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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ANGJSIHMINZCUZBAU 民 族 作 家

□□ 林超俊林超俊（（壮族壮族））

□□ 黄志伟（壮族）

“又红又绿的田东”
因为我是田东人，出差外地经常被问到这

样的问题：你们田东在哪里？
有熟悉田东的，就会帮我解释：田东就在桂

西右江盆地，是打响百色起义第一枪的地方，还
强调补充，那是革命老区哦！

革命老区，就是田东最突出的红色身份。
田东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为百色

市辖县，东靠平果县，南接德保、天等县，西连田
阳县，北邻巴马县。全县辖9镇1乡167个行政
村(街道、社区)，总面积 2816 平方公里，是一个
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县，人口约 41 万，
盛产芒果，被命名为“中国芒果之乡”。芒果是
著名的热带水果，与柑桔、香蕉、葡萄、苹果并列
为世界五大水果，具有“热带果王”之美称。

也真是巧了，田东境域版图，看起来颇似一
只巨大的芒果！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天生好芒果，又
是田东鲜明的绿色标志。

从红红的田东，到盛产芒果的田东，这是人
们对田东的初步印象：“又红又绿的田东”！

而作为家乡人，也许是对家乡多了一些偏
爱吧，我一直觉得仅仅这样的介绍还不够，“田
东”不是一般的“田东”，应该有更多的文化内
涵，于是就想寻找一个新的表达，一个对家乡田

东的全新阐释，让外地朋友对田东拥有更新鲜
更深刻的印记。我在思考，在努力寻找。

神奇的北回归线
那天，一位精通天文地理的教授朋友，提醒

我从宇宙星球的宏观视角来审视田东。他指着
世界地图告诉我：这里，有一条奇特的线，穿越
你的家乡田东。

地图上，哪里来的神奇线？看到我一脸茫
然，教授接着解释道：从经度与纬度来看，田东
地处东经106°53＇－107°26＇，北纬23°16＇－
24°01＇，这就正好处在北回归线上。

记得高中学过地理，知道北回归线是地球
上一条非常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是指太阳光线
能够直射在地球上最北的界线，大约在北纬23°
26′ 的地方，是一条很奇特的线，是北温带与热
带的分界线，北回归线以北就是北温带，北回归
线以南就是热带。北回归线经过地球上 16 个
国家和地区，其中多属沙漠和草原地带，如北非
的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沙漠，印度
巴基斯坦的塔尔沙漠，北美的墨西哥沙漠等等，
出现所谓“回归沙漠带”。唯有经过我国的地
区，却是另一番景象：森林茂密，雨量充沛，郁郁
葱葱，物产丰富，被称之为“神奇的回归绿带”。
北回归线自西向东穿过我国云南、广西、广东、
福建（海域）、台湾五省区。

田东，又恰好处在北回归线上，成为“神奇
的回归绿带”上一个闪光的地方。

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被形象地比喻为“太
阳转身的地方”。教授解释说：你们田东，恰好
就是处在这个“太阳转身的地方”。

我越听越兴奋，重复着这个诗意的表达：田
东，就在“太阳转身的地方”！

这是上苍对田东的眷顾和恩赐。我也终于
明白，田东这样独特的地理优势，是她发展的动
因与效能，就如右江水一样生生不灭，长流不
息，一路向东，奔向大海 ……

太阳转身的地方
在太阳转身的地方，田东特产丰富、物华天

宝 —— 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年均日照时数
1869 小时，年均气温 21.9°C，无霜期长达 362
天，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1167毫米，适宜亚热
带作物生长。所以，才孕育出了神奇的“田东八
香”：香芒、香蕉、香蔗、香米、香油、香猪、香鸭、
香妹子……

在太阳转身的地方，田东历史悠久、光辉灿
烂 —— 挖掘出土 193 万年前古人类牙齿化石
和 80.3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石斧，还有广西最
古老的铜鼓，还有高岭坡遗址的众多文物……

在太阳转身的地方，田东人民也自带光
芒 —— 当年追随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闹革

命，创立右江红色根据地；现在四十多万田东各
族儿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又接续奋斗，打赢了
脱贫攻坚的大硬战，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
征程上，书写更加壮美的田东新篇章！

每个人和家乡都是相依相恋的存在，每个
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就是生你养你的家乡。

