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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勋

尊崇老兵 弘扬血性

全民阅读节·我推荐一本书
RUI BAO

莘塍自古以来就有重商善贾的传

统，昔日挑着糖担的兑糖客，启蒙了莘塍

人的经商意识。

上世纪60年代，莘塍农村土地少人

口多，种田人收入低，干了一年只能勉强

填饱肚子。当时没有其他副业收入，一

些农民就把自家的田租给人家种，自己

去做兑糖生意。因兑糖生意成本轻，一

根扁担，一对糖篓，一把糖刀，一个小铁

锤，十来斤麦芽糖就齐活了，况且赚几元

钱比较容易，比种田收入高。

莘塍下村的阿池伯是当时的兑糖高

手。他那时四十出头，个子不高，背有点

驼，黝黑的脸上流露出慈祥的神情。每

天，他挑着糖担，走街串巷，手中的糖刀

和小铁锤摇起来，叮当叮当的声音特别

清脆。他一边摇糖刀，一边吆喝：兑糖儿

吃呗，有猪头骨、破布末、牙膏壳、鸡肫

皮、旧铜、旧铁，都来兑糖吃哎……一听

到悠扬的吆喝声，孩子们便知道阿池伯

来了，赶忙回家里找废旧东西给阿池伯

兑换麦芽糖。

阿池伯刚把糖担歇下来，孩子们就蜂

拥而来，围着糖担，弄得阿池伯不好开

手。他乐呵呵地对孩子们说，别急别急，

排队排队，先来的排前面，后来的排后

面。小孩子们很听话，乖乖地排成一长

队。于是阿池伯把两只糖篓拢在一起，扁

担竖放在一边，卷起袖口便叮当叮当地敲

起糖来。一个小孩说：“阿池伯，我这个家

伙是铜的破火箱，奶奶取暖用的，很值钱，

糖要多给一点。”“你放心，你阿池伯兑糖

二十年了，什么货都看得出来，不会亏待

你的。”阿池伯笑眯眯地一边回答，一边叮

当叮当就切下一长排的麦糖来，乐得小孩

咧开了嘴。另一个小孩说，阿池伯人好，

大方、不欺小。只给他几块小小的铁犁

头，他就给我一大排麦糖，我们都喜欢

他。平时家里的旧东西都留着等他呢！

就这样，不到一小时，阿池伯两铅盆的麦

糖一抢而空，旧废品装满了一对糖篓。

那个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

比较贫穷，旧的废品可以再利用，化废为

宝。记得收购站人员说过，那时阿池伯

每天都把满满一担废品挑给收购站，一

结算就可以赚到十来元钱（当时一个耕

农干一天活只有几角钱），乡亲们看在眼

里，羡慕在心里。为摆脱贫困，莘塍很多

青壮年放下农耕活，挑起糖担，离开家

乡，分别去高楼、文成、泰顺、永嘉、青田、

丽水等地甚至省外兑糖。于是，莘塍人

兑糖的足迹逐渐遍及全国各地。那时，

走向各地的莘塍人足足几百人，号称“三

百根扁担”。

莘塍人兑糖的形式很多，有摇糖刀

吆喝的，有敲锣表演的，有摇拨浪鼓的

……莘塍上村兑糖客阿友还自编了顺口

溜，伴随着锣声很有节奏地演唱：“兑糖

恁客叫阿友，糖儿打有又打厚，女人吃了

不想走，小孩吃了不会讨。恁客麦糖实

在甜，老人吃了牙着镶，大伯吃了心里

凉，阿嫂吃了还讨添，媛主吃了心肠痒，

小孩吃了不乱娘……”他唱得娓娓动听，

招揽了不少群众。尤其是博得妇人和小

孩的欢心，给寂寞单调的乡村生活增添

了许多乐趣。

中村的兑糖客周阿楷老伯介绍，兑糖

不是新鲜活，早在清代时就出现过，但还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盛行。兑糖除了

兑麦糖以外，还附带卖小百货之类小商

品。兑糖客们大多奔波于丽水、缙云大山

之中，往往两个星期来回一次。每天早晨

出门，翻山越岭，晚间在山上过宿，第二天

再出发。有时兑糖客爬了一天的山路，到

了山顶已累得精疲力尽，却只有几户人

家。但他所带的头梳、发夹、缝衣针、针

鼎、绸花、松紧带等小商品很受山里人青

睐。当时交通不方便，山里人去一趟县城

不容易，兑糖客送货上门，商品便宜，任其

挑选，当然欢喜得不得了。熟悉的山民看

到兑糖客总是一边忙着端凳让坐，一边热

情招呼：恁客，好久没看见了，我们想死你

了。兑糖客习惯地把装有百货的抽屉拿

出来，放在凳上让她们挑选。老娘客（妇

女）们除了为家里添盒火柴，添块肥皂和

针头线脑，还会为闺女剪几尺红头绳，挑

选几块小方巾，或是用旧废品给孩子换几

块香甜的麦糖。媛主儿最喜欢的是化妆

品，百雀羚面油、雪花膏之类的。她们还

经常和兑糖客搭讪，讨价还价，甚至说些

调情的话。买一样东西还要兑糖客送一

