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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
策策略的报告》中，小平同志以当时的
鲁山西关大街小市场为例，阐述了保护
和发展私人工商业的重要意义。

西关大街，位于鲁山县城西部，全
长千余米。历史上，这条古朴的大街店
铺林立，商贾云集，铁匠铺、药铺、纸烟
厂、绸庄、粮行等星罗棋布，是鲁山县城
最为繁华的地方。据史料记载，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这条街上仅经营绸缎、蚕
丝的商铺就达240余家，染坊100余家，
是鲁山著名的商业中心。

小平同志在鲁山战斗、生活期间，
多次深入西关大街考察，与商户面对面
交流，收集掌握了许多有价值的第一手
资料。

报告中，他以市场街为例，指出“像
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
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
吃……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
展”，详细阐述了市场在改变人民生活、
搞活经济、巩固解放区和发展生产、支
援战争需要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所蕴含

的经济思想与他之后在改革开放中形
成的市场经济理论一脉相承，被誉为

“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鲁山也
被称为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萌芽地。
该报告后经小平同志本人选定，被收入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二楼左侧第一个房间就是小平同

志在鲁期间居住过的地方。一张木床、
两把椅子、一张木桌、一盏油灯、一台老
式的手摇电话，静默着，回望当年。微
弱的灯光下，一代伟人一次次沉思，一
次次畅想，写出了一篇篇雄伟篇章，制
定了一个个计划、方案，纵横驰骋，运筹
帷幄，指引着革命的航程。

如果说豫西革命纪念馆的参观让
我感受到了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光辉革
命历史，那么小平同志的旧居则让我深
切感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
人民服务这一伟大信仰的力量。就是
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过着清贫生活的
先辈们领导着中国最伟大的革命，率领
着千百万军民，用信仰和智慧进行着光
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书写了一部气势
恢宏的壮丽诗篇。

红土丰碑耀千秋

走在石龙区龙河街道捞饭店村重
修的南北村道上，父老乡亲个个欢欣鼓
舞。望着这条长长的村道，捞饭店村村
民高保京老汉给大家讲述了“路生村
庄”的故事。

相传，这里起初并没有村庄，原是
一片树林茂密、野兽出没的荒野，后从
附近孙岭村迁来几户人家开荒种田。
这里原有一条南阳至洛阳的宛洛古道
绕着西边的山根蜿蜒而过，但由于世道
混乱，山贼劫路事件不断发生，致使客
流大减。后来，官府发动人力将这段路
改修到山东边的平安地带，从此，行人、
客商、马帮、骆驼队、推车的、挑担儿的
熙来攘往，车水马龙。

附近的高、兰两家看出商机，先后
来到此路两侧建房舍，开饭店、旅店、骡
马店，高家在路西经营，兰家在路东经
营，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周围的各类
商贩也云集此地，摆摊的、设点的、流动
的应有尽有。叫卖声、迎客声、讨价还
价声不绝于耳，成了繁华的商贸之地。
人口越聚越多，由最初的高、兰、孙几家
逐步发展为一个赵、张、马、樊、梁等十
多个姓杂居相处的村庄，因村里饭店以
味美价廉的“捞面条”闻名，故取村名

“捞饭店”。
捞饭店村西有一座奇怪的山，长着

龟盖、龟头、龟眼、龟脖子、龟脚、龟尾
巴，名日“龟山”。活灵活现的大龟爬向
河里饮水，成为当地一大景观。龟山爬
向的那条河，水是黑的，河里鱼儿也是
黑的，故名“黑鱼河”。鱼跃蛙鸣，河水
欢唱，讲述着捞饭店村的故事。

捞饭店村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民
风淳朴，乡亲们经商之外勤耕苦读，因
此，这里书香浓厚，人才辈出。高家九
代孙高心考取清朝太医后备人员，十四
代孙高保科任解放军原武汉军区正师
级参谋；兰家清末出过贡生；民国时期，
赵家出过军长；解放后，张家出过市政

协副主席；马、孙、梁、雷、樊诸姓家族也
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村里人口也由
当初的几户人家增长到 7 个村民组
2600多口人，成为石龙区较大的村庄。

一条古道生出一个村庄，一个村庄
走出很多人才，这条古道便成了捞饭店
村的荣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公路
增多，行人分道，宛洛古道的客流量一
落千丈。捞饭店村的生意也“门前冷落
鞍马稀”。如今，只有一家超市、几家小
卖部、两个早餐点、两家理发店和两家
卫生所。乡亲们大多务农之余做工，但
村里这条古道仍是宝丰县大营镇一带
及石龙区通往鲁山县梁洼镇的交通要
道，也是本村老百姓出行的主要道路，
对加强城乡交流、活跃农村经济发挥着
不可估量的作用。可前些年，由于采煤
业的发展，拉煤运货的车辆陡增，这条
古道被碾压得坑洼不平，多处路面损坏
断裂，大车难走，骑摩托、电车的更是苦
不堪言。

