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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故乡的四季要比现在分明许多，尤其
是秋季和冬季。时令进入霜降，白茫茫的大霜冻
就会在某一个寒冷之夜如期而至，待清早走出
家门，放眼所见，屋顶、田野、草坪，全是银色世
界，仿佛下了一场轻雪，池塘的水面则结了厚冰
盖，在朝阳的照耀下十分晃眼，老柏树下的井
泉，这时能看到冒着浓浓的白雾。霜风凌厉，耳
朵冷得如割，手指脚趾感到僵痛，天气的寒冷又
实实在在地加上了一层。

在这样的日子里，村旁菜园里的辣椒树，还
有那一块块来不及割去红薯藤的园土，则是另
一番景象。先一天还绿油油的辣椒树，这会儿叶
片全被大霜打死了，蔫蔫的，黑黑的，水煮过一
般，垂挂在枯枝间。红薯地也是如此，满园的藤
叶全是一片死黑，令人惊骇于严霜的威力。对于
乡人来说，拔辣椒树，摘下细小的秋辣椒，是各
家的菜碗与新鲜辣椒的告别，而割红薯藤，挖红
薯，则是近段时间需要赶紧的事务。

无论在生产队时期，还是分田到户之后的
多年，在湘南山区诸如我故乡的许多乡村，霜降
前后的这段日子，是一年中继盛夏“双抢”之后
的又一个农忙期：割晚稻、摘油茶、挖红薯，都是
一茬紧接一茬的重体力活。

故乡人的习俗，过了立冬节，就开始大规模
挖红薯。挖红薯，先要割去红薯藤，因此在霜降
与立冬之间的这段日子里，村人常在红薯地里
忙于割碧绿如长丝绦般的红薯藤，最好能赶在
下大霜之前收割掉。那时候，村里养着牛，各家
各户都养猪，割下的红薯藤挑回家后，用来喂猪
和喂牛。当然，新割的红薯藤，猪和牛一时是吃
不完的，更多的是一扎扎密密悬挂在各家瓦檐
下或厅屋里的竹篙上，晾成干红薯藤。在即将到
来的整个长冬，遇着天寒地冻雨水绵绵扯不来
猪草的日子，煮干红薯藤喂猪就成了乡人的日
常。割去红薯藤的园土，地面上只露出一蔸蔸手
指粗细的短短藤柄，排列成行，有的大红薯甚至
撑破了土壤，露出圆润的一截，上面连着一支老
蒂。干枯零落的红薯叶，散乱得满园都是。

挖红薯自然多在晴天或阴天，用到的农具
主要是搭锄（方言读音）。搭锄是故乡三齿锄里
最沉重的一种，锄齿大过拇指，长约尺许，齿尖
锐利白亮，结实的硬木长柄。这件农具多为成年
男子所使用，专门用来挖土，需要大的力气。昔
日在生产队，挖红薯的往往是青壮年男子，挥臂
轮起搭锄对着一蔸红薯挖下，一撬，一拉，一大
块泥土连同一丛红薯就翻转了过来，提起来，磕
磕土，侧身扔到后面，由妇女们收拢成堆，坐在
矮凳上摘下红薯，按大小好坏分拣进不同的箩
筐。大人们挖红薯的时候，村中的男孩女孩和年
迈老人，也多提了竹篮子，拿着小板锄，在挖过
的园土里掏红薯。我那时也是其中一员，乐此不
疲，掏到的红薯有大个的，有小个的，有挖破了
的，有生了虫的，甚至是一段红薯根，都一一收
入篮子。最有红薯掏的地方，是妇女们刚刚摘过
后的堆子，有的整蔸一丛红薯都被遗漏，拾起来
真是开心！田土到户之后，各家挖红薯摘红薯都
仔细多了，从地里掏出的红薯和惊喜也远比先
前要少。

