结果。

唐朝太监高力士为取悦唐玄宗，让宠妃杨玉
环吃到新鲜的荔枝，每年竟派出快马，日夜兼程
从家乡岭南“置骑传送”。穿州过府，很多官差、驿
马因此累死在半道上。杜牧有感在 《过华清宫》
里写下“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白居易《荔枝图序》中描写“壳如红缯，膜
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的
荔枝味道，总能直击人们的敏感味蕾，让无数文
人墨客、帝王美人“竞折腰”。

一声声“知了、知了”的蝉鸣从草尖掠过荔枝
林，婉转成一串串肆意欢叫。这么小的黑色精
灵，竟有超音频的震颤，那响彻一个夏天的歌
吟，把我的思绪带到小学四年级那年，也是记忆
中第一次吃荔枝。

我和妹妹乘车去看在山上养鸡场劳动的妈
妈。正是荔枝成熟的时候，从高处望去，漫山遍
野的红色果实掩映在绿树间。林中压弯了树枝的
累累荔枝，伸手便能摘到，我高兴地叫妹妹：“看
呀，好多荔枝！”得知我们来，妈妈一早就去果农
家购买刚刚采摘的新鲜荔枝。当地人说日出之前
采摘的荔枝最好吃，摘的时候还要带上绿色枝叶。

6月的天气格外闷热，妈妈把荔枝摊开在床下
的地板上，那时没有冰箱。妈妈说，你俩慢慢
吃，我去鸡场干活。

她前脚迈出门，我和妹妹就不约而同地趴在地
板上看床底，哇！满满一地都是荔枝，通红诱人，我
俩席地而坐吃起来。剥开外壳厚实的果皮，如同白
玉的果肉晶莹剔透。咬下一口，除了甜，还有鲜，那
似蜜一般的香味，吃了有种冲击性的愉悦感。我觉
得荔枝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没有之一。

平日，家里也有水果。不过面对这么美味这
么多的荔枝，我和妹妹忍不住一颗接着一颗地
吃，尽情吃掉了床下大约一半的荔枝。

妈妈回来看到满地都是荔枝皮荔枝核时，几
乎呆住了。吓得我俩连忙说苏东坡“日啖荔枝三
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距离我们吃掉的数字差
得还远呢。 妈妈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

小时候不理解东坡先生喜欢荔枝的心境，长
大后才明白，来自遥远古代的荔枝，不但具有荔
枝所应该有的优秀品质——清新中透出某种温润
的美好，而且也像苏东坡对岭南的情感一样，更
容易得到人们的钟爱。

记得粤剧艺术家红线女用花腔女高音唱《卖荔
枝》时，把最后“卖荔枝”3个字无限延伸，由强至弱，
欲断还连，兀地翻起一个高腔滑音，随即戛然而止，
将岭南人对荔枝的那份自豪、那份赞赏，尽情表现
在一腔一板之中。至今余音袅袅，韵味犹存。

多年后，我来到阳光格外充足的美国加州。
水蜜桃、樱桃、草莓、西瓜、哈密瓜、香瓜等水
果，一个比一个甜，唯独少了荔枝。有一天，意
外发现湾区的华人超市有售荔枝，在诱惑我口腹
之欲的同时，也带来了遥远的岭南信息。尽管看
上去外皮的鲜红已渐褪色，价钱卖得也不便宜，
仍然非常抢手。买的人除了尝鲜，还为了要消解
那一份相思。我毫不迟疑地买了好几磅。

到家后便迫不及待剥开荔枝皮，一泡水先滚
了出来。经过万里运输急速冷冻的荔枝，到达加
州后的味道已经不尽人意。其实，古人早就认识
到，这种水果不能离开枝叶，在西汉司马相如的

《上林赋》中就把荔枝写作“离支”。唐代诗人白
居易的 《荔枝图序》 更详细提到荔枝“若离本
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
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味道，要有物质基础为前提。加州的气候和
土壤，也许就不具备欣赏新鲜荔枝的条件。

急冻荔枝给人的手感、颜色以及那果肉的模
样，似乎都让荔枝的形象变得模糊。然而，荔枝
的味道，那种又甜又香的味道，却始终在心里很
清晰，清晰如昨，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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