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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 剪纸 伍永娟

“这冰车，怎么个租法，一个小时多

少钱？”

“单人冰车多少钱，双人冰车多少

钱？”

“这冰尜是租还是卖，多少钱？”

“这奶茶热吗，多少钱一杯？”

……

穿着厚厚的棉衣，人们询问着，买

着，租着，玩着……冰面上的笑声是那样

的开心，一声声惊叫，让人感到好不热

闹。

元旦过后，在锡伯河冰面上，有不少

人在滑冰车，打冰尜，这里有七十多岁的

老人，也有三四岁的孩子，有父子，有母

子，也有爷孙，还有情侣，同学和朋友，在

冰场的河岸上，有出租冰车的，也有卖冰

尜的，还有卖热奶茶的，卖水果的，虽然

天气有些寒冷，但是来这里游玩的人却

络绎不绝，冰面上聚满着来来往往的人

群，人们体验着冰雪带来的欢乐。

在岸上经营滑冰生意的农民周义

说：“这里的冰车，租一次可以玩一天，仅

收 10 元钱。无论单人冰车还是双人冰

车，都是这个价钱。今年雨水好，冬天有

了河水，结了冰，冰面开阔，很好玩。”

周义说，他和村子里的几户人家掌

握了冰面好、有人滑冰车这样的信息后，

马上把家里的旧木板和铁板倒腾出来，

用自己的木匠手艺，按照自己小时候划

的冰车的样子，经过改造，加进现代样

式，就开始制作了传统冰车12 个，带椅

子式样的冰车6个，自己边制作边试划，

没几天冰车就做好了，接下来，他就制作

了长杆、短柄等样式的冰锥，打磨好之

后，又准备了几十根小布绳，供拉车使

用。然后，他就把这些冰车用三轮车从

仓窖的家里拉到了河套，没成想，生意还

很火爆，来这里租冰车滑冰的人还很多。

周义说，他和那几位出租冰车的人，

是一个村子的，平时就打工做点小买

卖。自己已经66岁了，其实家里也用不

着自己再那么挣钱了，他发现了今年的

河里有了水，结了冰，才想到了冰车：“这

么好的河道，这么好的冰，不玩就可惜

了。我们小时候，一到冬天就往大河跑，

打冰出溜，滑冰车，砸冰冰吃，反正正是

贪玩的时候，有时候大人要到河套喊，才

回家吃饭。小时候玩冰冰的乐趣，今年

又回来了！”周义指着一辆冰车说。

周义边上一位卖冰尜的农民说，冰

尜是卖的，因为是自己做的，只卖10 块

20 块的，还赠送一条打尜的鞭子，有不

会打尜的，还会教一教。“玩呗，今年河里

有了冰，我们都高兴！”