故乡的红薯主要有两个品种，一是白皮白
心，一是红皮黄心，前者居多。白皮红薯个大而
长，质地松脆，多汁甘甜，能生吃。黄心红薯呈圆
球状，品质坚硬。在故乡，作为仅次于稻谷的重
要粮食作物，曾有“红薯能顶半年粮”的俗语。记
得分田到户后的一些年成，我家的红薯能挖一
二十担。而为了更好地储存，父亲常将刚挖下的
红薯，经过一番挑选后，将个头适中品相完好
的，大多窖藏起来。我们家的红薯窖状如小窑
洞，在村后山边的黄土陡坡上，抬头就可看到几
棵高大的古樟树。从冬到春，落雪，落雨，往后几
个月的时间里，每隔些日子，父亲就会放开窖
门，提了箩筐，捡上小半担红薯出来，以供全家
人几天的食用。

红薯的用途堪称广泛。除了蒸熟后可作为
故乡人家一日三餐的主食，还可切片烘晒成红
薯干，能经久收藏不坏。此外，酿红薯烧酒，做红
薯粉条，过年时油炸红薯丝子和红薯丁，样样都
离不开它。

数十年变迁，如今的故乡，红薯是少数几种
仍有人种植的粮食作物。不同的是，它的用途已
经变得单一，仅仅是为了酿酒。村庄既然没有了
牛，也没有人家养猪，在挖红薯的日子，地里遗
落的大堆大堆碧绿的红薯藤，任由它们在不再
严寒、稀有霜雪的暖冬里干枯腐烂，或者一把火
烧掉，看着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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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只要我们拥有一部手机，
建立一个虚拟账号，便可融入网络世界。
这个虚拟账号便是微信，你我他的虚拟
账号融入到一块，就构成微圈。

微圈像一个“云广场”，众多微友便
是集结者。广场上，有人发呆，有人卖萌，
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默不作声。虽是一个
虚拟世界，但个个玩得很嗨。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到“云广场”逛
一逛，看个稀奇，图个热闹。张三发表作
品了，小赞一枚；李四嗨得卖力，提醒保
重；王二喜事连连，送去笑脸；麻子远行
他乡，祝福平安……逛久了，看多了，对
微圈心生钟情和欢喜。

喜欢细品微友的头像。进入微圈，首
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微友头像。它既是一
张名片，又是微友身份的象征，犹如颗颗
灿烂星辰闪耀在五彩斑斓的微圈里。每
张头像都有主旨、有渊源、有故事，它是
微友匠心独运的结果，也是微友内心世
界的真实展示。老黄年近半百，头像却以
萌娃展示，背后的寓意任你扩展想象空
间，可判断老黄儿孙绕膝已享天伦之乐，
也可判断二胎放开老黄老来得子。无论
是哪一种情况，但有一点不能否认，老黄
家庭幸福，爱心满满，厚望和殷殷之情都
盛在老黄心窝里。

青女士是一位才女，属于美丽与智
慧并存的类型。虽临近退休，但无惧于岁
月的风雨，依旧喜欢用现实生活照作头
像，气质如兰，温婉如玉，知性优雅，展现
的是潇洒与自信。

李师傅是一位货运司机，喜欢用夜
幕下的卡车作为头像，常常自诩是路灯
下的骆驼，折射的是生活的艰辛和挣钱
的不易。

还有不少微友喜欢用诸如意境深邃
的风光、名山大川的佳景、从事职业的图
标、名人名言的警句、名画遗迹等作为头
像，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传播的或是一种
文化，表达的或是一种理念。细细品之，
仿佛细品微友的斑斓生活，仿佛细阅微
友的人生故事。

喜欢细品微友的微名。所谓微名，
就是微友头像右上方的寥寥汉字。偌大
的微圈，微名也是千奇百怪，有的是真
名实姓，有的是用心取之，有的是你我
相互添加时互为对方设置的标签。但大
多数微友对自己微名特别看重，怎样
取，如何取，都是微友经过千思万虑的，
其重视程度如同选择头像一样，谨慎得
不能再谨慎。因为在他们心里，好弓就
是要配好箭，好马就是要配好鞍，心仪
的头像当然要配有心仪的名字。但无论
取自何名，大多都与个人的工作性质、
志趣爱好、人生追求、生活情趣等诸因
素密切相关。

战友老唐，军旅几十年，驾车驰骋在
风雪弥漫的川藏运输线上，对雪域高原
情有独钟，将“雪山飞狐”视作微名。听其
名，悟其义，动感十足，富有灵性，让人浮
想联翩。

文友翔哥，痴心于文学缪思女神，常把
鲁迅、老舍等名家大咖作为心中的偶像，对
他们作品更是醉于心倾于情，自嘲是“骆驼
祥子”。虽是自我调侃，但能体现翔哥对生
活、对事业孜孜以求的人生态度。

