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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珍藏的记忆箱里，有
一些从儿童到少年然后到青
年使用过的物件，这些东西大
多是父母给我留下的，少许是
自己收藏的，这些物件给我以
后的生活多了很多回忆，也多
了很多甜蜜。

记忆箱里有一件巴掌大
小的花布兜，布兜上满身都是
小碎花朵，它是由不知名的的
野花排列上去的，横看竖看排
得很整齐也很优雅，小孩子们
看了都会喜欢。在我的记忆
中，小布兜是母亲在我上小学
一年级的时候缝制的，它小巧
而精致，针脚平整且缜密。上
面开口穿上了红色玻璃丝绳
（那年代玻璃丝绳是给小女孩

扎小辫专用绳），把玻璃丝绳
轻轻拽一下就可以收缩紧口，
防止里面装的东西撒出来。虽
然这件小花布兜很平常也很

不起眼，但对于我的童年很重
要，因为它是妈妈给我上学时
装零食用的小花布兜。

那年代，生活困苦艰辛，
缺衣少食。我家生活在深山
区，更是贫寒交迫。城里人每
个月都固定供给食物，而我们
山区只能到秋天收获季节，生
产队才分配给每家一年的糊
口的口粮。当时我家人口多，
劳力少，只有父亲一个人干活
维持家庭，所以生活更加困
苦。于是，父亲白天给队里干
活，黑夜便到深山里去刨镐头
地种庄稼。在我的记忆里，镐
头地里大多种的是黄豆和萝
卜。

由于我从小很瘦弱，上学
的时候身高才一米多一点，和
同学们相比足足差一头。父母
知道这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因
此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全家都

省吃俭用让我吃饱；比如亲戚
来了做一顿大米白面饭，也留
给我一些吃。

村里的一位赤脚医生还
给我父亲出了一个土办法，那
就是每天上学的时候，给我炒
一些黄豆让我当零食吃就能
提高营养。父亲回到家，赶紧
把这土办法告诉了母亲。母亲
听了喜出望外，赶紧把给我做
衣服的小花布剪下一片，做了
这个小花布兜。

每天早晨，母亲都是很早
起床，先做全家人的早饭，然
后还要给我炒黄豆，去上学时
便把炒黄豆倒入小花布兜里。

在学校里，上课是不允许
吃零食的，我就利用课间时间

“嘎嘣嘎嘣”地吃。同学们觉得
很新鲜，因为他们的零食都是
红薯干、水果干还有小饼干之
类，见我把炒黄豆嚼得那样脆

香都很嘴馋，回家都要让母亲
给炒黄豆当零食。

家里的黄豆毕竟只是镐
头地种的那些，很少，只够我
吃多半年的时间。母亲为了让
我长高，便和邻居借一些。等
到来年，母亲便和父亲商量
好，全家人齐动员到山里刨镐
头地。到了秋收季节，我家也
能收获两三袋金灿灿的黄豆，
这里凝结了父母和哥哥姐姐
的辛勤汗水。

小学几年里，母亲给我
的炒黄豆始终没有间断。直
到上初中了，国家有了改革
开放政策，百姓们的生活有
了很大改善，我的零食才开
始发生变化。

母亲给我炒的黄豆，还有
母亲给我制作的小花布兜，永
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文/李桂连

草上飞
内蒙古金戈铁马、烽火边城的往事夯

进草原的金界壕，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

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你念念不忘的往

事呢？推开记忆的大门，时光的船逆流而

上，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

来稿请在电子邮件“抄送主题”一栏填

写“草原往事”。同时，为了方便发放稿费，

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

Email：bfxbcyws@163.com

正月荡秋千

炒黄豆

在昔日乡村的正月里，一
架高高耸立的秋千给老少爷
们带来了欢乐和喜庆，成为乡
村过年一项重要的民间娱乐
活动。穷开心也好，找乐子也
罢，劳作辛苦了大长一年的农
人们，荡走了生活的沉闷和枯
燥，也荡来了新春的期翼和希
望。

荡秋千有多种玩法，花样
繁多，但基本的方法不外乎三
种，即单秋、双秋和带秋。单秋
也叫单人荡，即一个人站在踏
板上，两手紧抓绳子，身体微
微弯曲呈半蹲状，然后由下面
的人推着背部送上几个回合，
等荡起来后再趁着惯性用力
摆。荡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
先是身体使劲往后弓，两脚用
力向前蹬，当荡到一定高度
时，再顺势荡回来，如此循环
反复，秋千的高度就会逐渐抬
升，甚至达到与横梁齐平。荡
时间久了，体力消耗很大，力
度逐渐减小，秋千的惯性也随
之减弱，此时如果想下来，只
需下面的人拽住绳子，便可平
稳落地。双秋也叫双人荡，即
两个人脸对脸站在踏板上荡
秋千。对荡的两个人不仅个
头差不多，用力的方向也要
一致，一个人向前蹬，另外一
个人向后拉，轮流使劲，一齐
摆绳。昔日的乡村，农人们恪
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古
训，夫妻两口子坐在一条板
凳上也会遭人耻笑，故而对
荡的两个人均为同性，即便
是夫妻对荡也抹不开脸，更
不被村人们接受。所谓“带
秋”，也叫“带人荡”，就是一个
人坐在踏板上，另一人双脚站

