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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君

离山西一千公里的山东烟台市东
边，有一座狭长的海岛静静地依偎在近
海海面上，这就是养马岛。岛上环境优
美，风光秀丽，一座座风格各异的疗养
院和度假村坐落在绿树掩映之中，其中
就有我们西山煤电经营管理的一座疗
养院。

这所疗养院的本名叫“山西煤矿职
工接待站”，是上世纪 80年代由山西煤
管局牵头组建，由省内几家矿务局出
资，由西山矿务局具体经管的一座煤矿
工人疗养院。三十
多年来，来自省内各
局矿的职工不断前
来疗养旅游度假，是
山西煤炭系统远在
黄海之滨的“矿工之
家”。

养马岛东西长
7公里多，南北宽1公里左右。据说当年
秦始皇东巡时，看到岛上峰峦叠翠，草
木丰茂，一群骏马在岛上嬉戏，赞到：

“好一个养马宝岛！”遂封此地为“皇家
养马岛”。并下旨各地派员进岛驯马，
后来就直接叫养马岛。虽说是海岛，由
于离陆地很近，有一座宏伟的跨海大桥
与牟平县陆地连接，开车就可以直接过
去。

疗养院设施依山而建，错落有致，
美观大方。客房、餐厅、娱乐厅、公共浴
室一应俱全。庭院栽满果木花草，设有
廊亭、护栏、石桌、石凳，弯弯的甬道，宛
如江南园林一般。

养马岛的海水浴场离疗养院也就
一华里，沙滩松软，海水清澈，海底平
缓。我们去游泳，都是提前在疗养院换
好泳衣，披件外套就走。到了浴场，把
外套、凉鞋往沙滩上一堆，就迈进清凉
的海水中。伴随着涌动的海浪，我们尽
情地舒展双臂，在万顷碧波中展示着自
己的泳姿。

沙滩上，着各色泳装的游客们，三
三两两围在一起。女士们撑着遮阳伞，
细声地聊天；男士们用帽子盖住脸，让

身体暴露在阳光下，
享受着海滨的日光
浴。孩子们则闲不
住，他们在沙滩上追
逐打闹，有的在低头
盯着沙滩上窜来窜
去的小螃蟹。那小
螃蟹一会儿钻进沙

眼中，一会儿又窜出来，比孩子们还忙
碌。

沙滩的边缘，有几艘老旧的渔船静
静地停放在那里，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
陈年油画。被海水长期浸泡而发黑的
船帮，耷拉下来的棕丝绳缆，斑驳陆离
难以辨认的船舷号码，仿佛在诉说着那
逝去的岁月，那曾无数次到远海深处经
历的狂风巨浪。

养马岛的后海是另一番景象，这里
水面辽阔，海天一色。岸边大大小小的
礁石，阻挡着海浪的冲刷，湾内形成一
汪汪的水潭，清澈见底。这里不能游
泳，游客们挽起裤脚，在礁石上、在浅水

处，爬上爬下，戏水拍照。
疗养院的生活是温馨而悠闲的，只

有早上是个例外。每天清晨，往往你一
觉醒来，首先传到耳边的是远海归来的
机动小渔轮那“哒哒哒哒”的马达声。
那声音清脆、悦耳，一下子把你从黄土
高坡的故乡或是机声隆隆的矿区，拉到
了这黄海之滨的海岛上。

多年的退耕还林和绿化建设，整个
海岛为绿色覆盖，环岛公路穿行其中，
时隐时现。许多以海鲜为主打的酒店
和渔家乐小吃，就立在环岛公路两边，
游客们面朝大海，开怀畅饮，品尝着刚
打捞上来的海鱼、螃蟹、螺蛳，美美地过
一把海鲜瘾。

疗养院有旅游大巴，院方一般都会
组织外出旅游，主要去两个景点：西边
的蓬莱阁景区和东面威海卫的刘公岛。
到蓬莱，可以一睹当年“八仙过海”的圣
境，幸运的话，也许能看上虚无缥缈的

“海市蜃楼”；到刘公岛，能近距离地凭
吊一下北洋水师的海军公所，追念一下
甲午海战牺牲的英烈。另外，蓬莱的海
产品种类齐全而新鲜；威海卫的“韩国
服装城”琳琅满目，更是女同胞的购物
天堂。

海风，海浪，海鸥；沙滩，浴场，礁
石，夏天的养马岛，清新，素颜，浪漫。
疗养员和游客尽管来去匆匆，但都感到
来这里康养舒心，且收获满满，难怪一
位矿工业余作者感慨地说：“这里既是
我们的‘矿工之家’，也是我们矿工的

‘诗和远方’！” （作者单位：退休职工）

矿工的“诗和远方”