在成都西来古镇下辖的一个叫福田
的小山村，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村民幸
福指数极高，我的好几个朋友都生于斯

长于斯。后来，他们追逐梦想走出了村
子，虽然常年游走于流光溢彩的都市，但
微名却土得掉渣，有称“福田大叔”的、有
称“福田小哥”的、有称“福田后生”的、有
称“福田靓仔”的等等，流淌的是思乡之
情，赓续的是传统文化。

其实，微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
称，它彰显着我们每个人朴素的生活情
怀，承载的是希望，寄托的是情感。

喜欢细品微圈。微信的核心在微圈，
微圈的核心在微友的信息发布。清晨，打
开手机，昨夜苦等于云端上的信息如潮
水般涌向主人，是想展示满腹经纶，还是
诉说满腹委屈？我不得而知，反正那争先
恐后的势头，让我惊诧。手机“叮铃——”
无间歇地响个不停，屏幕上急速闪动的
数字直辣眼睛。我怔了一下神，随后，点
开细阅。

不看不知道，看了感触多，微圈岂止
是微圈？更像是一个农贸市场。不闻叫卖
声，唯有信息流。虽不见熙熙攘攘，但见
微友匆匆忙忙。“你好，早安！”这是微友
刚刚踏圈；“出发，再见蓉城！”这是微友
乘机离圈；中介小李开始发布租赁信息，
这是微友圈里“铺货”；爱心点赞，寥寥数
语，这是微友圈里“交易”。那些无信息发
布的，说不定正在圈里闲逛呢！寻对眼的
偷着乐，无对眼的不问津。圈里“商品”琳
琅满目，应有尽有：国际风云“大餐”、朝
韩风云热点、心灵鸡汤沁香、网红之地风
光……不是没有你想要的，而是没你想
不到的，看菜吃饭，量体裁衣，逛圈只会
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品微圈，品的是大千世界，品的是信
息人文，品的更是网络时代的缤纷多彩。

喜欢细品百态人性。微圈里的信息
包罗万象，微友身份各有不同，推送的
信息五花八门。有人用微圈记录自己的
日常，有人用微圈发布工作动态，有人
用微圈联系业务，有人用微圈经营微
商，也有人从不发微圈。沿着信息路径，
顺着微友习性，会让你品味到网络空间
的百态人性。

喜欢用圈记录日常的，大多心境阳
光，热爱生活；喜欢用圈发布工作动态
的，大多个性沉稳，为人谨慎；喜欢用圈
服务经营的，大多精明钻营，重利轻义；
至于从不发微圈的，大多把自身安全看
得很重，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当然，这些
都是从表象上分析的，肤浅也好，片面也
罢，不可上纲上线。

逛微圈，我们就是要善于从蛛丝马
迹中悟出点东西，比如：当你把生活中的
开心事，或工作上的优秀成果展示于微
圈时，点赞最多的不一定是你认为最亲
近的人，或最铁的哥们，这绝不是一句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能解释清楚的，
这是人性。

平民百姓喜欢在微圈里今天晒几盘
菜，明天晒几块馍，后天晒一叠“伟人
头”，看似自己很满足，其实质正是你的
软肋。不信你看看，真正成功人士有几个
天天晒这晒那？他们的微圈洁净低碳，悄
无声息地安享闷声发大财，任何人休想
洞察一点蛛丝马迹，偷着乐翻天……

拉拉杂杂地品出这么多，不知是不
是与大家品在了同一频道上？如果是离
题太远，敬请诸君扶正补充。毕竟，灯越
拨越亮，理越辩越明；毕竟，星多天空亮，
人多智慧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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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绑腿

