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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是大良村的赶集日，来来往
往的人很多，两个中年女人在街上边
走边嘀咕着什么。甲说：“你听说了
吗？后街那个补鞋的瘸子娶媳妇了，
小媳妇长得可俊哩。”乙说：“真的吗？
这可是稀罕事。咱们队几个挺排场的
小伙30多岁了还打光棍，一个瘸子竟
娶了媳妇？”甲接着说：“你没听人说

‘有好汉没好妻，赖汉娶个花滴滴’。”
乙说：“也是也是，这世上的事真是说
不清。”

前面说的那个瘸子，住在大良村
东头，小名“缸”。他的右腿是因为小
时候淘气从树上摔下来把腿摔坏了，
当时也找医生看过，但没有啥效果，后
来因为缺钱没有再看就成了瘸子。看
着缸一天天长大，父母心里很着急。
有道是父母不能跟孩子一辈子，总得
让他学点手艺以后能自己顾住自己。
于是父母让他在家门口摆了个修鞋
摊，干起了修鞋匠这个行当。

其实父母给缸这样安排是很有道
理的，一是缸行走不灵便，鞋摊安在家
门口出来进去家人可以随时照应。二
来修鞋这个活好学，看看人家咋干的，
照葫芦画瓢就可以。再者不需要很多
本钱，无非是锤子、锥子、剪子、钉子，
另准备些旧皮碎布、针头线脑就能开
张，满打满算也花不了几个钱。缸这
个人虽然行走不灵便，但人很精明，也
很有人缘。他的鞋摊边经常摆有几个
小凳子，旁边放有那个年代很便宜的
香烟，他吸的同时也让别人吸。正因
如此，他的鞋摊不管有生意没生意，总
有几个人围在缸的身边闲喷。有的熟
人修了鞋没带钱，他也摆摆手让他们
拿走了。

2

有一天，邻村的一个闺女来修鞋，
当时天刚下过雨地面有点滑，鞋摊边
也没其他人。闺女坐的小凳子有点仄
楞，刚坐下就把她摔翻了。这下子可
把缸吓坏了，瘸着腿上前扶她吧不好

意思，喊几声又不见应答。缸有点急
了，凭着自己还学有点中医知识，掐着
她的人中又喊了几下。还好，那闺女
缓过气来。趁此机会，缸回家喊来他
妈把闺女扶回家休息，又喂她喝了杯
开水，那闺女才慢慢恢复到正常状态。

事情虽已过去了好多天，可缸的
心里还一直抹不去那个闺女的身影。
那天修鞋的闺女清醒后，缸把事情经
过简单地给她说了一遍。闺女的脸红
红的，有点害羞的样子，随口说了句谢
谢准备回家。因为是生人，缸也不便
挽留，陪人家一块走出家门，边走边
说：“今天都怪我把凳子放歪了，害得
你差点出了事。这样吧，反正你这鞋
是备用鞋不急着穿，放我这修好后你
再来拿，好吗？”闺女听后，有点不好意
思地说：“也好，过两天我再来拿吧。
今天这事是我不小心摔倒的，不能怪
你，还得谢谢你的及时帮助。”说罢主
动伸出手，和缸握了握手转身走了。
在握手的瞬间，缸的全身像电流通过
一样，有种麻麻的感觉。他想把这种
感觉留得长一点，以至于好几天都没
有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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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鞋的这个闺女姓赵，叫赵桃，她
住的村子和缸住的村子仅一沟之隔。
为了取鞋，她和缸又见了两次面。趁
着修鞋的机会，她和缸聊了不少年轻
人之间的话题。慢慢地，俩人聊的话
题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桃
的心里有那么一种萌动的感觉。有一
天，赵桃给妈妈说了她和缸的事。妈
妈是个开明人，知道桃的心事。但一
听说对象是个瘸子，妈妈发火了，头摇
得像拨浪鼓一样嚷嚷着说：“不行不
行，俺闺女嫁不出去咋的，嫁个瘸子让
人笑话一辈子。”但桃也有她自己的理
由。她说，古人说过，年轻女子的体肤
只要被男人碰过，命中注定就是人家
的人，不是常说人的命天管定吗，谁让
她碰上这个冤家哩。说罢赌气睡觉，
连饭也不吃了。就这样过了几天，妈
妈知道拗不过闺女，只好同意让男方
上门提亲。缸和赵桃的婚事就这样促
成了。