几缕白云幻化成纱，
缭绕着柔情似水的月亮，
嫦娥在月宫中翩翩起舞，
演绎如醉如痴的故乡梦，
撩人，唯美。

看星月相辉，思念遥寄，
听琴瑟乡曲，魂牵梦萦，
那一轮玉魄，
挽住了人们无限的情丝，
眷念，绵绵。

一轮完美的明月，
一颗颗祈祷的心，
祈盼，
疫魔劫波必战胜，
千里共婵娟。

（作者单位：晋兴公司）

赏月
李倩倩

我对故乡的雨情有独
钟。

漫长的冬天后，有一
天突然下起了雨。大人们
欣喜地说：“春雨贵如油。”
可小时候的我没觉得雨贵
在 何 处 ，只 是 觉 得 新 鲜 。
每到春雨时节，我便戴上
草帽或者打着伞，到街巷、
村口、生产队的场院里，看
一看山的朦胧、田野的葱
郁，赏心悦目。我喜欢春
雨还因为它能帮我省些力
气。我的老家地处干旱的
坡塬，降雨量比较少，地下
水层又很深，人畜用水都
靠旱井来解决。旱井里都
是雨天街巷里蓄集起来的
水。雨水刚流到旱井时，
既混浊又有异味，非要沉
淀一段时间后才能饮用。
因此，雨天接屋檐下的天
水就很重要了。我家那时
住在一座陈旧、简易的四
合院，四面都是屋檐。两
边的房檐对接形成四个大
檐头，每个檐头下都放置
着一口水缸，就是为了盛
接雨水。每到下雨，母亲
就 会 把 家 里 能 腾 空 的 小
瓮、面盆、洗脸盆等容器都
放 在 屋 檐 下 。 如 果 都 存
满，这些水够全家吃上十
天半月，这时候旱井里的
水就能接着用了。如果这
一年的雨水够多，我就不
用去挑水了，所以对雨我

又多了些期待。
较 之 于 春 雨 ，夏

天 的 雨 水 就 不 一 样
了 。“ 晓 作 狂 霖 午 又
晴”，来时兴致勃勃、
气势滂沱，去则心满
意足、艳阳高照。当
大地还没有做好充分
的接收准备，夏天的
暴风骤雨已经倾盆而
下。满街巷、道路的
水都流到沟壑，流到
田间。如果农田不平
整，低洼的地方就可
能积满水。如果低洼
的地方有田鼠窝、野
兔洞、塌陷的古墓，越
积越多的水随着隐形
的水路越冲越大，最
终形成大的水壑。水壑很
危险，会引起田地塌陷，平
田整地后才彻底杜绝。当
池塘的水满了以后，它摇
身一变，成了澡堂、泳池和
浣纱洗衣的地方。最初，
我们并不在池塘里玩耍。
后来，村里来了一伙来插
队的北京知青，都是十七、
八 岁 的 年 纪 。 池 塘 一 有
水，他们就去游泳戏水，我
也混在其中。每天上学前
下学后，我都要去池塘里
玩一会，久而久之竟然学
会了狗刨式泳姿。

纳 兰 性 德 这 样 写 秋
雨：“夜雨做成秋，恰上心
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

的 为 谁 添 病 也 ，更 为 谁
羞。”凡是写秋风秋雨的诗
词，大多以“愁”字来涵盖
主题：秋风秋雨愁煞人、客
愁生怕秋阑雨……农民也
怕秋雨，秋天是收获的季
节，但是秋雨绵缠，一下好
几天不停。老百姓靠天吃
饭，如果天不随人愿，一年
的收成收不回，直教人哀
怨连连。当然，雨打芭蕉、
竹 窗 凉 雨 则 是 另 一 种 感
觉。机缘巧合下，我借到
了一套《红楼梦》，晴耕雨
读。秋雨好像别具文气，
也非常有诗意。在瑟瑟的
秋风秋雨中，我通读了《红
楼梦》，并且反复吟诵其中

的诗词，几乎可以背诵。
冬天下的是雪，但雪

的本质是雨。冬天是农闲
的季节，无论农民还是冬
小麦，对于雨雪都没有太
多的渴求。大雪过后的村
庄，天地皆白，在冰雪的雕
塑下，臃肿的村野宛若童
话 的 世 界 。 村 落 依 坡 就
势，高低错落，高望远眺，
满眼琼楼玉宇，像极了影
视剧中的天宫圣殿。我曾
写过一首小诗描写故乡的
雪景：“日画晨窗风启门，
岭上人静梦中回。野望无
垠晴更好，雪中黑犬印梅
痕。”

退休之后，我回故乡

小住的次数多了。去年秋
天回去小住的时候，秋雨
连 绵 下 个 不 停 。 对 我 来
说，再下也没什么影响，路
是水泥路，出行也有农用
车 ，呆 在 家 里 ，该 看 书 看
书，该写字写字。间或也
有门前屋后的故乡发小、
同庚来家里小坐，除了嘘
寒问暖，各述家境，便是抱
怨这秋雨下得没完没
了。

故乡的雨对于庄
稼人来说，无论喜怒
哀乐，都是真情的吐
露，因为它和农民的
利害息息相关。而雨
对 于 生 活 在 城 市 中

人，影响似乎没那么明显。
“人情旧雨非今雨，老境增
年是减年。”影响我情绪的
旧雨离我愈来愈远了，今
雨如何，似乎和我没有太
大的关系。但故乡仍然有
我栽种的树木，有我的菜
畦花圃，有我的魂魄气息，
更有我的父老乡亲，我愿
故乡云蒸霞蔚，风调雨顺。

故乡的雨
吴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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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红船南湖红船 任勃任勃 （（晋兴公司晋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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