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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
歌声里的海南美，美在它四季春暖花开、瓜
果飘香；美在它具有当今国际旅游者所认
可的五要素：明媚的阳光、澄清的海水、柔
软的沙滩、满目的绿色、清新的空气，海南
环岛沿岸兼而有之；美在宋代大文豪苏东
坡笔下的美丽诗句，当年他因赋诗讥讽朝
廷而被发配海南三年，离开海南岛时写下
了著名的《六月二十日渡海》，诗云“九死南
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诗人当
时心迹的真情流露：海南风光为他平生所
见最美，即使死在海南也绝不后悔。

这些年，在海南拥有一套海景房，退休
后去海南休闲度假，尽享天伦之乐，不知成
为多少人的梦想。当然，这也曾是我的一个
美丽梦想。

我和老伴都是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
“50后”，今年虚岁均已六十又八。老伴是
教师，我从部队转业后供职于一家企业集
团。我们退休后，尽管还有儿孙的生活琐事
牵绊着，但毕竟可支配时间多了。尤其是这
些年我们的退休金年年见涨，我还有点儿
股金分红。当手头有了一些闲钱，一度沉寂
了的曾经的梦想，便又开始在心里躁动起
来。两年前，我和老伴就坠入了海南海景房
那个美丽的梦幻里。

去岁初冬，我和老伴就带着放寒假的
孙子从浦东直飞海南。并相约，待儿子儿媳
放年假后，我们全家就一起在海南过春节。

我们选购的虽是小户型，但毕竟是海
景房。我们站在21层自家的阳台上，往直
线距离不足600米的海边眺望，那浩渺南
海的柔波碧水、长达数千米的细沙银滩和
繁盛茂密的绿宝石般椰林，一览无余，尽收
眼底。闭上眼睛回味一番，须臾，恍若神游
在梦中。

海南文昌与老家启东约有30分钟时
差。初到海南，喜欢晨练的我一时还不太适
应，几次拉开封闭阳台窗帘，但见外面仍是
朦胧夜色。远处，清澜半岛栈道和逸龙湾海
上图书馆栈桥景观灯那忽隐忽现的灯火，
在黎明时分的朦胧夜色背景下，倒也显得
分外动人。

天渐渐放亮，小区里来自天南地北的
候鸟型住户，三三两两地开始往海边走。一
进入冬季，几乎天天如此。若是下着微雨，
海滩上便多了一道伴随游人流动的七彩雨
伞亮丽风景。

孙子总嚷嚷着要看南海日出。可是，当
真第二天清晨要去海边看南海日出时，他
却抱着小枕头恋床贪睡了。我便对老伴说：

“我先走，你呆一会儿带他过来。”
清晨的高隆湾海滨数千米沙滩，由近

及远，已有许多游人开始以各种方式运动
了。还有在光滑的沙滩上练书法的，也有人
支起了摄像机、单反相机三角架，摆好了抓
拍南海日出瞬间的架势。更多的是拿着手
机，边走边看日出前海上不断变化着的云

水光影。天光水色由暗而亮，由白亮而浅
红，再金波点点，金光闪耀。当一缕被染红
的云朵从清澜半岛前端凸出处飘过，一轮
血红的旭日便在南海涌动的海面上冉冉升
起。并不见它有喷薄之势，倒是有点儿羞羞
答答。她的羞涩似乎发自肺腑：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海滩上，或水边，或椰林，我不停地跑
动，以各种角度，将一幅幅南海日出瞬间摄
入手机，并陆续发老伴微信，让她与孙子小
睿分享。一个发送刚完成，老伴带着孙子小
睿已到了我面前。

