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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天气一日

暖过一日，雪霜终于影踪不见。和暖，

是 这 个 节 气 的 主 旋 律 。 人 说“ 春 雨 贵

如油”，说得正是春雨的珍贵。谷雨时

节，雨渐多，利百谷。

那 些 早 耕 的 小 苗 ，在 谷 雨 后 ，仿 佛

得了令，猛劲儿往上蹿。河沟里，我们

叫 作“ 大 眼 瞪 ”的 小 鱼 ，成 群 结 队 在 水

草 间 游 弋 。 蝌 蚪 一 点 儿 也 不 笨 拙 ，摆

摆 尾 巴 从 孩 子 们 手 心 里 逃 出 去 了 ，一

株慈姑恰到好处地做了挡箭牌。岸上

的婆婆丁开着娇黄的花儿，俏生生的，

仰 着 头 美 给 你 看 。 沟 坎 边 的 草 ，得 了

水的眷顾，显得更鲜润更爱招摇。

三 舅 扛 着 锹 走 过 这 一 切 ，他 可 没

有 闲 心 思 看 它 们 。 黑 胶 靴 踩 在 田 埂

上，步子稳健踏实。

太 阳 越 升 越 高 ，家 家 户 户 的 房 顶

上 扬 起 袅 袅 炊 烟 。 他 走 进 院 子 ，听 到

鸡 在 拍 打 着 翅 膀 咋 呼 ，狗 撒 着 欢 跑 过

来 跑 过 去 ，猪 正 哼 哧 哼 哧 拱 食 槽 。 锅

里弥散出菜香，不用问也知道，那是香

椿 芽 炒 鸡 蛋 的 味 儿 。 我 这 个 小“ 跟 屁

虫”，当然也一起跑回来了。

他 搛 一 筷 子 菜 ，放 到 我 嘴 里 ，我 立

刻 伸 着 舌 头 给 吐 了 出 来 ，还 端 起 水 猛

灌 了 一 大 口 ，连 牙 缝 里 都 是 那 说 不 清

道 不 明 的 味 道 。 他 看 着 我 的 样 子 ，哈

哈 大 笑 ，说 ：“ 可 惜 了 ，可 惜 了 ！ 别 吐

呀 ！”那 一 脸 惋 惜 的 表 情 ，好 像 我 吐 掉

了什么大鱼大肉。树叶子也能吃？怎

么会有人喜欢吃这个？

不但有，还不少。

香 椿 的 香 ，不 同 一 般 。 喜 欢 它 的 ，

死 心 塌 地 ；难 以 接 受 的 ，避 之 唯 恐 不

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点儿“不是

冤 家 不 聚 头 ”的 感 觉 ，比 如 我 ，还 是 接

受 了 香 椿 。 像 当 初 迫 不 得 已 吃 香 菜 ，

因 而 爱 上 香 菜 ，我 似 乎 一 直 在 重 复 自

己。和朋友一起吃饭，三个人，两个带

了 香 椿 。 炒 的 ，腌 的 。 他 俩 从 来 没 有

那 样 目 标 一 致 口 径 一 致 过 ，拿 出 了 攻

坚的架势，苦口婆心，软硬兼施。我让

他们“教育”的，好像不吃这香椿，我就

暴殄了天物。两个人一副痛心疾首的

样 子 ，说“‘ 雨 前 香 椿 嫩 如 丝 ’，不 尝 尝

对 不 起 这 名 气 。”要 不 是 赶 巧 一 起 吃

饭，看他们的样子，是连一口也不舍得

给的。我坚持了三天，被成功俘获。

香 椿 的 味 道 ，有 点 剑 拔 弩 张 的 意

思 ，冲 上 来 ，不 由 分 说 ，一 下 子 把 人 撞

个 趔 趄 。 世 间 好 物 ，也 需 要 一 个 接 受

的过程，像它这样，实在是太猛了。或

者也是无可奈何吧，毕竟是树芽子，能

鲜 嫩 几 时 呢 ？ 它 没 有 细 水 长 流 的 日

