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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皎天上月，圆圆中秋节。
中秋节，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极富诗意的节日。
中国文人写中秋诗词的有许多，也

不乏佳作名篇。我们记得李白的“明月出
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记得王
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
秋暝》），记得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
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春江花月夜》），
记得冯梦龙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
秋分外明”（《醒世恒言》）……可是，有多
少人能记得这些名句前面是什么，后面
又是什么？然而，苏轼的《水调歌头》却大
不同。但凡读过几年书的人，都能全篇脱
口而出。词中名句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成
为习惯话语，运用自如。对于苏词，宋代
诗歌评论家胡仔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

“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皆
废 。”（《苕 溪 渔 隐 丛 话》）熙 宁 九 年

（1076），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
守，不能和亲人团聚，就连在齐州（今山
东济南）为官的弟弟苏辙，也已经七年没
见面了。中秋之夜，朗月清辉，苏轼饮酒，
心潮起伏。面对一轮明月，乘着酒兴，挥
毫泼墨，一气呵成了这首《水调歌头》中
秋词。

苏轼的中秋词开篇之始，就横空出
世，举杯望月，疑问连连：这一轮皎洁明
月什么时候开始悬挂天际？那晶莹剔透
的月宫仙境今夜是什么日子？词人心驰
神往，希望能乘风而上，飞到天宫仙境
去。可在那琼楼玉宇之中，又该会是怎样
的寂寞孤寒啊！仙境固然美好，人间又何
尝逊色？月光之下迎风起舞，清影徘徊，
不也像天宫里一样飘然自得吗？其实，天
上恰如人间，同样不能圆满，那里也只是
一种有缺陷的美好，说不定天宫仙境里
的人此时正在向往着我们人间呢！苏轼
通过这样的矛盾和思索，肯定了社会现
实，表现出对人生的眷恋。

夜已深，月光悄然移转，映在朱红的

阁楼上，低低地射入雕花的门窗，照着窗
下无眠的人。词人痴问明月：你并不会像
人一样为情所苦，可为什么偏要在人们
离别的时候团圆，挑动离人的满腹愁思？
人生离合就像月亮的盈亏，是永远无法
改变、无以弥补的缺憾。词人并没有在现
实中消沉，而是以旷达超脱的心态和积
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深情祝愿：只要人长
在，纵然千里阻隔，也能共赏同一轮明
月；心意相通，恍如咫尺相依，不也是值
得欣慰的吗？

我最喜欢读的苏轼诗词，除了《念奴
娇·赤壁怀古》之外，就是这首《水调歌
头·明月几时有》了。这主要是因为它能
够比较充分而恰当表达我的思想、我的
情感、我的心声。屈指算来，迄今为止，我
记忆中度过的中秋节已经超过一甲子。
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过中秋节，其心
境、其情绪、其感受，自是不尽相同的。不
过，我几乎都能在苏轼的中秋词里找到
相类似的情境对应，大概率的心灵契合，
从而引起我在思想上、感情上的强烈共
鸣。

苏轼的中秋词，常常让我忆起往昔
的中秋节。父亲佝偻着身躯在田间劳作
的背影还那样清晰，母亲一双小脚蹒跚
而行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他们喊叫我
名字的声音似乎又回响在耳畔。“无可奈
何花落去”，尘世间已再也找不见他们的
身影了，只有泪水奔涌……记得儿时在
村里，每年八月十五，都是秋收种麦时
节，地里的农活又多又杂。大人们从地里
回来，匆匆地吃过晚饭，圆圆的月亮已经
爬上了树梢，清澄皎洁的月光照在院子
里，树影婆娑，银辉满地。父母亲把小方
桌抬到院子中间，我和哥哥欢快地跑来
跑去帮着拿东西。小方桌上摆了一碟盛
好的月饼，一颗圆溜溜的大西瓜，一盘自
家树上摘下的秋红果。然后，我们兄弟俩
谦恭乖巧地跟在大人的身后，焚香、叩
头，祭拜月神。农家的日子清贫、简单，中

