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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的思念
□ 吴炳桦

今夜 我独坐窗前
思念渗透所有的空间
在这黑白交错的光影中
轻轻铺开岁月的纸笺
袅袅升腾的墨香里
处处都是你曾经的笑脸

在窗前 我铺开思念的画卷
月色阑珊中 我开始想象
试图用最缠绵的诗句
醉饮思绪万千的孤单
灯影无力的摇曳里
总逃不脱你温柔的视线

今夜 新月高挂
如霜的月色撒在窗前
渐渐打湿枕边的诗绪
繁星相伴的岸边
还残留多少记忆的贝壳
让我一次次流连忘返

今夜
我只能端坐在窗前
在洁白的月色里静静的想你
直到所有的思念都凝成冰
凝成那美丽而晶莹的窗花
静默在红尘之外

寒冬念想高木屐
□ 王传元

“响咚咚，咯吱吱；人未到，声先至；
暖足宝，高木屐……”这是在苏北地区徐、
淮、盐、连、宿五市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
因寒思暖，不由想起记忆中儿时最好不过
的暖足鞋--高木屐。

高木屐是苏北特有的鞋产品，或者说
苏北是高木屐的发源地。高木屐是用一厘
米左右厚的木板 （以柳树为佳，木质细而
绵，耐腐耐用） 锯或削成鞋底形状作屐底，
屐底前中部和后中部各用一块高七八厘米，
厚四五厘米木块以铁钉或铁丝钉、拴于屐
底作屐足；再拿木钻在屐底边缘均匀打眼，
用苘、麻绳穿上作竖筋；然后用晒干的成
熟芦苇花一层一层紧勒密织编屐帮，一般
屐帮高十余厘米，最后编制成人们常见的
老棉鞋状收口定型成鞋；为防磨克脚脖还
常会在鞋口边缘蒙上一圈棉布。这便是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在苏北很流
行的传统高木屐。

几乎同时，高木屐还有一种派生产品，
苏北人叫作毛窝子。简言之，就是没有木
底、木足的芦苇花鞋。它用苘、麻作筋，
蒲草紧编作底，用苇花编成鞋帮，和高木

屐一样暖和。其唯一的不足是因为没有木
底、木足，蒲草直接着地，雨雪天易吸水
受潮；最大的好处是平稳，老人小孩穿着
不会跌倒。这是当时贫苦人家一无木板，
二无锯钻，只能启动自身智慧，因陋就简
取暖的结晶。

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后来
有人用各色布条、绒线和芦苇花混编木屐
屐帮或全部用布条、棉绒线编织屐帮；于
是，产生了花色高木屐。但说实话，花色
木屐好看而不中用，其暖和程度和吸潮能
力远不如传统的高木屐。

寒风啸啸，木屐声声。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每到立冬之后，苏北乡村男女老少大
多会穿上高木屐；尤其到冬至后冰雪盖地
时更为普遍，满眼皆是。此时的苏北乡
村，可谓从早到晚，木屐声声，颇为悦
耳动听。并非妄言，那时穿上高木屐双脚
的暖和程度胜于被窝，可与烤火盆媲美，
绝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款保暖鞋。有人
如做或买了一双新的高木屐还舍不得当
时穿，要留着过年前后穿上，权当一件节
日的盛装。

至于高木屐的由来，据史料记载和民
间传说，还有一个久远而动人的故事。春

秋时，有一个名叫介子推的大臣，跟随晋
国公子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在此期间介
子推曾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烤炙给重耳充饥，
并骗他说是麻雀的肉。后来看见介子推一
瘸一拐的走路，重耳方知他吃的是介子推
的肉，异常感动，多次说若能回国得势定
要重赏介子推。后来重耳果真回到晋国，
并做了国君，可他竟然一再疏忽了介子推，
介子推伤心之下，离开朝廷，隐居山林。
事后重耳多次差人去请介子推，都被他拒
绝。于是，重耳派人在介子推藏身的山林
放火，想以此办法逼迫介子推出山；没想
到介子推性情刚烈，宁死不愿出山，于是
他抱着大柳树烧死在山林里。晋文公听说
后悲痛万分，就用介子推抱着的那棵柳树
命人做了一双带足的木鞋，经常穿在脚上，
以木鞋走动的响声时刻提醒自己不忘曾经
患难与共的救命恩人介子推。这样经过历
史演变就有了后来的高木屐。顺便说一句，
这也是“足下”一词典故的由来。

往事俱往，今朝好看。如果您现在到
我的苏北老家走走，仍能看到有人穿着高
木屐在村头庄尾，在乡村小路上，在雪花
纷飞中悠闲自在地行走着。此番景象，稚
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大人这是啥？路过的、

外来的俊男靓女们见了颇感好奇，总要驻
足看看，侧耳听听，还有的人请求给他
（她） 穿着试试，踉踉跄跄，磕磕绊绊，煞
是好玩。

木屐声声穿越时光隧道，贫穷落后嬗
变殷实小康。时值隆冬，冰天雪地，笔者
晚上在空调室撰写此文，迨到午夜，双脚
还是冰冷，自然恋想木屐之情又平添几分，
或许是怀旧；或许是感恩，我小时家贫，
且肠胃一向不好，父亲听中医说，人要身
暖，先要足暖；于是父母为我做了两双高
木屐换着穿。如此之久，难免生出了木屐
情结。如今的人们有暖气、空调、地暖、
取暖器等许多取暖设备，但按经济学、环
保学的观念，这些取暖用品不但成本高花
费多，而且会对人造成伤害 （如空调病
等），并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可见，高木
屐是暖足用品中最廉价、最安全、最无害
的绿色环保产品；若有哪位高人施策能把
屐声留住，乡愁留住，能对渐行渐远的高
木屐加以鼎力开发创新，辅以深度宣传策
划，或可成为致富一方的新兴产业，也说
不定；或许暖中忆寒，甜中忆苦，能催生
出国人“福中不忘来时路”至诚的感恩之
心，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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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的心意
满天的飞落
洋洋洒洒、铺天盖地
一团团 千里送鹅毛地展姿
一粒粒 精英般地冲刺
一片片 晶莹着温暖的春思

落地 便贴近凡尘
秉持的旷达与素洁
只一步的印迹
绵延向消失
风骨凝聚进尘埃
心累到脚下
小的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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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贤

一夜风平喧嚣无，晨起窗外满眼白。
邻童欢呼罕见景，雪人鼻子插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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