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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鞋，真漂亮，走起路来咚咚锵，
小猫咪，见了逃，躲到床下喵喵叫……”

这是在我老家广泛流传的童谣。那
朗朗上口的话语，犹如一曲悠扬的乡间
小调，承载着无数童年的欢乐与纯真。
在老家，小孩刚开始学走路或者过生日
的时候，都会穿上新做的虎头鞋。这是
一种传统，一种饱含祝福的仪式。当孩
子穿上崭新的虎头鞋时，那蹒跚的脚步
仿佛也带着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虎头
鞋能够为小孩增添胆量、驱走邪祟，并且
能让小孩福寿绵长。这种信念，不仅是
一种习俗的传承，更是长辈对晚辈的关
爱和呵护。

提及虎头鞋，首先不得不说的便是
我的姥姥。姥姥一共育有7个子女。在
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抚养这么多孩子
长大成人，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因为子
女众多，姥姥练就了制作虎头鞋的本
领。记得在我小时候，弟弟、妹妹、表弟、
表妹所穿的虎头鞋皆出自姥姥的巧手。
姥姥做的虎头鞋不但精致，而且花样繁
多。每一双鞋上的虎头都仿佛有着独特
的灵魂，栩栩如生。那细腻的针脚、精巧

的图案，无一不展现出姥姥的心灵手
巧。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热衷找姥
姥一同做针线活。每逢阴雨天，姥姥屋
里便坐满了人。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声
笑语不断。有人分享村里的新鲜事，有
人诉说着自家的烦恼……而手中的针线
却从未停歇。她们一边闲聊着家长里
短，一边纳着鞋底儿，绣着虎头。提及开
心之事，大家一同开怀大笑，那笑声仿佛
能穿透屋顶，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甚是
热闹非凡。

切不可轻视这小巧的虎头鞋，暂且
不论其做得是否美观，单单是将其做成
便困难至极。从最初的图案设计开始，
姥姥就反复斟酌，思考如何才能让虎头
鞋既美观又舒适。到纳鞋底时，每一针、
每一线都要扎实有力，以保证鞋子的耐
用性。从制作鞋面至绣花，每一个环节
都倾注了姥姥的心血。一双虎头鞋需要
纳千针以上，那密密麻麻的针脚，就像是
姥姥对孩子们无尽的关爱。虎头鞋的制
作工艺繁杂琐碎，仅虎头上便需要运用
多种针法，如刺绣、拨花、打籽等。每一
种针法都有着其独特的技巧和要求，姥
姥却能熟练运用，将虎头装饰得威风凛
凛。鞋面的颜色以红、黄为主，这鲜艳的
色彩不仅寓意着吉祥如意，还能吸引孩
子们的目光。虎嘴、眉毛、鼻子、眼睛等
处常常采用粗线条进行勾勒，最后绣上

几根胡须。那胡须根根分明，仿佛在随
风飘动。再在其脑门上绣出一个“王”
字，犹如点睛之笔，彰显虎的威猛之态。
通常一双虎头鞋需要三四天才能制成，
在这三四天里，姥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
和精力都投入到这双小小的鞋子上。

就这样，我们穿着姥姥做的虎头鞋，
晃晃悠悠地蹒跚学步。那小巧而精致的
虎头鞋，仿佛带着神奇的魔力，给予我们
迈出人生第一步的勇气和力量。每一步
的摇晃，都伴随着虎头鞋上那栩栩如生
的虎头晃动，仿佛在为我们加油鼓劲。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日子如同流水
一般缓缓流淌而过，无声地记录着岁月
的痕迹。渐渐地，我们在时光的悄然流
逝中长大成人。然而，在我们持续成长、
不断前行的同时，姥姥却在岁月的侵蚀
下变得两鬓斑白。每一根白发似乎都在
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见证了姥姥为家庭
的辛勤付出，见证了她经历的风风雨雨。

那一年，姥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天空阴霾，仿
佛也在为姥姥的离去而悲泣。我至今仍
清晰地记得，当噩耗传来的那一刻，我的
世界仿佛瞬间崩塌，整个人陷入了无尽
的悲痛与茫然之中。

曾经，姥姥那温暖的笑容、慈祥的目
光以及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是我生
活中最坚实的依靠和最温馨的港湾。可

就在那个寒冷的日子，这一切都戛然而
止。姥姥带着对我们的深深眷恋，永远
地闭上了双眼，离开了这个她曾无比热
爱的世界，也离开了深深爱着她的我们。

如今人们生活富足了，穿衣穿鞋都
倾向于到商场去购买，各种时尚、新颖的
款式让人眼花缭乱，曾经那承载着祝福
与关爱的虎头鞋，如今在现代化的浪潮
中渐渐被遗忘。商场里琳琅满目的童
鞋，虽然美观舒适，但缺少了那分手工制
作的温暖和独特的文化韵味。或许，在
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当我们回忆起童年，
那虎头鞋的模样仍会在心底泛起一丝温
暖的涟漪。

