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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既是封建文化的一颗毒果，也
是病态心理的一种表象。缠足的实质，是
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缠紧了千万
女性的脚，缠住了无数女性的心！

六十多年前，在出生地农村生活时，
遇见村头留辫子的老汉，见过邻居裹小
脚的老妪。那时年少，不谙世事，除了觉
得他们有点与众不同之处，不曾多加思
考。摧枯拉朽，时过境迁。现如今，留长辫
的男人，裹小脚的女人，只有在一些电影
或者电视剧里才能看到。

不承想，近日网上爆料，在闲鱼二手
交易平台，不少店家上架兜售多款“三寸
金莲”鞋，外加缠足等相关商品。不说死
灰复燃，也是匪夷所思。

费心经商只为财。据媒体披露，上述
“三寸金莲”鞋袜，款式各异，种类繁多，
价格不等。更有店家，冠以“小脚鞋”之名
坦然兜售。在“某婴童 1 号”网店，店家上
架的商品有：缠足专用袜，299 元/双；缠
足弓底鞋定做，200 元/双。其中，最贵的
是“三寸金莲”绣花纯手工按需定制缠足

鞋，1580 元/双。如此昂贵且“有毒”的东
西，居然有人感兴趣，有人笑着买。更令
人咂舌的是，在某网上评价区，有买家发
出脚穿“三寸金莲”效果图的同时，赞赏
有加：“鞋底软软的，上脚非常秀气。”

得知这一消息，有种如芒在背、如鲠
在喉的感觉。上网搜索，发现类似现象，
此前就已出现过，且有人公然声称：“我
缠脚了，因为向往过去的三寸金莲。”有
人连追带捧：“你很时尚！我支持你缠。”
有人推波助澜，非但口头上支持，还要给
人家以指导。更有甚者，组建各种 QQ 群
和贴吧，展示自己裹脚的经历与心得，理
直气壮地表白：要追求“缠足自由”，要拥
有缠足的权利！

缠足，是古代女性之美不可或缺、至
关重要的外在条件。其手段是用长布带
将女性双脚紧紧缠裹，使之畸形变小。一
般女性，四五岁便开始缠足，直到成年骨
骼定型后才将布带解开。更有甚者，终身
缠裹。文化学者、西南大学博物馆副馆长
郑劲松指出：“‘三寸金莲’复制品，作为

商品进行流通，属于一种文化逆流，暴露
了买卖双方不健康的文化心态。”

缠足始于北宋后期，兴起于南宋。元
代缠足，更向纤小方向发展。明清时期，
缠足鼎盛。缠足之风，蔓延至社会各阶层
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不分高矮美
丑，但凡女性，东施效颦，纷纷缠足。推翻
清朝后，孙中山先生下令禁止缠足。及至
五四运动时期，缠足成为各派革命运动
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
和压迫。新中国成立后，缠足被强力废
止，妇女得到彻底解放。

潜藏畸形审美的缠足，严重限制了
女性的行动自由，无情摧残着女性的身
心健康。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女子缠足之所以经久不衰、盛行于世，
除了中国古代社会为巩固等级制度和
宗法关系而制定的礼法条规和道德标
准，比如，提倡“三从四德”，推崇“夫为
妻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之外，还
与一些文人骚客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

无关系，比如，什么“莲步娉婷”，什么
“踏春有迹”“步月无声”，什么“一弯软
玉凌波小，两瓣红莲落步轻”等等，误导
世人，以丑为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疼难行，
何况缠足。广大妇女，因了“三寸金莲”，
只好深居简出、长处深闺。也难怪，古代
中国，女子如同男人的附属品、私家货。
既是私人财产，就要深藏起来。不良居
心，昭然若揭——貌似增美的“缠足”，实
为变相的“缠心”。时至今日，还有人热衷
销售或购买“缠足鞋”等，真乃可恶可咒、
愚蠢愚昧。职能部门当见微知著，加以引
导和查处，社会各界尤其是女同胞，应主
动拒绝，大声说“不”。

我国封建历史悠久，封建文化根深
蒂固，有些封建遗毒，近乎渗透到炎黄子
孙的基因中，不是几十年或者几代人就
能彻底铲除的。“心病还须心药医”。透过
网售“缠足鞋”现象，既要看到其背后的

“病态心”，更要树立起与封建遗毒打持
久战的思想意识。

“缠足鞋”背后的“病态心”
□张桂辉

春的早晨，极为罕见地早起锻炼。说
是锻炼，其实也就到小区楼下走走。突然
发现角落里自生自长的桑树，新叶子长
得油嫩油嫩的，煞是好看！

看到桑树，不由想起了小时候养蚕
的经历。

二三月间，一声春雷，唤醒了早准备
好了的蚕种——黑黑的，比芝麻粒还小。
这些蚕种的来由，不外是同学自愿分享，
或者小孩子自做的玩物换取来的。而我，
靠的是让小伙伴抄作业的报酬。