“娱乐和玩耍，或者说休闲娱乐，离

不开我们的生活。如今，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了，玩耍也不是单独玩耍了，要吃喝

消费。我卖热奶茶和其它小食品，就是

为玩冰的人服务。”卖奶茶的人，身边是

暖瓶和纸杯，另一边是广告：热奶茶，暖

人心！

“玩着冰，喝着热热的奶茶，你说这

不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吗？一杯10块钱，

值！”卖奶茶的小伙子竖起带着手套的拇

指，自己给自己点了一个赞。

滑冰唤醒了童年，冰车也正在陪伴

着一个童年。两位 70 多岁的老人划着

冰车，边划边回忆童年的时光。他们感

慨现在的幸福生活，也留恋过去的岁月。

“无论岁月如何流逝，它总能温润我

的记忆。小时候，大自然馈赠乡下孩子

的最好礼物就是青山和碧水，抓鱼，游

泳，趟河。一到冬天，宽广的河面就成了

我们玩耍的天堂。冬天一放寒假，我们

都要自己赶制冰车。那时候，冰车用一

块一块的木头钉上，冰车下面用铁丝做

滑板，镶进木头里。冰锥也是稍微粗一

点的铁丝或者是小车的旧辐条做成的，

在石头上磨出尖来。谁有一个漂亮的冰

车，大家都羡慕。记得有一个发小的冰

车不仅滑起来轻便，滑得也飞快，还有防

侧滑，关键时候能够紧急刹车，这让我们

很眼馋。”一位白发老人说着往事，划着

冰车，沐浴在冬阳里。

周义告诉我，每到周末，赤峰城四面

八方的孩子们涌入河面，他们有的自己

带着冰车，有的租借冰车。冰面上的冰

车有站式的、蹲式的、坐式的，琳琅满

目。大一点的孩子多数玩的是单刀、双

刀的冰车，小一点的孩子玩的是坐式冰

车，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汇集一处，掀起了

冰面的喧闹气氛。

周义回忆，这条曾在童年带来快乐

的河流，几十年，经历了多次断流，有时

冬日里很难看到宽阔冰面。今年，随着

冰面的扩大，那些归于自然、纯真的记忆

和那些关于冰车的故事，又在时光里折

返，在寒冬里留下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吃过午饭，家住松山区全宁街道的

王先生就开车拉着儿子和邻家两个小孩

子来到锡伯河的冰面上，一起和孩子们

玩耍，感受户外冰雪的乐趣。

看着孩子们滑冰车嬉戏打闹，王先

生开心说道：“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就滑

雪、滑冰、抽冰尜。而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现在城里几乎看不到冰场了，孩子们

越来越少有机会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而且，现在的人都怕孩子到室外感冒，把

孩子当宠物一样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孩子是需要锻炼的，让孩子们参与冰雪

运动，让他们体会到冰雪运动带来的快

乐，锻炼意志，强健体魄。亲近冰雪找童

年趣，也是一种体验。”

一位爷爷说：“坐冰车是我童年最大

的乐趣。虽然已有近 50 个冬天没坐冰

车了，但梦里常常回到那段魂牵梦绕的

美好时光。今天领着孙子来滑冰车，太

幸福了！冰车拉近了爷孙情，让我感受

到了含饴弄孙一样的天伦之乐。”

在冰面上，有的父子或母子或一家

三口拉着冰车玩。玩冰车有很多花样，

有时一个人双脚站在冰车上，一只手拽

住拴冰车的绳子轻轻一拉，冰车就自动

向下坡方向滑行出去，这种玩法叫做“金

鸡独立”。还有一种玩法是，一个人蹲在

冰车上面，另一个伙伴拉着往前跑，这种

玩法叫做“蹲坑守候”。还有的情侣，男

拉冰车，女坐冰车，还要时不时的来一个

嗔怪的叫喊。一位男孩子对我说，他拉

他的女朋友一个来回，反过来，她女朋友

再拉他一个来回，有来有往，这种玩法叫

“相亲相爱”。

冰面上空飘荡着天真烂漫的笑声，

承载冬天一段快乐的时光。

散文

冰车唤醒童年的美好时光
■犁夫

寒风掠过大地

裹挟枯枝残叶

诀别丰盈的秋天

风中的那份摇曳

写满太多的眷恋

霜冻的所有故事

酝酿着来年的青翠

老屋，土炕

是渗入血液里的怀恋

犁辕，镰刀

是浸入骨子里的惆怅

在苍茫的田野上

父亲干如枯藤的双手

将耕耘了一生的土地

放在我稚嫩的双肩

沉默无言的土地

牵引着我

无处安放的眼神

引领我走向河流山川

我该怎么去

拨动大地上高低交错的音符

广袤的原野上

我是一粒卑微的生物

在黑土地上任意涂鸦

经过年轮的碾压

青葱岁月渐次枯黄

终归是这片土地包容了一切

父母的一生

最终沉睡在大地的深夜

寂寞的隆冬

山风掠过山峦

大地荒凉

而我躲在岁尾的角落

将文字凝于指间

安放内心对生命的热爱

大
地
情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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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是我们村一个普通村民，小个子小眼睛，薄嘴片尖
下颏，长相虽不受端详，但有着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的好
习惯。人无完人张贵也有不足，那就是说话“口吃”和“嘴
贫”，因为“嘴贫”还成了当地的名人。

“口吃”就是俗称说话“结巴”，由于说话结巴，张贵时不
时就闹出点笑话来。有一次，他和妻子夹栅子，拿绳子绑栅
子栏杆不慎把手指头勒住了，他结巴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
话：“好—好—好……”憋得脸红脖子粗，足足有大半分钟，

“勒”字才在嘴里冒出来。妻子听他说“好——好——”以为
让她使劲儿勒住，他好往上面捆铁丝呢，他的妻子就使出了
吃奶的力气。等到张贵嘴里吐出了“勒”字，妻子这才知，绳
子勒住了他的手，这才松开了绳子，张贵终于拿出了被勒住
的手指头。看着险些把手指头勒折了，张贵疼得龇牙咧嘴直
掉眼泪。

张贵说话结巴不说，还“嘴贫”。他的“嘴贫”可不是乱讲
话，是说顺口溜。他说的顺口溜听了风趣逗人。其实，按村
里的习俗应该叫他“张结巴”，可大伙儿都习惯称他“贫嘴
张”。
张贵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由于家庭困难没登过学校门，大字
不识一个，可他从小跟着本家的二爷爷学过打快板，要是说
起顺口溜，张贵是见景生情，准保能合辙押韵，也不结巴了。
村子里有人做好事，他说顺口溜夸奖；有人干了错事，受到批
评或处罚，他也用顺口溜宣传，有些经典顺口溜还被人当笑
料，大庭广众学说……因此，他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说张
贵没人知道，要是说“贫嘴张”，大人小孩人人皆知。