□郑清珍

姥姥的虎头鞋（中国画） 郑清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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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印象中，我市写文学评论的人并不
多，我是通过《焦作日报》山阳城副刊上
的文学评论记住了“杨清喜”这个名字
的。我一直以为他是焦作大学或文化部
门的职工，就像我省著名文学评论家何
弘一样，是专职搞文学评论的。后来才
听人介绍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主业是公
文写作，文学评论是副业。可他的文学
评论写得一点也不逊色于职业评论家。
现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前河
南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何弘称赞其

“难得评论是‘清喜’”，他以这个为题给
杨清喜的文学评论集《自然的声音》作
序。

何弘说：“文学评论的基础是大量阅
读，这种阅读与大多数人消遣性阅读大
大不同，需要以文学理论和艺术感受为
基础，通过反复品味、深入认识，实现对
作品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并形诸文字，完
成自己的表述。”原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
席、现焦作市小说研究会会长、著名作家
杨晶老师则说：“杨清喜是怀川文学评论
的守望者。”

杨清喜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是
刚恢复高考第三年考上的大学，可谓“天

之骄子”。河南大学是百年名校，文学专
业则是该校名牌专业，历史悠久，文脉深
厚，培养了很多知名作家、评论家。杨清
喜到大三时的选修课是文学理论专业，
这给他日后从事文学评论奠定了基础。
杨清喜大学毕业后从事的职业与大学所
学专业不同，但他初心不改，一直保持对
文学的热爱，并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悉心
研究，他的阅读是专业性、学者型的阅
读。在阅读中与作者对话，在阅读中与
作品碰撞，在阅读中思索，在思索中求
索。因此，他闪现出许许多多思想的光
芒，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部文学评论集
《自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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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瑞楠

近期一直在拜读学习杨清喜老师的作品。今年7月，在焦作小说研究会微信群里获悉我市著名
文学评论家杨清喜老师出版了三部作品，分别为评论集《自然的声音》和散文集《古柳》《看街》，便索书，杨
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住在市里的大弟便给我捎来了，我如获至宝。“

三

杨清喜还对我的长篇小说《乡镇政
府》写了文评。他以“行进在乡镇的改革
开放”为题，对我的这部长篇小说进行了
全面评价，对我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对
话、肖像场景、心理活动等的描写给予了
肯定，他说“作品的细节描写也相当成功”

“作品情节里镶嵌进去的风俗、风物描写，
是小说又具有了‘乡土小说’的禀赋和味

道”。最后他总结：“这部长篇小说，是
对怀川县怀川乡镇在改革开放时代的

真实写照，又是文学层面生动而
形象的反映。这种小说体式，是

一种独到的创建。”杨清喜同
时也指出了我的小说的不足，

他说：“但由于属纪事性质，
有些情节作为艺术审美的
张力受拘束，被缚限。”同

时，在《自然的声音》
中，我还意外地发现了
他给陈默的《天槐》写

的书评，标题为“以‘良心’的名义——陈
默长篇小说《天槐》”，我欣喜地拍照发给
了远在北京的陈默。

在这本书里，杨清喜还以评论的方式
给作家“画像”，他说，原省作协主席、著名
作家李佩甫是“真名士 自风流”，省文学
院院长、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弘是“文鼎中
原 重任在肩”，原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
何南丁是“大人不华 君子务实”。在这些
文章中，杨清喜或是因事评人，或是以人
评文，夹叙夹议，人文兼顾，把这些人物刻
画得生动形象，把他们的作品评论得入木
三分。如杨清喜在“豁达人生路——作家
王先鹏及作品”这篇文章中写道，他们认
识于作协的一次聚会上，也算作“文缘”
吧，他说“先鹏作文，如同做事，都是持认
真的态度，不做则已，既做则务求做好”，
其在做人上一是不附和，二是达观、大度，
是雅士，偶尔也会“俗”一下。杨清喜还特
别地描述了王先鹏的“笑”——“生活中，
常人，该笑时笑，不该笑时不笑。而先鹏，
却是该笑时笑，不该笑时也笑，非常人”

“在‘朝’是隐士，在‘野’是高士”。他还结

合作者的作品进行了评述。
杨清喜还以“序”的形式给人作评，如

王先鹏著的焦作旅游文化名片专著《话说
焦作》中的序言、《苗国富文集》中的序言、
邓州市文联主席闫俊玲的专著《我从台湾
来》中的序言。杨清喜还为纪念《焦作文
学》出刊100期、《焦作日报》《梨园春》写
文，他鞭辟入里、条分缕析，每一篇评论都
写得可圈可点。他在评莫言的散文集《聆
听宇宙的歌唱》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
以这篇评论的标题“自然的声音”作为评
论集名。

