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的布鞋 □徐基来

五元钱的工资 □刘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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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人的母亲河 姜正东

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时候，我只有十六、七岁，曾
随父亲参加一次“扒河”劳动，也就是将河里的淤泥清
理掉。记得那是一个初冬时节，一天，天刚麻麻亮，我
和父亲、还有一些乡亲，乘坐一辆四轮拖拉机，“突突
突”地行驶了很长时间，来到一条很宽的河边。我父
亲是村民组长，他拿着一根细细的竹竿当尺子，为各
家分量着河段。

我和父亲也分了一段，现在想不起来有多少米
了。我穿着雨靴下到河里用铁锹挖淤泥放在簸箕里，
父亲则肩挑上岸倒向河堤凹处。河里的淤泥很厚，黑
乎乎，有点稠，倒也好挖，能够用铁锹切成块。父亲没
有下到河底的时候，我就一锹锹铲泥往岸上投。

我记不清这是哪条河了，父亲告诉我，我们平常
喝的水就是从这条河流过去的。

我 家 门 前 就 有 一 条 河 ，上 游 有 一 个 小 型 水
库。河水清澈透底，很多小鱼时常出来嬉戏。口
渴了，用手掬一抔水喝下，淡淡的甜味直沁心脾。

男孩的性子是野的，小时候的我和小伙伴们，每
到夏季的时候，经常到水库里游泳。赤溜着身子，用
小手捏住鼻子，一个“猛子”下去，就游出很远。有时
候，冷不丁还能抓到鱼、摸到虾，上岸后，用树枝烧火

一烤，小伙伴们便争抢着吃了。那味，真美啊。
这样的感觉，现在很难找到了。
有一次，父亲到城里来，我和他漫步淠河边，他手指

河面讲到了以前扒河的事。哦，我明白了，就是这条河。
前不久，我参加了纪念淠史杭开工六十周年采访团

大型采访采风活动。佛子岭、梅山、龙河口、响洪甸、磨子
潭，每个水库都气势恢弘，每个水库都景致别样，犹如五
颗熠熠生辉的明珠，辉映在大别山丛中，毛主席发出的伟
大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手书八个大字格外耀眼。

龙河口水库有一群为纪念千千万万名修建者而
塑的雕像，一个扎着两根大辫子姑娘的塑像格外引人
注目，她就是许芳华。1958年，只有19岁的她来到兴
建龙河口水库的工地，被选为“刘胡兰战斗连”连长，
和连里的一百多名姐妹们日夜奋战在建设一线。回
忆起当年情景，许芳华说：“太艰苦了，真是难以想象，
由于长期肩扛手抬运土石，手上磨出了血泡，肩膀上
的皮磨掉了一层又一层，但是没有人叫苦。”

是啊，正因为有千千万万个赵子厚、许芳华，才形
成了六安人特有的“胸怀大局、牺牲奉献”的淠史杭精
神，我们才能在今天游览五大水库群时领略到大坝的
雄伟，体味到小岛的幽静，吮吸到烟波的升腾，欣赏到

古木的葱郁。
这是一座人民丰碑，她养育了千千万万的皖西儿女，

成就了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六安人的母亲河。

小时候，街上已经有卖布鞋、球鞋、凉鞋，
还有皮鞋的了。那时，家里穷，没钱去买，每次
和母亲上街，看到鞋摊上摆放的各种款式的鞋
子，我只能饱饱眼福，最多跑过去摸摸看看。
在我翻看鞋子的时候，卖鞋的老板总会客气地
问，要买什么样的鞋子？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摇摇头，然后跑开了。
我知道，即使我再渴望有一双自己喜欢的

鞋子，母亲都不会给我买的，因为我们的鞋子
不用买，都是母亲自己做的。

那时，乡下人都是自己做鞋子穿，不怕费
事，只是为了省钱。母亲也是，为了省钱，每一
年都不辞辛苦地做布鞋。

说起做布鞋，是件挺费工夫的活。先是按着脚
的尺码，用报纸剪出鞋样子。找出一些裁剪衣服剩
下的布料，大概要十几块，当然这些布料颜色花型
要一样，还要比一双鞋子大才行。用面粉掺上水熬
成浆糊，冷凉后，在第一块布料上抹上浆糊，把第二
块布料贴在浆糊上，再在第二块布料上抹上浆糊，
再把第三块布料贴在浆糊上……如此一层一层地
粘好，大约七八层。全部粘好后，放在太阳底下晒
干。把剪好的鞋样子铺在晒干的布料上，按着鞋样
子的尺寸剪下来，这就是鞋底的雏形。

母亲不会绣花，但母亲纳的鞋底，针脚细

密，做出的布鞋结实，款式好看，还透气，吸汗，
更重要的是，合脚，轻巧。除了做布鞋，母亲还
要做棉鞋，棉鞋的做法和布鞋一样，只不过在鞋
帮里塞上棉花。

由于母亲做的布鞋好看，乡下的很多女人
都跑到我家，找我母亲学做布鞋。

那时候的布料很少有结实的，所以，布料
做的布鞋要不了几个月就旧了，破了，甚至烂
了。我家五口人，夏秋穿布单鞋，春冬穿棉布
鞋，一个人一年最起码要穿五双鞋，大概算一
下，母亲一年要为全家人做二十多双布鞋呢。

再说，母亲白天不是下地劳作，就是在家做
饭洗衣喂猪喂鸡鸭，根本没有闲空做布鞋。只有
等到夜晚，我们都睡下了，母亲才能坐在昏暗的
油灯下做布鞋。很多次夜里，我爬起来上厕所，
都看见母亲低着头坐在油灯下纳着鞋底，那时都
是下半夜了。