常，可以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爱上，只好

不管不顾拼力奉献自己。

天 气 和 暖 些 ，地 上 不 见 了 积 雪 ，赶

忙 抬 头 看 香 椿 树 ，枝 柯 横 斜 ，默 然 无

声，一点儿蠢蠢欲动的感觉也无。

等待 的 日 子 未 免 心 焦 。 眼 看 谷 雨

了 。 一 夜 之 间 ，好 风 吹 拂 ，新 芽 涌 上

枝 头 。

一 端 绑 了 钩 子 的 长 竹 竿 终 于 在 冷

清一年之后，派上了用场。街坊四邻、

男人女人站在树旁，说着笑着，捡起刚

刚 支 棱 起 嫩 叶 的 香 椿 芽 。 用 不 了 多

久 ，香 椿 炒 鸡 蛋 的 味 道 就 不 由 分 说 地

闯 进 鼻 子 。 趁 着 鲜 嫩 ，要 多 采 一 些 。

富 余 的 ，放 到 容 器 里 加 盐 ，腌 香 椿 芽 ，

切碎丁，吃面的时候放进去，顷刻间提

升了面的品质。

听 到“ 香 椿 鱼 儿 ”的 名 字 ，我 脑 补

了情节。一定是香椿和一种什么小鱼

炖 在 一 起 ，味 道 必 然 不 错 ，否 则 不 会

被 挂 在 嘴 上 。 却 怎 么 也 想 象 不 出 ，什

么 鱼 才 能 自 动 放 低 身 段 ，去 配 合 香 椿

那 锐 利 的 香 。 等 到 看 见“ 香 椿 鱼 ”的

做 法 ，我 不 禁 哑 然 失 笑 ，想 到“ 鱼 香 肉

丝 ”里 边 也 是 没 有 鱼 的 。 它 的 做 法 很

简 单 ，香 椿 芽 洗 净 ，焯 水 ，过 凉 水 ，沥

干 。 蛋 液 加 盐 、水 、面 粉 作 成 糊 儿 。

香 椿 挂 糊 儿 ，放 入 热 油 中 ，炸 成 金 黄

色 ，就 可 以 了 。 这 道 大 名 鼎 鼎 的 传 统

美 食 ，就 这 样 大 功 告 成 ，外 焦 里 嫩 ，馨

香 满 颊 。

食 用 香 椿 的 ，除 了 我 们 ，没 有 听 到

过 外 国 人 有 此 好 。 它 的 香 ，只 限 定 在

神 州 大 地 上 ，简 直 香 遍 了 历 史 册 页 。

成书于宋代的《本草图经》称：“椿木实

而叶香可啖。”明代的徐光启把它请到

了《农 政 全 书》。 谢 肇 淛 是 福 建 人 ，其

博物学著作《五杂俎》里写道：“燕齐人

采 椿 芽 食 之 ，以 当 蔬 。”《帝 京 景 物 略》

中 写 道 ：“ 元 旦 进 椿 芽 、黄 瓜 …… 一 芽

一 瓜 ，几 半 千 钱 。”明 代 宫 廷 中 食 用 此

菜 ，已 经 有 民 间 温 室 专 供 ，贵 且 难 得 。

它的被喜欢，不言而喻。

作 为 蔬 菜 ，香 椿 不 但 可 以 和 鸡 蛋

同炒，还可以炒腊肉。而我，懒散习惯

了 ，常 常 做 的 一 道 菜 ，是 香 椿 头 拌 豆

腐 。 水 豆 腐 洗 一 下 ，置 于 盆 中 ，加 盐 ，

放切好的嫩葱，与香椿头同拌，再淋上

些 香 油 。 稠 稠 的 小 米 粥 大 米 粥 端 上

来 ，是 绝 配 。《随 园 食 单》中 ，也 有 关 于

香 椿 头 拌 豆 腐 的 记 载 。 看 来 ，作 为 诗

坛 盟 主 的 袁 枚 老 先 生 ，也 是 位 不 折 不

扣的“吃货”啊。汪曾祺先生也偏爱这

道菜。他说，“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

的上上品。”

