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 上 高 脚 拐

没有听说过海上高脚拐吧，这是一种征服海洋、浸透着辛酸和艰难，泪水与汗液的苍

凉的谋生手段。我的独家发明、独用专利，谁也不会对它有所了解。

沉重的生活是其母亲，劳动的智慧是其父亲。岁月培育它至臻至善。

不想提那日子。尽管温饱就可以使人们兴高采烈。用一边手指也点不齐的老人与孩子

常常愁眉苦脸，捡猪屎拾破烂打柴草加上我们夫妻的低新，能摆上食桌的充其量不过是整

齐划一的草绿色与青色。脸面黯淡，无光无彩。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也不好吃。“资本主义的防区”，谁进入，谁就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要挨“割尾巴”的！中国人胆大，不怕“割尾巴”的人不少，偷偷摸

摸跑下海了。当然是在晚上。晚上最好的营生是挡虾。风凉水冷，刺石咬脚，海有代价地

作贱我，一家人逐渐有了难得的好颜色。却好景不长，浅滩上灯火逐渐多了起来，挡虾的

如现在年青人逛公园压马路，几乎接踵挨肩。哪片滩，哪道坡，哪条沟，哪个洼，都被像

篦头蚤一样，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梳个遍。天下着雨，水面上刮着风，水温骤降，我依然

下海，想用多人一倍的辛劳和汗水换来劳作的欢愉。真笨！吃苦耐劳是海边人也是整个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呵，谁会服输呢？

好在还算读过几年书，叫得上几何、力、支点、运动这些名词，面对吝啬的大海我徜

徉着，沉思着，在智慧的海洋里追寻虾的踪迹。想到人在前面有危险的时候，会自觉不自

觉地往后退，虾不也有同样的本能么？到深一点的海域去就能挡住它们！于是，我想到了

高脚拐。高脚拐本是陆地上一种娱乐的游戏，用到水中作业行么？我起初做成马蹄状的木

脚，以为这样可以站得牢走得平稳，谁知深水域淤泥多，陷进去拉不起来，跋涉艰难，强

健的身体也无法快速将挡虾网架推向前进，尽管有了别人无法企及的优势，却仍然达不到

理想的工效。我反复琢磨，不断改变支脚，最后定形三角斜式，顺应挡虾劳动姿势的走向，

大海这才慷慨起。我夜夜满载而归。几年后，建起了两层砖瓦楼。

星星亮，一些挡虾人疑惑的目光更亮。他们怎么也不理解我能在深水区行走自如。浮

着身体挡么，怎么可能？永远是个谜。

望着至今尚存的高脚拐，我笑了。感谢大海给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给我劳动的智慧

与小康日子的殷实。

刘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