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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沙
XIANG SHA

时间回到 1975 年，父亲刚到供销社

参加工作，开始是炊事员，八月十五负责

烙月饼，后来相继做过保管、售货员、副

主任、主任。当时农村物质条件匮乏，不

像现在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城拐每

户家里需要的东西要到供销社才能购买

到，城拐供销社承载了几代人抹不去的

回忆、回不去的情怀！

供销社的票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我

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物凭

证，有粮票、布票、线票等，商品都是凭票

供应。农户是种什么吃什么，每年在完成

上交国家的任务后，剩余的便是一家一

年的口粮，以粗粮为基础；城市户口的按

粗细粮比例凭粮本供应。票证在那个年

月，是非同小可的，并且品种繁多，使用

时间不一，所以需要特别保管。爷爷和父

亲就用为数不多的票证，维持着一家十

几口人的日常生计，让我们不至于挨饿

受冻。

供销社的冰棍厂

小时候，每当夏天到来，最高兴的事

情莫过于吃一根凉爽的小冰棍，那叫一

个满足。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中午

不睡午觉，就在院里、村里转着玩。卖雪

呟糕的叔叔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地 喝

着，用棉花毯子裹着冒着凉气的冰棍，一

听到吆喝声，弟弟赶快去问大人要上钱，

或跑到鸡窝里拿个刚下的热乎乎的鸡蛋

去换冰棍，回家后，四姑、二爹、五姑和我

呡一人 一口，然后弟弟拿着雪糕美滋滋

地享用去了。就在这你一口我一口的快

乐生活中，我们都幸福地成长着。直到供

销社成立了冰棍厂，约有 60 多平米的厂

房，制冷设备、配料间、水池、冰柜和多种

模具应有尽有。我和弟弟好奇地去看厂

子，做冰棍的叔叔认识我俩，每人送了一

根，我们吃得那叫一个乐，直到把冰棍含

在嘴里抿得没味了还舍不得扔掉。回家

和父亲一说，父亲拿了两毛钱让我又送

到冰棍厂，说咱虽然是职工，但不能占公

家便宜。现在世面上有好多新式雪糕，我

还爱吃，但始终找不到小时候吃的冰棍

的味道。

供销社的柜台

城拐供销社是青砖灰瓦的建筑，门头

上写着“昭君坟供销社”“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的字样，中间是大五角形，既气派又