香 椿 不 只 是 好 吃 食 ，药 用 价 值 也

高 。《本 草 纲 目》中 记 载 它 有“ 清 热 利

湿 、利 尿 解 毒 ”的 功 效 ，《日 华 子 本 草》

中还说，食之可“肥白人”。

食 用 香 椿 是 一 件 美 妙 的 事 ，为 此 ，

康有为曾经写《咏香椿》诗：“山珍梗肥

身 无 花 ，叶 娇 枝 嫩 多 杈 芽 。 长 春 不 老

汉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长春不老，

何 止 汉 王 愿 呢 。 凡 夫 俗 子 如 我 们 ，也

难免会在某一刻，冥想一下。

香 椿 树 生 命 力 极 强 ，因 为 它 的 长

寿 ，古 人 常 用 其 指 代 父 亲 。 牟 融 曾 经

在 一 首 诗 中 写 道 ，“ 知 君 此 去 情 偏 切 ，

堂 上 椿 萱 雪 满 头 ”。 父 母 在 ，不 远 游 。

此诗标题是《送徐浩》，想来，这位朋友

是即将出门远行吧。

香 椿 被 称 为“ 避 邪 木 ”“ 百 木 王 ”，

寓 意 美 好 。 说 来 说 去 ，香 椿 又 何 止 于

蔬呢？

“ 谷 雨 三 朝 看 牡 丹 。”牡 丹 花 又 称

谷 雨 花 ，谷 雨 时 节 赏 牡 丹 的 习 俗 由 来

已久。清人顾禄诗云：“神祠别馆筑商

人 ，谷 雨 看 花 局 一 新 。 不 信 相 逢 无 国

色，锦棚只护玉楼春。”因此，我特地远

赴凤凰山赏牡丹。

凤 凰 山 位 于 安 徽 省 铜 陵 市 ，因 山

中 耸 立 一 块 数 米 高 巨 石 ，上 有 四 道 凹

痕 ，长 短 不 一 ，深 浅 有 别 ，形 如 凤 爪 ，

似 凤 凰 落 脚 留 痕 ，故 名 凤 凰 山 。 在 我

印 象 中 ，河 南 洛 阳 、山 东 菏 泽 的 牡 丹

最 为 有 名 ，凤 凰 山 牡 丹 近 几 年 才 声 名

鹊 起 。

到 了 目 的 地 ，沿 着 小 河 向 牡 丹 园

走 去 。 河 两 岸 粗 大 的 树 木 郁 郁 葱 葱 ，

浓 荫 蔽 日 ，淙 淙 溪 水 清 澈 见 底 。 小 河

有 个 诗 意 的 名 字 叫 相 思 河 ，河 名 是 由

相 思 树 而 来 。 相 思 树 为 枫 杨 树 ，远 远

望 去 ，枝 繁 叶 茂 ，异 株 同 干 ，树 干 分 立

小河两侧，溪水从树间流过，如同一对

恋人交颈拥抱，演绎着 500 余年的爱情

传 奇 。 近 看 ，其 像 一 顶 绿 色 的 华 盖 罩

在河面，又如鸳鸯戏水，情投意合。

相 思 树 有 一 段 凄 美 的 爱 情 故 事 。

相传河东的周公子与河西的姚小姐同

窗共读，青梅竹马。公子学识渊博，进

京应试，却因无银两奉送考官而落第，

因此愤世嫉俗，忧郁成疾，不幸死在归

途。噩耗传来，小姐悲痛欲绝，随即身

亡 。 公 子 、小 姐 被 分 棺 安 葬 于 河 两