春节之后，就要开始筹措此事了。庄
重的仪式感，不亚于农民开始备春耕。先
到隔壁厝的诊所，讨得一两个大小合适
的纸皮药盒。

然后就是盼望着打雷，传言一定得
等到打雷蚕宝宝才肯出来。现在当然知
道，其实那也未必，季节一到，万物皆有
它的自发生机。

忽然某一天，蚕卵都动起来，新一轮
的生命历程开始了！我们的急要任务，就
是赶紧摘最嫩的桑叶来喂它们。桑树所
在的地点早就考察好了。我们老家早就
没有规模化养蚕，桑树还是有点稀罕，但
历史上泉州也是重要丝织区域，而且民
间药方中，桑叶也是退火利尿之物，一个
村子多多少少总还有几棵。

关键是要择到最生嫩的叶子！需爬
则爬，树矮则弯枝摘叶，所需数量无须太
多，但要干干净净，非常重要的一点，就
是不能有一点点水分，否则蚕宝宝吃了
马上拉稀死掉。用毛笔把它们小心翼翼
粘转到叶子上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欣赏
美妙的蚕食了。

那么小的蚕，短时间确实看不出明显
的吃相和结果。但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
桑叶已经缺了一角。就那么三五天，蚕宝
宝已经由长点变长条，颜色也从灰黑变成
灰白了。接下来的阶段，蚕的食量一增再
增，以至于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它
们沙沙的啃食声。接下来的每天，我们就
忙于张罗桑叶。再过几天，灰白变成泛一
点点黄的白，最后才是全白。不过，身材已
经完完全全是一条长虫的标准了。

让小孩子养蚕，意义在于观察变化
和感受生命的不可思议。当蚕经历三四
次蜕皮，从小黑点变成白白胖胖的蚕宝
宝，确实是眼见为实。而最后的高潮，肯
定是吐丝结茧。当我们的眼光死死盯着
蚕宝宝，跟随它在“蚕世间”一俯一仰，不
知不觉地，一粒粒蚕茧就把宝宝们自己
封闭了起来。在此之后，是一段不长也不
短的静默期。蚕茧，像收获的果实被我们
所珍藏。

至于破茧成蝶，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可惜的是，蚕蝶不如蝴蝶，并没有斑斓色
彩，甚至有点迷糊，太过于中规中矩。好
在这些不是我们所看重的。

我们所看重的，是蚕蛹化蝶后的产
卵。蚕茧的某一侧突然变黄，我们知道那
是它们撒尿融化蚕丝，准备“出关”了。得
裁一张恰恰好的纸，铺在药盒的下面，作
为化蝶后的产房。果不其然，某天掀开纸
盒子，蚕蝶已经完美停憩在那，虽然色近
灰黄没什么稀奇，但总让人惊讶感动。

可惜，我从没看到出茧成蝶的完整
过程。

有好事且心急者，如果硬要把茧剪
破，倒出里面的蚕蛹，大抵会看到难堪的
结局。蚕蛹或者干脆不化蝶了，或者化的
蝶形态奇奇怪怪——这与孵鸡蛋的道理
兴许是一样的！

化蝶后，养蚕一季就接近尾声了。雌雄
交姌后，雌蚕一颗接一颗产出晶莹的蚕卵，
密密麻麻，而雄蚕奄奄一息躺在一边。不
久，双双就不再动弹了！附着蚕卵的纸，被
我们小心翼翼地收藏，或者转送给他人。

离小时候养蚕的时光，感觉已经非
常遥远。记得最后一次养的蚕，是被大哥
哥们拿去换连环画了，之后就不曾接续
过。一直到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才又
带着她养了两季。转眼间，女儿也长大成
人，参加工作和成家了。说不定，以后她
也会带着孩子，好好养一次蚕。

蚕的一辈子，短促到足够让我们通
透地去观察体验和感悟。人生的苦难蜕
皮、辉煌蝶变，因为时间过于漫延，小孩
子的感觉好像不甚明显，所以，其中的哲
理，他们还悟不透。蚕的一辈子，就是人
一生的极高速播放。

这，才是我们让孩子养蚕的最实在
意义。

养蚕记
□吴忠刘

有这么一个地方，已相逢多次，却
依 然 让 我 觉 得 寡 闻 ，一 次 目 的 性 的 行
走，便成为计划，付诸行动。这就是永泰
葛岭龙村，它像一幅遥挂在江南墙上的
古画，装帧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画
卷，任凭年轮留下多少痕迹，也不更改
初衷的模样。