沐浴着海南温暖的阳光，小睿精神特
别爽。他对这儿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新鲜。
伴随周而复始的潮起潮落，清晨的高隆湾
沙滩，平坦细软又光滑。面对一组组珍珠般
银灰色砂粒组成的蝴蝶状、风筝状或牡丹
花瓣状的奇异图案，小睿挤进人群伸着小
脑袋欲探究竟。有人解密说，或许这是某种
小虫子夜间钻出来活动时留下的印迹。偶
见光滑的沙滩上有一个个一元硬币大的洞
穴，有人竟从中挖出了我们启东圆陀角亦
有的那种鲜活小蟛蜞。小睿为此牵着我的
手，到处跑着找类似的洞穴。

下午四点多，阳光不很炽烈了。但见许
多于海滩午休的游人依然躺在原始模样的
茅草亭里悠哉悠哉。我和老伴带着小睿到
海边踏浪、嬉水、拾贝。见有小伙伴在沙
滩上挖沙堆山、筑城，他也堆筑起了一座

名为“水晶城”的城堡，并挖了条直通大海
的“引河”。面对上涨的潮水汹涌而来，“水
晶城”将毁于一旦，小睿涨红了脸，拼力挖
沙筑堤救城。但怎能挡得住来势汹汹的大
海之潮?面对此情此景，小睿拿着彩色铁
锨，开心地站在海水里，任爷爷奶奶为他拍
照留影。

往回走，经一片椰林，发现有椰子卖。，
这里全是原生态椰汁，我们就悠悠然地坐
于椰林下，捧着椰子喝椰汁，真够享受的。
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引来无数友人点赞。

有人说，不到三亚，等于没到海南。大
年初二，我们这个老少三代五口之家，便早
出晚归，乘坐环岛高铁，体验三亚自助一日
游。游南山寺，那里有闻名遐迩的南海观
音；去天涯海角，那是一道阳光、沙滩、蓝
天、碧海和石刻等人文景观组成的“观光美
餐大拼盘”。我们在沙滩漫步中享受浪漫，
在乘坐游艇劈波斩浪中与激情相拥。这一
天，三亚的实际气温比预报28℃要高许
多。我儿子白晳的皮肤被晒得几天后脱了
一层，老伴的半边脸竟然半月后仍未消肿。
但我们玩得开心啊！哦，什么叫天伦之乐?
过去那一点工资，你敢想往那儿想吗?

当晚，我们回到高隆湾属于自己的海
景房家里。我躺在床上浮想联翩，我想，我
们能有今天这样惬意、舒心的生活，应该感
恩这个伟大的时代。

陆汉洲

四十年前，农历年底的某一天，太阳渐
渐躲进山背后，错落的村庄，袅袅炊烟亲吻
着徐徐降临的夜幕。我用过晚餐，骑上自行
车，身披残留的霞光，直接到南阳镇供销社
灰竹业开票窗口排队。

成家以来，依次出生的几个孩子，几乎
挤破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一间穿风漏雨的半
旧平房，目下，建造住房已成为我家迫切的
头等大事，可是，要建住房谈何容易，古语
云：上场搬到下场，需耗三年饭粮。椽檩屋
架，砖瓦水泥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在粮
票、布票、油票、肉票买什么东西都要票的
年代，物质匮乏，市场萧条，要砌二间简易
平房，堪比登天还难。

白天我有事上街，路过供销社灰竹行
门口，只见供销社新进一批树料子，我大喜
过望，立即进去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
我，只遴选到110根免强能做椽子的料，明
天出售，你越早越好，要是第二名没有你的
份了，于是，我决定晚餐后就来排队，甘受
一整晚罪。

夜幕降临，寒意渐浓，冷月寒光陪伴我
孤零一人站在夜色浓重的寒雾里，感到寂
寞难耐。空气清冷，朔风凛冽，寒气透骨。我
擦着清水鼻涕，一双球鞋一支烟，一身土布
一辆车，强忍着寂寞的时光。时近10点已
有十多人在我后面排着队，消息真是灵通，
知道供销社新进一批数量不多的树料，急
需树料的人半夜三更，离开暖烘烘的被窝，
不辞辛苦，冒着瑟瑟寒风，抢着前来排队。