古道坎坷，引起捞饭店新一届村两
委会的重视，村干部多次查看路况，制
定修路计划，积极申报修路项目，争取
修路资金。为确保工程质量，采取招标
承包方式投入施工。自开工以来，村干
部白天协助施工人员修路，夜晚派专人
挑灯护路，并将主道两侧的小道、巷道
及沿路住户门前的衔接处整修一新。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一条四米半
宽、两公里多长的混凝土公路像蜿蜒的
巨龙穿村而过，给宛洛古道增添了新
姿。乡亲们沿着新修的古道，勤劳致富
奔小康！

伴着这条古道，留下来的还有村中
十字街西北角的高家大院，村南头跨路
的黑鱼桥，村西的黑鱼河及下河饮水的
龟山几处景点，还有八仙吟诗骡马店、
大战黑鱼山、龟山的传说等民间故事，
不仅吸引着游客，而且吸引着文人学者
来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

“路生村庄”的故事
●姜水明 葛悟

把几层鞋底形状的袼褙叠在一
起，就可以纳鞋底了。纳鞋底俗称“纳
底子”，是一项费时费力的针线活儿。
针、顶针和锥子是纳底子必不可少的
工具。针不是绣花针，也不是缝衣
针，而是大粗针。锥子是带着木把的
针锥，锋利尖锐。顶针是闪闪发亮、
周身布满凹槽的黄铜圈子，通常戴在
中指之上，顶住针鼻用力往里推，帮
助针穿过厚实的鞋底。当然，有些手
劲儿小的村妇还备有钳子、夹板等辅
助工具。

纳底子所用的细麻绳，多来自被
农人俗称为“好麻”的苎麻，此麻种的
人少，价格也比较昂贵，搓捻而成的
麻绳，结实柔韧，经久耐用。即便是
再细的麻绳，也比针鼻粗，穿起来很
费力，于是巧妇便想出了一个法子，
先将一根纤细的棉线穿进针鼻，然后
把棉线和纳鞋底的细麻绳系在一起，

如此一来，麻绳粗针鼻细的难题就迎
刃而解了。

纳底子的第一针，通常都是从大
脚趾的位置开始的，先在四周纳上一
圈儿，再纳中间的垂直线，然后沿着
横向或者纵向一行一行地纳。将顶针
戴在右手中指上，左手捏着鞋底，把
大针扎上，用顶针顶到对面，待针露
出大半截后，再翻过鞋底拔出大针。
拔针看似简单，却是个技术活，没有
娴熟的技巧很难拔好。关键是掌握好
角度，要不偏不倚，稍有歪斜便会“夹
针”，仅凭手的力气难以拔出，必须借
助于钳子或者夹板等专用工具才能奏
效。有的村妇纳一会儿底子，总是习
惯性地将大针在头发上蹭几下，这是
为了沾点脑油，减少针尖的摩擦力。
针拔出来了，一根长长的细麻绳也随
之拉了出来，等拉到底后，右手食指
缠住线端，用力往上猛拽一下，回针
时形成的针眼就会凹陷下去。可别小
瞧了这一细节，看似不经意的一拽，
却是匠心独运，把针眼隐藏起来不只
是美观，更重要的是走路时鞋底上的
线结不易磨损断裂。手艺好的巧妇，
鞋底上的针眼均匀整齐，排列有序，
横竖成行，斜向成趟。

鞋底纳好了，就要做鞋帮儿。鞋
帮的大小取决于鞋底，根据鞋底的尺
寸裁出鞋里、鞋面、鞋底布和鞋口边
布，鞋帮儿所用布料要求结实耐用，多
选用灯草绒、斜纹布等布料，结实又美
观。接下来，把鞋里、鞋面和袼褙底片
粘接在一起，如果要做棉鞋，中间还要
加一层棉花，压平、晒干后用针线缝
好。如此，一双布鞋便初具雏形。

用针线把鞋帮儿和鞋底缀到一
起，是做鞋的关键环节，最见功夫也
最显水平，俗称“绱鞋”。乡间会纳底

子的村妇不乏其人，但是能绱好鞋的
寥寥无几，一个村子能有三五个绱鞋
巧手就很不错了。鞋帮儿和鞋底的整
合连缀，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做到
贴切圆润很难，弄不好，皱皱巴巴歪
歪扭扭，看着不美观，穿着不舒服。
到了绱鞋这个环节，村妇们免不了要
请绱鞋的行家里手言传身教，指点一
番。悟性好手也灵巧的，一点就过，
教上两回便能像模像样独立操作了。
愚笨些的，“老师儿”手把手教，看着
做，稍有偏差赶紧叫停，用心苦练一
番也能赶上趟。当然，也有个别笨丫
头，任凭“老师儿”一遍遍示范要领，
传授秘诀，可就是抱着葫芦不开瓢，
到最后只好厚着脸皮把好话说尽，央
求人家帮忙绱鞋。