美观应景。大门东边是百货门市，门里是

高高的柜台，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应

有尽有，有绵布、针织品、成衣、鞋帽、日用

百货、学生用品、烟酒、副食品等等。大门

往西是生产门市，有农药、化肥、柴汽油、

农机农具配件、大小五金产品、土产日杂、

锅碗瓢盆、烟花爆竹等等，当时基本日用

品都能在供销社买到，缝纫机、自行车、手

表和高档布料、卡叽是分配商品。尤其到

年底节前，需要排很长的队才能买到东

西。柜台里售货员忙着取东西、打算盘、脱

口说价，一气呵成。我和母亲在柜台边挑

各种缝衣服的纽扣时最为开心，想到母亲

边做售货员边做裁缝，顺便给我缝制的新

衣配上亮晶晶的玻璃纽扣，穿在身上，那

叫一个美字了得！奶奶更是村里为数不多

的老裁缝，父亲上学背的提包上有奶奶

“临行密密缝”的一颗慈母心！

家里第一台电视机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土

地承包到农户，加上父母亲都在供销社

上班，我家的收入日益增多。父亲买了一

台 14 英寸的黑白电视，村里的乡邻晚上

都会到我家来看电视，屋里坐不下，父亲

就搬到靠窗户的院子里，接上天线，邻居

们会提前吃完饭，搬着自家的板凳到我

们家看电视。当时孩子们最爱的是《花仙

子》《蓝精灵》，看一部动画片要回味好长

一段时间。那时正播放《霍元甲》，大家聚

精会神地盯着屏幕，生怕错过任何一个

故事情节。“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

囯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要致力

家中兴……”铿镪有力的歌曲、慷慨激昂

的旋律，激励电视机前的我们要奋发图

强、努力拼搏，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

用的人。每天的《新闻联播》是爷爷最爱

看的节目，地里劳动一天，看会儿电视，

瞬间觉得解乏舒坦。奶奶也爱看，虽然不

识字，但悟性极高，能听懂故事情节，还

知道国家大事。

一年之后，村里的乡邻们生活水平

也大幅提高，陆续都买了电视机。

秋天到了。

久居在城市里，对于换季，总是

不那么敏感。要是在故乡，杏花谢了，

大约就是暮春；小麦收罢，也就夏末

秋初了；杀猪的季节，总在上冻以前。

物候、乡俗的提示，使得季节感异常

分明。

走在街道上，只是看到两旁的槐

花细碎落在地上。噢，秋天到了。

一年中，几未回乡，在这样的换

季当口，容易想到故乡的秋天。不是，

是故乡的四季。也不是，是装在四季

里的乡人。也仍然不是，是与四季、乡

人有关的一切……

于是便从记忆的深处摭拾的一

些片段，不知道是思乡还是怀人。

歇荫凉

故乡达拉特旗沿黄河滩涂，皆是

农区。春耕、夏耘、秋收，一年前三季，

庄稼遍地、田野葱绿、树木丰茂、流水

潺潺，海海漫漫米粮川。在机械作业

还没有完全推广开来的时候，播种、

除草、收割、打场，都是人力所为，要

费好多工，而且多数是顶着烈日劳

作。只有有力气、不怕晒的勤快人，才

能收获丰足。

有劳必有逸。天热的时候，劳作

一阵子，在高大的植株遮挡下，凉快

凉快，坐一坐，喝口水，抽口烟，拉会

儿话，身心两快，再振劳力。

中午收工回家，屋旁树下，先歇一

歇再说。人们或倚杨扶柳，或折枝弄

梢，或席地而坐，三三两两，陆陆续续