晨曦初临时，黑幕尚未彻底消失。我身
后已排着长长的队伍。有的轻轻跺脚驱寒，
有的边搓手边哈热气，我心里清楚，今天是
僧多粥少，想买椽子的人除我之外都得落
空。好容易挨到7点，售票员来上班了，打
开窗门，一个女人的声音：“谁是第一个？”
我连忙回答道：“我是第一个，我要110根
最粗的椽子料。”结果以每支6角5分的价
付了款。我刚离开，只听我身后这人也要
80根。开票员说只有110根，已全部卖完。
那人大失所望，目瞪口呆，怔怔地站在那
里。结果，50多人的长队，在凛冽的寒夜
里，白白地煎熬了大半夜一哄而散，只剩五
六位买细树条子的人。

为建房，我省吃俭用，宵衣旰食，整整

准备了一年多时间，找了多少人，说尽多少
好话，赔上多少笑脸，终于，举一屁股的债，
换来了两间简易平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
的和煦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我意识到天将
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我凭借这股暖流，
凭所学一门敲白铁手艺，离开家乡那口井，
闯荡江湖，在外打拼，有成功的喜悦，亦有
失败的迷茫，流了几多汗水和泪水，苦心
志、劳筋骨、饿体肤也在所不惜，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期，我终于跻身于本市首批万元
户行列。1985年，一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2008年南通市电视台记者王雨湄，为寻访
首批万元户采访了我，她说：“这幢楼见证
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将近30年了，仍鹤立
鸡群”。

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亲朋好友也多
起来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
亲”，一向习惯于门前冷落车马稀，现在却
成了门庭若市笑声酬。逢年过节餐桌也变

得丰盛了，现在真正尝到了不愁吃、不愁穿
的好滋味。

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某些往事，不禁心
酸，泪水往往在眼眶里打转。平时粗茶淡饭
能顾上八张嘴已经很不错了，哪敢奢望鱼
肉荤腥，但每逢祖先周年忌日，再穷也得买
半斤八两猪肉，作供品之用。那天祭祀结
束，妻子端着一碗红烧肉走近餐桌，给每个
孩子夹上一块红烧肉后，便将剩余的肉端
走，待下顿用餐再分配。此时，有一位孩子
忍不住对母亲说：“娘，肉我就不要了，哪怕
弄点肉汁让我拌饭。”可怜的哀求声，尖刀
般刺痛我的心，我自责着，我是个不称职的
父亲。

砌房时负的债，一拖十来年，改革开放
后才还清。有一副对联，与我当年的生活窘
境很贴切，上联：拆旧衣，补破衣，拆衣补衣
衣补衣：下联：借新债，还旧债，借债还债债
还债。横批：举债过年。小时候，每逢过年，
母亲常有一句口头禅挂在嘴边：“啥叫过

年，有钱人才叫过年，吃鱼吃肉吃白米。穷
人叫结账，年近岁逼，债主登门索债，陈年
宿债都得归还，这叫富人过年，穷人过关。”
母亲的话我都亲历了。

这四十年，我家经历了翻江倒海、地狱
天堂的变化。妻子因沒有得体的衣服不愿
走亲戚，而今身着万元衣装和各种饰品的
点缀去北京、新疆、西安、武汉、青岛等全国
各地去旅游；从平房变瓦房，从瓦房变楼房；
从11号车到自行车，从自行车换摩托车，从
摩托车换轿车，脚下的路，苦难到辉煌，见证
了我一次次蜕变，一次次蜕变见证了家的变
迁，我家的变迁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更见证
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国家变得富强。

40年过去了，我深深意识到，家运依
托国运，只有国家富强了，家才会幸福安
康。为了国家的富强，我坚定跟党走，很有
信心地，沿着改革开放阳光大道，踏上新时
代征途，不断放飞青春梦，大步流星不止
步。 陆元俊

海南度假享天伦海南度假享天伦
最近，一同事购了新车，

另两位也蠢蠢欲动，正在计划
之中。于是，围绕汽车有关的
话题谈论自然多了些。我的车
子旧了，也曾一时兴起说过想
更换，他们便也怂恿我早点
换，而且劝说要换好一点的，
显得有档次，有派头。