在踏板两边来回使劲蹬。带
秋最费力气，多是大人带着
小孩荡，以逗孩子乐为主，
象征性地荡上几下，就赶紧
把孩子抱下来。

秋千的周围每天都聚集
着不少人，有男有女，有老有
少，村中尚未婚嫁的青年男女
得以近距离接触，甚至擦出火
花。那些表现欲极强的年轻小
伙子，自然不会放过在女孩子
面前展示自我的绝佳机会，一
个个擦拳磨掌，争着抢着荡秋
千，比能耐试高低。虽然春寒
料峭，首当其冲的那个小伙子
还是脱掉了身上笨重的棉袄，
只穿着薄薄的秋衣就跳到了
踏板上，两手抓绳，目视前方，
被人往前一送，双脚使劲一
蹬，身子腾空而起，宛如大鹏
展翅，眼瞅着越荡越高，最后
居然高至横梁，围观的人无不
拍手叫好。再看他下秋千的动
作，也很是潇洒，双臂抱绳，轻

松自然，玉树临风，缓缓落下，
惹得旁边的女孩子赞叹不已。
你方荡罢我登场，后面还有高
手呢，有的年轻人更是艺高人
胆大，连送的环节都省了，双
手紧握绳子，往后退上几步，
然后猛然快跑，双脚顺势跳上
踏板，趁着惯性整个身体飞了
起来。大伙鼓掌助兴，场面热
闹喧天。毛头小伙子的精湛表
演赢得了阵阵掌声，一旁跃跃
欲试的年轻女子也不甘示弱。
女孩子力气小，多是两个要好
的闺密双人荡，面对面站在横
板上，一蹬一拉，一张一弛，随
着绳子吱呀作响，秋千很快就
荡到半空中，像两只凌空飞翔
的小鸟；荡累了，就改为一人
坐在横板上，另一人站在横板
上“带秋”，两人轮流出力，倒
也公平合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5
岁那年，带着对乡村高架秋的
系念和眷恋，我离开故乡出外

求学。现在，在我生活工作的
这座城市，秋千并不难寻，且
花样也很繁多，但此秋千亦非
彼秋千，公园或者游乐场里那
些精致小巧的秋千，只能算作
健身器材或者供人休闲的座
椅，况且踏板是铁制的，就连
绳子也用铁锁链取代，没有木
质的温润和麻绳的柔韧，给人
一种冷若冰霜的感觉，和城市
人冰冷生硬的表情很相似。我
想，真正的秋千在乡间，乡村
正月里用原木搭建的高架秋，
看上去粗鄙笨拙简陋，却粗犷
古朴厚重，沾染着泥土的气
息，荡漾着岁月的律动。如今，
作为一种古老的娱乐健身方
式，在各种现代娱乐方式的冲
击下，高架秋陪伴祖祖辈辈的
农人们乐呵了上千年，如今跟
着一个时代渐行渐远，远得连
一丝讯息也捕捉不到，只能在
梦境中一遍遍追忆它的前世
今生。 文/梁永刚

小镇打字部
1997年，打字还算新兴行业。特别是在

旗县，打字部更是寥寥无几。我刚参加工作
时的锡林郭勒盟（现锡林郭勒市）镶黄旗小
镇上就有这么一家，没有招牌，只有门面房
玻璃窗上的四个大字：打字复印。我与店主
的初次见面，只因为单位急需要打印一份
材料，便有了一面之缘。

那时的电脑还是8086的机器，打字
软件则是WPS，默认界面是蓝色的背景
加上白色的字体，设置格式需要快捷键，
对字体、行间距、字间距以及分页做出设
定后，才能在针式打印机上打出来。刚分
配到单位时，正是学习党的十五大的时
期，领导需要打印出一篇学习文章，于是
开始练习用五笔打印，等长达五千字的
文章打好后，打字也就基本就学会了。

一个周末，准备投一篇稿子，已经存到
了软盘上，但单位办公室锁门，还没有钥
匙，就来到这间打字部，我开始在电脑上飞
快地设置格式，字体、字号、行距、分页等一
气呵成，店主比我年纪大不了几岁，露出一
脸的惊讶来：小伙子，你行呀！我当时也有
点飘飘然，说电脑还是懂一点的，其实那时
还是菜鸟一个。

Ucdos6.0的时代，三张软盘我更新了
单位的电脑，并开始逐一调试里面可用的
程序文件，终于发现了两个实用的程序，
一个是大字打印程序，可以打印出两米见
方的大字。一个是制作表格程序的小程
序，再复杂的表格也可以应刃而解了。这
两个程序在不断测试中炉火纯青，这在当
时用WPS制表是相当困难的。

同在一个大院办公的消防大队要制一
张通讯录，需要将总队、支队和大队的联系
电话放进一张表格，他们找到了这个打字
部，店主无从下手，找到了我。看到我用
uctab轻松解决了问题，佩服的五体投地。到
了晚上，店主买来烧鸡和啤酒盛情款待，大
有相见恨晚之势，而且，醉酒的店主大哥非
要给我介绍对象，我拒绝了。

大概是三个月左右的电脑操作，我俨
然成了一个高手，出入政府办公大楼修过
电脑，将办公室的386机器也顺利升级成
win3.2，启用了激光打印机，开始用word打
艺术字，制作那达慕大会安保的通行证，一
切都让人刮目相看。突然感恩那些日子，日
夜电脑为伴，每天经过打字部时的一声问
候，总觉得在草原上我并不孤独。

许多年后，去呼和浩特市转道当初工
作的小城，老公安局院墙上打出的大字粉
刷“为人民服务”的大字已经不在，那是针
式打印机在报纸上打了整整一天，才打出
的轮廓，后拓到墙上刷成的。看到斑驳的痕
迹，感慨万千，离开小镇快二十年了，草原
上的记忆剩下的不多，但每一件都足够温
暖。 文/李国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