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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冬日比现在要冷得多。为了御寒，人们的聪明才智被充分发挥了

出来。于是，那专为手腕御寒的筒袖，保护耳朵不被冻伤的耳挂，包裹整个头部、面部以及脖
子的头巾，还有让足部持续保暖的棉窝窝……这些包含亲情的“御寒宝器”，陪伴着人们走
过一年又一年，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温暖如初！

难忘那些年的

冬日，人们的穿戴肯定将身体
包得越严实越好。可是有一个地方总
是露在外面，那就是手腕。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人们为了防止外露的手
腕被冻伤，于是，筒袖应运而生。筒袖
是用布做成袖子状，里面填充的是棉
花，它其实可以当作是棉衣袖子的延
伸，只是和袖子不直接相连。不论你
穿什么衣服，外搭一双筒袖，就可以
将手腕包裹得严严实实 ；如果再将
双手抄起来，便自然形成了一个封闭
的环境，从而保证手腕不会受到寒冷
的侵袭。也有一只长长的筒袖，那大

多是老人们的专属。
女孩大多戴筒袖，筒袖多用花

布做成，双手抄起来，置于胸前，给
她们增添了几许妩媚。也有极少的
男孩戴筒袖，只不过他们的筒袖多
用纯色的黑、蓝布做成，戴上去和棉
衣形成一体，不光给小男孩增加了
温暖，还给他们单调的生活增添了
一丝乐趣。

筒袖只要不烂，就一直用，一年
又一年，一双筒袖陪伴着我们走完
求学的时光，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难
以忘怀。冬日来临，妈妈们翻箱倒柜

拿出几年前的筒袖，娃娃们则欢天
喜地地戴起来，开心地聚集在一起，
互相展示妈妈的手艺。在那个年代，
筒袖既是御寒的物品，也是孩子们
一个珍爱的玩具呢。

筒袖也不是什么奢侈品，那时候
大多人家都给孩子配备了筒袖。只有
非常贫困的家庭，连一双筒袖也不能
满足孩子。在我的记忆里，邻村的大
兰家，父亲因为干活被崖上倒下的土
砸伤而瘫痪在床，一个主要劳力倒下
了，家里的孩子都还小，就靠大兰妈
一个人养活他们全家。大兰姊妹几个
轮流伺候病重的父亲，他们一家的日
子过得非常窘迫。因此，到了冬天，别
的孩子都有筒袖戴，而大兰姊妹几个
却是裸露着手腕，手指常常冻得像红
萝卜似的，让人很是同情。我们村里
二亮，家道殷实，他让自己的姑姑做
了几双花布筒袖，悄悄送给了大兰。
矜持的大兰经过几番推辞之后，还是

收下了二亮的筒袖，至此，她们姊妹
几人也戴上了筒袖。事情的发展极具
故事性，谁也没有料到，中学毕业后
没几年，美丽的大兰姑娘嫁给了当年
送给她筒袖的二亮，普通的筒袖成就
了一桩美事，这也成了我们方圆几里
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还有小娃娃们戴的筒袖，多为
奶奶或者姥姥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她们手艺高下一眼便知。这种小娃
的筒袖比大人的筒袖前端多了造
型，有虎虎生威的虎头，也有憨头憨
脑的猪头。这类头像多为生肖，随属
相的不同造型也各异，小娃的筒袖
基本上就缝在棉衣的袖子前端，也
不易掉落，还方便拆洗。看上去，多
了几分天真的童趣。

如今，人们冬天里早就不戴筒
袖 了，但 关 于 筒 袖 的 那 些 记 忆 却
依 然 停 留 在 我 们 的 记 忆 深 处，温
暖如初。

数九寒天是真的冷，雨雪天出门
更是要冻掉耳朵，这时女性就需要保
护头部。那些年，所有女性都有冬日
头部御寒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女性
用头巾，头巾是四方的，可以将整个
头部包裹，系在前面的部分还可以护
住嘴。阿姨级的围着深褐色头巾，稍
微年轻些的女性则围着红的、绿的围
巾。小女孩不用头巾，她们都是戴一
顶风雪帽，这个帽子大多还是动物造
型，比如小兔子形状的，头顶还有一
对长长的兔子耳朵，小女孩戴上它，
便多了几分活泼灵动。过去的影视剧
里，常能看到冬日里，女性戴着头巾、
风雪帽的镜头。风雪帽根据材质的不
同有很多种，毛线织成的、棉布做成
的，里面蓄着棉花，厚厚的，拿在手里
更是沉甸甸的。好多人在最冷的时
候，才舍得拿出头巾和风雪帽，其他
时候，都是珍藏在家里的柜子里。

