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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老物件”之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总得“压箱底”

老城区居民王老太的
家里，有一口樟木箱子。这
箱子用了五六十年，漆面斑
驳，旧得很，但她还是舍不
得扔。

旧时姑娘出嫁，娘家多
会置办一口箱子作为陪嫁，
箱子里放着爹娘给女儿的
体己钱、贵重物品，这叫“压
箱底”。

箱子多是樟木做的，因
为樟木香气浓郁，浓得像
化不开的老日子，可以防
虫蛀、防霉隔潮，用来放衣
服最好，然而樟木比较名
贵，不是所有人家都买得
起的，所以也有人拿榆木
箱子、桐木箱子充数。榆
木容易开裂，桐木轻飘，都
不如樟木上档次。

不管什么木料的箱
子，刷上朱红色的漆，看起
来都很喜气，崭新如新媳
妇的嫁衣。

有些新媳妇，连最便
宜的陪嫁箱子都没有，好
比王老太，她的樟木箱子
就不是陪嫁所得——她拥
有它的时候，它已经是旧
的了。

谁也别笑话谁

王老太今年78岁。她
是地道的老城人，姊妹 5
个，家境贫寒。新中国刚成
立时，她到处打零工，后来
市劳动局安置社会青年就
业，她被分配到市第一百货
公司当营业员。

1956年，上班“吃公家
饭”的单身青年一般都住集
体宿舍。王老太和几个女

青年一起住，零碎物件没地
方放，就每人找一个纸箱子
放在床头，将就着放东西。
那年头大家都穷，谁也不笑
话谁。

王老太想要一口樟木
箱子，这念头在她从小看别
人出嫁时就有了。

她记得那时她每月的
工资是20多元，却忘记花
了多少钱买了这口箱子：二
手的，没有精美的雕花，样
式普通，可它是樟木的，一
掀开箱子便有樟木的香气
扑面而来。

排场得不得了

头几年，王老太的樟
木箱子总显得有点儿空，
她没啥好往里放，因为她
连件像样的汗衫儿都没有，
直到她拥有了生平第一件
像样的衣服——的确良短
袖上衣。

她有一个同事是上海
人，人家回乡探亲，她托
人 家 捎 一 件 新 衣 裳 回
来。新衣裳一回来，她就
让它“长”在了身上，天天
穿着：乖乖，这可是的确
良的，排场死了！

往后她结婚、生儿育女，
新衣服、旧衣服装满了大小
衣柜，她换过几回家具，却总
留着这口樟木箱子。

这口老箱子，也像“长”
在了她的生命里，盛着匆匆
那年的美好记忆。

留下这口箱子

河 洛

2014年12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 /刘婷 校对 /王岚 组版/绿萝

C0101

▲

C03版随笔 ▲

C05版连载▲

C04版写手

▲

C07版漫画 ▲

C08版晚情▲

C06版网事

草苫子
□沙草

天越发冷了，朋友们见
面，头句话就问：“新楼暖气
通了吗？”

“通了，通了！”
有暖气，冬天就好过。
这一问一答，让人心

里也暖和了。流年碎影，
鬓发添霜，几十年一晃就
过去了。

我回忆幼时冬天，总
觉得比现在冷得多，除了
气候变暖的原因，更主要
的还是一种心里感觉。因
为那时候虽然冬季取暖的
办法很多，但都是局部的，
比如常用的草苫（shān）
子和暖壶，不像现在，放了
暖气，整个屋子的温度都
上来了。

草苫子多用稻草制
成，再早些，还有用麦秸秆
制成的。

人类用草来保暖，早在
《左传·襄公十四年》里就有
记载：“乃祖吾离被苫盖，蒙

荆棘，以来归我先君。”
从我记事时起，稻草制

成的草苫子就是家家过冬
的必备品。厚厚的草苫子，
散发着淡淡的稻谷的清香，
铺在床上，上面铺一床薄褥
子，褥子上面再铺一条“太
平洋单子”（老街人指印花
的“洋布”床单），单子上有
或红、或蓝、或粉的花卉图
案，艳得很。草苫子每年得
换新的，因为新的草苫子软
和保暖，立冬前，就要铺在
床上。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
相信，我参加工作后，每年
冬季到来之前，单位后勤
部门都要给每个职工发一
条草苫子和一双棉手套，
这点儿福利一直发到1983
年前后。

现在虽然没人用草
苫子铺床了，但草苫子在
蔬菜大棚上也能大显身
手。蔬菜大棚里温度不
高时，就用草苫子盖住大
棚，需要阳光时，就把它
卷起来。

草苫子是种稻子的副
产品，编草苫子，一亩地
能增加一二百元收入呢。
这当然是题外话。草苫子
和暖壶一样，前些年悄悄
地从冬天的家居物品中消
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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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草苫子 （资料图片）

王老太的樟木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