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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潮声

莲花岛，旧称菜花山。为啥
称为菜花山，估计当年悬水荒岛
终年为黄泥浆般的海水簇拥，色
彩更迭如此单调。及至春夏之
交，天地催情，万物勃发，小岛经
受不住这暖风微雨的舔吮，卸下
了那份矜持。黄色，通常是一冒
出来便不可收拾。或许是从附近
农田流浪到岛上的油菜花籽，从
此有了落脚的家。从茶壶甩、陈
家后村望去，犹如一匹黄缎。于
是，“菜花山”的名字就这么被村
民愉快地决定了。

这个岛更像是馒头似的土
包。其他岛该有的，它都有。其
他岛没有的，它也绝对不另作主
张宣称我有。它唯一的优势就是
距离万民朝圣的普陀山一海之
隔。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一个
关键的人物的一次关键的决定，
山变成了岛，岛生出了罗汉，莲花
岛与普陀山的关系妙不可言。此
人，便是朱仁民。

朱先生在岛上种下了一群
罗汉，自此莲花洋畔又多了种风
情。罗汉者，六根清净，了断了
无明烦恼，已了脱生死，证入涅
盘，堪受诸人天尊敬供养。与寺
庙供奉的高大威武、不苟言笑的
菩萨相殊，岛上的罗汉走出了森
然的庙宇，走向了广阔的世俗天
地，已然脱掉了神圣的外壳，变
得愈发亲近起来。不必俯首，无
须仰视，他们不会逼近你，打压
你，使灵魂受了惊吓或伤害。他
们，更像你的左邻右舍。那是打
渔的阿公，那是掌灯的大叔，那
是唠话的大伯……衣裳是如此

的夸张，笑容是如此的舒展，肢
体是如此的放浪……心里不禁
赞叹：这是一个怎样高度自信的
朝代，这是一个怎么包容的帝
国？将神像请下神坛与民同乐，
与时俱进，这是创造者的初心和
理念。

如油菜花生长的罗汉，散播
在长堤、礁滩、岩石、墙体各处。
观音殿前护栏处，端坐的大肚弥
勒黄袍加衣，成为膜拜的偶像……
坐垫下的小石滩，沐海的罗汉驾
驭着大鱼，朝普陀山奔去……凸
起的岩面上，观云的罗汉身骑神
物，神情安若，浮游直上九天……
因势造形，因形立像，创造了“探
海罗汉、罗汉追云、笑脸弥勒”等
众多的罗汉形象。

当你走过石桥，目光停留在
那一方平缓的礁滩处——十八

罗汉的家园。他们，只在潮水减
退时才显出一个整体。沉浸在
海水被激流荡涤的罗汉啊，好不
容易浮出了水面，多数半身青
绿，覆了海苔，有些还成了螺蟹
等海洋生物攀附穿梭嬉戏的巢
穴、瑶台。凝视这一方泥沙俱下
的混水，想像海水与罗汉互动的
场景，不主沉浮，不问天道，遵从
于自然，该浮便浮，该沉便沉——
那该是怎样的定力，如何的天
真？

莲花岛是免费海洋雕塑公
园。“永久免费”意味着“永久修
复”。九龙壁石桌全被游客一块
块地砸开带回家保护，铺地的海
滩卵石一次一次地被游客们或
扔大海或取走留念，岛上的罗汉
无可幸免。作为岛主，朱先生一
边心痛，一边修缮。去年，朱先

生再次上岛，续置五百罗汉，将
久置于入口处罗汉起吊，赶涨潮
至西岸装船，运达十八罗汉处，
以塔吊将罗汉下海安放。

“廿年前赤贫如洗，无任何
巨轮塔吊，领民工几十同甘共
苦，作人背肩扛，隔山过海，硬在
莲花洋上矗起花岗石罗汉长阵，
镌永久免费，保家乡平安。今虽
古稀有二，痼疾缠身，倘若有虞，
亦为罗汉加持，海不扬波，平生
足矣。”相对于当初建设莲花岛
浩大的工程，这根本算不了什
么，但这份挂念与执著的傻劲却
着实令世人叹服。朱先生如同
岛上的铃木将根扎进苦涩海水
的礁石缝中倔强峥嵘，守护着这
一方精神的家园，修复着人类的
心灵家园。

当我重读朱先生内心的独
白，心底又开出了几朵莲花。海
边的罗汉，是能够给人安慰的，给
人希望的。当心绪无法理清的时
候，到莲花岛上菜花山上走一走，
想一想。这里，足可能安定你的
思绪，平衡你的心态。

试想一下，一个人在庞大的
天幕间，在呼啦啦的海风里，你躺
在罗汉的膝盖处，靠在腋窝里，罗
汉看你，你看罗汉，一走神，便达
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足可以
激发和成熟你的心智。你看，一
拨又一拨的游人来了又走了，走
了又来了，人依旧是人，佛依旧是
佛。“千山万重石，莫笑它无知无
觉；一日两度潮，听凭其自来自
去。”从生活退回到生活，那是怎
样的智慧！