俩人结婚后，缸对赵桃很宠爱，夏
天给她扇扇子，冬天给她暖被窝。赵
桃让他打狗他不撵鸡，赵桃让他往东
他腿肚子朝西。赵桃对这桩婚事很
满意，心里暗自说：“尽管惹老妈生了
气，但也给自己争了气。”这时候，他
俩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村里正在发生
变化，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外出打工
的、做小生意的、种大棚菜的都在彰
显着各自本领想法挣钱，富起来的人
想更富，穷的人想努力变富，而缸则
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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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缸对赵桃说：“咱村就巴
掌大这么一块地方，也没有流动人口，
每天不死不活地守个鞋摊挣不了几个
钱，我看咱们一块去城里求发展吧。
一来你给我做个帮手，二来对我也有
个照应。”赵桃说：“你这样冒打冒撞咋
行，到个生地方吃喝拉撒睡都成问
题。”缸说：“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我
有个表弟在离咱这不远的C市工作，
他答应给咱找个集贸市场旁边的简易
房，你看可以不？”赵桃一听有亲戚帮
忙，也就答应下来。

说实话，在城里混只要有手艺肯
吃苦，挣钱可比农村快多了。这不，一
年工夫不到，夫妻俩除了房租，已经赚
了几千元。看着这些钞票，缸的心里
发生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

5

有一天，缸的鞋摊前来了一位修
鞋的顾客，穿着比较讲究，看样子像个
端公家饭碗的。他拿着一双皮鞋让缸
给他钉两个后掌。当时缸正忙着，地
上还放有几双待修的鞋子。缸对那个
人说：“我把前面这几双鞋修好再给你
修。你有事就先忙，个把小时就可以
了。”那个人放下鞋走了。当轮到给这
个人钉鞋掌时，缸的手往鞋里一掏，发
觉里面有东西，掏出来一看竟是一卷
百元大钞。他下意识往周边看看没有
人，就把钱往兜里一装继续忙活。那
个人来取鞋时也没问什么，付罢工钱
转身走了。

回到住处，缸拿着一把钱喜滋滋
地对赵桃说：“今天可是发财了，明天
你去商场买两身好衣服。这几年辛苦
你了，你也应该打扮打扮，嫁我个瘸
子，我不能亏待你。”赵桃问他这钱怎
么来的，缸就把今天的事一五一十都
给她说了。赵桃听后，一脸不快，有点
生气地说：“咱尽管是个修鞋匠，做生

意也应该讲诚信，不能吃这闷心食。
我看这样吧，人家如果来找，咱把钱如
数还给人家；如果不来找，咱把钱交给
警察，让警察想办法处理。”缸听了反
驳说：“现在还有几个像你这样直骨正
板的人。我一没偷他，二没讹他，自己
送上门的钱不要白不要。再说了，这
钱八成是私房钱。藏私房钱是对老婆
的不忠，我不给他也是对他的惩罚。”
就这样辩来辩去，缸始终不愿把钱交
出来，赵桃也拿他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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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过去不久，又有一件事让
赵桃觉得缸这个人变得越来越离谱
了。这天上午，两个人都在鞋摊上忙
活，赵桃在裁旧皮料，缸在砧架上钉鞋
掌。钉子嵌入鞋掌不长不短，因为长
了扎脚，短了拔不住鞋根，缸在这方面
总能把握得恰到好处，来他鞋摊修鞋
的人越来越多。

就在快收摊的时候，一个年轻人
骑着自行车过来，从车座后面拿出一
包用报纸裹着的东西丢在缸的面前，
说：“师傅，这是煤矿井下用的运输皮
带，是掌鞋最好的皮料，既耐磨又把
滑，你看着给点钱，我想换酒喝。”缸以
前见过别的鞋匠用这料掌鞋，真的很
好用，但不知道人家从哪弄的，今天看
见有人“送货上门”非常高兴，随手拿
了20元钱递给对方，说：“这东西不
赖，以后有门道的话多往我这送点，我
不会亏待你……”说到这，赵桃用脚踩
了一下缸的脚。缸知道什么意思，但
他没有理会。

回家的路上，赵桃责怪缸说：“这
种便宜咱不能占。不管新的旧的，都
是矿上的生产物资，人家单位追究下
来也跑不了你的责任。”缸哈哈一笑
说：“你太小心小胆了，这根本不算什
么事。再说了，人家鞋摊敢收，咱为
啥不能收。修鞋匠本身就是个辛苦
活，不在料上占点便宜挣不了钱。”赵
桃生气地说：“钱钱钱，就知道钱，我
看你是掉到钱眼里了。算了吧，我不
愿在这跟你丢人现眼的，我回老家
去，你一个人在这干吧。”缸听了，一
瞪眼地说：“你是嫌弃我了吧。那好，
你走，你走，永远不要回来。现在只
要有钱，哪里都能讨到老婆。”赵桃本
来说的是气话，一听缸说出这种狂
话，心里像砸下一块冰块彻底凉了。
她从三轮车上拿下自己的包，一溜风
似的走了。缸想追她，可腿瘸赶不
上，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在自己的视线
中消失……