家乡，总是给人无比的亲切。人离家乡越
远，心离家乡越近，乡音、乡情、乡愁，对于每一
个游子，都是深入骨髓的，都牵动到每一根神
经，牵动人世间的泪水与感动。

家乡田东，就是这样牵动着我，每日，每
夜。因为家乡，意味着心灵的寄托和归宿；有了
这些，我们便有了美好、幸福和希望；有了这些，
我们便有了家。没有感动，我们就没有故乡，没
有故乡，我们就没有温暖的家。

现在，如果有外地朋友问我：田东在哪里？
那么，我会响亮地回答：田东，就在太阳转身的
地方！

那里有阳光烤过的美酒，点点滴滴温热到
了心头；那里有太阳和月亮都陶醉的山歌 ......
太阳转身的地方，既炽热也清凉，既柔情又爽
朗，总之，田东就是这么“神奇又美丽”！

【作者简介】林超俊，广西田东人。现任广
西文联秘书长，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系广西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我习惯来到菜市与一位卖西红柿的老者闲
谈，因为他是我的半个老乡。他是田阳人，我是
平果人，我们都喜欢把右江河谷在外地的人称
为“老乡。”

老者来西林已有几十年，靠种菜和贩菜为
生。他喜欢卖西红柿，因为西红柿不容易烂，存
放时间较长。他见我来到的时候，就笑呵呵对
我说：“侄子呀，我留圣女果等你。”于是从菜台
底下拿出红亮的圣女果给我，然后，给我讲起圣
女果的由来。他说，很久以前，有一天汉武帝突
然病倒，御医们无法找出病因，又不敢贸然用
药。圣是皇后的侍女，一日，她在花园中打扫
时，突然看到草丛中有只小白兔，于是，她跟着
兔子一路追，一直跑到了花园深处。这时，她的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株植物，长得很矮上面结着
一颗颗果实，颜色火红火红，透亮透亮的。圣从
没见过这种果实，就连忙摘下拿给皇后看。皇
后也不认识，于是便请教御医们，可是也没人知
道这是何物。正当大家猜测这是啥东西时，这
颗红彤彤的果实却化为一缕青烟飘进汉武帝的
寝宫。神奇的是，皇帝的病竟然没几天就完全
好了。更为神奇的是，转年花园里结满了这种
红色的果实，汉武帝就给这果实命名为“圣女
果”。

听他讲完故事，我对圣女果产生了很大的
兴趣，心想有一天，能够亲自到田里去采摘圣女

果那该多好！
去年初冬的一天，我和西林县人民法院到

百色开庭办案。于是我打电话给文友凌秀香，
她听说我在百色，就急切地说：“想吃圣女果的
话赶快下田阳来，圣女果接近采摘的尾声了。”

认识凌秀香是在2010年的一天，一个名叫
“香草”的网友添加我的 QQ，几经聊谈，才知道
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在《右江日报》和

《百色早报》发表文章。我和香草很快成为无话
不说的好朋友，我们聊文学，聊写作，聊生活。
让我惊讶的是凌秀香竟然对壮文感兴趣，当她
知道我早年学过壮文后，囔囔说要拜我为师。
我是学过壮文，但后来丢荒了。

后来凌秀香自学起壮文来，她进步很快，不
久就有习作在《广西民族报》和《三月三》的壮文
版发表。受她影响，我重拾起壮文来，开始壮文
写作。从此，我们俩又多了一个共同话题。
2018 年凌秀香成为《广西民族报》壮文版的签
约作家之一，我真心为她高兴同时也很羡慕，因
此，心里暗暗下决心：努力再努力，争取加入签
约队伍。功夫不负有心人，2022年我如愿以偿
荣幸地加入了《广西民族报》壮文版的签约队
伍。

和我一起去田阳的是我们那劳文学社的四
个社员。从百色出发，车驶上百色大道，沿途有
六塘工业区，大小工厂林立道路两旁横向远方
延伸；五塘、四塘为百东新区域，新楼盘，新学
校，新医院等在这相继落成并使用；百色矿务局
在三塘建有新公司，这里有百矿的办公楼，创
库、料场、地磅等；二塘有新山铝业，是百色银海
铝业的分公司；头塘道路两旁是一马平川的田
野，此时的田里全是红艳艳的圣女果。沿途的
交通、工业、农业彰显着右江河谷平原区的繁荣
昌盛，让我们这些从山区小县城来的人叹为观
止。