秋节能吃上一块月饼，一顿肉馅包子，便
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如今多少年过
去了，过节的那股兴奋、快乐劲儿还留在
记忆里，那月饼的甜，那秋果的香，那西
瓜的爽，也都还萦绕在我心头。尔后，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走出家门，离别父母，
到外村、外地求学读书。在学校食堂就餐
时有一块月饼吃，这才记起了一年一度
的中秋节。至于赏月呀，团圆呀什么的，
索性情致全无，显得乏味。这一时期，除
了想家，想父母，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
的认知与感受，几乎是缺失的。只知道父
母健在，明月常有。再后来，我参加工作
了，也成家了，爱人孩子在农村老家跟父
母一起生活，我只身一人在省城太原工
作。那时，每年中秋节都不能回家，一年
仅有的二十天探亲假，我需要安排在夏
收和春节分开使用。中秋之际，同事们都
在家里和亲人团聚，自己和机关为数不
多的几个人一样，待在各自的房间（办公
室兼宿舍）里心绪茫茫，无所事事。此时
此刻，我才感觉到自己仿佛和苏轼一样，
与亲人分隔两地，内心是多么的凄楚、孤
苦和落寞啊，只能对着一轮明月默默地
诉说着太多难言的惆怅与思念。中秋之
夜，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斜映在床头，让
人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这时候，我
才前所未有地感知到了“转朱阁，低绮
户，照无眠”的深邃意境，也才真真切切
地体悟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的哲理情思。这样的中
秋节，过了近十年，直到我调回运城工作
才结束。我终于能够在每年中秋节和家
人团聚了。只可惜这样“月儿圆，人团圆”
的好日子并未能持久，年迈体衰的父母
亲在短短的数年之内先后无疾而终，永
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双亲走了，我头顶
上的那片天不在了，那种无法诉说的悲
戚与忧伤让我不敢回眸。此后的每个中
秋节，我便只能和妻子儿女在一起了。可
我总是无法忘却对于父母的思念，总在

想着天堂里有没有月圆月缺，有没有他
们的“中秋节”？父母亲在天堂里能不能
吃到又圆又甜的月饼，能不能像尘世间
的我们一样守望着他们的儿女，思念着
自己再也看不见的一脉血亲？我多么想
和父母再度相聚中秋，一起吃月饼、赏
月，看他们慈祥的容颜，听他们熟悉的声
音！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如今，儿女早
已成家立业，另住他处，聚少离多；我也
是华发满头，正在无情的时光中渐渐老
去。我何尝不知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
有悲欢离合？苏轼一句“此事古难全”，算
是说透了自然之规律，人生之常态，不由
得使人感慨万千啊！

苏轼的 《水调歌头》 中秋词之所以
深入人心，就在于它让我们悟到：人要
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当然，还要想得
透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而
今，我却要说：明月时常有。有在天
上，有在心中！

明月时常有，对精神追求者来说，
给出了一种情绪上的化解、情感上的升
华。明月有时有，有时没有。有，固然
美好，没有，也未必不完美。只要我们有
展望明天的信念，有拥抱未来的胸怀，总
会等到“团圆”的那一天，“圆满”的那一
刻。其实，“团圆”也好，“圆满”也罢，只是
人们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美好的憧
憬、曼妙的联想而已。一轮满月，可以联
想到人应具有高洁、清远、磊落的精神品
质；可以联想到人所期望和谐、仁爱与自
由的幸福生活……

明月时常有，对有情人来说，只要爱
也深，情也真，不仅在星空晴朗时能仰望
明月，即使夜空阴云密布，抑或细雨纷
飞，也自会有“明月”相伴。在他们心中，
一轮“明月”时常有，时时刻刻都会有，任
凭风云变幻、山重水复，都无法遮挡和阻
隔。

