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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嘘……哐当，哐当……”9月的庐江

县冶父山秋凉袭人，一条土路依山盘旋在

云雾之中。5名汉子、5个女人组成一支马

帮驮队行走在大山深处，阵阵吆喝声夹杂

着驮笼相撞发出的声音穿破山间的寂静，

在山谷间回荡，演绎出安徽版“茶马古道”

的故事。昨日，记者走进这个“走马帮”，

用镜头聚焦了他们不平凡的生活。

三年前还是半身不遂的病人

9月6日上午，见到罗奶奶时，她正坐在

门口的小凳子上，戴着一副没了“腿”用绳绑

在头上的老花眼镜，给“老虎头”上胡子。

听说记者是来看她做虎头鞋的，罗奶奶

乐呵呵地迈着小步走到屋里，拉出一个大纸

箱子。“这里面都是我做的，有四五十双呢！

我怕被老鼠咬坏，就用盒子装起来了。”罗奶

奶骄傲地说。

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手巧的老人，三

年前还是位半身不遂的病人。

十几岁时拜母亲为“师”

“那时候啥都不能干，后来吃药，病慢慢

好了。一天有个邻居买虎头鞋买不到，就问

我咋不做做虎头鞋，我一想，就当运动了，就

开始做起来了。”罗奶奶说，一开始做鞋做久

了手指头会肿，熟能生巧，现在她做起虎头

鞋“顺溜儿得很”。

罗奶奶做虎头鞋是跟谁学的？这说来

就话长了。她还是十几岁小姑娘的时候，

她母亲教她的，学会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了。

一天十几个小时可做一双鞋

还要说一说的是罗奶奶做这些虎头

鞋的材料，很多都是废物利用。街坊邻

居知道她有这个爱好，家里有了零碎布

头，颜色鲜艳的丝线，也都会给她送来。

按照这样一天做十几个钟头的进度，罗

奶奶每天可以做一双鞋。这些鞋子，除

了每年送给亲戚和邻居，剩下的就摆在

家门口卖卖。一双 20 元。眼看冬季就

要到了，罗奶奶家里又要有好多人上门

选鞋了。

崎岖山路交通不便
现代马帮铃声依旧
五对夫妻在庐江冶父山演绎“茶马古道”

家喻户晓
年轻帮主创造“劳务品牌”

“我们共有22匹马，一年一个人只能挣

个万把块钱。”驮队成员申少明一边钉马掌，

一边和记者攀谈。他说，他们马帮驮队挣的

虽然是辛苦钱，但挣得很安心。

如今，这支驮队已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

劳务输出品牌。大山里的村民去集市办年

货、盖房驮砖、婚丧嫁娶……马匹是山里人

的主要交通工具。

巧手老太的“虎头鞋”童话
亳州市73岁老奶奶每天可做一双鞋

曾莹莹 曾梅 记者 任杰 文/图

在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

的一个弄堂里，住着一位73 岁

的老奶奶，她叫罗影。每天她

的生活就围绕着一件事：做虎

头鞋。谁也不会想到，就在三

年前，罗奶奶还是位得了半身

不遂，手脚不能动的病人。

在庐江县冶父山深处，这支由广西

壮族自治区百色籍农民组成的马帮驮

队，主要由5个家庭组成，5名汉子带着

各自的老婆在大山深处行走

冶父山海拔376米，山道十分狭窄，

崎岖山路最宽只有2米。每天，有活儿的

时候，马帮人在凌晨4点起床喂马，然后

将建筑工地急需的砂石、水泥、红砖和钢

材运到山顶。每匹马每天最多走6趟，每

趟300斤，每吨130元。一趟来回要两个

多小时。大山中，马帮一家人周而复始

地忙碌着。

大山深处 五男五女组成“走马帮”

在记者想象中，“走马帮”帮主应该是

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但是，记者看到的

这支马帮驮队“帮主”胡琼林时，才知道他

只有30岁，既年轻又帅气。他一边检查

自己马的牙齿，一边告诉记者，马牙齿好，

才有力气干活。

“越是大山，越是道路崎岖，他们这

支驮队才更有市场”。胡琼林告诉记

者，他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其他四个家庭

成员多年来专门从事高山陡坡的运输

工作，越是海拔高的地方，越是有他们

的身影。

越是深山“走马帮”才更有市场

罗奶奶向记者展示她的“虎头鞋”

申少明在妻子的帮助下钉马掌申少明在妻子的帮助下钉马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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