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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文
李英平/图

顶子床是明清时期的木工
家具，它有四腿四柱、上边有顶、
顶下有檐、床周有围，在过去只
有官宦和有钱人家才能享用。
时至今日，我们已很难在市面上
见到这种古代木工家具。近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家住市区
南环路程庄村的丁继先家仍完
好地保存着一张这样的顶子床。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丁继先
家，顶子床放在他家中间的卧
室。从床上铺着的席子看，这张

床一直在使用着。
这张床长 2.2 米，宽 1.2 米，

高2.4米，保存完好，颜色呈古红
色，古色古香、雕刻精美。它有
四腿四柱、床周有围、上方有顶、
顶下有檐、檐下有四个吊锤。围
和檐均由雕刻精美的图案组成，
有仙鹤、麒麟、马等。顶下有内
外两层檐，其中外檐雕刻有仙
鹤、麒麟等图案，图案均为镂
雕。四个吊锤其中两个雕刻成
桃型、两个雕刻成莲蓬型。床
下，还放着一个长近两米的，高
一二十厘米的脚踏板。

记者找遍整张床，没有见到

一个铁钉。丁继先说，过去的床
是榫卯结构，不用钉子。记者试
着搬搬，很沉。“这床可以拆、装，
很方便。”

丁继先今年83岁，老家在湛
河区曹镇乡王庄村。丁继先说，
这张床是1950年前后土改时从
地主家拿来分给他家的。“当时还
分了几间房，几亩地……”

随后，这张床便一直陪伴着
丁继先，“后来我结婚，包括孩
子，都在这床上睡过。”

1981年，丁继先从曹镇乡王
庄村搬到程庄村，这张床也就

“跟了过来”，直到现在。“谁回来

了，都在这儿住住。”丁继先说，
这张床也见证了他们一家几代
人的生活变迁。几十年了，这床
一直完好无损，“就是早几年它
的脚踏板用的时间长了坏了，我
们又重新做了一个。”

“早些年，叶县县衙征集这
种床时，我没舍得给，想着是老
人留下的东西，想一直留着。”丁
继先说，可孩子们现在都在外地
上班，“我上了年纪，腿脚不太灵
便，他们给我买了一套电梯房，
房子不大，这张床放不进去。所
以，我想着，谁如果有兴趣，我想
将它转让出去。”

丁家有张保存完好的顶子床

这是一张收藏了30多年的“全国
通用高价汽油票”。汽油票分正副联，
编号为 0442425，正面有一辆轿车图
案，盖有“中国石油公司油票专用章”。
此外，还有“高价，50公斤，有效期限”
等字样。油票背面印有6条使用说明
及一段话。

一段话的内容如下：“本副联是加
油后的回执，专供用油单位回收管理之
用，加油时正副联应齐全，票号应相符，
否则不能加油，也不能退票。”

6条使用说明规定：1.本票值为汽
油指票，不含货款，发放单位应填写使
用单位、车号、有效期限，方为有效。使
用时，必须完整无缺，核对一致，才能加
油。2.本票供应各种汽油车辆，在票面
有效期内，可在全国各地石油经营单位
办理加油手续。3.逾期不加油，凭单位
证明退票。4.票之副联是加油后的回
执，专供使用单位回收管理之用。5.加
油前请算好油箱容量，加油单位不予找
零。6.本票不准倒卖，不准和其他物品
交换。

上面加盖有“平顶山市石油公司调
拨专用章”，由此可见当时燃油供应之
紧，管理之严。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那时
是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出门除了带钱
外，还要带上各种票。有时出远门要带
上钱和“汽油票”。

1982 年，我弟弟要到北京为单位
接回一辆国家计划供应的 212 吉普
车。新车出厂需要磨合，装有限速片，
无法快速行驶，耗油耗时较多。且受条
件所限，加油非常不便，所以车上会备
有桶之类的容器。