癸卯中秋在即，这个诗意的节日，依
然会是一轮圆月，满地清辉。当我们沐浴
在皎洁明亮的月光下，会想到些什么？想
到苏轼和他的《水调歌头》中秋词？想到

“千里共婵娟”的一脉温情？想到“但愿人
长久”的美好期盼？也许都有吧！那就让
我们在这美好时刻，遥对明月，共诉心
声：祈愿每个人都珍惜所拥有的每一天，
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年年月长圆，岁岁
人圆满！

明 月 时 常 有
■景重清

“皓月当空忆中秋，小饼如酥甜
香糯。最是一年情深处，月重影映玉
盘馐。”想着中秋，对月凝眸，不觉然
吟诗念母，继而口生津液，倍加想念
母亲手工小饼之味——那是母爱的
味道。

母亲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小饼，
香酥软糯，伴我度过一个个幸福的中
秋。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聪慧的母
亲就自创美食，满足我们的口福。每
逢中秋节，母亲总是先用油水和面。
面也不是纯白面，那时生活还不富
裕，但家里是不缺玉米高粱面的，母
亲就按照一定的比例和成面团。再把
花生捣成花生碎，炒熟生香，掺上红
豆沙和冰糖，或者把芝麻掺红糖炒成
焦酥松软状。然后把面块分割成许多
个小面团，搓成条状，切成鸡蛋大小
的剂儿，团成圆后按下一个坑洞，用
勺子加入调制好的饼馅，再捏合成一
个整体，团成圆状按扁平，一轮轮小
圆月就初具雏形。最后上锅蒸熟，再
在平底锅里煎成两面金黄。

童年的记忆里，有一种幸福，是
小饼伴月度中秋。吃过晚饭，一家人
围坐在院子里，一边吃着盘中小饼，
满口酥香，一边望着天上皎洁的明
月，满心欢喜敞亮。母亲还指着夜空，
让我们观银河，寻北斗，并给我们讲
嫦娥奔月及玉兔捣药的神话。人有情
月有意，再看这一大一小两相映月，
颇具诗情画意。于是，中秋月于我，美
得玄妙，美得无与伦比。我在这样的
画面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也享受着
母亲无私的关爱和温暖。那时生活节
奏很慢，慢得我们足够温暖，也足够
枕着幸福慢品岁月。

如今，生活节奏变快，各式各样
的月饼如同快餐，在中秋漫天席卷。

“稻香村”“悠享时”“龙笙月舞”“大唐
令”等月饼层出不穷。再看饼馅，更是
五花八门，莲蓉味、椰子味、西瓜味、
草莓味、玫瑰味，还有老式五仁的和
五香肉馅的，等等，让人眼花缭乱，不
知如何选择。在丰富物质生活席卷
下，母亲的简易小饼早已“下岗”，取
而代之的是我们姊妹几个拼着花样，
买了许多珍稀物品，来满足母亲的口
福。邻居曾打趣母亲：“还是你有福，
女儿多，晚年吃喝不愁，逢年过节聚
着热闹，真让人羡慕！”母亲听得心生
欢喜，便拿了许多果品与邻居分享，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这是大妮买
的，那是二妞办的，三女儿是网购
的……”言辞间都是养女儿的自豪。
殊不知，她当年受过多少委屈，咽下
多少苦难。看着母亲吃月饼的香甜
味，我也情不自禁地品尝起各色月
饼，细品之下，总觉得月饼里少点什
么。少了点什么呢？我看着母亲幸福
的样子，恍然梦醒：如今的月饼里什
么味都有，唯独缺少了母亲的味道。
想当年，母亲亲手制作的小饼酥软香
甜，吃起来暖暖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那种儿时月饼的味道是任何时候任
何高档月饼都替代不了的，那种母亲
的味道已然根植于我心底，丝丝缕缕
萦绕心头。