我笑笑。推脱嫌贵，不实
惠。心想，好的东西谁不喜欢
呢。可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
族，能开上十多万的车，已经
很知足。凡事从自己的实际出
发，过度的虚荣讲排场，没有
多少价值。

现在有了汽车，还想换更
好的。这念头要是搁在二三十
年前，根本不可想像，简直是
异想天开。记得年轻时谈恋爱
那阵子，我只有一辆破旧的自
行车：车身好多地方锈迹斑
斑，刹车靠脚底板与前轮胎摩擦减速，右脚裤
管如果不卷起，就有可能会擦上链条上的污
油——外侧的护罩早就没有了。骑着这样一
辆车去三十里地外的女朋友家，一是相当费
力，二又极不体面。当时的愿望，只要拥有一
辆新自行车，就心满意足了。

考虑到岳父母家路远，为了回娘家方便，
结婚前我与女朋友两人多次合计，想在其他
地方省点钱，买一辆当时很流行的“越河”牌
小摩托，但最终还是没能实现。

婚后第三年底，自己积蓄了些钱，又借了
点，终而如愿以偿：凑满8400元“巨资”买了
辆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摩托车——“幸福
125”。其兴奋与幸福之感自不待言。以前，没
有摩托车时，有些并非急需办理的事，能少走
一趟就尽量不去，或托人代办以及用其他方
式省掉；有了摩托车后，就方便多了，不仅自
己办事勤快，还时常有人托办事务：或上街带
些东西，或接送个人到哪里，等等不一而足。
我很乐意代劳，并不嫌烦，充分享受着拥有摩
托车的那份优越感。与自行车相比自然是既
省力又节时，而且骑在车上风驰电掣般的感
觉特别棒。于是，也比从前多跑了许多的路。

若干年后买了汽车，虽然也兴奋了一阵
子，但与当初拥有一台摩托车时的内心感受，
还是不尽相同，幸福感却有所递减——尽管
汽车的便捷、安全与舒适性等功能不言而喻，
要远远胜于摩托车。

人的欲望是一步步递增的。物欲，权欲，
其他一切的欲望大抵都如此。曹操举孝廉刚
出道担任洛阳北部尉时，心想以后能做一个
将军，就非常不错了。后来，群雄争霸，机遇来
临，挟天子而令诸侯，终而一步步成为行君王
之实的丞相，其地位与权势不知要高于他当
初所做的将军之梦多少倍呢！

当然，圣贤智者大多淡泊物质，淡泊名
位，更看重精神性的东西。比如，孔子的得
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
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圣贤，安贫
乐道，以精神的富足抵御物质的清贫；古希
腊大哲苏格拉底，在两千多年前的雅典集市
上，看到琳琅满目的货品，感慨道，怎么有
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呀。那是智者，不为
物所役。他说过，一无所需最像神，所需甚
少是类神之人。

这些圣哲的处世言行，自有值得我们学
习的地方，诚然不可低估其意义与价值。作
为一个普通人，可能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们倒也不必视物欲为洪水猛兽，相反，适
当的物欲追求，对于我们不但无可厚非，而
且也有正面意义，可促进我们奋斗，改善我
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环境。就像聪明的车
夫，在拉车时，常常会挂一把青草在牲口前
面，这把草，就是激发牲口劳动热情的动力
之所在。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尤其对物质层面而
言，过度的欲望膨胀，贪婪成性，可能会遭来
诸多祸端。对于精神层面而言，追求不妨更多
些，更强烈些,倒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不
过，生而为人，难免不受欲望的支配，但我们
还是应该有所警醒，争做欲望的主人，少做欲
望的奴仆。

在今天，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
高和改善的同时，我们更宜崇尚精神性需求，
培养与发展自己更多的精神欲求，投入更多
适合自己秉赋的精神性消费，度过一个充实、
丰富、有意义的人生。 成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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