□乔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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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有这样一种纤细的野草，丝丝缕缕，似青春少女的长发，又好像神

话故事里的龙须，只需要给一滴水、一丝阳光，它就能顽强地扎根于悬崖峭壁

上，或坚韧地深植在沟壑山峁旁。老辈人说，这就是人们司空见惯的龙须草。

□王保利

须
草

一

“聚集”龙须草，纯属偶然。那天，焦作文化
达人宋安平老师在一个文化群里@我——点一
下题，龙年就要登场了，焦作云台山红石峡的龙
须草可以写写。心里猛然一惊，在云台山人们
关注的是青山、碧水、白云，是那描摩不尽的旖
旎风光，谁关注过这野草啊？

这才回过神来谛视起龙须草。细细的龙须
草，还有许多好听的小名，有的叫羊胡子草，有
的叫灯芯草，还有的叫水灯花。它如蒲公英般
吹散在我国的南北西东，常生于岩石缝中或荒
坡草地。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龙须草
因适应能力强、根系发达、生长速度快，以孱弱
的身躯，扛起了荒山绿化、减少水土流失、保护
生态环境的大梁。

龙须草属于纤维植物，具有草长无节、拉力
强、易漂白等优点，它又担当起制造胶版印纸、
复印纸、钞票纸、人造丝棉以及编织各种美丽工
艺品的重任。可以说，它是目前唯一可以全部
代替树木造纸的草本植物。在许多地方，它又
被称为山草、蓑衣草、野席草，曾是农村居民生
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有的地方
还用龙须草加工成地毯出口，受国外市场青睐。

二

“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百姓一片心。阿哥
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这一句句歌谣，
真实记录了广大根据地人民与红军须臾不可分
离的血肉之情。这些草鞋，大多是龙须草编制
的，无不浸染龙须草的功劳。

据史料记载，仅1934年短短5个月时间，赣
南苏区的人民就编织出20多万双草鞋送给中央
红军。这一双双草鞋，就是一颗颗滚烫的心，映
射的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
鱼水之情。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我们革命的
道路，从井冈山起，就是用草鞋走出来的，这在
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们是穿草鞋闯出了一条
中国革命的路啊！”

曾在陕西旬阳龙头村见过村民打草鞋，用
的就是龙须草的长草。每年秋冬季节，从田地
里采来晒干，理成一捆一捆的。村民说，村里
周围的山上长着很多龙须草，长得旺、长得
长，采起来也很方便。现在，留在村子里耕地
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会打草鞋的更是屈指可
数。

“红军草鞋”，现已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它
不仅是当年千万红军战士艰苦跋涉、浴血奋战
的一个历史见证和象征，同时它也传递了在新
形势下，中国人民将永远继承革命前辈英勇战
斗、不怕牺牲的坚强决心。

草鞋，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身影并未远
去。不知怎地，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到龙须
草，我的脑际霎时就会闪现出草鞋，就会浮现出
红军长征穿着草鞋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它
让我懂得，在草鞋的背后，是共产党人没有过不
去的坎的信仰；它让我明白，编织草鞋的老百
姓，是战胜任何困难的擎天玉柱、架海金梁。

三

一把蒲扇一生情。不知道你的童年是否有
关于蒲扇的记忆？蒲扇那么一摇，夏天的炎热
仿佛就被赶跑了。

那年在浙江缙云旅行，看到一位老奶奶还
在坚持用龙须草编织蒲扇。缙云蒲扇闻名遐
迩，是用缙云特有的龙须草编织而成。龙须草
因其纤维细长、质韧，在缙云用途甚广，以前还
常被用于织席、做蓑衣、打绳索、做草鞋、造纸
等。

傍晚时分，夕阳正红，老奶奶一个人静静地
在四合院里编蒲扇。从交谈中我们得知，老奶
奶名叫卢爱月，今年88岁。卢奶奶告诉我们，这
个技艺自记事起便在耳濡目染下学会了，从垂
髫之年到耄耋之年。她说，只要自己还编得动
就不会停歇。

在缙云，龙须草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南朝
宋永初四年（423年），著名文学家谢灵运游览缙
云山后，在《游名山志》写道：“缙云山：凡此诸山
多龙须草以为攀龙而坠，化为草……”也就是
说，缙云山的龙须草，是非同一般的龙须草，而
是当年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在鼎湖峰下炼丹
得道后乘龙升天时，臣民攀援龙须相随，致使龙
须断掉坠落后变化而来。