小时候，我有时会趁着父亲不在

家，偷偷戴一戴自己的那顶风雪帽，
在家里唯一的那面圆镜前，摆出各种
威风的姿势。风雪帽在我头上摇摇晃
晃，我做着各种造型，十分有趣。记得
有一年临近放寒假的一天晚上，放学
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镇上
的同学家。冬天天黑得早，等我写完
作业往家走的时候，天早都黑了，镇
子的路上亮着稀疏的忽明忽暗的路
灯，这时，天上飘起了雪花，一股股冷
风裹挟着雪花，越吹越起劲。临近村
子的地方，人影稀疏，黑灯瞎火。这时
的我又冷又饿，心里只想快点回到家
里，可回家的路感觉越走越长。

此刻，我很后悔将母亲“早点回
家”的叮嘱忘在脑后，只好两手揣在
一起互相较着劲。就在我顶着风、在
雪中不安地搜寻着光亮时，一个熟悉
的身影出现了。那是父亲蹬着自行
车，我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父亲见
我的狼狈样，一句斥责的话都没有

说。他拍了拍我头上的雪，拿出他给
我带来的风雪帽，严严实实地扣在了
我的头上，这时，我明显感觉一股暖
流涌遍全身。我坐上了父亲的自行车
后座，一手深深地揣进了父亲的棉衣
口袋，让头和身体都贴紧他的后背。
父亲在雪地蹬着车子依然快又稳，我
们不一会儿就到家了。

那次晚归之后，父亲大病一场，
让我心里很是不安而心生愧疚。而
那时才知道风雪帽是那么暖和，而
父亲寻女心切，急出了一身的汗，肯
定是受了风寒，才
病倒在忽热
忽冷中。

如今冬
日的女孩也
兴起戴帽子，
但那多年不
见的风雪帽
似乎也再次
走进我们的
生 活，看 着
这 些 不 同 材
质 做 成 的 风 雪
帽，在人群中格外
亮眼。可我总能想起旧
时的风雪帽，它是那么朴
素又那么温暖。

小时候，在冬天，很多人为了
耳朵不被冻伤而戴上耳挂（耳罩）。
耳挂大多是由兔子尾巴或者其他
小动物的皮毛做成圆形的手工艺
品，方便戴在耳朵上。毛茸茸的耳
挂，一戴上耳朵，立刻便有了阵阵
暖意涌动在心田。

两个耳挂是一副，用一根棉布
绳互相系在一起，以防丢失。如今的
耳机、耳罩，大多在造型上就传承了
当年耳挂的基因，两者的使用方法基
本上一致，只不过现在的耳罩是工业
品，制作上也精细了许多。

那年月看电影《智取威虎山》里
的人物有的戴着耳挂，看起来很是

威风。从那时起，一到冬天我就对耳
挂上了心，央求家人给我置办一副
耳挂，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被满足。
当冬日看到别人耳朵上戴着耳挂，
首先羡慕他的威风八面，其次还羡
慕整个冬天他的耳朵都被一种温暖
包围，哪像我们没有耳挂的人，经常
把耳朵冻得裂了口子，疼痛难忍。

那时候，我们班有个小孩整日
戴一副灰色的毛耳挂，经常在同学
跟前炫耀，让我们这些没有耳挂的
孩子对他的张扬产生了厌恶情绪。
有一天，他被老师叫去办公室，他的
耳挂就放在自己的课桌上，但不知
谁手快，和他开玩笑，就把他的耳挂

给藏了起来。他回到教室发现耳挂
不见了，就挨个问全班同学，结果没
有一人说知晓。他一怒之下，开始用
恶毒的语言攻击，结果是后来在学
校的一个偏僻处发现，但是已经被
弄坏了。尽管这个同学做得不对，有
些过分，但对于爱显摆的他来说，难

道就没有一点过错吗？
曾经寒冬下雪的日子里，戴着

耳挂在雪地里飞奔、和小伙伴打闹
的场景还是让人怀念。但从前那种
美好的时光，如今只能留在记忆深
处，时不时回想起来，让人产生一
种时光飞逝的感慨。

清秋已过，初冬已至，随之而来
的冷空气，让城市渐渐有了几分萧
瑟。那孤形吊影的树木，没有了叶的
点缀和陪伴，矗立在冷风中。清晨的
阳光穿过雾帘照在身上，让人感觉不
到暖意，唯有丝丝刺骨的寒意袭人。
脚下很自然地跺了起来，想起儿时母
亲为我缝制的棉窝窝，顿时有一股暖
流冲破记忆的闸门涌向心头。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那时生活
物资极度匮乏，人们舍不得花钱买
鞋穿，大多都穿手工做的布鞋。在每
个漫长的冬天里，我都能穿上母亲
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新棉窝窝。那
时候，无数个夜里，我依偎在母亲身
旁，看着她纳鞋底。细细的钢针在她