村口原本树木茂密，荆棘错杂，把
陡峭绝壁遮挡得严严实实，不露真容。
村子因孤立于山中，神秘得仿佛世外桃
源。为了打开连接外界的通道，在悬崖
上，硬生生地辟出一条路来。自从有了
顺坦光溜的水泥路，其神秘的面纱才渐
渐被撩开。

沿龙门峡谷而进，刀削般的龙潭瀑
布挡住了进村的路子，真要攀高探个究
竟，许多行者望瀑兴叹，只有少数冒险
者 援 藤 萝 荆 棘 方 可 登 之 。如 今 除 了 公
路，景点龙潭瀑布谷底至山顶，也已铺
设了栈道。村东旧时进村路径，现已荒
毁，若无人指点，外人是无法找到那迂
回曲折的山路的。如此隐蔽而神秘，到
底是为绕开峭壁而开，还是逃避匪乱而
设？这只有蛰居的先民最清楚。

车子贴着岩壁边沿，心惊胆战地驶
入村口。忽然间，眼前豁然开朗，一个 Y
字形的村子铺展于眼前。不规整的石板
路，顺着 Y 字左向，斜穿田野，向着山脚
抬升而去，分岔的若干路径，把蜷缩在
密林深处的老屋牢牢拴系。站在山包，
回首来路，一排被岁月浸染的老屋，在
对面的山峦下呈一字排开，静默在绿的
怀抱。炊烟从屋顶向着四周弥漫，为苍
凉的面孔平添了生气。山野的清风不时

地吹过，空气中飘荡着竹屑和李梅的清
香，一幅靠山吃山、守着桃源洞的山居
画卷赫然再现，令人思绪万千。

藤蔓攀附着屋舍的老旧青砖，各种
凌乱的线路网着炭黑的屋子，许多门户
紧闭，走近厅堂楼道，常有蜘蛛网触面，
分明是人去楼空苍凉。唯有村中央修造
的袖珍人工湖、庙宇，以及周围扎得整齐
的篱笆，方见得有点现代气息。移目张
望，摄入眼帘的是一张张尘封在时光深
处的老照片，偶然抖落在眼前，让你深深
陷入怀旧的情结，不能自拔。无论你来自
哪里，是否与这里有过命定的缘分，你都
会以为自己是从远方归来的隐者，有远
离尘嚣、静若桃源的地方将你等待。

环顾四周，青墨如画。夏日，你若是
着一袭白衣，渗入其中，你便似流淌在砚
壁上的点点融水，在静止的风景里，融开
墨一般浓的绿色。你若行走在乡间的田
埂，周围的青绿会因你的跃动而鲜活。松
涛阵阵，竹海喧嚣，它用自己的语言与蛰
居的山民对话，用自己的风情漂染山村，
又在悬崖孤立的山谷里生动自己。

这里山高路远，远离水陆要道，是
不可觅踪的山旮旯。居此，山民虽不如
平原、水边讨吃来得舒坦，但却过着悠
然自得的生活，在这里没有纷争、没有
惊扰，有的只是山野相随，清风做伴，竹
海翻动，喧哗若歌。

村庄周围遍野是竹，蛰居的先民，以
竹为业，以竹为生。家家有竹林，把竹林
当作田地来耕作：春天卖笋，秋天破篾。
户户有艺人，把竹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器
具，经营所得维系着家家户户烟火再续。
这里遍植李梅，李梅亦为山民生计的源
泉。每当春天来临，素白的花朵把村庄装
扮得妖娆多姿；春末夏初，村子里连空气
都氤氲着李梅果香。Y 字形山谷原野，是
耕田种稻的地方，是山民饱食果腹的根
基所在。“村不在大，物产民丰”，龙村人
依此生生不息，繁衍壮大。

游走龙村，感受了它的前世今生。不
管先民是为避乱的无奈，还是对桃源胜
景的向往，一切理由都不重要，它将随着
美丽乡愁的蔓延，和人们远离城市喧嚣
的追求，不断散发出其独特的魅力。

青墨如画
□邵永裕

草原观海
初心如春
生机勃勃
站在这片丰饶的土地
太阳是家的电灯
光明与温暖环抱
晨昏相交
星汉灿烂
生生不息
醉入悠然不归的南山
草原是家的四壁
简单和自由随行

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
蓝与绿色交织更好的未来
一切真实善良美好

所有健康快乐热爱
都在你我
道法自然
勤而行之
大海、草原、不落的太阳

草原观海
□傅 坤

每每回乡我都要到竹林里走走，
去闻闻竹林的气息，去看看竹林的风
光，去品品竹笋的韵味。

我的家乡地处闽西北，位于宁化
县西南边陲距县城 50 公里的治平畲
族乡。畲乡最让人难忘的就是那满山
遍野的毛竹和竹笋。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正是畲乡
竹笋最旺的时节。得空我回乡探望老
母亲,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欣然沐着
朝霞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