绱鞋前，先将鞋帮儿前后略加整
形，再将鞋帮儿和鞋底连接处固定
好，沿着鞋底四周用针线密密实实地
缝合一圈。绱鞋和纳鞋底的工艺看似
差不多，但难度更大，也更累人，多了
一层厚实的鞋帮儿，大针每穿透一次
都是力气的较量。

刚做好的布鞋不能立即上脚穿，
鞋帮儿里的袼褙硬邦邦的，紧且夹脚，
要把一种叫作鞋楦子的工具放进鞋里
撑上几天，扩大鞋内空间，这样新鞋才
会变得宽松好穿。所谓“鞋楦子”，其
实就是脚的模型，木制而成，分成几
截，塞到鞋里撑装新鞋，让鞋帮鞋面鼓
起饱满定型，以便穿着合脚。

总而言之，灵巧的姑娘用个七八
天，笨拙的女子花上十天半月，一双
浸润着拳拳孝心和浓浓爱意的闰月鞋
就做成了。试想一下，当宝贝闺女捧
着这双闰月鞋送到老娘手中，操劳了
大半辈子的老人家该是多么幸福和满
足啊！ （均为资料图片）

我又一次地来到这里，带着虔诚和
敬仰。

那座造型别致、中西合璧的两层小
楼，是挪威传教士当年留下的，叫“福音
堂”，当地人也称它“牧师楼”。而今，

“豫西革命纪念馆”七个金色大字在明
亮的阳光下熠熠闪耀着光芒。门前是
广场，虽称不上宽阔，但很敞亮，青松环
绕，翠竹相映。

基座高1.54米、像高0.89米的邓小平
铜像，矗立在庄严肃穆的纪念馆前。那
深邃的目光，充满坚毅和睿智，似乎能
穿越时空，穿透岁月的沧桑。

一百多年前的门窗，黑紫色。灰色
的水泥地，灰白的墙，有种微微的尘土
的味道。被磨得有明显凹痕的木质楼
梯，踩上去，吱呀作响，却让人感觉踏
实。

纪念馆分8个展厅，分别由“邓小平
光辉的一生”“邓小平在豫西”“永恒的
怀念”“邓小平居室”“土地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上、
下）”等主题组成。一件文物就是一段
历史，一幅图片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置身其中，凝神在一件件实物、照片和
文字构筑的空间，尘封的历史仿佛又都
鲜活起来，把我们带回到那艰苦卓绝、
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

1947年，刘邓大军陈谢兵团攻克鲁
山，鲁山宣告解放。这座始建于1891年
的建筑因挪威传教士离去，成为豫陕鄂
边区和豫西行政公署驻地。1948年，刘

邓大军挥师中原，挺进豫西，时任中共
中央中原局书记和中原军区、中原野战
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先后多次在这里
住宿、办公、召开会议，经略中原战局。
从4月到10月；从春种到秋收，这期间，
他走市场，串农村，深入实地进行调查
研究，在二楼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住室
里，就着煤油灯盏如豆的灯光，奋笔疾
书自己的思考。

累了的时候，他走下楼梯，倒背着
双手，在静寂的院子里沉思。那样的
夜，黑暗是可以想象的，小平同志一定
长时间地凝望过星空，从那点点星光，
还有住室里那星星般闪烁的灯光里，他
看到了中国发展面临的新的形势任务
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跃进中原的
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诞
生了，诞生在这座小楼，诞生于无数次
的调研与沉思。

1.走进豫西革命纪念馆

2.缅怀小平同志

今年农历闰六月。在我
们平顶山，流传着闰月里女
儿要为母亲做双闰月鞋的古
老习俗。

乡谚说：“闰月鞋，闰月
穿，闰月老人活一千。”如今，
社会进步了，经济富足了，就
连在偏僻的乡村也难以见到
女人手工做鞋了，做闰月鞋
的习俗自然而然就演变成了
买闰月鞋。作为一个民间习
俗，过去手工做闰月鞋也好，
现在掏钱买闰月鞋也罢，表
达的朴素心情是一样的，都
是为了报答哺育之恩，祈求
母亲健康平安。

