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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 文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每每读
过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心里总泛起一
种湿漉漉的雨意。

以前是没有雨衣的。在塑料布（有的
地方叫着“塑料纸”）还没有出现前，我国的
广大多雨地区还没有普及雨衣。每逢下
雨，里下河的人们出门则穿蓑衣。蓑衣是
用蓑衣草编织而成的，现在的孩子已经不
认识蓑衣草了，它的学名叫龙须草，我们小
的时候，时常能见到。

它多长在一些近水的圩坎上，一簇簇
的，看上去茂盛而坚强。这种草长约一米
多，无毛，光滑，结实。蓑衣草都是带青收
的，“青箬笠，绿蓑衣”，张志和所说的蓑衣
我们没有见过，我们所熟悉的蓑衣是枯黄
的，憔悴的。割回来后，得放在太阳下吹
晒，直至干透。蓑衣草当然是编蓑衣用的，
猪不吃，牛不嚼。

里下河农村并不把制作蓑衣叫着编或
织，而是称“穿”蓑衣。就是在农村也不是
什么人都会“穿”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
一个放牛的钱姓老人是个“穿”蓑衣的好
手。

他好像一年四季都放牛，没事的时候
总是要割很多的蓑衣草。一批蓑衣草晒干
了，他就把它们收放在牛房里。我曾去看

过他存放的蓑衣草，有几大捆，被吊在牛够
不到的二梁上。“穿”蓑衣的工艺看起来很
简单，但最重要的是“收口”，具体怎么做我
已经忘记了，但钱姓老人告诉我的领口要
紧凑光滑之类的话一直留在了我的心中。

下雨天出门头上要戴斗笠。我们那里
没有人叫斗笠，而是叫“斗篷”。里下河的
斗篷比较单调，就材质来说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是芦苇编的，一种是竹子。芦苇编的
就是编成芦菲的样子，收口后成圆锥状。
在这个空心的圆锥体里面，还要钉一个人
头大小的“圈”，这个“圈”简直就是一个小
型化的稻笈子。

“圈”的两边各有一根尺把长的带子，
用于系扣。竹制的结构与芦苇同，多用篾
黄，难得见到用篾青者。相较于芦苇制品，
竹制者重而结实。以青箬为笠的很少见，
其原料为篾片与芦叶，想必很轻且香吧。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里下河农村，大
姑娘小媳妇都是梳麻花辫或剪“耳头毛子”
（齐耳短发），中老年妇女则是梳髻。城里
流行烫发后，那些烫了大波浪或是“满头”
的女子到乡下玩，农村的女人背地里称这
些人“大斗篷”。她们为什么叫那些人“大
斗篷”呢？是羡慕还是嫉妒，只有她们自己
知道。

过去，每逢梅雨季节，多愁善感的老天

总是淅淅沥沥呜咽个不停。不过，这依然
断不了妇女们的农事。她们会背上雨篷，
从容地投入雨幕。雨篷，是她们赖以避雨
的工具，更是她们亲密可信的朋友。雨篷，
以篾条为骨，以篾片为筋，再以粽箬穿插其
间，编织而成。它两头丰满，中腰微收，俨
然半个硕大的花生壳。如果说蓑衣是属于
男人的，那么雨篷则是母性的。这倒不仅
仅在于它有着丰满的体态，柔美的曲线，只
要一睥它挡风遮雨的背影，你便不难发现
它的慈悲与善良。因此，我要说，雨篷实在
是一个极具奉献情怀的女性。

置身雨篷下，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
统”的氤氲。任外面无家可归的风如何呼
唤，亦或细声慢言的雨怎样叩问，全由它来
接待。它是一位调和风风雨雨的大师，能
把一切的一切酿成真诚的心语，如古老的
眠曲一般，去祝福你的耳鼓。若干年后，当
看到罗曼蒂克的大学生变着花样寻求听雨
的氛围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家乡的雨篷，想
起了这隐身已几十年的朋友。即使是晴天
我也依然萦怀的朋友，这份情结，是否充盈
在你退休后的记忆里呢？

雨天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水乡的土
路上留下了多少李白“行路难”的感叹？那
时，雨天脚上当家的仍然是钉鞋。钉鞋，一
串打满铁钉的故事。它的故事可用一个字

