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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文化公园记

当祖国北方还在春寒料峭时，我来
到了已是炎炎夏日的海南。从琼海市乘
坐高铁，四十多分钟就到了海口。以前
来过几次这座海港城市，这次来是专门
去拜谒海瑞陵园的。

手机上有百度地图，搜索一下，确定
了方位，就在高铁海口东站广场前，叫了
出租车。沿着两旁高大椰子树的林荫大
道，行车大约十五分钟，司机把我直接送
到了海瑞文化公园门口。

相对于商业气味甚浓的海口市其它
街区，海瑞文化公园这儿显得比较宁静。
公园景区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块
是公园西侧用围墙圈起来的海瑞墓区，
一块是墓区东部的文化游览休闲区。我
先进入了陵园区。

海瑞墓的陵园大门冲西而开，门楼
造型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牌楼式。大门两
侧琉璃瓦下的白色墙壁上，分别刻着四
个深颜色的大字。左边一幅是“清正廉
明”，右边一幅是“刚直不阿”，这应该是
后人对这位明代廉臣的真实评价。

清静的陵园里，游人稀少，只看见两
位女学生和另一家三口在静静地游览，
间或在仔细辨认着园林碑石上的文字。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是明代中期
嘉靖、万历年间的著名朝臣。在人们的
心目中他几乎和宋朝的包拯齐名，被称
之为“海青天”，有的戏剧中则直接称他
为“南包公”。海瑞在任期间，曾因上疏
批 评 世 宗 皇
帝迷信道教、
妄求长生、二
十 年 不 理 朝
政等事，获罪
下 狱 。 世 宗
死 后 才 得 以
释 放 。 重 新
被起用后，反
对大户兼并，
力摧豪强，并
勒 令 高 官 退
田，遭排挤去
职，又一次丢官。闲居十六年后，再次被
起用，他严惩贪官污吏，秉公办案，两年
后竟死在任上，时年 73 岁。他一生为官
清廉，刚直不阿，死后被谧为“忠介”公。

墓园是东西走向呈长条型，占地 7.5
亩，面积不大。通往陵墓的神道两旁，隔
不远分别立着石狮子、石羊等神兽。两

溜挺拔的椰子树整齐地排列在神道两
侧，像两排高大的士兵在默默地守护着
墓园。在紧邻墓葬的台阶前，一左一右
各立着一个石像生，神态端庄，恭恭敬
敬。海瑞毕竟只是一名朝廷的臣子，虽

然 朝 廷 应 允 在 陵 墓
前 可 竖 立 这 些 石 像
生和石神兽，但规格
造 型 小 ，且 数 量 也
少，和十三陵、东陵、
西 陵 等 皇 家 陵 园 真
是不可类比，相去甚
远。不过，这也正好
印证了他的俭朴、低
调和不张扬。

沿阶而上，是一
处 方 方 正 正 用 栏 杆
围起的平台，我停下

了脚步。眼前的海瑞墓，外层砌着一块
块黑色的长方形石头，庄严而肃穆，深沉
而凝重，整个墓堆看起来更像是一座扣
在地面上的黑色大铁钟。

墓区后面即东面是文化园区。园林
正中是一尊头戴乌纱官帽、身着官服的
海瑞坐像，坐像后边有一瀑布池塘，流水

哗哗，此池名曰“不染池”。池周围有亭
台楼阁，假山，走廊，有文人墨客赞颂海
瑞的诗词碑刻，有反映他为官期间铁面
无私、为民除害的连环画。园区游客如
云，老人们在长椅上休闲聊天，一些家长
在碑刻和绘画前，指指点点，给孩子们讲
述着海瑞的故事。

海瑞是回族吗？有人说是，有人说
不是。查证 1982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词
典》和 2010 年出版的大版本《辞海》有关
海瑞的词条，都明确记载着海瑞是回族。
其实我们看国内姓海的，大多属回族，太
原回民中就有好几家，还有央视著名播
音员海霞也是。再看海瑞的陵墓坐东朝
西，和汉族的传统坐北朝南确实不一样。
唯一存疑的是，墓区所有的碑刻中，未曾
见到一个“都瓦”儿（伊斯兰教用的古兰
经经字）。若有，就更确信了。

在大门前，在园林内，都能见到一些
醒目标示，这里已被列为有关单位开展
廉政文化教育的基地，新时代给这座文
化公园赋予了新的意义。

走出文化公园，沿着园外的海瑞大
街，一路向东转北，我向滨海大道走去。

（作者退休）

扎根在这片土地

这片贫瘠

长满芨芨草的土地

看日头从山凹升起

从山脚落下

喜鹊飞过

轻轻问候

你用挺拔的身躯回答

用迎风的姿态回答

与月亮为伴

同星星歌唱

潺潺流水彻夜倾诉

带着远方的故事

四月

山区的四月

漫山是浪漫的粉色

河岸的山崖露着半截黄土

像村里二爷的脸

遮掩不住的淳朴

听前辈讲许多许多的话

踏着前辈未曾走过的路

带着使命和责任

伴随着一阵轰鸣 一阵颤抖

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矿山精神

为一切生命中的美好付出着

用质朴书写矿山

在地心深处探索

金色洒满了柏油路

那般耀眼

（作者单位：屯兰选煤厂）

白杨

一座小石桥跨过不深的沟渠
吸引了我的视线
学堂里抑扬顿挫的咏诵声
让安静的村落
有了浓郁的书香

在这个晴朗的上午
村东头的桥
从久远的历史云烟当中
产生出一种神奇的力量
把人们心中的希冀呈献

我知道这饱满的希冀
是耕读传家古训
最朴素而至高无上的追求
也是仁恭礼法的传统
在芸芸百姓的心中
刻下的标记

河水拽着时光流逝
无数双追求的脚从桥上走过
老槐树记得每一个细节
在长长的屯兰川里独一无二

不说桥的长短
从建桥的那时就赋予寄托
让天空一再高阔
仔细研读桥上每一块石头
从刻纹里找出修筑者的影子
找出他们的思想

我看见山丹丹花黄刺梅
在山野崖畔开放
风把它们的香味带来拂过桥面
像一茬一茬质朴的乡间学子
追求梦想

（作者单位：马兰矿选煤厂）

麻会村鱼龙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