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往昔8 2022年12月23日 星期五
编辑：许瑶 电话：0532-82933713 邮箱：xuyao841008@126.com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邮编：266101 法律顾问：琴岛律师事务所 侯和贞、王云诚、于华忠律师 印务中心电话：（0532）68688618
采编中心：（0532）66610000 广告部：（0532）82933171 合作部：（0532）82933718 通联部：（0532）82933711 邮局发行投诉热线：11185

“都说冰葫芦儿酸，酸里面
它裹着甜，都说冰葫芦儿甜，可甜
里面它裹着酸。”每当听到这曲

《冰糖葫芦》，我就能回忆起童年
里那又酸又甜的味道。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位老奶
奶每逢隆冬时节都在学校门口卖
冰糖葫芦。每到下午放学，就会
看到老奶奶推着一辆带有岁月痕
迹的自行车在卖冰糖葫芦。她头
上戴的是老式火车头帽子，穿着
一件蓝色的棉袄，慈祥的脸上布
满皱纹。老奶奶有一个插冰糖葫
芦的道具，那是用草捆起来的，捆
成圆柱形的草靶子。外边用塑料
布裹了一层，再精心地插上鲜艳
夺目的糖葫芦，一串串、一排排，
远远望去就像结满红色硕果的小
树，晶莹剔透、酸甜诱人。

那天放学时，我第一个冲出

了班，心想这次我肯定能买到心
心念念的冰糖葫芦了。当我以百
米冲刺的速度来到了老奶奶的摊
子前，还好人不多，不等自己喘大
气就赶紧把一块钱塞给了老奶
奶，老奶奶笑眯眯地递过来一串
通红晶亮的糖葫芦，我接过来刚
要往嘴里送，忽然一个脚下没站
稳，“啊”的一声，我重重地摔在了
地上。我的糖葫芦摔出好远，摔
了个“分崩离析”。不仅如此，我
的手被还被划拉出一个小伤口。
一时间，失望、沮丧、愤怒的情绪
齐齐向我涌来，我几乎是带着哭
腔：“我的糖葫芦！”

老奶奶赶紧停下手中的活儿
把我扶起来，帮我拍掉身上的灰尘：

“妮儿，摔疼了吧，回家让恁妈给你
包包。”说话间转身从架子上抽出一
根糖葫芦递给我。我从兜里拿出

一块钱：“谢谢奶奶。”没想到老奶奶
说什么也不肯收，还说；“下次走路
要慢点儿啊！”我用力地点点头。

我边走边嚼着冰糖葫芦，酸
里有甜，甜里带酸，刚才的疼痛烟
消云散，快乐和满足就在舌尖上
舞蹈起来。我一口一口往嘴里
送，心里充满了甜蜜和温暖。

后来，只要老奶奶出摊儿，我
必去买上一根，一根糖葫芦带给
我放学路上多少的乐趣！过了两
年老奶奶骑了辆崭新的三轮车，
那上面有个大大的玻璃橱窗，里
面摆着一些托盘，上面放着热热
闹闹的糖葫芦。小学的时光一晃
而过，我读了初中，但每次放学路
过还是会买老奶奶的糖葫芦。后
来有段时间老奶奶没有出摊儿，
我每次都期待而来，悻悻而归。
再后来听同学说老奶奶去世了，
听闻这个消息，我的心里很不是
滋味。我想，老奶奶一定会把这
份甜蜜带到了天堂。

当年的冰糖葫芦 文/邓崔楠

在 我 收 藏 的 众
多小玩意儿中，一杆
民国时期的烟袋是
最特殊、最有纪念意
义的一件，它通体铜
质，约莫一手掌长，
烟杆上下两部分满
工刻龙纹，中心处由
两个莲瓣对接成一
个球形凸起，寓有双
龙戏珠之意。这杆
烟袋是从爷爷手里
传下来的，之所以说
它特殊，是因为它见
证了爷爷一段刻骨
铭心的岁月。

60多年前，爷爷
独自一人离开河南
老家去到几千里之
外的青海农场工作，
这一去就是 30 年。
刚到青海的时候，人
生地不熟的，语言交
流极不通畅。后来，
农场里来了一个汉
民，两个外地来的苦
难人便成为了生活
中的伙伴。他们互
相鼓励，互相陪伴，
一起劳作，成为了极
为要好的朋友。

一年的冬季，天
气异常寒冷。一天，
农场给爷爷他们两
人安排了凿冰捕鱼
的任务。由于冰层
很厚，他们费了半天
力 气 也 没 有 凿 开 。
为了完成任务，他们
决定冒险，分开寻找
冰层较薄的地方入
手。就在他们奋力
寻找之时，危险出现
了，同伴脚下的冰层
碎 裂 了 ，掉 进 了 冰
窟。爷爷听见了同
伴 的 叫 喊 ，急 忙 赶

