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
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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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由几个老同事组织的自驾游，这种
旅游方式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其最大的好
处是大致的方向确定后，沿途的住宿、景点，
可根据体力、兴趣随机选择。我们这次的方
向是先沿着沈海高速，从福建到广东，然后
顺兰海高速转入广西，一直到中越边境，再
经泉南、沪昆高速，折回湖南、江西。在福建
和广东，顺路逛了太姥山、霞浦海滩、崇武古
城，以及开平雕楼、赤坎古镇、南澳岛和汇景
湾景区。

一月初的天气，在宁波还是冬季，但一
路往南走，已是阳春三月的感觉。在湛江的
海滨公园迎着和煦的春风，看着拍岸的阵阵
浪花，悠然地散了两个多小时的步后，我们
的别克商务车就开上兰海高速，向广西南部
的钦州市进发。对于钦州我茫然无所知，心
想还是直奔中越边境的德天跨国大瀑布
吧。我们的“团长”细查手中的旅游地图册，
猛然一拍大腿说：距钦州市区40公里的犀牛
脚镇，有个三娘湾风景区！我赶紧打开手机
查找，上面赫然介绍道：三娘湾是“海上国
宝”——中华白海豚之乡，集自然和人文景观
于一体，以沙滩、奇石、渔村和海潮而著称，曾
拍摄过电影《海霞》。景区自开发以来先后获
得过首届广西十佳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
区、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风景区等荣誉称
号，乃是北部湾畔一颗新兴的明珠……似乎
是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宝藏”，大家自然一致
赞同去住上一晚。

车进三娘湾景区已是下午2点多，迎面
就是一座三条海豚跃起的雕塑，在微微摇曳
的椰子树的映衬下，显得高耸而突兀。大概
还没到旅游旺季，游客非常稀少，环境安谧
而宁静。景区还在开发修造中，几家高档的
度假酒店已开门迎客，进去一问，每个房间
的价位都在三五百元之间，有点奢华了！在
大门口摆摊的一位妇女，得知我们要住宿，
很热情地带我们进渔村看看家庭旅馆。走
进村中有些杂乱的街道，路边名称各异的小
旅馆还真不少。我们挑三拣四的，最后选定
一栋名为“和谐旅馆”的海景楼，看上去还是
新建的，每个房间仅要价100元，站在窗口就
可瞧见波涛起伏的海面。接待我们的是个
头发梳得很整齐的老婆婆，慈祥而朴实，交
给我们房间钥匙后，就去准备热水瓶。她的
两个打扮入时的孙女忙不迭地帮着将行李
箱扛上楼，倒很让我们过意不去。

放好行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走向门外
的海滩。这条呈月弯状的沙滩，掩映在婆娑
的防风林中，长约1.5公里，在西坠的阳光斜
照下，显现出黄澄澄的色彩。漫步其中，沙
粒细腻如面粉一般，非常柔软却并不粘脚。
许多大小不一的礁石紧邻沙滩，千姿百态，
各有传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娘石”，说
是这里原先只有三个小伙子居住，他们相依
为命，共用一条船，同撒一张网。有一天三
个仙女下凡，看到小伙子英俊而勤劳，决定
下嫁给他们，玉帝得知后，允许她们在人间
暂住三年。他们成婚后，丈夫出海打鱼，妻
子在家织网，相亲相爱，生儿育女，生活
很是美满幸福，也忘了三年之约。玉帝
不见仙女归来，大怒之下，掀起狂风巨
浪，吞没了渔船。三位娘子到海边苦苦
等候，期盼着丈夫的归来，天长日久就化作
了并排而立的三柱岩石……显然是先有了
岩石，再附会了传说，但人们还是相信这些
传说，把它当成坚贞爱情的摇篮、洗涤心灵
的港湾。我想，这大概也是三娘湾名称的由
来吧！

红彤彤的太阳已半沉在海平线下，远处
波光浪影的小渔船陆续驶回到岸边，渔民们
抬着新收获的渔货，三三两两地走上沙滩。

渔村中升起袅袅炊烟，偶尔传来几声狗
吠……一幅多么恬静的渔家晚归图。
波浪拍打礁石、涌上海滩的劲道，似乎
越来越大，我站到礁石上极目远眺，海
面浪涛滚滚而来，澎湃激烈。回头一
看，有位渔家妇女还在礁石边，用小铁
锄起劲地挖着牡蛎，我趁着夕阳余光，
对着她“咔嚓咔嚓”拍照片，她只是神色
泰然地干自己的活。上前一步询问，何
处可看到白海豚？她这才抬头看我一
眼，微笑道：这是要乘船出海去看的，还
要看你的运气。听说有上千条海豚，我
上次看到一百多条游在海面上，但不只
有白色的海豚，还有红的、紫的、灰的。
你们难得来一次，一定要去看看。

夜渐深，人已静。耳畔满是有节奏
的“哗啦，哗啦”声响，海涛的拍打似乎
一阵响过一阵。说来惭愧，我们也算是
海边的人，但平素里是听不到涛声的。
起身推开窗户望出去，海边众多小渔船
亮着警示灯，犹如一片繁星洒落到海
面，伴着海涛的“哗哗”声，起起伏伏，闪
闪烁烁。据“百度”上介绍：观涛、听潮
也是三娘湾的一大特色，素有“钱塘江
姐妹潮”之称。因为三娘湾位于北部湾
顶端和钦州湾内侧，处在一条由宽变
窄、由深入浅的积沙带上，当海潮涌入
钦州湾初无阻碍，但进到三娘湾变得滞
缓，潮水前进速度大减，但紧接其后的
潮水仍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来，前潮未去
后潮又至，形成了“后潮叠前潮，新潮推
旧潮”的“潮中潮”，这种状况每年六月
为最烈。外面黑漆漆的看不清海面，只
能想象那海潮如同一条绵延不绝的白
练奔腾而来，惊涛拍岸，浪花飞溅，卷起
千堆雪……在胡思乱想中，居然也诌了
几句诗：临窗望沧海，不厌波涛声。夜
喧拍孤枕，共驾入幽梦。慢慢的，“哗
啦，哗啦”的声音成了催眠曲，神思恍惚
朦胧起来，酣然进入了梦乡。

