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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旧时光

胡春华

随着时光的进程一点点长大的
时候，并未意识到当时平凡至极的
岁月是值得收藏的，也没有觉悟到
当时无意的收藏会成为日后追怀思
念的无价之宝。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入学后，发现
班里的女孩们突然热衷于积攒糖纸，
所以我也心血来潮加入了收藏糖纸
的队伍。我把吃过的糖纸一张张地小
心留存下来，有纸质的糖纸，也有透
明质感的玻璃糖纸，五颜六色像夏日
艳丽的蝴蝶，每张糖纸上都绘着生动
的图案，不论是花鸟虫鱼、还是风景
动物卡通的图案都是符合儿童情趣
的图画。有的糖纸如若不小心粘上了
糖，我就把它们浸泡在清水里洗净，
然后再把它们一张张地贴在朝阳的
窗户上；有的糖纸如果褶皱太多，我
就把它们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
也可以把糖纸夹在废旧的书页中，数
日之后再取出来平展如新。那时候的
糖纸还成为同学之间传递友谊的使
者，我们会跟别人交换一些自己没有
的糖纸，也会把自己拥有的稀有糖纸
主动送给好朋友。

那时候的男孩子是不屑于收藏
糖纸的，记忆中的他们在儿时曾热
衷于收藏烟盒，并且把烟盒叠成一
种叫做“啪叽”的四方形纸牌，然后
作为一种游戏的工具，他们把自己
的“啪叽”扔在地上，然后依次互相
扇动对方的“啪叽”，如果你能把对
方的“啪叽”扇得翻动过来，那么对
方的“啪叽”就归你所有了。男孩子
除了收藏“啪叽”，还会收藏各种各
样的玻璃球，那一个个晶莹剔透的
玻璃球如同内里镶嵌着各色花瓣的
琥珀，女孩子见了也会爱不释手，时
常在放学后看到一帮男孩子各自从
衣兜里掏出得意的玻璃球单膝跪地
进行角逐，他们事先在地上挖几个
小窝窝，然后互相用自己的玻璃球
去弹动攻击别人的玻璃球，如果你
能够把对方的玻璃球弹到小窝窝里
面，那么对方的玻璃球也就属于你
了，男孩子不管玩什么游戏都要立
竿见影分出胜负来，还要手到擒来
收获战利品，令女孩们自叹不如。

家中的父母竟也有收藏的爱好。记
得儿时大多数的人家里都会在墙上挂
着数个大镜框，镜框里摆放着家族中有
纪念意义的相片，那时候初次登别人家
门的时候都会崇敬地认真观看人家的
镜框，各个年代和风貌不同的相片看下
来，估计对这个人家的概况也就了解得
差不多了。我儿时就是从家中的镜框里
面看到了父母年轻时的样子，心中不胜
兴叹，原来父母也曾年轻过啊，而且还都
那么英俊漂亮，原来惯于对我们“吹胡子
瞪眼”的严厉家长也有他们娴静如水的
一面，岁月的反差刻在父母的脸上，令我
们觉得不可思议。

起初不经意的收藏，都已化为
最能慰藉心灵沧桑的温暖，再回首
年少不经事的曾经，不觉发出一声
轻轻的叹息，泪水也随之缓缓流淌，
有不堪，也有欣喜。

老老子子、、儿儿子子、、车车子子
李三军

生产队的时候，独轮车可
比现在的家用轿车实惠多了。

父亲将自家一棵碗口粗
的槐树伐倒，借来木匠家什，
又找来几条废弃的轮胎开始
造车。

父亲乃一介书生，师范毕
业执教县二中，不惑之年弃教
从农，生活的艰辛使得他好多
本领无师自通。白天下地干活，
晚上在院子里不停地忙活。当
时别说是电动工具，就连电灯
也没有呀，亏了那时的月亮又
大又圆。我和姐姐在旁边静静
地看着，仿佛在欣赏魔术师表
演。有时也会帮着扶锯、拉线。

经过十几个夜晚的不停劳
作，一辆崭新的独轮车做成了，
就是车轮是旧轮胎修补的，有
个裂缝处还用布条密密地缠
着，但不影响使用，而且还是个
明显的记号。

当时“人定胜天”的年代，
我家的独轮车经常会跟着村
里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转
战于修渠筑路的工地上，年底
会给我家挣一笔不少的工分
呢。

农闲的时候，父亲还会推
着车子出去做点生意，赚点钱
补贴家用。我经常做为跟班一
起出去，这也着实让已经读小
学的姐姐羡慕不已。

一个冬天的早上，父亲带
着我，推着满满一车地瓜，到五
里之外的油田家属厂区换钱。
父亲为了教我算数，故意要我
算账收钱，他负责过称。当时是
六分钱一斤，我问为啥不卖五
分一斤，好算，被忙着过称的父
亲瞪了一眼，便不敢作声。很
快，地瓜就卖光了。父亲将钱清
点完了，八块多呢。当时一个劳
力在地里干一天有时还挣不到
一毛钱。

回来的路上，路过供销社
的饭店。说是饭店，也就蒸蒸包
子、炒个花生米吧。远远地看到
包子出笼了，香气扑面而来，我
努力地吸着，目不转睛地盯着
白胖的蒸包，肚子叫得厉害，两
腿迈不动步。可父亲推着车子
只管往前走，我也只好跟上。还
好没走多远父亲将车放在副食
百货门口，给我买了一包“青
食”牌饼干。边走边说：“看你刚