夏至的早晨，我正在小区的竹林旁练太极
拳，只见一位60多岁的大姐搀扶着半身不遂
的丈夫在树荫下锻炼。大姐拿着一把蒲扇给
丈夫扇扇，尽管自己大汗淋漓，湿透了衣衫。
清风徐来，扇风送爽，感慨万千，心中充盈着
惬意。

四

龙须草，在编织等方面太过于优秀了，以至
于被人们忽略了它的药用价值。其实，龙须草
是一味非常有用的中药材，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龙须草的化学成分主要有粘霉酮、β-香树脂醇
和羊齿烯醇等，因此它作为中药材安全有效。
它不仅是农村老百姓治疗疾病的常见草药，也
是中医用来治疗疾病的重要中草药。

龙须草的药用功效，在众多医书中都有详
细记载，其中《中药大辞典》载：清热解毒，利尿，
止痛。治小便淋涩，黄水疮。《安徽药材》：利湿
热，散风火，止血。治痛风、鼻出血、血崩、咽痛、
耳痛、梦遗。《上海常用中草药》：治小便不利，肾
炎水肿，失眠、心悸、心烦。很多采药人将其切
好晒干，在网上销售，而且价格也不低，野草变
为山中之宝了。

夏夜，有些地方将晒干的龙须草挂在床头，
散发出的气味能让蚊子“闻而却步”。

五

历史悠久的龙须草，自然在文学的篇章中
也不会缺席，许多古诗词中无论写实还是比喻，
无不显现它的身影。

有韩愈的《题张十一旅舍三咏·葡萄》：“若
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有孟浩然的

《襄阳公宅饮》：“绮席卷龙须，
香杯浮码碯。”有韩偓的《已
凉》：“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
气未寒时。”还有李白的《鲁东
门观刈蒲》：“此草最可珍，何必
贵龙须。”苏轼在《水龙吟·赠赵
晦之吹笛侍儿》中写道：“楚山
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
龙须半剪，凤膺微涨，玉肌匀
绕。”

关于龙须草，宋代诗人黄甲有这样一首诗：
“龙卧寒潭漾碧虚，风云变化只须臾。奋髯骧首
无人问，错订岩头草似须。”简简单单的几句
诗，非常生动地描写出龙须草那旺盛的生命力，
从山顶往下看，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一片葱茏的
绿色，让人感到那么亲切、舒服。“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似乎就是为它而写的。

六

岁月流逝，真情难忘，你若盛开，清风自
来。怀着对龙须草的热爱，那年在陕西旬阳采
风，没想到当地一所幼儿园充分利用龙须草这
一乡土资源，以艺术领域为着力点，广泛开发
出系列龙须草玩教具“百变龙须草”，使之集乡
土化、生活化、艺术化于一身，让孩子们在龙须
草的手工制作中欣赏美、感受美、想象美、表现
美。

在这里，我看到了创意美术，奇思妙想。龙
须草玩教具因其来自乡村山野，在艺术领域也
备受青睐。在美工区，孩子们用洁白如絮的草
絮点染、草絮粘画、草茎贴画，创作的作品灵动
形象、惟妙惟肖。在这里，我看到了创意表演大
放异彩：孩子穿上草裙，跳起新疆舞；孩子们披
上蓑衣、拿上草编盾牌，扮起侠客；孩子们5人一
组，举起一条大草龙，随着音乐、鼓点的节拍起
舞，在音乐表演中传承民间文化。

眼下，“百变龙须草”已成为该幼儿园开展
艺术领域活动的重要载体，同时向户外活动延
伸。龙须草在孩子们的手中演绎出艺术的精
彩，在省级比赛中还获了奖。

七

天脊地脉荟萃邑，山阳河阳龙源地。
在龙须草形成的碧波河流中，我们自由自

在徜徉着、遐想着。根据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
法，我们迎来了甲辰龙年。正如闻一多先生所
言：“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始的象征，也
是我们民族精神精髓的所在。”对于中华民族而
言，龙的精神是团结统一、多元融合的精神，是
精进自强、创造求新的精神，是天人和谐、宽容
并包、诚信义勇的精神。

在海南亚龙湾，仰望着重达5000公斤重的
“巨龙行天地”大型青铜雕塑，其屹立山顶、眺望
南海，象征着中华民族勇毅捍卫国家的主权。

万千气象，同一信仰，是龙的大气，也是龙
的底气。

龙须草，龙年，中国龙，我的思绪蕴染在龙
的王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