手里穿来穿去、轻松自如，针上拖着
长长的棉线或麻线，母亲麻利地把
针线穿过来，再穿过去，神情是那样
专注、安详，还时不时把针在头发上
划一下，为的是走针时更顺滑，这个
动作使母亲看起来更加温柔、慈祥。
经常是我睡了一觉醒来，母亲还在
继续。

母亲做的棉窝窝伴我度过了
一个又一个数九寒天，走过了天真
烂漫的童年。在童年的记忆中，每到
下雪天，小伙伴们三五成群，一起手
拉手溜冰滑雪、堆雪人、打雪仗……
妙趣横生，乐在其中。尽管脸被冻得
通红，手被冻得冰冷，但仍旧乐此不
疲。脚上穿的棉窝窝，经常会被雪浸

湿，回到家里才感到脚冻得僵硬。这
时候，我赶紧上炕坐在热被窝里，母
亲默默地坐在火炉前，将我弄湿的
棉窝窝仔细烘烤，直至干透，确保第
二天上学穿。  

那时的我，根本不明白母亲做
鞋的艰辛，觉得棉窝窝又土又笨，羡
慕同学穿买的各式各样的鞋子，迈

着轻盈的脚步，行走在充满活力的
青葱岁月，能得到一双洋气的皮鞋
成了我那时梦寐以求的事。如今穿
过了各式皮鞋、运动鞋的我，才发
现，母亲的棉鞋，最暖最舒服。

儿时的寒冬，是我最暖的记忆。
时光穿梭，留不住光阴，却最能铭刻
温情。

同题作联
学生“双减”

解放身心，万朵鲜花滋雨露；

展开手脚，千条大路到云峰。

（蒲朝阳）

善策滋花，校园又现龙虎跃；

良方堪赞，课外重闻燕莺歌。

（王    卓）

减负正当时，欣看童真开笑脸；

施教休任性，不容重压锁愁眉。

（李玉虎）

减压增智，释放童真，重塑一方净土；

健体强身，遵循师道，换来万户舒心。

（卢小成）

课堂提质，作业少留，莫让孩童扛重负；

校外降温，青苗茁长，尽教学苑畅新风。

（蔡    哲）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大雪

 悬联求对

出句 ：

关河冷落霜风紧                         （刘小斌）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四序风情归落叶                          （韦化彪）
应对 ：
一园雪色映红梅                          （张红祥）
三春烟雨待开花                          （张蛟龙）
一杯浊酒敬流年                          （刘其会）
百年烟雨话征程                          （乔文祥）
一年景致属飞花                          （张   涛）
五湖烟雨赠长虹                          （卢小成）
一湖柳色醉流霞                          （王   尧）
三江月色冷清秋                          （杨权宪）
一川萧瑟望春风                          （于聪社）
一壶老酒醉夕阳                          （雷晓力）
千年月色照征人                          （何具征）
一襟俗虑尽浮云                          （燕小燕）
一壶老酒伴终生                          （杨军红）
三山雪域映朝阳                          （李   强）
千秋诗韵秀长安                          （林少康）
一江春水映晨晖                          （唐忠理）
一声感叹度流年                          （史   晏）
三冬草木盼来春                          （张秋学）
一年光景看阳春                          （胡广勤）
一番雨雪伴征程                          （刘春学）
一蓑烟雨叹流年                          （李安林）
经年烟雨化流云                     （榆林白浩）

 （王商君整理）

百科灯谜

1. 老是辞退员工（职称）

2. 收费一涨再涨（外国地名）

3. 全身沾满颜料（三字医学名词）

4. 多种商业广告（成语）

5. 不清楚何来六十分（成语）

6. 太白夏后莅黄河（天龙八部人物）

7. 再过七天就变样（《三字经》一句）

8. 尽为他人感到难过（《岳阳楼记》一句）

9. 积木叠三块，再叠两块（地理名词）

陈秀云 作
10. 共渡难关抗疫情（宋代词人）

11. 辛丑添丁好甜蜜（五字常用语）

12. 堂食结束戴口罩（五字常用语）

13. 示范如何正确脱口罩（学校用语）

14. 此时莫要独自流泪（四字网购用语） 

15. 灯火辉煌，游客如织（防疫情名词）

邓凤鸣 作
上期谜底 ：

1. 匜   2. 旦   3. 追   4. 尊   5. 葱

6. 净化     7. 不忘初心  8. 双眼皮

9.学校正门 10.国铁集团 11.关注公众号

12. 多快好省 13. 摆脱贫困 14. 道德讲堂

15.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宝鸡灯谜联系电话：13891771088

（微信同号）

 （王商君整理）

耳挂（耳罩）
常把温暖挂耳畔

◎李云天

御寒宝器

筒袖
延伸衣袖护手腕

◎王商君

棉窝窝
融融暖意足下生

◎段序培

头巾  风雪帽
紧包头顶御风寒

◎杜建功

周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