聚集，田头地亩，畦高垄低，水肥电价，

出苗稀稠，桑麻系人心，稼穑关生计。

就近的人家端出酸米汤、苦菜

汤、绿豆水，或者舀一瓢井拨凉水，咕

嘟咕嘟喝一气，那是一个凉快。歇荫

凉，喝凉的，但你不能说凉话———凉

话者，外行话也。

叨拉好一阵子，女人回家做饭，

男人擦锄磨镰，准备下午的工序。

歇荫凉，只是劳作间隙的短暂小

憩，是人们就近的无组织短聚，只有

老人可以随意歇荫凉。

有一种懒人，别人在田里干活，

自己不时跑到植株荫蔽的地方偷懒，

或者整日歇荫凉，东荫凉倒在西荫

凉———上午日头在东，荫凉地在西，

下午日头在西，荫凉地在东。这样，就

要忍受饥饿了。人们说，夏天凉凉坐

一夏，冬天狠狠饿一冬，指的就是这

种人。

坐在荫凉地，看到顶头的炎炎烈

日，周遭的滚滚热浪，对比这份清凉，

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短暂享受。屋荫

不若树荫凉。树于人，有多少恩惠。

荫凉地，是主题班组会场，活计

交流地儿。

歇荫凉，是一种身心休憩，是一

场人情交谊。

常驻荫凉地，是找饿。

天气地气人气在浓荫地上交集。

大自然奖勤罚懒，在荫凉地可以看出

端倪。

晒阳阳

入冬，天气还没有多冷的时节，

常常会看到屋檐下、院墙下，有三五

老者，或蹲或坐，双手插在袖管，仰头

看天，眯眼对日，感受阳婆的温暖。屋

里可以生火，也可以不生火。吃完早

饭或午饭，待在屋里也没有什么事，

待在暖阳下，一是散心，二是靠天取

暖，还可以拉话。

“咸丰五年，太原大旱，出右玉，

走西口；人不哄地皮，地皮不哄肚皮；

一早三不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立了秋，不圪蹴（蹲下，意谓闲

着）。”说道的都是往事、农事、接地气

的事。

有不爱说话的，倚墙就睡着了，

间有鼾声，一袋烟的功夫就是一觉。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不择时地。

春霜、夏雨、秋谷、冬阳，就满足

了。

有牙，啃玉米棒子，没牙，喝稀

粥，随顺自然。

他们不懂得，利用太阳能，要费

多少周折。心态自然，取用大自然的

能源，就这样直接。

享清福，只要囊有钱、仓有粟、腹

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大年，无须

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

主，即为地上神仙。

这些阳婆地下的神仙，腹中也并

无诗书，但有一肚子农谚，一肚子朴

实的道理。这些接地气的道理，除了

运用在大地，此外的功用是可以使他

们长寿。

过阴天

在乡间，阴雨天，就不能下地干

活了。阴雨天，又省了浇水灌溉的工，

又得闲一天，真是天大的好事。

一是可以歇工，二是喜悦。那就

找点乐子。找乐子，莫若喝酒。平常哪

有功夫和心思。

抓大头：一伙人，抓阄，纸条上写

明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不等，还有一

张空白纸条，团起来，任意抓，抓到五

十元的，算大头，抓到空白纸条的为

白吃。抓白吃的，负责采购烟酒肉菜，

烧火打炭，端茶倒水，刷锅洗碗。这是

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打平伙，一伙人，

吃喝费用均摊。也有叫“捧份子”