杨清喜的这部评论集，林林总总，洋
洋大观，通过他的评论我开阔了视野，增
长了知识，我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和脉
搏有了总体的把握，对名家名作有了深入
的了解，对本地文坛的文朋师友和作品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让我知道了我们河南还
有个“台湾村”。杨清喜的评论集给我树
立起标杆和参照物，反观检视自己的作
品，实在觉得不值一提，他对我作品的评
论既是批评指导，又是鼓励鞭策，在此我
再次表示由衷感谢！

二

这部评论集成书于2020年，共收录
了笔者的文学评论116篇，将近400页、
近40万字。在这本厚重的评论集里，主
要是对当代作品的评论。我大概给其分
了三类：

一是对当代名家名作的评论。如对贾
平凹、姚雪垠、余华、刘庆邦、莫言、李佩甫、
邵丽、南丁、何弘、墨白、孙方友、周大新、毕
飞宇、黄晓阳等人的作品评论。其中对贾
平凹的评论有十余篇，开篇即是对贾平凹
的评论。在《小说家的散文》中，他对贾平
凹的散文“三味”，即散文的“人情味”“世情
味”“风情味”进行了精妙的评述。如他写

“作品的人情味，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油盐酱
醋茶中，体现在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中，体现
在市井百态的众生世相里，浸洇在人物的
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中……”我对贾平凹
早期的作品如《满月儿》《丑石》很推崇，而
获“全国好书榜”的长篇小说《带灯》，因和
我的长篇小说《乡镇政府》同是写乡镇基
层工作的，因此引起我的关注。同时杨清
喜也不薄新人及非著名作家，他还博览了
发表在《人民文学》《小说月报》《芳草》等
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如发表于2011年第
2期的《上海文学》刊载的芦一萍的中篇小
说《索狼荒原》，他就以“一缕春风拂过”为

题对其作评。虽与作者素昧平生，但他不
带一点功利性，可见其阅读之广、视野之
阔、触角之细、笔耕之勤、学养之深、德才
之厚。

二是对影视作品的评论。如对《雍
正王朝》《太平天国》《闯关东》《父母爱
情》《大河儿女》《老柿子树》等热剧的评
论，其中政史剧评论居多，这可能与他的
性别和职业有关，他是男性，又在政府部
门工作，更有思想深度和观感维度。因
此，对反映历史政治宏大叙事和深刻话
题的作品比较感兴趣。而女性大都比较
感性，对生活情感剧比较热衷，他在这方
面的评论虽然比较少，但还是有一些，如
对电视剧《父母爱情》的评论就是其中之
一。这是一部生活片与历史片兼具的大
剧，就是生活中含着历史，历史中含着政
治，在这部电视剧热播时我也是追剧者
之一，每晚必看。该剧剧情跌宕起伏，但
我看过后就像风过湖面了无痕迹，而杨
清喜却不是单纯追剧，他是带着思想去
看的，并以男人的视角对剧中人物个性、
故事情节、思想内容三方面进行了深刻
评价。他说：“这部剧作不失为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一部电视剧，是色
香味皆美、呈现人世社会的精神盛宴。”
你看，即使看个电视剧，杨清喜也与常人
不一样，能说出个子丑卯寅来，这就是文
学理论家与评论家的特质。

三是对本地作家作品的评述。因都
是我熟知的文友和老师，他们的作品我
大都读过，倍感亲切和感动，对这部分评
论我最感兴趣，有着特殊的情愫在里
边。杨清喜可能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情，
因此，他这部分评论写得最精彩也最富
感情色彩，他几乎把焦作文坛有影响的
作者和作品写了个遍，像郭文杰、杨晶、
王先鹏、杨家卿、韩达、董红倜、张丙辰、
黄凌、王道奎、陈默等人的作品他都浓墨
重彩给予了评论。他触笔最多的是杨晶
和王先鹏，不但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评
论，还对作者本人进行了详尽介绍与刻
画。他在《情归何处——评杨晶长篇小
说《危崖》中写道：“《危崖》是《危栏》的姊
妹篇，两部长篇小说的内容，都是以改革
开放后的官场为背景，围绕那个‘权’字，
演化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
勾当。其结果是几人欢喜几人忧。”他盛
赞《危崖》“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批判现实主
义力作”。杨清喜对杨晶的另一部长篇小
说《拿钱说事》、王先鹏的《话说焦作》、韩
达的《菩提树》、张丙辰的《凭栏》（散文篇、
杂文篇、书画篇分别进行专题评论）、王道
奎的《一代太极宗师》等都给予了独到的
评论。他在专题评论博爱县作家黄凌的
长篇小说《亮活》时，顺便把他的系列官场
小说《统计局长》《局长滋味》《政绩》《扶
正》《进退》《局势》也肯定了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