凌秀香的娘家就在头塘镇。循着导航，我
们来到那雷屯路口，凌秀香已早早在那等候。

她头戴一个太阳帽，身上套着一张做工的长款
围裙，这是去摘果的装扮，见到我们她笑得一脸
灿烂。

这个屯，楼房林立，多数已经装修成典型的
乡村“小别墅”，别墅门口停有小车，小车进农户
在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凌秀香娘家门前
是个晒场，我们下车后，目光不约而同地都往不
远处的山坡投去，山上是郁郁葱葱的芒果林；山
脚下有两条铁轨，架在高空的是动车铁轨，卧在
地面的是绿皮火车铁轨；村庄到山脚下之间有
一条公路，那是省道公路，路的一边是丘陵，丘
陵被芒果树严严实实地覆盖着；路的另一边是
田野，田野一直延伸到县城，在这可以看到县城
挤挤挨挨的大厦，各个村庄镶嵌在田野中，此时
的田里挂满红艳艳的圣女果。这一带地势宽
阔，一马平川，远景、近景构成一幅小康景象。

凌秀香娘家房屋是一座双开间两层半的钢
筋混凝土楼房，外面没有装修，里面却装修得十
分别致。秀香的老父亲坐在门口晒太阳，他因脑
梗，导致耳聋、说话吐字不清，他努力站起来一一
和我们握手。我们进屋后，一位老妇拄着“C”形
拐杖从房间里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她行走缓慢，
很吃力的样子，右腿几乎是拖着地移动。秀香
说，这是她的母亲，平时多是卧床的，听说我们
远道而来，一定要出来和我们打声招呼。

看到此景，我不由记起秀香曾经跟我说过，
成家的时候，双方父母没能力给任何资助，夫妻
俩白手起家，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直到中年才
在县城买得房，买得车，算是在县城落脚了。而
此时，家婆病瘫，她把家公家婆接到县城来一起
吃住，家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秀香一头忙上
班，一头忙伺候老人，苦不堪言，可她没一句怨
言。三年后家婆去世，没多久，家公也走了。不
久，凌秀香也退休了。

可是她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她的父母双
双病倒，需要人照顾。哥哥要上班，嫂子要带
孙，照顾两老的重担又压在香草肩上，所以她不

得不回娘家照顾两老。
今日见她憔悴的面容，白头发比黑头发多，

令我心疼。在我握住秀香妈妈的手时，我说您
有个孝顺的女儿，老人家连连点头。

田阳的两位文友斜阳和淑秀也从县城赶来
和我们见面，秀香安排他们两人在家煮饭。

“快，快，我们快去摘果，不然时间来不及
了，你们还要赶下午的会议呢。”秀香催促道。

我们欢呼雀跃向田野奔去。哗哗！整片田
野一片通红，一串串圣女果像一个个小灯笼挂在
竹架上，透红而晶亮，我们手忙脚乱地采摘圣女
果。和我们一起摘圣女果的大婶说，现在是尾声
了，价格很低，都懒得摘了，价钱高的时候，越摘
越来劲，都不晓得累。我问，这田一直都种圣女
果吗？大婶说，开春我们已经种一道水稻，收谷
了才种圣女果，一亩田一年收入2万多元。收入
不错啊，我说，这里的农村很富裕。大婶说，富裕
谈不上，日子一般般，芒果和圣女果是我们这里
的两大产业，丰收那是肯定的，就是价钱不定，有
的年份价钱高，果农们笑得合不拢嘴，价钱低的
年份，本钱都回不来，大家哭都没眼泪。

等我们摘果回来，一桌香喷喷的菜已经摆
在我们面前。吃饭间，斜阳唱起了山歌：

伟哥光临秀香家，
斜阳一同招待他。
露出一手好手艺，
大家夸我顶呱呱。

伟哥今天到田阳，
接待宴席在头塘。
我唱山歌添气氛，
大家一起把菜尝。
优美的歌声使每个人都心潮彭拜，场面非

常热烈。我不由回敬一首山歌：
田阳歌手是斜阳，
一路唱歌到头塘。
自带牛肉和烧烤，
还有猪皮和粉肠。
歌声阵阵，茶水飘香，我们围在圆圆的桌

边，此时虽已是初冬，一点寒意都没有。火红的
圣女果摆在桌上，阳光斜斜从大门射进来，圣女
果反映红光到每个人的脸颊上，更映红了香草
和大家的心。

【作者简介】 黄志伟，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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