来概括，那就是：“繁”。祖母总是先用马粪
纸做个“鞋样子”，再用满脸疙瘩的靛青布
依“样子”剪成，一层层用麻线绗实。钉鞋
底有几十层，厚约寸许。鞋帮亦是用靛青
布绗制的。绗好后，上帮，成“蚌壳式”。然
后，底部加钉，一种专用的铆钉。

加钉后的钉鞋就算是做好了，但做好
并不是说立即就可以穿用，因为还要上
油。用桐油浸渍，阴干。反复如此，约十来
遍，这才是完成了全部的工序。穿上钉鞋，
心里油然泛起的是祖母灯下慈祥的凝重。
另一方面，未涉人生苦旅的我更是在不知
不觉中受到了步履维艰朴素的启迪，致使
许多年后的今天的我对人生之路的理解有
了些微的渐悟。

如今，钉鞋已不复再见了。自然，祖母
亦已长已矣。真不知道，倘若时间和生命
可以溯流，归来的白发祖母和古老的钉鞋，
面对满街满眼的各式胶鞋、高跟鞋、休闲
鞋，是否有一种“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
从何处来”的沧桑呢？也许，是如释重负的
感叹吧。

避雨四具，一串闪烁着古典的符号，虽
已泯灭在岁月的长河之中，但那独钓寒江
的情怀，依然空灵悠远……

20年前，1999年的 5月，我正在镇江师专
上大一。5月 8日，我们全体中国人共同经历
了一场惨痛的、震惊世界的事情：美国的3枚导
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 3名
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身亡！

根据国际外交法律，驻外使馆等同于一国
的领土，美国的暴力野蛮行径是对中国的赤裸
裸的攻击与侵略，造成中方人员的无辜伤亡，
这令我们极其愤慨。此时，我们这些在镇江上
学的热血青年们，纷纷行动起来，走上街头，游
行示威，表达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怒。

我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那时的我，
也是满腔热血，恨不得立刻走上战场。然
而，当我骑着自行车，前往许杏虎烈士的家
乡，去看望烈士的父母之后，我冷静了下
来：我知道，我们的祖国虽然经过了 50年的
建设与发展，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进
步成就，但是，当时的祖国，经济发展水平
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才初步小康，国家
各方面的建设发展还比较落后，我们的国防
力量与美国等强大的西方国家相比，更是明
显不足与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美国之所
以敢如此公然地轰炸中国的大使馆，究其根
源，依然是我们祖国还不够强大。

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从镇江大学毕业
回到淮安工作，我无数次地往返于淮安与第二
故乡镇江之间，看到我们镇江这20年无比巨大
的发展与变化：这 20年中，我们伟大的祖国一
步一个脚印、一天一个变化，取得了极其巨大
的发展成就，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在世
界舞台上展现着巨人般的伟岸身影；我们的家
乡镇江，20年来的变化与发展，是祖国强大与
发展的一个缩影。

20 年前，我经常坐大客车往返于淮阴
（淮安）与镇江这两座同位于京杭大运河之畔
的文化古城，那时京沪高速还没有开通，坐
车行进在运河畔的淮江二级公路上，一路颠
簸到达镇扬汽渡渡口，往往就要五六个小
时，在渡口等渡船又要半小时甚至一小时，
如果遇到大雾等恶劣天气，那这一段路程就
更加长得遥遥无期了。那时，来镇江上学与
回家，总是极其煎熬与痛苦的过程，没办
法，那时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没
有那么多的资金可以投入到道路等基础设施
的建设中，当然，很多方面的技术水平也跟
不上。

然而，20年后的今天，我从家开车，从
京沪高速或者走宁淮转宿扬高速，经过润扬
长江大桥，不到两个小时，就下了镇江西出
口，来到了镇江市区。是的，20年的巨大发
展，我们镇江或者说我们伟大祖国的交通建
设成就可谓极其巨大：长江上，有了越来越
多的长江大桥，座座都是举世闻名的巨大工
程，仅仅就在我们镇江，除了润扬大桥外，
还有连接扬中与泰州的泰州大桥以及正在修
建的五峰山过江通道也就是未来我们的镇江
大桥！京沪高铁通车，镇江人坐上高铁，1个
多小时就能到达上海、4个小时就能到达北
京。祖国的高铁，走向了世界；刚刚建成通
车的港珠澳大桥，更是惊艳了世界！2019
年，祖国的巨大发展，一座座屹立世界的巨
大工程、伟大建设成就，值得每一个中国人
无比激动、无比骄傲、更加自豪！