样东西，弄得兑糖客很腼腆，还有些尴

尬。客栈里的店主人很热情，每逢兑糖客

来，泡茶、煮饭、烧菜忙得不可开交，还拿

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招待客人，仿佛一

家人似的。

走村串户的兑糖客，用双脚拉近了

城市与山村的距离，用他们辛勤的劳动

丰富了穷乡僻壤人们的生活。他们肩头

的糖担，一头连着外面精彩的世界，一头

连着山里人对未来的憧憬、对美好生活

的渴望和追求。

改革开放以后，莘塍这支兑糖大军

率先投身商海，成为先富起来的万元

户。他们脑子活，信息通，转型快，有的

放下糖担到东北三省去补鞋，有的做起

贩旧塑料生意，还有的竟跑到缅甸、越

南、泰国做起了买卖咸鱼鲞、鱼皮（水产

品鲨鱼皮）的生意，真是“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瑞安商城首批经营户好多是当

年的兑糖客。他们从卖钮扣到办厂做钮

扣，从卖衣服到办厂做衣服，从卖鞋到办

鞋厂做老板，都从光销售到产销结合，生

意做得红红火火。莘塍中村蔡先生从兑

糖、卖童装、做童装成为身价千万的老

板。莘塍上村李先生从兑糖、贩旧塑料、

办塑料包装厂成为千万元老板。由此可

见，兑糖业的延伸、转型带动了莘塍地方

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地方多余劳动力的

出路，促进农村走上了致富之路。

随着岁月的流逝，挑着糖担走街串

巷、摇着糖刀吆喝的兑糖客，从我们的视

野里渐渐消失了。但他们“不畏劳苦，善

于经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永远留在人

们的记忆里，激励着后来者不断追求美

好的明天。

瑞城繁华的虹桥路上，经常会看到

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大妈或者老爷子蹲

在路边卖麦芽糖。乳白色整块如糖糕

一样的麦芽糖平躺在筐里，顾客来的时

候，用一把笋刀按在麦芽糖上，小锤在

刀背上一敲，“叮当”一声，一小块麦芽

糖应声而裂。这种可大可小，甜而不腻

又有嚼劲的糖吸引了许多从校园里一

涌而出刚放学的小朋友们。

麦芽糖，我们小时候唤作白糖。“白

糖白糖一分一粒，糖饼五分”，记忆中，

卖白糖小贩的吆喝声又在叫唤了。

彼时的农村，少有零食，整个公社

只有一家供销社，每个村里也只有两三

家小商店而已。一个公社有多个自然

村，供销社在公社办公所在的中心村，

经营一些大的商品。若不是家住中心

村的，一年中都难得几次进供销社，一

般是父亲买化肥或者母亲买布料的时

候，带上我们这些“小猴儿”，那是比过

年过节还开心。记得第一次到供销社，

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这里蹦蹦，那

里瞧瞧，别提有多开心了。最后，父亲

给我买了一支带橡皮擦的铅笔，我一直

舍不得用，视为“珍藏品”，只在考试时

偶尔拿出来用一下。

村里的小店，倒是去的比较多，买

酱油或者盐的时候，大人总是支使我

们。一蹦三跳地到小店，店主在一个很

大的陶缸里打酱油，顾不上气喘吁吁，

自己先趴在玻璃柜上，贪婪地看着各种

糖果等小零食。但大多数时候，也只能

“一饱眼福”，大人给的钱都已算好的，

实在匀不出来，有时候也只能通过“罢

工”，才能赏一点零花钱，但我们知道家

里的难，都很懂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已经

吹来，忽然有一天，在竹林里纳凉，就听

到一声声的吆喝，“白糖白糖一分一粒，

糖饼五分”，脆嫩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

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哥哥。从

林子里转出来，循声而去，果然，也就是

一个初中生的模样，手里举着一个蒸饭

用的饭盒。小哥哥的身旁已经吸引了

好多小朋友，“我要买一粒，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有些“小猴儿”已经涎水直

流了。

饭盒一打开，里面覆盖着一层厚厚

的米粉，小哥哥用手指拨拉一下，一小

块裹着米粉的白糖就露出来了。这块