莲花岛上说罗汉
□蒲斌军

老家住在沈家门闹市的原泰森横头（现为宫下路以南）“小
衙门”内。上世纪五六十代“小衙门”靠街一侧是一堵六七米高
的墙，从泰森横头三叉路往西北可达宫墩普陀县人民医院，宫下
路长百把米。泰森横头三叉路口集中了大饼油条店、五丰染店、
大众理发店、红旗照相馆、冷饮室、裁缝店等商铺。“小衙门”位于
宫下路靠闹市一段，与原中大居委会隔一个道地。“小衙门”内有
两个小道地，住有八九户人家。“小衙门”临街，是住户进出的主
要通道。

所谓“小衙门”，实际是一扇倒U型的石砌门框，没有门。叫的
人多了,加之时间久了就名声远扬，成为沈家门闹市的地标。里面
民居全是平房。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王家、胡家、戴家、包家、
管家等人家相继入住成为朝夕相处的邻居。戴家有七个子女，文
化大革命后期，他家四个子女先后支边、支农。到上世纪九十年
代，“小衙门”被中国银行普陀区支行征用而拆迁，戴家搬到了东横
塘住宅楼，后来，我们兄弟先后成家立业，搬出了“小衙门”，我父
母两人也搬到了蒲湾一区，我们和戴家两家在“小衙门”相处了二
十多年。

新世纪后，老戴伯和我父亲相继离世。如今，戴家嬷嬷已九十
七岁高龄，我母亲也已八十九岁。两家的后代大多在六七十岁。
原先的“小衙门”里八九户人家，上一代的只剩戴家嬷嬷和我母亲
两人了，她们成了时代变迁的见证人。

二月下旬，母亲对我说，趁她身体还健朗想去看看戴家老姐，
见见面、聊聊天。我便抽个时间，陪母亲走访、看望戴家嬷嬷。他
们住五楼，戴家小儿子金多得知我母亲来看他娘，立刻下楼，搀扶
着我母亲一个一个台阶小心翼翼走上五楼他家。

尽管两人都是耄耋老人，但她们对几十年前“小衙门”中邻居
间的人和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就像昨天发生一样。她们回忆的
事件和场景，有时连我们都印象残缺，难以记起。戴家嬷嬷耳聪目
明，在八十几岁时还能轻松地穿针眼做针线活。她有生以来很少
看病、吃药，几乎没住过医院。她对过去的老邻居无论是上一代还
是下一辈，名字大多叫得出。令人称奇的是，嬷嬷说话颇为时尚，
一些年轻人用的语句、单词，在与我们的聊天中也会偶尔用上几
句，让人感觉她并不落伍,由此也引发我们后辈阵阵会意的笑声。

清明节我们去蒲湾一区看望母亲。之后的一天中午，我们
正和母亲一起吃饭，本楼邻居大姐领着好多人来我家，她喜形
于色地告知你家有客人来了。我们以为是社区干部走访，经细
看，原来是戴家嬷嬷领着四个子女、一个儿媳共六人前来走访、
看望我母亲。这太出乎我们意料了，真让我们喜出望外。因房
间小，大家团团紧挨围坐，久别重逢，热闹非凡，像开茶话会，又
像是团拜会，两家人叙旧述新，谈笑风生。戴家嬷嬷兴许是一
个多月前对我母亲看望她的回访、回礼吧。耄耋老人还领着众
多子女们一同登门看望老邻居、老姐妹，此情此景，怎能不使我
母亲和下辈感慨万千、喜悦无比。真可谓“黄金有价，情谊无
价”。

在我母亲与嬷嬷交谈中，我赶紧用手机抓拍了几张照片，成为
历史的定格、亲情的记录。戴家子女至今仍叫我母亲为“某某阿
姨”，叫长辈在名字后加称谓，是我们“小衙门”老街坊的传统习
惯，如“老戴伯”“福财嬷嬷”“瑞珠阿姨”等，老邻居的亲情一直未
有中断。戴家大女儿慧君、四女儿茹君三十多年不见我母亲，亲热
相拥，倍加亲切。

我母亲和戴家嬷嬷交流时说得最多的话是，做人心要平。
事实也是如此，在二十多年的邻居相处中，做人心平，既是两位
老人的处世准则，也是她们的人生哲学。戴家一家共有九口人，
我家虽则只有四口人，但维持日常生计仍须靠两位母亲的勤俭
持家。几十年来，我母亲和戴家嬷嬷尽管生活艰辛、平淡，却从
来不与人搬是非、施心眼。想得开，天地宽，世事看待宽心，邻居
相处和睦，“心平”自然凸显。也正是有这种不搅是非，不施心眼
的为人处世境界，才能心胸开阔，益于身心,彰显了两位老人处世
之道。