岸。不久，岸边各长出一株枫杨树，渐

渐向河心上空倾斜，终连成一体，成了

奇特的“相思树”。

河 畔 的 牡 丹 花 已 跃 上 枝 头 ，散 发

出缕缕香气，沁人心脾。盛开的，碗口

大 小 ，胖 嘟 嘟 的 ，花 瓣 重 重 叠 叠 ，娇 艳

迷人；含苞的，顾盼生姿，不胜娇羞；依

偎的，耳鬓厮磨，卿卿我我。或许相思

河 的 水 浇 灌 了 牡 丹 ，或 许 那 段 真 情 感

动了牡丹，花有了独特的禀性，流露出

绵绵情意。红色的花似火一般炽热的

感情，白色的花如雪一般纯洁的爱情，

粉 色 的 花 几 多 浪 漫 ，黄 色 的 花 仿 佛 带

着 淡 淡 哀 怜 。 随 风 飘 落 的 几 片 花 瓣 ，

恰如红颜逝去。

蜜 蜂 、蝴 蝶 在 花 丛 中 翩 翩 起 舞 。

我蹲在花丛中细细品赏，花枝细而长，

叶 有 小 巴 掌 大 小 ，翠 绿 清 爽 。 花 朵 硕

大 ，花 瓣 肥 厚 ，花 蕊 密 密 匝 匝 ，玉 笑 珠

香 ，潇 洒 风 流 。 我 喜 欢 花 鸟 国 画 ，尤

喜 画 牡 丹 。 我 举 起 相 机 不 停 地 拍 ，以

便 日 后 临 摹 、创 作 ，将 牡 丹 的 风 采 留

在 画 中 。

“ 出 门 俱 是 看 花 人 ”，游 人 徜 徉 花

海 ，个 个 兴 致 勃 勃 。 牡 丹 是 女 人 的 最

爱 ，她 们 专 挑 大 朵 的 花 ，站 在 不 同 角

度 、摆 出 各 种 姿 态 ，与 之 合 影 ，也 许 想

沾沾牡丹的美艳。穿汉服的几位妙龄

女 子 围 着 牡 丹 转 来 转 去 ，成 了 游 人 眼

中的“牡丹”。

牡 丹 有 2000 多 年 的 栽 培 历 史 ，秦

汉 时 期 即 以 药 用 植 物 记 入《神 农 本 草

经》，其 根 表 皮 入 药 ，称“ 丹 皮 ”。 凤 凰

山 从 东 晋 时 期 开 始 种 植 牡 丹 ，多 为 药

用 ，丹 皮 为 同 类 药 材 中 的 佳 品 ，称“ 凤

丹 ”。 在 我 看 来 ，“ 凤 丹 ”之 称 或 许 不

只 源 于 地 名 ，还 因 这 里 的 牡 丹 枝 干 挺

拔 ，冰 清 玉 洁 ，花 蕊 金 黄 ，具 有“ 凤 ”的

气 质 。 此 外 ，这 里 还 有 观 赏 牡 丹 近 百

种 ，包 括 姚 黄 、魏 紫 等 精 品 ，让 我 们 大

饱眼福。

长 廊 上 题 有 历 代 诗 人 咏 牡 丹 的 诗

句。我咀嚼着“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

之 人 皆 若 狂 ”“ 国 色 朝 酣 酒 ，天 香 夜 染

衣 ”“ 春 来 谁 做 韶 华 主 ，总 领 群 芳 是 牡

丹 ”等 ，别 有 意 趣 。 我 更 爱 刘 禹 锡 的

“ 唯 有 牡 丹 真 国 色 ，花 开 时 节 动 京 城 ”