20年前，我在镇江上大学时，4年间骑着
自行车曾经转遍了镇江的大街小巷、角角落
落，对于镇江这座第二故乡城市，我是既特
别热爱，又非常失望：镇江虽然位于长江以
南，但是城市的经济、建设、面貌以及发展
与苏锡常等相比，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大。镇
江的城市面貌很陈旧，除了大市口附近的镇
江国际饭店的高楼还有点模样外，街道两边
更多的，都是低矮破旧的筒子楼老房子。
2002年，我们大学毕业了，同学们要么选择
去了苏锡常南京一带工作，要么选择回了自
己的家乡。

然而，20年的发展，镇江抓住了祖国发
展的巨大机遇。今天的镇江，城市大大拓展
了，主城发展为“一体两翼、一核四区”的
城市格局，曾经荒凉一片的南徐，现在是城
市行政中心、生态新城；曾经化工重工集中
区的丁卯，成为城市居住新核心；曾经的丹
徒县没有县城，现在丹徒新城早已蔚然发
展；曾经主城区低矮杂乱，现在中山路两旁
高楼林立，大市口苏宁广场高耸云端，万达
广场附近，城市新中心更是气派现代。镇江
的城市更美了，环境更好了，镇江最早体现
着“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生态
发展理念，金山湖、南山南，长江水、运河
畔，到处是“水清柳绿”，镇江的生态美愈发
彰显，成为生态宜居城市的典范。镇江的城
市文化建设，更是美名传遍全世界，历史典
故、名人故居、传统文艺、餐饮美食等等，
得到很好的保护、传承与开发。这样的镇
江，散发着强大的城市魅力，吸引着全国各
地、四面八方的人前来投资兴业发展。我，
这个曾经的镇江人，也为之所吸引，越来越
认可镇江，2018年，终于下定决心，在镇江
买了房，准备做一位陶醉在镇江的镇江人。

今年，2019年，新中国七十岁生日即将到
来，我们更有理由为我们的家乡日新月异的发
展而欢呼喝彩，我们也更有理由为我们祖国的
强大而骄傲自豪！

2016年林心如霍建华大婚，他们的七夕
“只为遇见你”主题大片美轮美奂，人美花
娇，身着一袭点缀金黄麦穗孔雀蓝丝绸长裙
的女主角，身边都是红色粉色的花朵，玫瑰，
黄栌、火焰兰和落新妇。大朵大朵的红玫瑰
是主角，细细碎碎的粉色落新妇则轻盈朦胧
像羽毛一般，营造出如梦如幻岁月静好的意
境。

小众的落新妇出场，就是从婚礼的手捧
花开始的。英国王室哈里王子大婚，梅根王
妃手捧花主角也是落新妇铃兰和勿忘我。
落新妇就是这样一种有着美好愿望的花，花
语是：我愿清澈地爱着你。

作为虎耳草科的植物，落新妇在亚洲、
欧洲、北美都有分布，落新妇开花时花朵密
集，初生的花梗透明，丝丝脉脉。花儿初开
如串成圣诞树的小珍珠，怒放时候千万朵小
花聚集在一起，有绒毛的质感。穗状花像燃
烧的火焰，却没有火焰的浓烈，只有淡粉淡
紫白色等梦幻色彩。毛茸茸似青雾般缥缈，
犹如新妇出阁，羞涩含蓄而得名。

因为几场婚礼，落新妇在国内意想不到
地火爆起来。种植落新妇也成了我们花友
的必修课。原生于野外的落新妇皮实强健，
山谷、溪边、草甸、林下都有它们婀娜身影，
所以栽种落新妇并不难。落新妇的叶子有
型有款，具有交替复叶的深齿小叶。播种的
等待比较漫长，一般选择分株的方法繁殖，
因为落新妇地下走茎，所以分株的成活率非
常高。阴湿的环境是落新妇的最爱，树下和
北花园是首选。江南六月绣球花开的时候，
落新妇也绽放了羞涩的姿容，光影斑驳的树
荫下落新妇随风摇曳，跟华美妖娆的绣球相
比，是一番内敛纤柔的美。