村里流传这样一个俗语，“不怕张贵结结巴巴，就怕张贵
顺口溜说话！”因此，人们做啥事得先三思而后行。

村里平整土地，外号“肉蛋”的社员，依仗是村长的小舅
子，干活出工不出力，有些人也跟着学。村长偷着让张贵“扎
古扎古”他们，张贵手拍着胸脯，结巴着说：“没——问——
题”。

他说：“村里冬闲人不闲，平整土地修梯田，尿尿结冰不
觉冷，人人身上直冒汗，只有肉蛋冻得慌，准是藏奸在偷懒！”
村民们听了，不仅夸张贵有才，还都跟着学说。

别说，张贵的顺口溜还真管用，说得肉蛋干活不耍滑了，
且与肉蛋一样的人干活也卖力气了。

村里的老支书王二山是个转业军人，当村干部二十多
年，带领群众干了不少好事实事，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口碑
较好。尤其是注重抓农业生产，粮食年年丰收，社员没挨过
饿。退休后，七十三岁时结发老伴儿因病离他而去。身体硬
朗的他就又续弦儿娶了个五十二岁的寡妇。虽说不是老夫
少妻，但年龄相差二十多岁，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山沟子里，也
算是一大新闻。不少人窃窃私语，说三道四。张贵替老支书
打抱不平，施展出了顺口溜的才能。他说的顺口溜老支书听
了非常高兴，大伙儿们更是闻而不忘，还在全村传播开来。

他说：“看看你、看看咱，再看支书王二山，当过兵来参过
战，立过功来当过官，转业又把书记担，带领村民修农田，粮
食年年创高产；干部夸、社员赞，先进事迹到处传，退休回家
上二线，七十三又当新郎官，全村上下谁不羡！”

村民王四喜好上山捕捉野生动物，年年都赚点外块花
花。一个冬天，连夹带套和下药，许多山鸡、小兔等小动物的
性命葬送在他手里，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林业公安的工作
人员人赃俱获，山鸡、小兔被悉数没收，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还差点蹲了拘留。张贵就用顺口溜说王四：“小王四、瞎胡
作，冬闲去把野物捉，束手就擒人赃获，罚款还戴‘银手镯’。
老亲旧邻听我说，违法乱纪不能做，不着急来不上火，日子过
得才快活！”

张贵这个顺口溜，比广播、报纸、电视上宣传都管用，我
们村山上的山鸡、野兔再没有人捕捉了。

王五喜好赌博，因赌博输光了家产，还欠了外债，老婆正
与他打架闹离婚。喝凉水都塞牙儿的是，王五上山打杏核翻
车又把腿砸折，拿不出钱找医生治病，王五在家里疼得嚎啕
大哭，让人看了实在可怜。乡亲们念着王五同村子居住，没
有袖手旁观看笑场，你家十元他家二十地凑了钱，才给王五
治好了腿。

王五伤愈，管王五叫姐夫的张贵，半开玩笑地在群众中
说顺口溜笑话他：“小王五、不正干，赌博输光家里钱，老婆跟
他闹离婚，打杏又把腿砸断，手里没钱去接骨，躺在家里直叫
唤，不是大伙来捐款，王五就得落下残！”