苏轼笔下的“小饼如嚼月，中有
酥和饴”，又何尝不是母亲手工小饼
的真实写照？月圆明镜里，我仿佛看
见了岁月里的母亲忙碌的身影，那平
凡的母爱融入小饼，如醉如酥，让我
思念到永久。

小 饼 如 酥
■王秀兰

我在城里，有一个书斋，觉得环
境有点喧闹，静心不下，时常隔三差
五地爱回到乡下老屋，那里也有新盖
的房子，一应的水电设施齐全。乡下
空气清新，非常适合我这样的心态，
这也算是一种独处吧。一年四季，我
更喜欢秋季，自己独坐屋内，或是月
光如水之夜，或是秋风秋雨声声，心
绪反而宁静了下来，竟然觉得有着这
样那样趣味横生来。

时序中秋，我在乡下小住，月光
透过纱帘，照到屋内，睡意全无，往往
能坐到夜半。院子里不时传来秋虫的
鸣声，那应该是正在开着无休无止的
音乐会，而且显然是轻音乐的合奏
曲，既有脆亮的声响，也有喑哑的沉
音，然而听起来都觉舒心悦耳。特别
是那种喑哑之音似有似无时断时续，
竟然触动了我的灵感。那是一种似曾
熟识的音调，我于是在脑海里寻找，
这不就是儿时农村月夜看戏归来路
上的那种感觉吗？那时去韩阳镇戏台
看戏，还要翻过铁路，走上三里多地。
小孩子怕散戏后人流拥挤，不等煞
戏，便约上三两个伙伴先出来。回家
的路上，踩着月光，还停停站站，听听
那咿咿呀呀、隐隐约约、断断续续的
音调花腔。这种听来的戏，比在剧场
于嘈杂声中听着台上的演唱，看着花
里胡哨的武打，另有一番风味。想到
这里，于是我打开了“随身听”。孩子
为了我在乡下小住不致寂寞，知道我
平时爱听蒲剧音乐，给弄了这个玩
意，随身带着方便。回乡时，我请人给
下载了一些蒲剧剧目。在乡下，一个
人静心写写毛笔字，打打电脑搞点小
文章，再坐下来就是听听音乐，欣赏
蒲剧。然而也多是高腔高调地放唱，
觉得得劲解闷。这次受到这秋虫合奏
音乐会的启发，我试着将录放机的音
量调小再调小，直到有了那种隐隐约
约的效果，听起来也真曼妙。我追求
的正是儿时踏月路上回望剧场的那
种情境，于是又想到鲁迅先生《社戏》
里写的，归来路上，月光格外皎洁，回
望戏台，又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
被红霞罩着；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
笛，很悠扬。就是这种感觉，还有那种
音腔高调，听起来又似空中缭绕的轻
烟，似有似无，时断时续。这好似一种
天籁之音，缥缈得如同仙乐，那绝对
能使你心静如水，杂念全无。这样品
味下去，竟然引发了我对儿时看戏的
深度回想，钩沉记忆中，往事许多细
节都还能记得起来，这样就又成了一
篇令人心痴心醉的完整故事。

儿时，农村文化娱乐很觉单调，
农闲时节就是看戏。我们的家乡，是
有名的蒲剧之乡，历史上出了个蒲剧
泰斗式的人物，即蒲剧名伶祁彦子，
艺名彦子红。他是晚清时期的人物，
关于他艺术生涯的文化发掘，近年显
得非常热络。至于他的传说，民间讲
得很多。他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曾
经唱红北京，惊动朝廷，得到老佛爷
慈禧太后的青睐，下了懿旨，给了皇