在我们平顶山，女儿为母亲
做闰月鞋的习俗起始年代已无据
可考，但是民间忌讳闰月年古已
有之，普遍认为闰月年乃多事之
秋 ，于 长 者 不 利 。 民 间 有“ 闰 月
年，留娘年”的说法，认为闰月年
对母亲的身体安危影响很大，必
须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如果
女儿在闰月前给母亲做一双鞋穿
上，能够使母亲平平安安迈过这
道坎儿，走出这个多事之秋，确保
福寿康宁。

旧时的乡间，只要母亲健在，
长大成人的女儿，不管出嫁与否，
都要经常翻翻老皇历，把哪一年是
闰月年、闰几月牢记心间。心灵手
巧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往往是及早
动手，精心准备为母亲做闰月鞋的
事情。俗话说：“闺女好，闺女好，
闺女是娘的小棉袄。”此言生动形
象地道出了女儿对母亲体贴入微
的关心和孝顺，母女连心在做闰月
鞋这样一桩寻常小事中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展现。

委婉含蓄的乡间女子不善于
言语表达，哪怕是对父母的养育之
情，也少有启齿，多是埋于心底。
因此，在闰月年里给母亲做双合脚
舒心的闰月鞋，是姑娘们表达孝心
的重要方式。

那时候信奉“女子无才便是
德”，出身贫贱的乡村姑娘们根本
没有机会走进学堂读书认字，稚
嫩的双肩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
担，品尝了日子的艰辛，除了洗衣
做饭、割草喂牛、照看年幼的弟弟
妹妹，做好针线活儿是母亲要求农
家女娃必须掌握的“看家本领”。
当娘的心里明镜一样，女孩子家是
不是心灵手巧、能不能做一手好针
线活儿，不仅关乎着一家老小的生
活，最主要还决定着将来能不能找
一个好婆家。过去媒人说媒之时，
夸奖女方常用的一句话就是：“那
姑娘可是百里挑一的好人才，不仅
模样好，又能铰又能缝，做出来的
鞋没人相不中。”

诸多针线活中，做鞋的难度最
大、技术性最强，集设计、缝纫、拼
布、浆染等多种手工技艺于一身。
故而，做出一双精致合脚的闰月
鞋，既是乡村女子向亲朋好友炫耀
自己精湛技艺的机会，也是母亲对
女儿针线活儿有无长进的检阅。

做双舒适的闰月鞋，费心又费劲

袼褙和鞋样儿，样样有讲究

●梁永刚

为娘做双闰月鞋 尽显母女连心情

闰月鞋，表孝心

一双闰月鞋的诞生，凝聚着女
儿们难以言说的辛劳，粗略算来至
少要历经打袼褙（gēbei）、铰鞋样、
纳鞋底、绱（shàng）鞋等七八道烦
琐费力的工序，没有十天半月的紧
张忙碌根本下不来，其中的艰辛和
劳累可想而知。

做闰月鞋，首先是打袼褙，找
一些弃之不用的破布旧衣，撕扯成
片状或条状；打好糨糊，糨糊要用
小麦面，需熬至半生不熟的稠糊儿
状态，此时黏合力最强。找一张木
桌，或者将堂屋的双扇木门卸下来

拼在一起，在门板上刷一层糨子，
贴上一张纸，再贴上一层破旧铺
衬，然后在旧布上刷一层糨子，再
贴铺衬，如此重复贴上五六层后，
移至太阳底下晾晒。待到厚墩墩的
布片晒干后直接从木板上揭下来

（俗称“袼褙”），做鞋底的原材料也
就有了。

过去手工缝制的布鞋，大小不
是靠鞋码决定的，而是取决于鞋样
儿。所谓“鞋样儿”，就是用硬一点
的纸铰出鞋底的样子，是每次做鞋
的重要依据。有鞋样儿的通常都
是大人，身体发育已经完成，脚的
大小也已定型。幼小的孩童甚至
是半大小子是没有鞋样的，因为正
处于长身体的年龄段，个头蹿得
快，脚也变化大，给他们做鞋通常
是比着脚的大小胖瘦，毕竟一年一
个样。当然，有经验的母亲在给儿
子做鞋时，总要大上那么一点点，
可以多穿上一些时日。准备为谁
做鞋，家庭主妇就翻找出他的鞋样
儿，放在袼褙上，用剪子铰出鞋底
的模型。一只鞋底起码要四层袼
褙，当然也可以再薄一点或者再厚
一点，没有严格的限制，全凭做鞋
人的心愿。多一层袼褙就多一层
厚实、多一层质量，同时也多一分
舒适、多一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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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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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鞋要想宽松好穿，得用
鞋楦子撑上几天。

▲纳鞋底俗称“纳底子”，是一项费时
费力的针线活儿。

◀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如此齐活儿的做鞋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