好一位“护花使者”
□蒋静波

父亲一直喜欢花草。年轻时，除了每日的小学教
学，余下的时日还得到田间劳作，或者被差遣刷墙头
标语、画头像，即便如此，父亲在猪舍边还是种上了苦
楝树、石榴树，柴间前植有鸡冠花、夜夜红，天井里育
有茶花、月季，老屋墙头爬满了太阳花、牵牛花。再苦
再累的日子，只要闻到那一缕芳香，看到那一抹娇艳，
心里便充满了明媚的阳光。

退休前，父亲曾是学校花卉小组的指导老师，退
休后，他有了大把闲暇时间侍弄花草。

父母的家，俨然是一个小型的植物园。客厅里、
阳台上摆放着各种盆栽植物：兰花、君子兰、玉树、滴
水观音、文竹、红掌、茉莉、杜鹃、紫荆……尤其是阳
台，长年姹紫嫣红，满眼春色，蜂蝶翩跹。

植物一部分源于我们姐妹，遇到工作调动、办公
室搬迁等，同事、朋友会送上一盆植物以示祝贺。许
多植物新鲜一段时日后枯萎了，我们便将它们移交给
父亲。父亲像一位植物医生，先找出枯萎的原因，再
观察有无虫害、土质如何、干燥程度等，然后对症下
药，一般都能妙手回春。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父亲所购
或他人相赠。每隔十天半月，父亲就到花鸟市场转
悠，遇到喜欢的品种，不管价格如何，兴冲冲捧回家。

这些花草中，父亲投入精力最多的要数兰花和君
子兰。为使它们长得好，他不时到山上取腐殖土，隔
两三年分株、换土，修残叶除腐根，消毒土、盆，分盆种
下。有些花草喜阴，怕阳光直射，父亲将它们白天放
在客厅，夜晚移到阳台，第二天天亮后又把它们搬回
客厅，长年累月，乐此不疲。

一年夏季，连续几天异常闷热，父亲给一盆君子
兰浇了水，几天后叶片开始耷拉。父亲猜想应是根部
出了问题，连忙起土查看，果见肉根已经腐烂，回天无
力。由于养护不当，心爱的君子兰毁于一旦，父亲难过
了好几天。于是，父亲开始学习各种植物栽培、养护的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去年，听说舒家有一位老师种
的兰花每年都会开花，父亲跑到人家家里参观、请教。
那位老师见父亲如此爱兰，就将一盆含苞欲放的剑兰
赠与父亲，父亲比中了大奖还要高兴。半个月后，剑兰
开出了淡而幽香的黄花，父亲打电话给我们姐妹，叫
我们快去欣赏。有一次，我们一起在一个小山村游走，
看到一户人家门口摆着几盆君子兰和兰花，长势郁
郁，盆上长满青苔，他欣赏了好一会，敲开那户人家的
门，询问主人养花之法。主人见有人欣赏，兴致高涨，
滔滔不绝说了半个多小时，我一旁瞧着感到很有趣。

随着花草数量的增多，父母住的70平方米商品
房已经容不下了，并不宽畅的阳台上放了十五六盆花
草，几乎没有站立的空间。我家的庭院自然成了父亲
的花草基地。父亲在我家的后院，放着蕙兰、建兰、草
兰、蝴蝶兰、剑兰等兰花和十来盆菊花，花坛里种上月
季、迎春花、茶梅、杜鹃、玉兰等植物。一年四季，花草
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每当有人经过，会情不自禁赞
叹：“你家真美。”每逢双周日，父亲必来侍弄植物。平
时，由我承担着养育花草的责任。遇到中、大雨，我将
几十盆花草往家里搬，精疲力竭不说，还常成落汤
鸡。今年，父亲搭了个遮阳（雨）蓬，雨天只要扯起帐
篷，无需再为搬运而累。

我家的前院，种着石榴、桂花、龟甲冬青、茶花、梅
树、竹子、柚子、枇杷等树木。父亲是树木的修剪师。
一棵石榴树长得过于茂盛，将二楼的阳台遮住了。而
且，石榴树常年落叶纷纷，十分烦人。先生决定斩除
此树。父亲坚决不同意，说：“这么美的石榴花，怎么
忍心斩除它。”今年上半年，他独自爬上木梯，花了半
天时间，用锯子锯掉了部分树枝，再用绿篱剪进行修
剪，才保住了此树的生命。

一花一草总关情，父亲对于植物，如同对待朋友，
一旦拥有，爱护有加，从不随便舍弃。多年前，朋友送
给我一盆叫金玉满堂的植物，自从长出了好几棵小树
苗后，花盆显得拥挤不堪，我想将小树苗拔掉。父亲
见了，小心地连根挖起，将它们种在路边的绿化带
里。如今，每当父亲路过这些已经挂上一串串鲜红果
子的植物前，总会驻足欣赏，脸上洋溢着无比自豪的
神情。海豚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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