告辞时，戴家嬷嬷拉着我母亲的手依依不舍，向我母亲附耳
说：“下次你去我家，我叫上几个子女一起来陪你，在我家住几天，
我们好好聊聊。”世上亲情珍贵，邻居缘分同样难得，时隔半个世纪
的耄耋老邻居重逢会面更是稀世珍宝。

情义珍贵，有缘“小衙门”！

有缘“小衙门”
□胡伟民

锯斧把一截春天
截给了伤痛。在早年

伤疤生出沉默
留在爱你爱我的人间

春风从桃树的墙边经过
又是一年。花儿正艳
树桩上长出的欲望

也踮着脚尖

不肯错失，不远处的春光

原本安静，因为那阵风
新枝才恍然大悟

仿佛自己仍处险境
因为，我看到它在颤栗

我看到它
露出了求生的本能

树桩上的新枝
□石泽丰

我不善品茶，也不通茶经。但
是，数十年来喝过很多茶，云南的
普洱、洞庭的君山、台湾的乌龙、武
夷山的岩茶、杭州的龙井、普陀山
的佛茶……茶是中国人的饮料,口
干解渴、惟茶是尚。来源甚古，流
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
茶。北人早起，路上相逢，辄问询

“喝茶未？”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
乃人生必需品。

说起茶碗，孩提时的茶碗，记
忆犹新。我家用的是绿豆碗，这种
碗大号是饭碗，小号是茶碗。现在
这种碗早已绝迹，我很怀念。看那
小小的一盏，两口就喝光，泡两三
回就得换茶叶，如今这种有盖的碗
很少见了，但此种盖碗的确是当时
最好的茶具。

茶叶品种繁多，各有擅长。
2018年我陪外孙女去杭州工作，
在“平湖秋月”喝到一杯香片和龙
井各半混合的清茶。品味此茶，淡
淡的、涩涩的、绿绿的，有香片之浓
馥，有龙井之清香。此茶沸水沏

之。每片茶叶均如针状直立飘浮，
良久始舒展下沉，品味清香不俗，
最为风雅！

我喝过很多茶，最多的还是家
乡的普陀佛茶。提起普陀佛茶，追
溯历史。2009年有位叫马莉的学
者写过《普陀山佛茶的历史发展探
究》，文中说：从宋神宗元丰三年开
始，中央王朝为表达对观音大士的
虔诚，在派人朝觐之余，还不断划
拨周边田亩供僧，朝廷先后五次赐
予普陀寺庙官田3093亩，山1000
亩，僧田供斋粮之余，部分也用来
植茶。马莉认为，普陀佛茶的历史
与普陀山开辟为观音道场的历史
是一致的，从有关文章上引文字和
数据中证明，普陀佛茶应该是从南
宋时候开始的。

马莉在《普陀山佛茶的历史发
展探究》一文中还说：南宋高宗十
八年（1148年）三月十五日，曾在
舟山任昌国尉的文学家史浩和朋
友一起游普陀山，在宝陀寺填写
《禅寺碑碣》说：“由沈家门泛舟，遇

风挂席，俄顷至此。翌日，恭诣潮
音洞，观礼观音大士，至则寂无所
睹。炷香烹茶，但碗面浮花而已……”
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这段记载中
与茶有关的内容，“柱香烹茶，碗面
浮花”，意思是说史浩在供茶礼佛
只见茶杯中出现了花瑞一样的图
案，这花瑞图案应该是莲花图形
了，因为这里分明是在暗示观音在
茶中显示自己的灵性，这也是第一
次把普陀山茶与佛联系在一起。

但是，史浩的茶里花瑞图案
的故事，仅仅是暗示，而没有明确
说佛在茶中显灵，但是史浩的儿
子史弥远的故事就不是这样了。
史料中说，南宋宁宗时期“史弥远
前游普陀，见观音大士于茶树
上。”史弥远与他父亲一样幸荣，
也看见了观音大士，而且这看见，
还助他做了20多年的南宋第二代
宰相，因为这个原因，史弥远就常
为普陀捐资修缮殿宇廊坊。还赋
诗一首礼赞观音：“南海观世音，
庄严手挥尘，悠悠妙色相，救苦度

众生。”到南宋庆元年间，他又向
宁宗奏本，将宝陀寺列为江南“教
院五山十刹”之一,使普陀山更加
声名远扬。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