才那样，十个包子五毛钱，不等
到家就得吃光，这包饼干两毛
七，里面有二十块饼干，可以慢
慢解馋。”我暗暗佩服父亲的精
明。

那年家里喂了一头猪，全
指望我和姐姐割草给它吃，快
一年了，也不过一百来斤，肚子
扁扁的，标准的绿色瘦肉型，和
我关系特好，可以让我骑着在
院子里转圈，不过要在背上垫
上干草，不然屁股会被硌成两
半。快过年了，为了卖个好价
钱，父亲决定把猪送到济南，堂
姐来信说那里价格比我们这里
高好多。

父亲在独轮车的两侧各固
定一个大箩筐，我和猪一边一
个。父亲知道，只要有我在，猪
不用他操心，更不用捆绑。上
坡我就拉车，下坡我要马上进
到筐里平衡车子，累了就停下
来吃点干粮，顺便教我认字读
书。

晚上我们到了济南东郊王
舍人庄。当时那里并不繁华，民
风淳朴，我们借宿一家小院，不
用花钱，房东还给我们烧热水，
人和猪用就都解决了。房东大
娘见我们父子还算整齐，竟然
让我们住在儿子的新房里，儿
子媳妇回门去娘家啦。

白天赶路太累，我躺在暖
暖的新被窝里，睡得死沉。早上
醒来发现竟然尿了半床新褥
子。站在房东大娘面前，父亲涨
红着脸，搓着双手，像个犯了错
的小学生，等着发落，我躲在他
后面偷看。大娘竟然拍手叫好

“童子尿、被窝泡，来年孙子早
来到！”现在想来，大娘重孙子
也该有了。

几天后，父亲把猪卖掉，买
了年货，我心里有种好友永别
的滋味，默默地跟着父亲回到
老家。邻居们都来看望我们爷
俩，人缝里不时钻出我的小伙
伴。那时全村没几个进过济南
城的，我也算见过大世面啦！
父亲和人们聊着外面的见闻，
不时还会夸赞那辆很给力的
独轮车。

到今天，父亲已经去世五
周年。老宅一直空闲着，满院
子杂草丛生，那辆结实的独轮
车默默停在大门底下，就像父
亲的灵魂一样，静静地守护着
老宅。

冉庆亮

眼看腊八来临，想起了那
些喝腊八粥的日子。

小时候，院子里腊梅开了，
母亲便念叨，“腊八花儿开了，准
备过腊八呀”！手上就翻缸倒柜，
找出一嘟噜又一嘟噜，看上去，
糯米、红枣、核桃、杏仁、栗子、花
生、葡萄干、芝麻、豆子等啥都有，
摊开来，红黄紫白绿，干爽爽亮
晶晶的，煞是好看，简直就是个
农业成果展览会。

这时，孩提的我就蹿上跳
下，一头扑过去便问：“妈妈，
弄这些东西干啥？”母亲就边
簸检杂粮果里的杂质，边微
微笑着说，腊八日给你熬腊八
粥喝呀！

我好奇地问：“啥叫腊八
日，为啥要喝腊八粥啊？”母亲
就耐心地讲着故事。母亲说，祖
祖辈辈传承，每年农历十二月
初八，叫腊八节，要吃腊八粥
的。腊八粥的由来各有各的版
本，有说是朱元璋小时候放牛，
把牛腿摔断，被老财主关进小
屋不给饭吃，他就挨饿掏老鼠
洞的粮食煮粥。后来当了皇帝
之后，就叫御厨做这样的粥，那
天正好是腊月初八，就成了腊
八粥。还有一说和佛教有关，释
迦牟尼因为食用了牧女送的乳

糜有了力气，于十二月八日在
菩提树下成道。

在咱们这里，腊八与“拉
巴”谐音，蕴含着父母亲辛辛苦
苦拉扯孩子，巴望儿女健康成
长且有出息的深意。俗语说，

“腊七腊八，冻死寒鸦，激奋人
脚丫”，“杂粮果聚一锅煮，凝心
聚力丰五谷，健身团结共谋
福！”期望吃了腊八粥团结奋进
共奔好日子。

腊八一大早，我还在热乎
乎的被窝里，就听到父亲在“唰
唰”“唰唰”地扫天井，母亲“呱
嗒呱嗒”地拉风箱声也不时传
来，我好奇地要去看母亲怎样
熬腊八粥，当我穿好衣服下炕
的时候，一股浓浓的腊八粥香
便扑鼻而来。

我“哧溜”“哧溜”吃着腊八
粥，吃得满头大汗。说来也怪，
吃了腊八粥，我真的很久不生
病，心气儿也特足！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乎
没几个人费心劳神做这顿不起
眼的腊八粥了。腊月初八当天，
我想我会备足更加齐全、更有
营养的料子，为家人好好地
做顿“腊八粥”，不为别的，只
为温心暖胃，更为体验母亲
那些“吃腊八粥奔好日子”的
哲理，尤其为增加几分团结
奋进圆梦的斗志！

母母亲亲的的腊腊八八粥粥

河堤暮色。 刘成跃 摄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

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
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
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

“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
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

“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

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
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
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
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
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
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
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
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
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
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
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
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
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或者稿件内容侵
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
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自负文责。

投 稿 邮 箱 ：q l w b j r j y @
163 .com qq群：22971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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