绑腿也是鱼通服饰的标配，既有护
腿、护裤的功能，也有束腿、塑腿的效果，
是鱼通“三道箍”装扮中的第三道“箍”。

鱼通人的生活环境属于山区，无论是
下地劳动，还是上山打猎、挖药、捡菌子、
砍柴、割草、放牛、放羊等，常常需要行走
在狭窄的山路甚至是山林、荆棘、茅草、乱
石丛中。由于裤腿较宽大，不便于在山林
中行走，且容易被茅草、荆棘、树枝刺破。
同时，双腿也容易被茅草、荆棘、树枝、乱
石扎伤或被毒蛇、蚂蟥等咬伤。因而，鱼通
人养成了打绑腿的习俗。打上绑腿后，不
仅护腿、护裤，而且防风、保暖的效果也明
显增强，并形成了束腿、塑腿的装饰效果。

鱼通人的绑腿多用麻布制作。历史
上，许多人家都会在自家地边上种些苎
麻。待苎麻成熟后，经过剥皮、搓晒等工
序，提取出苎麻纤维，然后用苎麻纤维纺
线并纺织成绑腿。有的村庄或人家，如果
没有种植苎麻，则向其他村庄或人家换购
苎麻纤维后，拿回家中自己纺织。

鱼通人的绑腿有黑、白两种颜色，男
子为黑色，女子多为白色。一些年轻女子
爱美，常在绑腿上绣出一些装饰图案，并
在绑腿一端缝上自己织的带子，作固定和
装饰绑腿使用。除麻布绑腿外，黑布绑腿
和牛羊毛纺织绑腿在鱼通人中也较常见。

打绑腿时用绑腿将裤脚包裹在内，由
下往上、由里向外一圈一圈往上缠。缠完
后，用带子系紧即可。劳动中，如果绑腿某
处被荆棘、树枝划破或被石头磨坏，可将
绑腿解开，并将绑腿错位重打一次，即可
将破损之处遮住，既不影响使用效果也不
影响美观。

色彩与图案
以色度较冷的黑色或蓝色为主色，以

高亮度的色彩对比和鲜艳的图案，烘托出
男子的古朴、粗犷和女子的端庄、俊俏，是
鱼通服饰的另一大特点。

“色彩+图案”的装饰。鱼通男子着黑
色长衫、长裤，缠黑色头帕、打黑色绑腿，
系蓝色或绿色腰带，肚子上吊一“半肚子”
烟袋，身后佩戴一把“裤刀”，不作过多的
装饰，因而男装简洁、古朴、粗犷。女子则
重装饰，装饰方式主要通过对色彩和图案
的应用，对头、胸、腰等身体重点部位进行
装饰，彰显出鱼通女子的端庄、俊俏。主要
装饰手法有二：

在鱼通服饰中，绿色应用最多的是包
边。“包边”也称“滚边”，即通过使用与主
色对比强烈的高亮度布条对衣襟和围腰
进行镶边装饰。这是鱼通女子服饰普遍使
用的一种装饰艺术，如在黑色长衫的襟边
镶绿色边或蓝色边，在蓝色长衫襟边镶滚
绿色边或花色边，在围腰帕的左、右、下三
方镶绿色边。通过镶边布料的颜色，在主
体服装上形成一些与主色反差较大的几
何线条或图形。这些高亮度色块形成的几
何线条或图形，不仅可以在视觉上改变服
装的线条和色彩结构，有效改善主色的单
一和沉闷，而且对女性优美的线条有很好
的烘托，有效地展示出鱼通女子的端庄与
俊俏。这种装饰艺术有时也出现在部分男
子长衫的襟边或女子服装的袖口，它反映
出鱼通人对颜色与服饰的关系所形成的
独特理解，反映出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

二是刺绣。刺绣在鱼通服饰中的应用
路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在衣领、衣袖、裙
摆、边角等处刺绣，图案以几何图形为主。
如圆形、椭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水波
纹、螺旋纹、云纹、直线、曲线等等。这种装
饰方式往往出现在节日盛装中，日常服装
中一般不常使用。另一种是通过使用刺绣
饰品如绣花头帕、绣花腰带、绣花围腰等
对重点部位进行装饰。头帕、腰带、围腰等
饰品都是黑底亮花，装饰性极强，这些饰
品的应用，不仅能突出强调对身体重点部
位的装饰效果，而且借用鲜艳的刺绣色彩
对重点部位进行点缀，可有效打破大面积
冷色调所形成的单一和呆板，既保障了冷
色调主色所形成的端庄、稳定、古朴的风
格，又不失活泼、热烈的气氛，更好地烘托
出了鱼通女性的端庄、俊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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