绳，从而在韩阳划地，费时七年建成
了梨园会馆。这是艺人的乐园，也是
门生的艺校，正式名字叫学文庙，人
们念作合味庙。然而却不能满足当地
看戏的百姓需求，于是地方又在合味
庙前临街处再建了个大大的戏园子，
一直也没有个正式雅名，人们就习惯
地称它为“前庙”。剧院名字也就这么
传了下来，剧场应该能容得下千百
人。农闲时节看戏，妇女老太老头们
总是早早地自带板凳先去占座，晚去
的往往是大男人们。男人们多是站在
东西两旁，因为舞台是坐南朝北。我
还记得儿时初次看戏的那会，还是骑
在大人的肩膀上，稍大点时，大人们
把我们这些“小毛猴”硬是塞到戏台
上面的边角上，虽然是侧着身子看，
但是看得清楚。再后来成了大孩子，
自己就只能在大人窝子里乱挤乱闯。
戏往往演到高潮时，人潮涌动如同波
浪，朝着中间台前涌去，随着喝彩声
后又如退潮似的被挤了回去。这也就
苦了我们这些不大不小的孩子，往往
是视角被大人们的身影遮挡着，看戏
看了个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不过毕
竟还是有了一定的记忆和思考，加上
从大人们聊天不时得来的补充，总还
能说出个大致的故事梗概。也就这
样，从儿时起，我对蒲剧音乐慢慢养
成了一种爱好。至今回忆起来，许多
剧目和情节都还能说得起来。

再后来我进了县城中学，从此就
少了儿时的那种境遇，然而从小养成
的那种对蒲剧的欣赏，特别是对《西
厢记》故事这类古典名剧的文学爱好
更是优渥有加。只记得假期回乡，恰
逢在普救寺下的花园（村）剧场上演
王秀兰出场的《西厢记》，我随着村里
的老年人为看名旦演出，在月亮地里
打来回，路途三十里，兴致不减。后来
我对《西厢记》的故事还初试研究，那
时普救寺还在荒废之中，唯有一座莺
莺高塔和三佛洞里的残存佛像。大约
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独自到那里
采访，回来写了篇《深秋时节访普救
寺》的散文，其中有句，“千百年来，

《西厢记》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对这
个故事领会得出神入化的莫过于世
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了……每
当这里演出专场的《西厢记》，全国剧
协理事、著名蒲剧花旦王秀兰出场，
舞台下面总是人山人海的。有许多
戏迷，你能演出多少场，他准能看上
多少场”。我说的是实情，其中就包
括我们村几个老者。那次到普救寺
坡底看戏，陪伴着这些老者，听着他
们的随意剧评，确是被他们的议论征
服了。

那也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月
照归途，秋风送爽，一边听着他们的
剧评，一边仿佛不时还有那断断续
续、隐隐约约、咿咿呀呀的音乐和唱
腔声调在耳边回荡。今夜月光穿过门
帘，我在微妙的体味中似觉把远去数
十年前学子的真切感受也容纳了进
来。

秋 夜 月 明秋 夜 月 明
■祁世坤

鹳 雀 楼鹳 雀 楼 舜 耕 历 山舜 耕 历 山 （（国画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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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层底在我们芮城农村被叫作“驴
脸鞋”。我不知它为何就得了这么个名
字。细想来，黑布条绒，犹如驴皮，鞋身瘦
长，恰似驴脸，鞋口长方，阔似驴嘴，加上
前脸左右的两块黑色“松紧皮”形似驴
眼，活脱脱一张瞪眼嘶鸣的驴脸。如此有
趣，不叫“驴脸鞋”又叫什么？

“驴脸鞋”，可以说是我们“70 后”农
村娃的标配。从蹒跚学步开始，到蹦蹦跳
跳上学堂，再到健步如飞当少年，村南沟
里拾地软，峁上峁下挖远志，爬到树上捉
鸟雀，又怎能少了这结实耐穿的“驴脸
鞋”？

说到“驴脸鞋”，首先想到的是启蒙
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几本书籍——卧在妈
妈针线筐里的《水浒传》，藏在两只大红
箱子夹缝里的《岳飞传》，沉睡在竹席下
面的《吕梁英雄传》……每每翻开这些发
黄残缺的书籍，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些
大大小小用纸剪的鞋样，有报纸、牛皮
纸、挂历、杂志封面、白纸、作业本等，式
样有男式、女式鞋面的，大人、小孩鞋底
的。这些泛黄的鞋样，一下子打开了我岁
月的记忆……