的———要组织一个“份子”，总得有人

“捧”么，一个人，那就叫独酌了。抓大

头比打平伙有一定的刺激感。

红油桌桌热炕上摆，酒杯杯菜碟

碟全摆开。

划拳、打杠、石头剪刀布，唱。

烟茶飘袅，酒酣耳热，肉烂自香。

就地摘的黄瓜菜，西红柿加一把白

糖，北京酸辣菜———这是商品，一听

罐头，炒鸡蛋，炒豆腐，猪肉炒粉条。

圃中有什么炒什么。凉菜热菜，可以

分开上，也可以一起上。热菜也可以

下酒。热菜冷了，就自然是凉菜。有了

热菜，可以炖肉，也可以不炖肉。我的

阴天我做主，随便怎么，全凭自己

定。

要是炖肉，炖羊肉的居多。有人

为了过阴天会杀一只羊，杀猪的没

有，杀猪只有过年时才杀。

不抓大头，不打平伙或捧份子，

一家人过阴天，也有杀一只鸡的。自

己吃，也可以邀约三五好友共享，这

就是简单的请客了。吃鸡事小，喝酒

事大。男人在这一天，喝醉了睡一天，

老婆也不骂，虽然平日里月下骂夫的

事不在少数，但少有的阴天，喝醉了，

庶可原谅，一者别人在旁不好意思，

再者平常受苦受累，难得阴雨天，醉

就醉了。女人也有心软的时候。

也有喝干咂酒的。所谓干咂酒，

就是什么菜也没有，连咸菜也没有，

不要说咸菜，连茶、水都没有。一瓶

酒，两人或几人，慢慢喝完。有的，就

的是一支烟。这种喝酒，真是一种功

夫。

家家扶得醉人归，俨然是一个节

日。

乡人没有法定节假日。没有法

定，但有天定的节假日。

孩童时，我最好的伙伴、最亲密的朋

友，不是小黑，也不是铁蛋，而是那些昆

虫———蚂蚁，蜻蜓，蝴蝶，萤火虫，知了。

如果和小黑打了架，我就去找铁蛋；

如果铁蛋也不和我讲话了，我就去找那些

昆虫一起玩。小黑和铁蛋是我的发小，蚂

蚁、蜻蜓、蝴蝶、萤火虫、知了……也是我

的发小。这是我的秘密，今天我第一次说

出来。

夏天，晒谷场上，父亲们在扬稻谷，空

气中飞扬着稻芒、碎稻草，还有干瘪的稻

子，铺天盖日。但它们总归会落下来。可已

经落幕了，为什么半空中还有好多稻芒在

翻飞呀？你把眼睛睁大一点，就能看出，它

们可不是稻芒，而是蜻蜓。那么多，仿佛全

村的蜻蜓，连同隔壁村的蜻蜓全飞来了。

它们在飞扬的稻尘中穿梭、飞翔，忽高忽

低。大人们说，它们是来捕食蚊子的。

晒谷场上的蚊子，四散溃逃，其中一

部分飞进村里，还钻进了我的蚊帐，总是

在我熟睡时咬我的梦。

自从我知道蜻蜓是逮蚊子的，就有了

一个大胆的念头———如果我的蚊帐里有

几个蜻蜓，它们就能帮我干掉蚊子，让我

安稳地睡觉和做梦了。于是我抓了几只蜻

蜓放在蚊帐里，并按照铁蛋教我那招，为

了防止蜻蜓飞走，残忍地折断了它们的翅

膀。然而，那些被囚禁且失去了翅膀的蜻

蜓，对捕食完全失去了兴趣，它们匍匐在

我的蚊帐上，一动不动，几天之后就死了。

我真后悔将它们捉进蚊帐里，更后悔折断

了它们的翅膀。

除了蜻蜓，我最爱的还有萤火虫。漆

黑的夏夜，你看见田野里、家门口的草丛

中，那一闪一闪亮着的就是萤火虫，它们

是夏夜的眼睛。

我的小伙伴小黑，是我们当中识字最

多的，他总能找到一本白天看不完、晚上

接着看的书。可是，那时候乡村还没有电

灯，小黑的爸爸又舍不得点煤油灯让他看

书，他就去捉萤火虫，将它们放在一个玻

璃瓶里。

小黑说：“如果能捉到 100 只萤火虫，

它们的亮光就能照亮书中的字了。”我们

信了他，帮他一起去捉萤火虫。其实萤火

虫很笨，它们在黑夜中发着光，暴露在我

们面前，一伸手就捉住一只。当铁蛋数到

101 只的时候，我们便停了下来。

我们看到小黑手中的玻璃瓶里面一

闪一闪的，有无数个亮光，像抬头看到的

星空。可惜，即使 101 只萤火虫的光，也不

能照亮小黑手中那本书上的字。小黑不懊

恼，他拿着那个装满了萤火虫的瓶子去了

村东头的奶奶家。

铁蛋问他：“它们都照不亮你书上的

字，能照亮路吗？”

小黑说：“照不亮。”

“那你还拿着那个破瓶子干什么？”我

们都不解。

小黑说：“让你们看见我啊。”