如果是种在全日照条件下，落新妇会长
成矮胖挫，所以半阴环境的落新妇可以出落
得娉娉袅袅，高挑修长。在我们北方和欧洲
的冷凉地区，没有逼仄的酷暑，落新妇花期
能从六月持续到九月，江南的梅雨和酷暑让
落新妇吃不消这等辛苦，所以花期很短，往
往只有一周左右花期就香消玉殒，虽然美人
迟暮还是仙气飘飘。即便如此，落新妇高挑
的花序还是可以增加花园的层次感，所以爱
者依然趋之若鹜。

落新妇跟很多绣球一样，也是鲜切进口
花材，所以价格不菲。其实落新妇在中国本
土植物中，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材，主治散瘀
止痛，祛风除湿，清热止咳。

南北朝时候陶弘景编著的《本草经集
注》中，和一些其他本草典籍，都提到落新
妇，还有其他名字，小升麻、阿根八、金毛狗、
阴阳虎等等，如此纤弱素美的花名怎么可以
叫什么狗虎？还是落新妇最美最好听。上
次去花市，看见白色落新妇，花友忽然冒出
一句，啊呀呀，这是啥花，多像马桶刷子！不
不不，仙气飘飘的花不可以有如此低俗的比
喻，至少也是仙人手上的拂尘呀。

巍巍峨眉，缈缈云烟，蒙蒙丝雨，青
青石阶。逐级而下，步步皆惊心，处处尽
留意。鞋底在长了青苔的石板上一步三
滑，两旁即是山谷，令人不禁感叹李太白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之
贴切。

身旁忽闪过一个蓝色的身影，短头
发，厚颈脖，宽肩上横担着两根竹竿制成
的器具，在滑腻的石阶上如飞燕般飘下
山去，将如蜗牛般踟蹰的游人撇在脑
后。峰回路转，得一平台，刚才那蓝衣身
影已卸下了竹竿，正坐在树荫下休息，看
到有人前来，“滑竿坐吧？”一声吆喝打破
了宁静，这时方知这器具便是听我家太
婆念叨了一遍又一遍的滑竿。

太婆是四川人，她说滑竿是用两根
竹竿穿起一张竹椅，可我看到的这滑竿，
却是两根一人长的竹竿，中间系上一匹
白布，再加上两根横着的竹竿固定，便制
成了这最为简单的交通工具。讲好价钱
后来了两位师傅，一位在后将放在地上
的滑竿抬起一端，这时人坐上白布，一位
师傅此时走到前端，很熟练地将横竿抬
起，滑竿上的人便如在躺椅上一般躺平

了，前面的师傅转过身，将竹竿往肩上一
担，吆喝一声：“滑竿来啰”，滑竿就出发
了。

在独身行走都十分费力的石阶上，
扛着一个人的两位师傅竟丝毫不慌，脚
步坚定，步履稳健，有韧性的竹竿随师
傅的步伐上下弹动，人坐布中竟如置身
舟中一样，上下颠簸。途经上坡，尾端
的师傅几乎一个人扛起了整个滑竿和乘
客，这时滑竿中的乘客接近直立，膝盖
几乎与头顶持平，不禁紧抓两侧竹竿，
紧盯师傅后脑勺，生怕他脚步一滑向后
仰去；又至下坡，滑竿与乘客便一并又
托付给了前端的师傅，此时乘客已几乎
处于师傅正上方，向下望去，悬崖陡
峭，头晕目眩，只得紧闭双眼，祈求赶
快下到平坡上去。

自清音阁至一线天，无论山势如何
险峻，滑竿中的乘客如何惊呼，师傅都用
双肩稳稳地扛着滑竿，按竹竿上下弹动
的节奏迈开脚步，在两人宽的石路上健
步如飞。路尽滩边，前端师傅将竹竿一
卸，我的双脚才又接触大地，此时的手心
早已攥得通红。险山岩，湍流溪，盘虬

枝，曲孔桥，竟就在这七上八下的颠簸中
飞也似的过去了。

下了滑竿，方有机会瞥一眼滑竿师
傅：黝黑胳膊上青筋突出，两条小腿圆得
赛铁球一般，一看便是长年干着力气活
的川西汉子。蓝色背心挂在他精瘦的身
上，令人不禁更为感叹这并不甚强壮的
身体竟能肩担一百多斤的重物在石阶卵
石上平稳灵活地奔走。

