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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课本里的糖纸头（老记忆之四十一）
文 阿 Q

时光易逝，人生易老。一转
眼，已走过甲子之年，我们这些
50后，两鬓染上了霜雪，脸庞刻
上了皱纹，背些许驼了，走路也
些许蹒跚了，记忆也似乎渐渐
衰退。虽然走过风雨，经历了悲
喜（插队、回城、下岗、待退），
遭遇潮起潮落，但是看穿、明白
了许多，更醒悟、淡忘了许多，
变得释然从容了。在人生这条
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过往，是值
得一生去铭记的，那就是童年
那些最美好的记忆———夹在课
本里的一张张五颜六色、图案
精美的糖纸头，它伴随着我们
成长，也见证我们的喜乐。

我们这代人，是生在新生
会，长在红旗下，同时也经历过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不惧怕苦，
而感恩是打小就深深烙在骨子
里面的。偶尔能吃到一粒糖，感
到既甜蜜又兴奋，糖纸头舍不
得丢弃，用小手抚平，小心翼翼
地夹在课本里，收集、珍藏起
来。那时生活相对拮据，若不是
过节或招待客人，父母是不会
买鱼肉、糖果的。收集糖纸头，

只能期盼春节，我会央求父母，
买些什锦糖，它品种多，当然糖
纸头花样也多。过年，凭着自己
的努力（走亲戚寻找糖纸头，串
门拜年讨要糖纸头，小伙伴之
间调换糖纸头），我的课本里像
是变魔术似的，忽然会增加许
多五颜六色，图案精美的糖纸
头“藏品”，自是洋洋得意。

寒假结束开学，我带着夹
糖纸头的课本上学，想在同学
面前显摆，孰料半途却杀出个
程咬金，是班级被称作小公主
的婷婷，手里捧着本精美的日
记本，打开让人瞠目结舌，夹着
的几乎全是玻璃纸（塑料纸），
且图案栩栩如生。我十分惊愕，
当时我们过年吃的什锦糖，都
是反面刷薄蜡的糖纸，而高级
糖果才用玻璃纸包装，殷实富
裕家庭才愿意买口感较好的玻
璃纸糖果。若有几张玻璃纸夹
在课本里，那是“鹤立鸡群”，
在同学或小伙伴中，绝对能扎
足台型。正在同学争先恐后翻
看婷婷课本里的玻璃纸时，我
像是个泄了气的皮球，羞得逃
之夭夭。

婷婷是坐在我后排的漂亮

同窗，她画的卡通童话，经常能
在黑板报上看到，受到同学的
追捧，由于她是富裕家庭的小
姐，感觉是高不可攀，即使我俩
一起出黑板报，也默默无语，中
间相互没啥交流，完后也没有
道别就各自回家。一日上学，我
发现书桌兜里有本新的笔记
本，扉页上写着一行字：“希望
携手出好每期图文并茂、受同
学点赞的黑板报。”翻开笔记
本，里面夹着一张张精美靓丽
的玻璃纸，还有四联张的玻璃
纸，是人见人爱的唐老鸭和米
老鼠，顿时，我激动得脸红心
跳，终于有了能显摆的玻璃纸，
在弄堂里能与小伙伴媲美了，
让他们刮目相看。

收集糖纸头也有学问的，
先是将卷曲的糖纸用光滑的硬
物来回压平，然后再将它夹在
书本里。而玻璃糖纸就比较复
杂一些，先要在器皿里放些水，
再将玻璃纸浸泡在水里泡一会
儿，随后取出摊平张贴在玻璃
上，等到干后细心取下夹在书
本里，就不会起皱褶。

那时各家糖果厂都有自己
的美术画师，图案有山水、花

卉、卡通、生肖、人物等，名目繁
多，各有千秋，我们小伙伴们会
聚在一起，各自拿出一本夹有
糖纸的课本，相互欣赏或调换，
若发现自己喜欢图案的糖纸，
则一张换一张，而玻璃纸则能
一张换几张，而换糖纸头，则是
儿时最大的乐趣和享受。