一 句 ，眼 前 的 牡 丹 竞 相 开 放 ，美 不 胜

收，俨然成为“国色天香”的海洋，怎能

不让人怦然心动？凤凰山牡丹虽不及

洛阳、菏泽牡丹的盛名，但“凤丹”既可

观 赏 ，又 可 药 用 ，我 倒 觉 得 它 才 是“ 真

国色”。

凤 凰 山 形 胜 凤 凰 ，可 沿 着 曲 折 的

步 道 登 山 。 寂 静 的 山 中 绿 树 丛 生 ，藤

蔓牵绕，满目葱茏。路旁怪石嶙峋，有

几处石墩可以小憩，山风习习，好不惬

意 。 站 在 山 巅 ，只 见 山 峦 环 抱 下 村 舍

点点，千万朵牡丹如彩云飘动，亭阁散

落其间，恍如人间仙境。

下 山 途 中 ，耳 边 泠 泠 泉 响 ，一 条 溪

流在山间不息流淌。顺着小溪一路至

山 底 ，不 禁 被 眼 前 的 景 致 震 撼 。 溪 水

突 然 从 30 米 高 的 悬 崖 飞 泻 而 下 ，坠 入

谷 底 ，訇 然 有 声 ，“ 疑 是 银 河 落 九 天 ”。

瀑 布 下 的 牡 丹 静 静 开 放 ，仿 佛 聆 听 天

籁之音，又仿佛正欣赏飞流直下之景。

来 到 小 村 ，几 十 户 人 家 白 墙 青 瓦 ，

错 落 有 致 ，在 翠 绿 的 竹 林 映 衬 下 格 外

悠 然 古 朴 。 漫 步 青 石 小 巷 ，房 舍 一 家

挨 着 一 家 ，整 洁 有 序 。 房 前 屋 后 是 牡

丹，院中摆放的是绢制牡丹，围墙上的

花 格 窗 是 牡 丹 图 案 ，组 成 了 一 幅 幅 或

清新淡雅，或绚丽多彩的画卷。

在 青 山 绿 水 间 ，村 民 恬 静 的 生 活

随着牡丹的开放而忙碌起来。村中开

办了多家农家乐，起着好听的名字，如

同 各 种 牡 丹 的 名 。 主 人 满 面 笑 容 ，美

滋 滋 的 ，像 牡 丹 花 一 般 灿 烂 。 坐 在 院

落，点几道土菜，望着阳光下清淡的炊

烟，思绪也随之袅袅升起，飞向蓝蓝的

天 空 。 几 朵 飘 浮 的 云 彩 ，好 似 牡 丹 飞

上 了 天 。“ 啊 牡 丹 ，百 花 丛 中 最 鲜 艳 。

啊牡丹，众香国里最壮观……”一曲动

听 的《牡 丹 之 歌》飘 进 耳 际 ，我 不 由 自

主地跟着哼唱起来。

沉 醉 在 眼 前 景 致 ，我 忽 然 觉 得 ，

牡 丹 铺 满 了 田 野 ，也 铺 满 了 百 姓 通 往

小 康 生 活 的大道，牡丹才是这里的“金

凤凰”。

“ 布 谷 ，布 谷 ……”谷 雨 时 节 ，布

谷 鸟 一 阵 接 一 阵 的 欢 歌 唱 响 了 整 个

晚 春 ，也 早 早 地 叩 开 了 初 夏 的 门

扉 。 吸 足 阳 光 、喝 饱 雨 水 的 各 种 植

物 都 使 劲 儿 发 芽 、长 叶 、开 花 ，槐 树

也 不 例 外 。

此 时 ，经 常 是 夜 晚 下 雨 ，白 天 就

放晴了。一场夜雨过后，一棵棵两三