缓缓走在弯弯的山道上，吮吸着
大山清新的空气，环顾已披上绿装的
树林，领略着盎然的春意，我全身充
满活力。惬意间我眼睛一亮：崎岖山
径上一群群扛镐背篓的畲民正浩浩
荡荡向茫茫的竹林进发，他们是上山
挖春笋的。挖笋时节，倾村出动。无论
男女老少，个个脸上写满笑意，溢出
希望。谈笑间，他们很快就隐入了竹
林。我也兴致勃勃随畲民钻进浓绿浓
绿的竹林。

竹林的气息是如此鲜活，风光
是如此灵动。我好似进入一个灵秀
的世界,展现眼前的是一幅壮丽的春
笋图：大小不一、高矮不等的春笋你
不让我、我不让你长满竹林，让我目
不暇接、眼花缭乱。细观竹笋有的如
一颗颗出膛的炮弹，有的似一枚枚
挺立待发的火箭，有的则像一个个
威武坚强的战士。根根活力四射，根
根昂扬正气，根根挺拔向上，生机勃

勃，无不流泻出顽强的生命力。凝望
这春笋的世界，一种旺盛的生命力
在我胸中涌动。我想，这满山满坡的
竹笋是竹林新生的一代，它们不仅
充实、美化了竹林，而且带来了畲民
的希望和欢笑。

竹林深处更是一番热闹的场景：
一个个弯腰曲背的畲民满头大汗，挖
笋的挥舞铁锄，削笋壳的闪亮利刀，
挑笋的摇曳扁担。制笋作坊设在山谷
翠绿的围屏内，特大的铁锅刷得容光
焕发，榨机如严阵以待的武士，烤房
外的柴片堆成“金字塔”。作坊的师傅
各就各位。畲民们个个干得热火朝
天，你追我赶。我想，他们或许有的为
了家中添置一台彩电，有的为了购买
一台电脑，抑或有的为了城里上大学
的儿女的生活费……为着各种各样
的期待，畲民们表现出特有的勤劳。
挖笋活虽然起早贪黑、勤苦艰辛，但
赶上了好年景的畲民们心里充满希
冀，乐观向上。从白天到黑夜，满山遍
野的畲歌高潮迭起。制笋灶膛里火光
熊熊，煮锅滚沸蒸汽升腾。虽没有设
席，也无把盏，里外的氛围却好似在
准备一场盛大的宴席。

只 有 当 一 担 又 一 担 金 灿 灿 的
笋 干 出 场 时 ，山 道 弯 弯 ，留 下 一 路
畲 乡 的 欢 歌 。丰 收 的 节 日 ，在 竹 扁
担咿呀颤悠声中，落下回味不尽的
幕帘。

傍晚，夕阳从山背滚了下去，我
踩着余晖返回村庄。远远望见村里袅
袅升起的炊烟。走着走着，一阵阵笋
香扑鼻而来，那诱人的笋香让人垂涎
欲滴，我知道懂得生活的畲民，正在
炒着“肉片笋丝”或“腊肉笋片”，抑或
还备有一瓶自制的“谷烧”酒，等待山
里劳作一天的家人回来享用。

晚上，品尝着母亲烹制的“腊肉
炒笋片”，香喷喷、脆生生、甜丝丝，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眼前又浮现出那
满山满垄生机勃勃的竹笋。那悠悠的
笋韵萦绕心间，久久挥之不去，我心
中默默地祝愿畲乡人民的日子，像这
雨后的春笋节节高、日日升。

笋 韵
□连允东

桃花开了，菜花开了，笋也冒尖了
春风拂面不过是阳光的自拍
溪水把倒影当成失而复得的得意
万物惊蛰说起来让人左右为难
在这个春天里，她们和 AI一样
渐渐有了人类意识
至于你写的抒情诗，她们会当真的

丁屋岭

从高处看，丁屋岭像只虫子

软塌塌地趴在草丛中

才想到这，它就晃悠悠站起来
四顾张望，吓得我赶紧收了遥控

丁屋岭无心，藏不了心事
这不，它又慢慢躺了下来

一身清凉，蚊子都不感兴趣
平躺在稻丛里的丁屋岭

正一口一朵白云
风来时就跟你说

若是下雨天，我也见识过
屋檐下单调得只挂着一种声响

春风上下杭

榕树的须在岸边抓水
商埠屋檐追上了鸽哨声声
石拱桥使波澜破镜重圆
斜红拍响了上下杭的第五梦
吃茶先，四季有闲再讲
春风镂空，春光明白
谁在楼上吱呀开窗，蓝天下
谁又路过了新画的上一回

走在春光村
（外二首）

□苏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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