糖纸头不仅能观赏，而且
能猜谜，猜糖纸头是当时最时
兴的游戏。就是各自拿出一张
糖纸头，用手将印刷的厂名遮
住，谁猜对了，糖纸头就归谁，
若猜错了，就能挑一张对方手
里的糖纸头。最神奇的是玻璃
纸，不仅能欣赏、猜谜，而且能
把玩。先将夹在书本里的玻璃
纸取出，再平整地放在伸直的
的手掌心，不一会儿，变魔术似
地，瞬时奇迹出现了，平整的玻
璃纸会缓慢地由两边向中间卷
曲起来，渐渐地变成筒形状。小
伙伴们看得目瞪口呆，啧啧称
奇。

喜欢收集糖纸头，那是我
童年最快乐的时光，而收集的
巅峰时刻，莫过于一年一度的
春节。从年初一开始，我或是去
邻居家拜年，小嘴越甜，叔叔阿

姨给的糖果就越多；或是漫步
于热闹的街市，眼睛像探照灯
一样，搜寻着游人过客丢弃在
地上、被风吹到角落的糖纸。尽
管脚底走得发酸发麻，我却丝
毫不觉得疲惫，带着“满载而
归”的糖纸回家，仍旧喜不自
胜，一边整理一边暗自窃喜。那
种快乐和幸福，是无法用言语
表达的。

岁月荏苒，日月如梭。在富
裕的经济和丰足的物质条件下，
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少
油少盐少糖已成为健康生活的
指南，吃糖果的人也逐渐减少。
能够说出糖果品种的人，更是凤
毛麟角。而我们这代人，却能如
数家珍：椰香浓郁的椰子糖、酸
酸甜甜的话梅糖、有嚼劲又不粘
牙的花生牛轧糖、能吹泡泡的泡
泡糖等。其中最受欢迎的，莫过
于奶香四溢的大白兔奶糖。在那
个没有手机、没有wifi 的年代，
儿时生活并不枯燥乏味，糖果和
糖纸就像春风一般，一次次甜蜜
了我们的苦难生活，也丰富了我
们的单调娱乐。它们时时在我的
记忆里熠熠生辉，令我沉醉，令
我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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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宁区老兵宣讲团
于在常熟蒋巷村开展了一次意
义非凡的活动，上了一堂特别
党课，主讲人是长宁区虹储居
民区退休的朱国萍书记。


活动现场，长宁区退役老兵
服务中心“rong声嘹亮”宁心宣
讲团的老兵们围坐在朱书记周
围，聆听她上党课，老兵们全神贯
注，边听边记。朱书记作为十六、
十七届全国党代会代表，十七大
全国人大代表，十七届人大主席
团成员，她以生动的实例和幽默
的语言，讲述了2014年上海市
民抢购学区房、老百姓看病难等
居民身边的真实故事，老兵们感
同身受，听得津津有味。两任总书
记曾表扬她：“讲故事比讲道理
好！”“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她
曾经在长宁区虹储居民区接待过
两任总书记的考察，人大法工委
主任还与朱书记结对，为的是能
仔细听取老百姓的心声，为老百
姓做实事，朱书记深得小区居民
拥戴。她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员，获
得崇高的荣誉。如今朱书记虽然
已经退休，但是热心为民的初心
不变，在蒋巷村担任志愿者，义务

为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继续挑起
小巷总理的担子，为参观者提供
各种方便，为党员上党课。区退役
老兵服务中心赵卿羽主任主持了
这节特别党课，她介绍了朱书记
婉拒 1000 元讲课费的高尚品
质，得到了老兵宣讲团员们多次
热烈的掌声。


此外，老兵们在蒋巷村还参
观了新农村民居、田野里的绿色
蔬菜以及散养的山羊、大鹅和土
鸡，亲身感受到了总书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老兵们聆听了蒋巷村常德盛
老书记五十多年带领村民艰苦
奋斗的感人故事，欣赏了农民们
挖鱼塘，垫高贫瘠土地的视频。
常书记还热情地与老兵合影，留
下了难忘的瞬间。此次党课和蒋
巷的新农村美景，让老兵宣讲团
深受感动触动。


老兵宣讲团在蒋巷村上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