白糖，围观的小朋友看得眼睛发亮，犹

如“芝麻开门”，大门一打开，闪烁着一

地的奇珍异宝。小哥哥再拨拉一下，更

多的白糖露出来了。“我要那颗大的”，

小朋友又在那里尖叫。“大的，要五分

呢！”“啊，那不要不要，就那颗小的

了”……引来大伙儿的一阵爆笑声。但

不管怎样，买到白糖的小朋友“吧砸吧

砸”，吃得津津有味，没有零花钱的可就

惨了，只能立在一旁看着别人干巴巴地

流口水。

有一必有二，群起而模仿之，一些

胆大的头脑活络的，在大人那里借了一

些“本钱”后，也纷纷卖起了白糖。一时

间，村头村尾走动着吆喝的很多都是卖

白糖的小孩，“白糖白糖一分一粒，糖饼

五分”，吆喝声此起彼伏，成为一大风

景。

卖的人多了，生意也就难做了。本

来赚的就是微利，一盒卖出去，才赚几

角钱，现在倒好，一天下来，难得卖掉几

粒。没办法，只好跑到更远的村庄，但

其他村里也很快有人在卖了，卖不掉的

只好带回家里自己吃了，还好，这个东

西不像冰棒那样难保存，放几天，还可

以继续卖。但存放的温度也不能太高，

太高会变软，粘结。这样折腾下来，卖

的人也就渐渐少了，一窝蜂的场面就不

见了，很多小孩也不会缠着大人去卖白

糖了。

现在想来，卖白糖，也是商品经济

的萌动，后来村里的大人们纷纷出去闯

南走北，做熟食的、卖眼镜的、制蛋糕箱

的等等，发家致富，让温州人的精神在

全国各地开枝散叶，村庄很快旧貌换新

颜，盖起了很多崭新的楼房。

而我们小孩，也恰巧赶上了这一波

大潮，哪怕在边远的小山村，只要春风

吹到的地方，到处都有青青的芳草。

■徐玉清

莘塍兑糖客

■孔令周

卖白糖

徐香莉/作

日前，应邀参加了《瑞安老兵·二》首

发仪式。作为文字主创者，我简要介绍了

本书的采访、写作过程及采写体会。

从2015年春季开始，在市档案局的支

持下，瑞安市玉海文化研究会对健在的瑞

籍抗战老兵，包括现在居住在瑞安的外地

抗战老兵进行采访，分别予以录制音像，

并编撰出版口述史。同时，对全市的志愿

军老战士进行了采访，录制口述资料。

2017年8月，抗战老兵口述史《瑞安

老兵》出版，书中还编入了丰富的瑞安抗

战史料。《瑞安老兵·二》系瑞安志愿军口

述史。

两本书共记录了90来位瑞安老战士

的铁血记忆。在这4年中，有数十位老兵

相继“归队”。作为一名记录者，我庆幸能

够多少为他们留下一份难得的史实，同

时，我的心灵也在一路奔波中受到震动，

有许多深切的感悟。在采访告一段落，两

本书皆完成时，择要记录下来。

记录老兵历史，弘扬民族血性。这是

我几年忙碌的初衷。

改革开放使我国从贫穷走向富裕。

雄厚的经济实力，使人们的生活日益美

好，也为国家、民族强盛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和平年代，发家致富成为大众向往的

目标，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华民族曾经

落后挨打的屈辱，不能在繁华中消弥掉一

个民族的血性、勇敢、坚毅。我们追求和

平，但是，在这个星球上，只要还存在侵略

者，就不能寄希望于让娘炮去抵挡敌人的

枪炮。

军人，是人类的精英，是国家安全的卫

士，尊崇军人，尊敬为民族兴亡挺身而出、

勇御敌寇的勇士，是每位公民的良知底线。

传承老兵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每

位公民应有的担当。

在采访过程中，老兵们为国家洒血疆

场的壮举固然令我感动。就是他们面对

国家与个人利益冲突时的毅然抉择，包括

脱下军装，回归建设者行列后的无私奉

献，同样让人钦佩。

我清楚地记得，特等功荣立者、全国

第一届战斗英雄模范代表施刚魁在临终

前交代亲人：不要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

我活到八十多岁了，当年跟随我过鸭绿江

的一个连，128名战士，活着回来的仅7位

老兵，最年轻的烈士不足18岁。补充进

来，陆续牺牲的总计超过280名……我还

有什么要提的？

抗战老兵陈福田，战场上受重伤，伤

疤长达尺余，得到的补偿品是20个鸡蛋。

志愿军蒋锡培，祖籍四川，作为独子，

毅然投军，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带

着伤痕，转业后默默工作，终生低调做人。