了 过 去 ，发 现 冰 窟
足 足 有 四 米 见 方 ，
由 于 穿 得 太 厚 ，同
伴 又 不 识 水 性 ，很
难自救。眼看着就
要 有 生 命 危 险 ，爷
爷 顾 不 了 那么多 ，
迅 速 脱 掉 外 套 ，系
在 铁 镐 的 一 头 ，然
后 缓 缓 向 冰 窟 爬
去。快到边缘的时
候 ，爷 爷 奋 力 将 铁
镐连着外套甩进了
冰 窟 ，同 伴 的 手 刚
好 可 以 攥 住 衣 角 ，
就 这 样 ，爷 爷 一 点
一 点 将 同 伴 往 外
拖 ，最 终 脱 离 了 危
险。由于同伴喝了
不 少 水 ，在 挣 扎 中
也 耗 尽 了 体 力 ，爷
爷 强 忍 着 疲 惫 ，将
他背回了农场。等
人们接住他们的时
候，爷爷最终耗尽了
气力，晕了过去。

等爷爷醒过来，
已 经 是 两 天 之 后 。
房间里站满了人，同
伴从人群中走了出
来，站在爷爷床前，
给爷爷鞠了三个躬，
并从口袋里拿出来
一 杆 铜 烟 袋 ，说 是
他身上最贵重的东
西，要送给爷爷，以
报答爷爷的救命之
恩。爷爷是不想收
的 ，但 是 周 围 的 人
都 劝 他 收 下 ，加 上
同 伴 的 一 再 坚 持 ，
他 最 终 收 下 了 ，现
场响起了经久的掌
声 。 从 此 ，这 杆 象
征 着 荣 耀 和 友 谊
的 烟 袋 也 一 直 挂
在他的身上。

一杆烟袋背后的故事
文/程磊磊

记忆中的往事总是刻骨铭
心，承载着一代人的美好时光，
逛供销社的温馨感觉一直深深
地埋在我的心底里，历久弥新。

小时候我经常去供销社，一
进去就可以看到一张高高的柜
台，把营业员和顾客隔开，营业
员在柜台里笑迎顾客，当有顾客
咨询的时候，他们就耐心地给顾
客介绍。有的柜子里面摆放着
铅笔、本子等文具，透过柜台的
玻璃就能看到这些物品，标签上
有手写的价格。卖糖果、饼干的
柜台里面有各种花花绿绿的糖
果、图案新颖的饼干。供销社不
但卖书本、纸笔、糖果、饼干、油
盐酱醋，还卖衣服、裤子，吃的、
用的、穿的各种商品，在供销社

都能找到它们的存在。
我们小孩子是没多少钱的，

可是并不会阻挡我们跑大老远
去供销社，在那里能看到很多稀
奇的东西，平日里在农村没有见
到过的，在供销社里一应俱全，
有时候即使不买，看着也觉得很
好奇、新鲜，增长了见识，开阔了
眼界，甚至在跟其他小朋友交流
的时候，都会多一份谈资，说起
来兴高采烈。

我邻居家的女儿原来在供
销社上班，是令人羡慕的职业。
我记得我的父亲就靠着限量供
应的票去供销社买油盐酱醋。
临近新年，为了买布料回来给全
家人裁了做衣服，需要在供销社
排队等很久，如果去晚了，布料
卖光了，只能空手而归。

供销社里还收购鸡蛋、药
材、旧书旧报、废铜烂铁、麻线头
等。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养
着鸡、鸭、鹅，下了蛋也舍不得
吃，大部分都卖给供销社。我记

得上学的时候，经常去捡拾一些
废旧报纸、铜铁拿到供销社去
卖，挣点钱，然后再在供销社买
点书本、笔墨之类，享受着自己
劳动的成果。

那时候，供销社为了方便社
员们购物，实行代销制度，在广大
农村设立基层供销社和门市部，
在村里设立代销点，村民们购物
也更加方便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
村供销社的“尊贵”地位逐渐淡化，
代销点、供销社逐渐被小卖部、批
发部代替。除此之外，还有走街
串巷的货郎，挑着担子到处叫卖，
货架里放着一些针头线脑等日常
用品，把物品直接送到老百姓的
家门口。

现在，网络经济的飞速发展
也让供销社经济受到了冲击，但
是，历经时间沙砾的供销社并没
有一蹶不振，而是通过改革创
新，再一次迸发出新的活力，这
实在是可喜可贺。

温暖记忆的供销社 文/王文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