新年还没过完，房檐上的冰还未融
化，母亲趁着正月里的大好时光，开始张
罗着给全家人做单鞋。做“驴脸鞋”工程
浩大，程序复杂，耗时较长，费布、费线、
费针、费手，还费眼，一双鞋最快也要四
五天时间。

做“驴脸鞋”的第一步俗称“打袼褙”
“打布壳”，但在我们村叫“抿谷子”。对于
为什么又叫“抿谷子”，据我猜想，应该是

“打袼褙”或者“打布壳”时，用的糨糊是
锅里的谷米汤。选一个晴好的日子，阳光
灿烂，妈邀上隔壁的岚妈、村西的玉兰嫂
子几个妇女说说笑笑地把家里的门板或
者吃饭用的低桌抬到院子正中央，就在
三个女人一台戏叽叽喳喳热闹中，抹糨
糊的抹糨糊，铺底衬的铺底衬，裁剪布片
的剪布片。随着糨糊在底衬上被均匀地
抹平，平时积攒的旧布片一块块紧挨着
被粘上，一层压一层，足有七八层。然后
把粘了铺衬的门板或者桌子放到南墙根
的太阳底下烤晒，晒干了，那嘎巴作响有
厚度的铺衬片就叫“谷子”。

“谷子”一旦做好，做“驴脸鞋”的“工

程”才算正式打响。妈把鞋样用线缝在
“谷子”上，照着鞋样剪出需要的形状来，
鞋帮薄一些，那些预备好的薄“谷子”剪
一份就够了。剪好鞋帮的“谷子”，粘上条
绒或花布的鞋面，后跟对接好以后，把所
有的边沿用黑布条或是白布条绲边。鞋
底较厚，要剪四五个才行。做鞋底的“谷
子”，每层外圈都用白布围上，看起来很
漂亮。因为围起来要转圈，布回弯打褶，
所以掩进去的白布条是要隔不远就要剪
个豁口，避免粘的时候起棱。当四五层
粘好，最底层要用干净的白布粘一层晾
干，然后用棒槌在洗衣石上瓷实地捶上
几遍……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所有的“重型武
器”钳子、锥子、顶针、大号缝衣针都要派
上用场……油灯摇曳着温暖的光芒，我
们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妈盘腿炕上舞清
影——锥子用拇指食指紧紧捏着，针带
着线绳搭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一锥子扎
下去拔出来，顶针推针，针带绳走，用手
拽绳，使劲穿过。如果紧密，还得动用钳
子夹住针尖一侧，拔针抽绳，末了，再用

“锥子把”绕绳几圈使劲一抻。扎不动的
时候，就用锥子轻蹭头皮，左手鞋底右手
针线，来来往往，如鱼儿在穿梭，似蝴蝶
在飞舞……

白白的千层底纹路错落有致，黑黑
的鞋面鞋帮不事雕琢，黑白相间，兼容软
和、舒适和轻便，充满着个性与灵气，俨
然就是一件民间工艺品。从剪鞋底、纳鞋
底到按帮、楦鞋，这样一双量脚定做的

“驴脸鞋”，不知道纳进了妈多少不眠之
夜的点点星光，不知道刺破了妈食指多
少点滴鲜血，不知染红了多少黎明前的
黑暗……

“来，试鞋喽！”听着妈的呼唤，我们

激动得像雀儿一样飞过去，找来报纸铺
在 地 上 ，脱 掉 旧 鞋 ，才 开 始 试 穿 新 鞋 。

“妈，夹脚，疼得。”母亲接过我脱下的鞋，
将擀面杖伸进鞋里，用力往前顶，再穿上
时，妈就让在地上，蹦蹦跳跳，不知什么
时候就不那么紧了，一天下来，就非常贴
合脚部曲线了。