长大后，我们不再穿母亲做的布鞋，可以
自己买运动鞋或是皮鞋穿，我们觉得，现在穿
布鞋出门就显得有些土气了。不过，我们懂得
了那些年里，母亲为了做布鞋付出的辛苦，因
为母亲的那些辛苦，是她对全家人的爱。

如今，母亲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很多年
不做布鞋了，但她的爱，依旧温暖着我们。

结婚买家具还要家具票？是的。非但要家具票，还
限购品种和数量，这画38年前真实地发生在我的身上。

1979年29岁的我，已达到政府提倡晚婚年龄的上
限了，于是乎，我们去了合肥市原东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领取了结婚证，附发一张家具票。工作人员介绍说，凭
此票可以去家具厂购买一件五斗橱。同时还郑重其事地
在结婚证上加盖一枚“家具票已发”字样蓝色印章。

合肥家具厂位于北门，而我们在东门化工厂，往
返路程20多华里。家具厂管卖不管送且找不到送货
车辆，只得自取。记得那天凌晨5点多钟，我们就拉着
一辆小板车从厂里出发了。经过1个多小时赶路，终
于到达家具厂。没啥好挑选的，五斗橱用料均是木棍
木条和三合板组合，做工一般，正面是牙黄色，其它皆
呈老气的栗壳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家具如搁
现在，撂在垃圾堆可能都没人拣。去年秋天，我现居
住的小区，有人装修丢弃一张大半新三人沙发、木板
床和几张纯绵羊毛沙发垫子都无人问津。可那时就
不得了了，没票还买不到呢！又花了近两个小时，终
于将家具拉回厂里，理所当然，这家具赢来周围邻居
一片羡慕目光和赞美声。

其实，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都晓得，限购的物品
远不止是家具。可以这样说，大凡是涉及民生的物品
和资料，几乎都要用票来控制使用，光拿钱没得用。例
如吃饭要粮票，吃油要油票，吃肉要肉票，吃豆制品要豆
制品票。还有煤票、布票、糖票、烟票、肥皂票、家电票、
自行车票等等，不一而足。凡此种种表明，家具凭票供
应不足为奇，见怪不怪，理所当然的了。改革开放，终于
让票证退出历史舞台，随之离去的还有那个时代的落后
与贫穷，辛酸和无奈。老百姓最大的感受是，从此终于摆
脱票证时代对日常生活的强硬控制了！

现在你无论走到那里，都会发现家具城里各式
各样精美无比的家具；商城里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
菜场里鲜嫩的蔬菜瓜果、水产品、豆制品等等，这些
你可以敞开地买，再也不需要凭票限量购买了。只
要手中有钞票，任何商品都能买得到。你要买家具
送到你家，替你摆好。与票证时代相反，家具城老板
们发愁的是，怎样吸引和抓住顾客，扩大自己的销售
量。真是天壤之别啊！

展开穿越岁月封存的一纸结婚证，凝视着“家具
票已发”的蓝色印章，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抚今追
昔，不由得赞叹一声:还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啊！

前不久遇到支教回来的沈老师，她给了讲
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高中毕业那年检查发现患有眼疾，医生
语重心长地说，你再也不能用眼过度，否则有
可能失明。成绩很好的我只好中断学业，在舅
舅所在学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因为教学质
量好，从幼教转到教小学，一待就是八年。

但八年后，政策突变，没有教师资格就要被
清退。我只好应聘到一家民工子弟学校。学校
共分八个年级，没有初三。这里的学生来自四
川、湖南、江西等地，他们随父母一起远离故土，

在 异 乡 城 市 创 业 扎
根，挣扎在生活的最
底线。

接手工作后，我很
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
工作中，因为我知道，
我离不开学生，而这
群孩子，虽然家境不
富裕，但纯洁善良。

在那里过的第一个
教师节，我收到了很

多礼物，有学生亲手做的贺卡，有学生从家里
拿来的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还有学生采摘野
花做成了漂亮的花环。每一个学生都给我送
了礼物，班上最调皮的小男孩抱着一个装满泥
土的花盆，走到我的面前，显得很失落。

大家都很奇怪，他抱来一个装满泥土的花
盆干什么？很多人开始取笑他:“送老师一个空
花盆，多不像话啊？”我也很奇怪，我从未收到过
这样的礼物。小男孩走到我的面前，很失落地
对我说:“老师，我本来是想送花给您的，于是在
春天的时候，就播下了好几颗种子，我天天给它
浇水，可就是没有发芽。”听到这，我怔了许久，
然后眼含热泪接过花盆，对大家说:“嗯，它总会
开花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把它放在教室里，
轮流浇水，我想一定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来。”

一个学生离家出走，当时我跟学生开玩笑
说，你们要听老师的话，否则老师会没有工资领
的。第二天，一个小女孩走上讲台，郑重地交给
我一张贺卡，我打开一看，里面夹了五元钱。小
女孩认真地说:“老师，这是我给你发的工资，你
千万不能还给我哦。”五元钱的工资，是给我最
高的奖赏，握着这五元钱，我泪如雨下。

一张家具票 □施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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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

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

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

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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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拍卖公告
接委托方通知，我公司原

定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在怀远县榴城镇政府
四楼会议室举行的安徽大宏纺
织有限公司建筑物残值拍卖
会，因原安徽大宏纺织有限公
司存有权属纠纷，故本次拍卖
暂停。请已缴纳保证金的竞买
人尽快到我公司办理退款手
续，我公司如接到委托方恢复
拍卖的通知将会重新发布拍卖
公告。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安徽省物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