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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灯
□沙草

今天你穿秋裤了吗

“高龄”槐树
枝繁叶茂

□记者 张丽娜

我在超市里见过一盏怀旧
灯，那灯像过去的罩子灯，只因
为它用电，所以没了中间铁皮做
的灯芯。

过去的罩子灯是玻璃做的，
除了铁皮灯芯，还分上、下两部
分，下部是油壶和灯座，上部是
玻璃罩，可以取下，中间的灯芯
呈菊花形，伸出的“花瓣”正好嵌
住玻璃罩。这种灯在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很流行，用一段时
间，把灯罩取下，用棉纸擦拭，擦
干净了，灯就会亮许多，我小时候
常干这活儿。

我家还有一盏马灯，它的历
史要长些。马灯在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仍流行，它不怕风，适用于
室外，下面是铁皮，底座、油壶功
能合一，灯捻儿可挑，亮度可调
节，接着是圆圆的玻璃灯罩，灯罩
上面是铁皮盖。小时候，奶奶或
妈妈提着它串个门儿什么的，很
方便。

过去用的油灯还有更简陋
的，那就是随便找一个瓶子，从街
上白铁匠那儿买一根小灯芯管，
上部有个圆铁片，正好盖住瓶口，
在灯芯管的中间放一根搓好的棉
纸灯芯，然后往瓶子里倒煤油就
可以了。

上小学时，我家还用过墨水
瓶做的油灯。这种简陋的油灯，
由于没有罩子遮挡，油烟四散，要
是在灯下看书，不出半个时辰，鼻
孔里就会有黑黑的烟灰。

我家是1967年接的电。接电
时，我家请了几位电工师傅，他们
背着工具袋，扯着黑皮线前院、后
院地走，看着好威风。因为当时
接电的人家不多，邻居家的小孩
来看热闹，在院里跑前跑后，如同
过节一样。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洛阳
乡间，“秋裤党”是中坚分子，他们追求
保暖实用，男女老少无一不穿秋裤。

那时的人衣着朴素，外套不是
灰色的就是蓝色的，偏偏里面的秋
衣、秋裤鲜得耀眼，不是红色的就是
绿色的，面料多是腈纶的，秋冬季干
燥，穿上会起静电。晚上脱衣上床，
噼啪乱响，还闪着轻微的火花，调皮

的孩子就在床上笑着、叫着，故意你
电我一下，我电你一下。

老洛阳人穿秋裤，有着温暖甜
美的回忆。小青年没有这种回忆，
一看有人露出里面鲜红的秋衣、秋
裤，便觉恶俗。

时尚常连着矫情，倘若你真把
他扔到无人的冰山上，扔给他一条
秋裤，看他穿不穿！

河洛古树名木

【河图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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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灯（资料图片）

汉代裤子（资料图片）

秋裤不知道招谁惹谁了，
被人各种嫌弃。

“今天你穿秋裤了吗？”
“没穿没穿，多土呀！”
网友们恶搞秋裤：“举头望

明月，低头找秋裤。”“枯藤老
树昏鸦，穿条秋裤回家。”……
得，面对满洛阳城招摇的丝
袜美腿，我都不好意思说我
老早就穿上秋裤了。

时髦男女坚信，全世界只
有中国人爱穿秋裤。

这是他们不懂历史，最
早取得秋裤设计专利的是
加拿大人。风水轮流转，曾
经的洋玩意儿竟被当成了

“土特产”。

非说秋裤是“土特产”，也不为
过。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秋裤这种叫
法，却有功能类似的衣服。

一千多年前的洛阳城里，住着一
个疯狂的汉灵帝，他号令宫中美女都
穿“开裆裤”，这被后人传为奇谈。

从广义上讲，这种“开裆裤”，堪
称全球秋裤的鼻祖：它也是穿在外
衣里面的，主要功能和秋裤一样，是
为了保暖。

汉灵帝让宫女们穿这种裤子，
在那个时代，算不得有伤风化，因
为汉代的裤子基本都是这种款
式，就算不开裆，顶多也是在裆部

系几根布条，而这种裆部系布条的
裤子被视为贫贱者专用品，名为“穷
绔（kù）”。

在更早的商周时期，河洛先民
根本不穿裤子，天冷了，就在小腿上
加穿“胫衣”——两个从脚踝到膝盖
的布套，形状类似现在的袜套。后
来，有人把“胫衣”加长到大腿部，虽
然保暖性增强了，但只能算“加长版
袜套”。

由此可见，汉灵帝推广“开裆
裤”，其实是时装界的一大进步，至少
它把“袜套”进化到了“裤子”的范畴，
使得人的髋部也有了御寒的东西。

谁说老外不穿秋裤

从“开裆裤”到秋裤

要不要加入“秋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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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槐树生长在洛宁县下
峪镇黄路院村，是国家一级古
树，已有 800 年树龄。风雨的
侵蚀，让它的一部分根裸露在
外，可是它仍然枝繁叶茂，巍然
屹立。

黎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