细想巴蜀人民自蚕丛鱼凫时代开
始，世世代代又何尝不是都用双肩担起
了他们的生活？三峡的纤夫，金顶的背
工，再到峨眉山的滑竿师傅，他们肩上或
是绷直的纤绳，或是满载石头的背篓，又
或是一百来斤的滑竿。为了生活，他们
甘愿用肩膀将负荷担起，迈开脚步，在栈
道、山路上前行，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是
用双肩担起的。生于城市中的我，力气
活的苦涩自然无法真正体验，离开了峨
眉，唯有由衷的敬意长存于心。

三峡的纤夫早已不在，金顶的背工
渐渐消逝，峨眉的滑竿又还能存在多久
呢？21世纪的今天还有多少人愿再将生
活托付给自己双肩呢？

我有一位文友，写稿，也经商。她总
在朋友圈发一些很美的句子，配着美食
美景，让人觉得她又有钱又有闲。有一
次见面，当我发出这样的感慨时，她却大
笑着说：“呸，你也信这些？那都是我故
意写给别人看的。对于我从事的行业来
说，朋友圈就像门面，不得不装饰，要让
合作伙伴觉得我有实力，让竞争对手不
敢小觑我，再累再苦也要装得潇洒……”

以后，我还是经常看她发朋友圈，但
每次都要掂量一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水
分，觉得替她累。

我平时写点稿子，朋友圈里偶然发
一些文章链接，与文字无关的东西一律
没有。有一个朋友为此指责我：“除了文
字，别人从你的朋友圈里什么也看不出
来，这也太神秘了吧？”

可是，我能晒什么呢？日常除了读
书写字，无非就是爱养些花草。于是，我
时常拍了花花草草的照片传到朋友圈
里，果然收获了很多赞，我也觉得很有成

就感。
有一天，我妈和我妹妹来家里吃饭，

她们同样喜欢养花。当我满心期待着亲
人们面对面的点赞时，妹妹的眼光从那
些花草上面扫了不到两秒，说：“你这些
花，拍出照片来还算好看。”我妈说的话
更有意思：“你家的花盆都很漂亮，可惜
没有什么好花。”

这是亲妈和亲妹子呀，我听了差点
流鼻血：一个说我的花不好看，一个根本
就不喜欢我养的花，只看到了花盆。这
说明人和人的审美观多么不同，在我眼
里那么可爱的矮牵牛、凤仙花，格桑花，
在别人眼里，也许不值一提，就算是亲爱
的家人也不例外。那么，想想我在朋友
圈里收获的那些赞，90%以上都是出于礼
貌吧？从此我不再晒花，因为不想再为
难大家。

还有，我过生日那天，先生送了我一
部手机，还订了一个很漂亮的生日蛋
糕。我一时手痒，也晒在了朋友圈里。

结果有人给留言说：“目前美国和中国之
间的贸易战打得这么热烈，你应该买华
为才算爱国。”她的言外之意是，你不买
华为就是不爱国。我不过晒一个生日礼
物，居然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被人站在道
德的制高点上指责，真是有点可怕。我
忍不住好奇，去翻她的QQ空间，发现她
用的手机是苹果，我的新手机虽然不是
华为，至少也是国产的牌子呀。可是，我
有必要再怼回去吗？算了吧。

在网络的江湖中行走越久，越会发
现朋友圈其实是一个是非之地，想说爱
它真是不容易。谁发了朋友圈，你点不
点赞，什么时候去点赞，都暗藏着说不
清道不明的玄机，一般的关系无所谓，
若换成是上级和下属，或者老师和家长
之间，就更需要小心加谨慎了。网络上
流行一句祝福语：“愿你活得如朋友圈
里一样闪闪发光。”我把这句话送给所
有的微信好友们，你们继续发光吧，我
不想再发朋友圈了。

我感受着祖国的
发展与强大
□ 吴 波

避雨四具
□ 张明军

两肩担起的生活
□ 凌 空

我为什么不爱发朋友圈了
□ 张军霞

落新妇，我愿
清澈地爱着你

文/图 李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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