走在巷道，男男女女清一色的“驴脸
鞋”。再仔细一瞧，大都是光着脚穿着鞋。
要说是习惯了，可能是穷惯了，小时候曾
听过一个坊间笑谈，只要你不穿袜子，老
乡就会问：你可是斜口人？那时候，斜口
人是不是不穿袜子，或者为什么不穿袜
子，我没有亲自去考证，因为我自小就是

“农民赤脚队”的一分子，没有颜面也没
有时间去做这一件事。但，从我初中同学
斜口人刘占伟来看，“驴脸鞋”永远干净
有形，关键是确实穿着袜子，而且衣着大
方，穿戴整齐，每每站在出操的队列中，

“半个县城人”的优势，总能压出我一头
来……

那时的农家汉，一年四季离不开“驴
脸鞋”，下地干活穿，上街赶集穿，走亲访
友穿，逢年过节穿……那时乡村的路，是
确确实实的“水泥路”，晴天土飞扬，一脚
下去不见鞋；雨天烂泥塘，陷进泥坑找鞋
帮……农村条件苦，所以很费鞋！总记得

“修理地球”的父辈们一年四季没日没夜
地战斗在村北村南那几十亩地的主战场
上，无论是伏在犁上，在泥土浪花翻卷中
深一脚浅一脚的左冲右突，还是踩在木
耙上，随着驴马的加速度上下颠簸，一双

“ 驴 脸 鞋 ”始 终 经 受 着 劳 动 者 们 的“ 质

检”……每次看到父辈们劳作过后，三个
一伙、五个一群聚在田间地头，脱下“驴
脸鞋”倒一倒鞋内的积土，豪气干云地垫
在屁股下面，你谦我让中，很“阔气”地抽
一袋烟，满眼喜欢地看着征服大自然的
成果，好像嗅到了丰收的味道……至今
想来，如果没有母亲的“驴脸鞋”助力，父
辈们又如何声震天地地吆牛喝马、气势
雄壮开疆拓土？又如何踩着荆棘，犁开冻
硬的土地？又如何奋不顾身地犁出春天
碧绿的希望、夏天火热的成长、秋天金色
的收获、冬天满院子的收藏？！

要说父辈们费鞋，和我们这些农家
小子比起来，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常言
说得好：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然而，那时
的印象，吃都不算怎么一回事。总觉得无
论生活再苦，放学回家揭开锅一看，总
有母亲留下香喷喷的红薯和金灿灿的馒
头……然而，穿，确实难了些，真是

“半大小子，忙坏了娘亲”，再结实耐用
的“驴脸鞋”也经不住我们使劲折腾。
白天，背着馍馍到外村去求学；晚上，
又和小伙伴们一起背着杌子去看露天电
影，穿越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走过碎
石磨脚的沟沟涧涧，五里不嫌近，十里
不嫌远……每每放星期回家，不是在牛
圈里踩铁锨出牛粪，就是拉着架子车磨
着 鞋 底 去 送 粪 …… 特 别 是 1980 年 代 ，
由于 《少林寺》《霍元甲》 的热播，武
林风席卷全国，村东村西到处都是“嘿
嘿嘿、哈哈哈”的练武声，这些“武林高手
们”不是猴高猴低骑墙上房练轻功，就是
用脚踢木桩，用鞋踩青砖，学陈真的连环
腿，练少林武僧的铁脚功……就是在这
样的“霍霍”中，鞋一双双地费，鞋底一个
洞一个洞地破，鞋尖前部裂开，一个脚指
头一个脚指头地往外挤……“哟，你大
哥、二哥都出来啦！”随着旁人的奚落，红
脸的不仅是孩子，最尴尬的是母亲！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小路变大路，
大路成康庄，我们穿着各种各样的“高级
鞋”，走在形形色色的路上，但“驴脸鞋”
是怎么也忘不了也不敢忘的……

““ 驴 脸 鞋驴 脸 鞋 ””
■梁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