王五听了张贵说自己的顺口溜，不恼也不气，反而还高
兴，从此戒赌，痛改前非，后来竟然过上了富余日子。

后来，张贵的顺口溜说得越来越好，还把我们村说得发
生了变化。小鸡小鸭不丢了，违法乱纪的少了，尊老爱幼的
多了……村里竟然还获得了“精神文明奖”。

大伙说，兴许哪天张贵结结巴巴的嘴会冲出村子、走上
电视广播呢。

小小说

名人张贵
■刘玉国

雪，人间的盏灯，甘为奋进的人

生照亮，这是囊萤映雪之典故的励

志和启蒙。

与雪有关的典故不胜枚举，每个故

事都充满了智慧能量，且妙趣横生，

趣味无穷。

“粤犬吠雪”典故讲的是唐朝柳

宗元被贬到岭南地区时，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有一天，这个很少下雪

的地区下了一场大雪，大家都很开

心，可是几个州的狗都乱跑狂吠，直

到雪化为止。该典揭示一个道理，

如果一个人见识少，孤陋寡闻，就可

能变成“井蛙醯鸡”，浮躁、骚动，紊

乱秩序，失了方寸，影响了和谐。

宋朝时也有个“嚼梅咽雪”典

故，说的是一位铁脚道人，他是踏雪

能手，经常赤脚踏雪。光是踏还不

够惊艳，这位道人还边踏边朗诵《庄

子秋水篇》，同时“嚼梅花满口，和雪

咽之，曰：“吾欲寒香沁入心骨。”这

种嚼梅咽雪行为有食物中毒的风

险，此典告诉人们，生活中绝不可以

身试法，咎由自取，使自己陷入不堪

的境遇，难以脱离险境和危机。

还有一个与苏武有关的典故

“苏武啮雪”，源于汉武帝时，苏武出

使匈奴，因汉朝降将鍭侯王的反叛，

单于大怒，扣押了苏武等人。为了

让他投降，单于断绝他的饮食，并将

他幽禁在大窖里。幸而天降雨雪，

孙武就用雪就着毡毛吃下，坚持了

数日。匈奴人见他活下来，便以为

是神的旨意，于是将他发配到北海

（今贝加尔湖）边牧羊。也正是在这

种意念和决心的支撑下，苏武在匈

奴呆了十九年而不失民族气节，为

世人所景仰。苏武持节不屈的爱国

精神，赋予了新时代青年人以使命

与担当……

然而，冰雪典故趣味悠长，这还

要从“冰滑子”起源说起……

传说，阿骨打联合女真各部起

兵反辽，一举打下宁江州之后，大辽

国王忐忑不安。紧急派重兵，到了

松花江和伊通河的合流处——吉林

宾州，准备拦住女真兵，然后南下。

当时，阿骨打只有三千兵马，知道宾

州的大辽兵多，硬打肯定要吃亏，就

派了探马到宾州去打探军情。不

久，探马来报，说宾州的大辽兵日夜

巡城，把守得很严。阿骨打只好把

女真兵带到松花江边安营扎寨，一

边继续派探马去宾州探听虚实，一

边琢磨破敌的良策。

转眼又到了冬天，大雪飘飘，寒

风刺骨，江河已封冻。这时，探马来

报，说宾州的大辽兵不巡城了，大辽

元帅以为天这么冷，雪这么厚，江上

也不能行船，女真兵不会来的。阿

骨打一听，喜上眉梢，觉得如能出其

不意，攻其不备，就可以少胜多。可

是转念一想，这齐腰的大雪，冰封的

江面，人马走在上，肯定举步维艰。

忽然，他听到江上有动静，想琢磨

着，十几个女真阿哥跑到跟前，每个

人背着一个狍皮口袋，与他打招

呼。阿骨打觉得挺奇怪，上前迎接，

并问来路。一个头领说：“我们是铁

骊部的，噶珊达让我们把打好的铁

箭头给您送来。”阿骨打又问：“这大

雪天，你们是怎么来的？”那头领笑

了笑，抬起脚让阿骨打看。阿骨打

一看，狍皮靴子上用鹿皮筋绑了一

块小木块，木块上有一条东西在月

光下闪闪发光。再一细瞅，是被冰

磨得雪亮的小铁棍。阿骨打问：“你

们从铁骊部到这里用了几天？”那些

人胸有成竹地说：“用不上一天！”阿

骨打好酒好肉款待客人。饭后，自

个儿拿这“冰滑子”，到江面上试一

试，还真是受用。

第二天一清早，阿骨打送这些

铁骊部的阿哥们，嘱咐他们立即回

到铁骊部，要尽快做出三千副这样

的“冰滑子”送到大营来。为了“冰

滑子”滑行稳当，阿骨打又让他们再

做一些铁棍的钎子，一起送来。

过了几天，铁骊部就派人送来

了三千副冰滑子。阿骨打命令全军

饱餐一顿，然后每个人都穿上冰滑

子，连夜袭击宾州。阿骨打冒着风

雪，滑在最前面。女真兵个个如虎

添翼，飞驰在松花江冰面上。他们

每人披了一个白斗篷，三千人一个

挨着一个，就像一条飞腾的白龙，直

扑宾州。

当女真兵到达宾州城时，天才

蒙蒙亮。阿骨打换下“冰滑子”，第

一个登上了宾州城。城里的大辽兵

做梦也没想到，女真兵能从江面滑

冰而来，以为是天兵天将从天而

落。顿时，乱了阵营，互相踩死不

少，剩下的跑的跑，降的降，就这样，

宾州城被女真兵攻了下来。接着，

阿骨打带人打进了宾州城的元帅

府，大辽元帅还在炕上睡觉呢，就乖

乖地当了阿骨打的俘虏。

宾州城一破，大辽国就彻底崩

溃，女真兵很快灭了大辽国。“冰滑

子”也从军队传到了百姓中，成了女

真人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

如今，冰雪运动中的“雪橇滑

雪”，正是“冰滑子”的翻版。我猜

想，北京冬奥会的滑雪项目，也是由

此演变而来的吧。

从那火热的现场可以看出，冬

奥会不愧是实力的较量，是一个民

族的象征。趣观冰雪健儿们纷纷出

征，拼力把桂冠戴在中华的头顶，让

我无限感慨，是冰雪文化筑就了中

国梦……

散文

冰雪掌故趣味浓
■黑龙江 李艳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