是的，你在黑咕隆咚的村里看见一团

萤火虫在走动，那一定是小黑。

对一个乡村孩子来说，泥巴和昆虫就

是最好的玩伴。我觉得，昆虫里最好玩的

是蚂蚁，铁蛋和他弟弟能跟一只蚂蚁玩上

半天。他找来一根小树枝，拦住地上一只

蚂蚁的去路，蚂蚁绕开了，铁蛋又将小树

枝移到蚂蚁的前面，这一回，蚂蚁没有绕

开，它迟疑着爬上了小树枝。

这下，它可上了铁蛋的当！铁蛋飞快

地捡起小树枝，悬在半空中。蚂蚁沿着树

枝往前爬，四周看看，全是凌空的悬崖，它

一定以为这就是天路吧？它继续往前爬，

爬到树枝末端一看，是断头路；赶紧掉头

往回爬到另一端，还是断头路。

铁蛋每次都是等到蚂蚁爬到头了，快

速换手拿住树枝的另一头。即便是天路也

该有尽头啊，怎么一条路，两头都是断头

路呢？可怜的蚂蚁彻底慌了神，它加快脚

步在这截小树枝上来回地爬，慌张地爬，

绝望地爬……铁蛋和他只有 2 岁的小弟

弟，笑得前仰后合。

多年以后，我回乡碰到铁蛋，跟他聊

起这件事，已经一头灰白头发的铁蛋一脸

茫然———他一点也不记得了。我看见铁蛋

的小孙子，正蹲在院子里，专心致志地玩

着什么。我问他：“在玩什么呢？”他说：“蚂

蚁。”铁蛋呵斥他：“蚂蚁有什么好玩的，地

上那么脏！”说着，拿起一个玩具递给他：

“玩你的玩具！”铁蛋的小孙子看了看玩

具，继续蹲在地上，不肯起来。铁蛋摇摇头

笑说：“这娃，那么多玩具不玩，来到乡下

就爱玩蚂蚁，真是毛病。”

可是他忘了，谁的童年还没有过一只

蚂蚁或一只蜻蜓的陪伴呢？他忘了，梦想

一旦有了翅膀，就能飞翔。

布日嘎色太沟是达拉特旗十大

孔兑（季节性河流）之一。也是其中最

美丽的一条河。

布日嘎色太沟位于达拉特旗西

部，发源于杭锦旗塔拉沟乡梁上，向

北流经达拉特旗呼斯梁乡及蓿亥图

乡，在丁洪湾与迎喜圪堵之间出沟

口，经黄河冲积平原于中和西乡裴家

圪旦入黄河。

布日嘎色太沟全长 73.8 公里，主

要支沟有卜洞沟、库底沟、茶窖沟、昌

汉沟、纳林沟，流域面积 550 平方公

里。布日嘎色太沟流域上游为丘陵

区，植被稀少，土质松散，易被冲刷；

中游经库布齐沙漠带；下游为黄河冲

积平原，出沟口处建有乌兰水库。

布日嘎色太沟大致为南北走向，

横穿库布齐沙漠。整条河流弯弯曲曲，

溪水潺潺。站在沙漠高处俯瞰，布日嘎

色太沟就像一条随风飘扬的哈达。由

于常年的洪水冲击和风雨侵蚀。有的

地方河边沙漠出现了绝壁悬崖，看上

去绝对不亚于乌拉山和大青山的悬崖

峭壁。沙岩峭壁上有很多窟窿眼儿，里

面常年栖息着一种野鸟，我们把它们

叫做黑老鸹。它们成群结队地飞翔出

入，给沙漠增添了无限生机。

近日，我跟随徒步团队从恩格贝

镇的官井村进入布日嘎色太沟。我们

沿河水北下，进入丁红湾。一路上左

右跨越，已经不记得趟过几次河水，

更数不清有多少汗水随着河水流淌。

哗啦啦的河水就是一首动听的歌谣，

激励着我们的脚步。河水又毫不留情

地冲淡并淹没了我们的脚印。

河水里一串串、一株株、一片片

绿色的嫩草在水流中摇曳，显得那么

翡翠妖娆。

河水两侧沙漠边缘的绿草地上

有很多种飞鸟在争芳夺艳，它们偶尔

从我们头顶飞过，为我们注释着百鸟

争鸣的内涵。对岸还有两只翅麻鸭在

嫩草滩上徘徊，这里仿佛就是它们的

天堂，其中一只在低头觅食，我迅速

拉近手机摄像头定格它们美丽的身

影，留下一张模糊的照片。

对于徒步人来说，湿鞋不算什

么。这就是一种阅历。我们在这里趟

河。两边是沙漠，中间是一条河。我们

从沙漠进入河流，又从河水中走进沙

漠。沙漠里还有多长的河，河那边还

有几道沙坡？

□ 段海燕段海泉

记 忆 中 的 城 拐 供 销 社

阴 张如

歇 荫 凉 晒 阳 阳 过 阴 天

阴 严生生

阴 李春果

寻踪布日嘎色太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