“见观音大士与茶树上”，这是真
正将普陀山茶与观音佛联系在一
起记载。我想，普陀佛茶应该就
诞生在这个故事里。

普陀佛茶肇始于唐，初兴于
宋，彰显于明，贡茶于清，发展于当
代，是我国绿茶类古茶品种之一。
普陀佛茶承载文化象征，深寓佛法
其中，近几年来满载盛誉，不仅频
频在全国、全省名茶博览会上获
奖，还多次获得国际名茶评比金
奖，可谓是中华茶文化与佛教文化
完美结合的佳作。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
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
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让我们满怀茶人
的情怀，迎接第二届国际茶日的
到来！

普陀佛茶
□胡汉杰

白昼越过黄昏的那道坎后
吝啬地把所有的光线都收走了

偏偏在姨娘走的那一夜
天空被闪电撕开了一道缺口

放出满世界的暴雨

姨父胸腔里住着的奔突的野兽
这么多年，是为姨娘放养的

那一夜，一阵雷声

没有被按住
它们惊吓得要往外逃窜

姨父紧紧地握着拳头
控制住颤抖、悲伤
还有两行老泪

他斜靠在窗前，一个劲地
想把安静留在身边

雷声没有被按住

我的老家居住在六橫岛的一
个小乡村，那里的空气好，环境也
好，村后有高山、村前有河流环绕、
村中有公园，园内有荷池，有红花
绿树，是休闲的好地方。特别是小
村的初夏夜晚啊，更为美丽，凉爽，
更为多姿多彩……

初夏的黄昏，晚风荡漾，行走
了一天的太阳，渐渐地挨近了小村
西边的大山，却显得更大、更圆、更
红了。那辉影落在被晚风吹皱的
村前的那条弯弯的河面上，碎成斑
驳陆离的粼光。一片轻盈的暮霭
在河水面上浮游着，弥漫着。

太阳刚刚落山，西边的天上飞起
一大片红色霞朵，红得那样迷人……
当霞光消失的时候，启明星捷足先
登，在天空中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
芒，为蓝绸缎般的天空增色不少。
它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闪烁
着，闪动着……

夜色渐渐地浓了起来，天空中
的“珍珠”也愈来愈多了起来。满
天的星斗都把自身点点的光芒交
织在一起，虽不像阳光那么明媚，
也不像月色那么清澈，但却是明亮
的。像用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
斜躺在苍穹中，那么长，那么宽，似
乎听得见哗哗的流水声。两岸无
数的星儿在蹦跳着……村道上的
一盏盏路灯和村子里一幢幢楼房
的灯光也陆续亮了起来，同天上的
群星相互辉映，让人觉得别有一番
情趣。

夜风轻轻地吹拂着，辛劳了一
天的村民们，晚饭后，有在自家的
楼房阳台上休闲。有的三五人一
道围坐在村中公园的石凳上，他们
沭浴着清爽的晚风，望着布满星辰
的夜空，诉说着白天碰到的或听到
的新事，趣事，也有的议论着投资
和收入，憧憬着美好的前景。

他们一说到这些，满面都是笑
容了。欢声笑语不断地飞扬开来，
像平静的水面上涌起阵阵波澜。
是啊，人们劳动了一整天，也该轻
松轻松，好好地乐上一乐，村文化
礼堂的操场上响起了欢快的舞曲，
年轻的村妇们在翩翩起舞，老人们
悠闲地看着电视片《红楼梦》，孩子
们在追逐着，玩捉迷藏游戏……

月亮慢慢地爬上来了，她清
亮而温柔，极像一位姗姗来迟的
仙女。月亮一露面，就把满天的
星星惊散了。月亮像一叶弯弯的
小舟，漂游在星空中；月亮像一把
用晶莹的水晶制成的镰刀，斜挂
在夜空中；月亮又像一只甜丝丝
的香蕉，放置在天盘里。月光溶
溶，如纱似绸，如银似水，洒满了
村子、小院，乃至整个大地。多情
的月光把荷塘燃亮，莲叶轻舞在
荷塘中央。朦胧的月光把思念绽

放，微微的莲动在心海荡漾。看
鱼儿慢游，听浪花浅唱，一缕暮风
把思念带向远方。丝竹悠扬，拨
动心房，你我牵手漫步在这月色
荷塘。树影、屋影朦朦胧胧，影影
绰绰。嗬，太美妙了！在这诗情
画意般的意境里，人们在攀谈、说
笑、嬉戏、嗑瓜子、啃西瓜……他们悠
闲得很，仿佛把一天的疲劳都抛
到了九霄云外。话语声、欢笑声、
嬉闹声充满了小村，回荡在深邃
的夜空中。

夜深了，人们都已酣然入梦，
只有天上的星星还在眨着眼睛。
明亮的星光，掺上露水，变得湿润、
柔和。随后，露水轻轻地挂在绿树
枝梢上，搭在高楼屋檐上，铺在宽
阔的村道上……

初夏之夜，小村的一切都变
得那么雅致、那么幽静、那么缥
缈……

乡村初夏夜色
□安然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