人高的大槐树仿佛刚刚睡醒，急不可

待地发芽，随后，在暖烘烘的阳光下，

一串串槐花便含羞待放了。

清风 微 拂 ，一 粒 粒 带 露 的 槐 花 苞

摇 晃 着 小 脑 袋 ，浅 黄 色 、较 大 的 一 瓣

先 向 后 一 仰 ，紧 跟 着 左 右 两 边 也 开

出 了 长 圆 形 的 白 色 小 花 瓣 ，黄 色 的

花 蕊 则 弯 在 花 瓣 中 间 。 太 阳 一 照 ，

朵 朵 槐 花 迎 风 而 开 ，像 极 了 挂 在 枝

头 的 一 串 串 水 晶 风 铃 。 蓝 天 白 云

下 ，清 新 翠 绿 的 槐 荫 里 ，花 朵 连 珠 成

串 ，疏 落 有 致 ，馥 郁 的 花 香 扑 鼻 而

来 ，沁 人 心 脾 。

听 闻 槐 花 有 治 痔 血 、降 压 等 功

效，我不禁伸手摘了那些低垂下来的

槐 花 串 ，回 家 炒 蛋 或 煮 汤 泡 水 ，给 血

压 偏 高 的 母 亲 服 用 。 槐 花 触 手 柔 软

清 馨 ，又 有 些 微 凉 意 ，入 口 香 甜 爽

滑 。 一 阵 风 过 ，枝 头 皱 缩 卷 曲 的 槐

花 和 卵 形 槐 米 飞 雪 似 的 簌 簌 而 落 ，

霎 时 ，被 雨 水 冲 洗 得 干 净 清 爽 的 地

面 上 就 铺 满 了 厚 厚 的“ 槐 花 雪 ”。 因

为 谷 雨 时 正 值 4 月 末 5 月 初 ，所 以 有

些 地 方 又 把 槐 花 叫 作“ 四 月 雪 ”或

“ 五 月 雪 ”。

趁 着 落 花 干 干 净 净 ，我 把 它 们 都

捡 拾 起 来 ，放 入 随 身 携 带 的 塑 料 袋

内 。《红 楼 梦》里 有 黛 玉 葬 花 ，而 我 则

是 用 吃 花 的 方 式 来 惜 花 的 —— 既 然

上天特意赠予我们这份美好的礼物，

那我们就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也

是一种珍惜吧。

雨 后 湿 润 的 空 气 里 ，弥 漫 着 槐 花

的馨香。迷醉在清新好闻的花香里，

我像《南柯太守传》的主人公一样，也

开始了一番“梦游槐安国”。在梦里，

我 仿 佛 看 见《天 仙 配》里 的 董 永 和 七

仙女因槐荫树而结缘 ；白居易正吟唱

着他的《思归》：“悠悠乡关路，梦去身

不随。坐惜时节变，蝉鸣槐花枝”；一

代词人纳兰性德踏歌而来，口中吟哦

着一曲《点绛唇》：“小院新凉，晚来顿

觉 罗 衫 薄 。 不 成 孤 酌 ，形 影 空 酬 酢 。

萧 寺 怜 君 ，别 绪 应 萧 索 。 西 风 恶 ，夕

阳吹角，一阵槐花落”；台湾诗人纪弦

则切切吟诵着他那充满乡愁的《一片

槐 树 叶》：“ 故 国 哟 ，要 到 何 年 何 月 何

日 ，才 能 让 我 回 到 你 的 怀 抱 里 ，去 享

受一个世界上最愉快的、飘着淡淡的

槐花香的季节？”