女战士戴绍嫘，从抗美援朝战场归

来，转业到地方后，又与丈夫一起，自愿报

名去北大荒工作。

这些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与一些明

星的高昂出场费相比，境界之别值得我们

深思。

作为文字记录者，我称这几年一直走

在朝圣路上。一路领略、感受老兵们的血

性与奉献，心灵受到罕见的洗礼。两本

《瑞安老兵》就算是交出的两份学习笔记

罢。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借此

机会向老兵致敬，祝老兵们健康、长寿。

瑞城记忆

仓前街老县府一角（李浙安/画）

遗失瑞安市顺谷生态种养专业合

作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39004456101，声明作废。

遗失戴少东2015年8月27日核准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份 ，证 号 ：

330381606130149，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高楼镇江隆村股份经

济 合 作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39007268201，声明作废。

遗失陈燚由瑞安市人民医院2018

年9月23日结算的浙江省医疗机构住

院 收 费 收 据 一 张 ，电 脑 号 ：

1575266687，住院号：0969430，金额：

7311.29元，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脚老大鞋行 2016 年

4 月 15 日核准的营业执照，证号：

92330381MA2C8BFP53，声明作废。

遗失潘苗苗2015年6月18日核准

的营业执照，证号：92330381MA2BX-

QB871，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卡普服饰商行 2014

年 12 月 18 日核准的营业执照，证

号：92330381MA2BT36U0K，声明作

废。

遗失瑞安市名秋格服装店 2014

年 7 月 28 日核准的营业执照，证

号 ：92330381MA2C36HH11，声 明

作废。

遗失张伟勇 2019 年 10 月 9 日

核 准 的 营 业 执 照 ，证 号 ：

92330381MA287JQQ6T，声明作废。

遗失温州江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

由瑞安市金吉机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开具入

库单八张，单号为：NO.：0039088，N0.：

0049310，NO.：0049318，NO.：0049323，

NO.：0049331，NO.：0049332，NO.：

0049342，NO.：0062103，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塘下镇场桥中心小学的

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性服务性收入

收款收据一式三联共292张（空白发票），

票 据 代 码 ：71101，票 据 号 码 ：

17532776259-17532776550，声明作废。

兹有杨秀銮由瑞安市亿佳置业有

限公司2017年6月29日开票的浙江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号 码 ：

02098296，发票代码：3300162350，发

票内容：马屿镇九甲村鑫马华庭4号楼

2 单 元 602 室 房 产 预 收 款 ，金 额 ：

486088元，声明遗失。

遗失浙江华彩印业有限公司2018

年1月17日核准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一份，证号：91330381683118082P，声

明作废。

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