忽 然 ，有 顽 皮 的 小 朋 友 摘 了 翠 绿

的槐叶放到嘴边，想要吹奏出小鸟一

样清脆响亮的歌声来。而我也从“南

柯 一 梦 ”回 到 了 花 雨 满 天 的 槐 荫 下 ，

什 么“ 槐 安 国 ”和 七 仙 女 、董 永 ，什 么

白 居 易 和 纳 兰 性 德、纪 弦 …… 全 都 倏

忽不见了。

梦槐
文<吴春萍

祭海
文<段万义

谷 雨 来 临 ，春 海 水 暖 ，百 鱼 活

跃。对于靠海吃海的海南渔民而言，

祭海是谷雨时节绕不开的习俗。

在 变 幻 莫 测 的 大 海 上 搏 击 风 浪 ，

是 渔 民 的 家 常 便 饭 ，故 有“ 出 海 十 条

命 ”之 说 。 千 百 年 来 ，海 南 渔 民 形 成

了 祭 拜 龙 王 、妈 祖 、水 尾 娘 娘 等“ 海

神 ”的 传 统 。 典 礼 上 ，锣 鼓 声 、鞭 炮

声、呐喊声、海浪声，合奏出一曲动人

的 交 响 乐 ，寄 托 着 渔 民 平 安 、丰 收 的

祈愿。

祭 海 形 式 不 一 而 足 ，小 型 活 动 一

般 在 渔 村 庙 堂 ，或 是 自 家 渔 船 上 进

行 。 众 亲 齐 聚 ，供 奉 祭 品 ，面 朝 海 神

龛位，一一敬香礼拜，祈求庇佑，而后

插旗、鸣笛、放鞭炮，乘风破浪而去。

大 型 祭 海 活 动 一 般 在 海 边 码 头

或沙滩搭建专用舞台，甚至有大型渔

船 列 阵 辅 佐 一 旁 ，使 祭 海 更 具 仪 式

感 。 锣 鼓 劲 奏 ，唢 呐 齐 鸣 ，竖 旗 招

展 ，长 长 的 仪 仗 队 渐 渐 巡 游 前 行 ，被

高 高 抬 起 的 海 神 龛 位 迎 来“ 高 光 ”时

刻 ，欢 呼 声 不 绝 于 耳 。 陆 上 活 动 与

海 中 渔 船 呼 应 ，仿 佛 人 们 与 大 海 的

真 诚 对 话 。

红 烛 点 起 来 ，高 香 燃 起 来 ，身 着

专 用 服 装 的 主 祭 和 陪 祭 已 恭 候 良

久。一阵烟雾礼花喷射散落后，主祭

开始诵读祭文。他声若洪钟，场面庄

严肃穆，台下顿时鸦雀无声。祭文大

多阐述人们对“海神”的感恩，祈愿渔

船都能平安满仓而归。

琼 海 潭 门 祭 海 ，还 增 添 了 一 份 特

殊的意义，即纪念当地曾经带领渔民

反 击 海 盗 的 108 位 勇 士 。 据 说 ，勇 士

们全部在台风中遇难，成为整镇渔民

敬仰的榜样。

祭 海 歌 舞 表 演 热 闹 非 常 。 除 舞

龙舞狮外，舞鲤鱼灯更是亮点。主演

一人手持一钓竿，线上鲤鱼不断上下

左右旋转跃动。其余配角疯狂追鱼，

稍 一 接 近 ，鱼 便 逃 脱 ，逗 得 里 三 层 外

三 层 的 观 众 笑 声 不 绝 。 渔 歌 也 不 甘

示弱，儋州有调声，疍民有咸水歌，临

高 有 哩 哩 美 ，正 所 谓“ 歌 且 舞 兮 舞 且

歌，歌声婉转舞婆娑”。

最 振 奋 人 心 的 谷 雨 祭 海 ，当 属 万

宁 日 月 湾 的 大 型 祭 海 活 动 。 一 艘 十

几 米 长 的 木 船 被 16 位 渔 家 壮 汉 慢 慢

抬 起 ，木 杠 、绳 索 和 船 体 摩 擦 ，发 出

“吱吱”声，那是渔民力量的象征。锣

鼓 发 威 助 力 ，面 色 黝 黑 的 汉 子 们 赤

着 膀 子 ，青 筋 暴 突 ，随 着 充 满 节 奏 感

的“ 嘿 哟 、嘿 哟 ”声 ，木 船 逐 渐 行 至 海

边 。 随 着 一 声 高 喊 —— 入 海 啰 ，木

船 缓 缓 稳 行 水 面 ，海 滩 上 一 片 欢 呼

雀 跃 。 此 时 ，船 员 放 一 挂 鞭 炮 ，紧 接

着 由 一 位 德 高 望 重 的 长 者 站 在 船

头 ，吹 响 长 长 的 海 螺 号 角 。 当 船 经

过 海 上 石 门 时 ，岸 上 的 人 们 大 声 叫

好 ，正 是“ 又 见 海 门 潮 涌 涛 ，排 荡 激

扬 声 喧 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