在得知弟弟要去北京提车，回程可
能需要加油。我托朋友找了2张面额
均为 50 公斤的“全国通用高价汽油
票”。高价汽油票在加油时，价格要较
平价汽油票贵一些。但我弟弟只拿走
了1张，剩余的这张我就保留了下来。

这张“汽车油票”勾起了我对30多
年前“价格双轨制”的一段回忆，也是见
证我国、我市物资供应由欠至丰的一件
实物道具，从它身上可以看出我国社会
发展的步伐，它的史料价值是那些昂贵
珠宝、文玩等藏品所难以取代的。

（晏新生讲述 本报记者牛超整理 李
英平/图）

一张“汽车粮票”的
片断记忆

□本报记者 牛超/文 禹舸/图

一张看似普通的狗皮褥子，
他用了整整60年。这张皮褥子
不仅包含着父母对他浓浓的爱，
也是父母留给他的念想。近日，
市民王勇为向记者展示了这张
狗皮褥子，并讲述了其背后的故
事。

王勇为今年 60岁，家住市
区凌云路北段三环佳苑小区。
王勇为说，他老家在吉林省，自他
记事起，这张狗皮褥子就一直陪
伴着他，“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
铺在我的床上，从未去掉过。”王
勇为说，姐姐今年70多岁，“听姐
姐说，自打我出生，父母就给我铺
了这张狗皮褥子。”

近日，记者来到王勇为家，
见到了这张“饱含浓浓爱意”的
狗皮褥子。这张狗皮褥子被王
勇为铺在床铺的正中间，上面铺
有单子。掀开单子，记者见到一
条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旧蓝色
褥子中间“镶嵌”着一张 1米多
长的动物皮，猛一看图案，记者
还以为是老虎皮，两只“虎视眈
眈”的眼睛，大大的鼻子上有豹
点，看上去和老虎极为相似。仔
细一看，记者才发现，原来这个
图案是将狗的头部皮子进行了
改动，重新缝上去的。

据了解，狗皮褥子具有保
健、防潮、保暖、治疗风湿的功
效，是北方人冬天里的御寒工
具。当时，狗皮褥子的做法比较
原始：首先把狗皮上的脂肪和血
刮干净（一定要干净，刮不干净
以后会掉毛），把皮子毛朝下固
定在木板上，在皮子内侧涂满食
盐和一种“白土”，主要是用盐和
土把皮子里的水分吸干，防止腐
烂。然后放在背阴处风干，等皮
子彻底干透（干透的皮子很
硬）。再用光滑的圆木棍反复地
揉搓皮子内侧，直至柔软为止。
最后在皮子内侧根据主人的喜
好封上布料，做成长方形的褥
子。这样，一张好看、实用的狗
皮褥子就做好了。王勇为铺的
这种狗皮褥子上的图案叫“虎豹
头”，老一辈人说只有有福之人
睡在上面才会踏实，才配睡这样
的狗皮褥子。

记者注意到，虽然狗皮褥子
被王勇为用了60年，但毛色依
然柔顺，有光泽，用手摸摸软绵
绵的，很舒服。不过皮子边沿因
为长期的摩擦，略有磨损。

“过去没有暖气，一到冬天
都特别难熬，但躺到这狗皮褥子
上就感觉特别暖和。夏天天热
了，将它铺在地上，上面铺上席
子，不但防潮而且还很凉快。”王

勇为说，后来，家里虽然有了空
调、电暖气，但他还是觉得没有

躺在狗皮褥子上暖和，所以一直
在床上铺着。

母亲留下的“念想”
一张用了60年的狗皮褥子

线索征集

所谓老物件，就是老百姓
生活里曾经密切相关的、又逐渐
在历史中渐行渐远的“老东西”、
老家什。一床被单、一台老式缝
纫机、一台几十年前的半导体收
音机、一本几十年来的家庭记账
簿，或是计划经济时代购物所
用的粮票、布票……如果您家
中有承载美好记忆的老物件，
可 拨 打 电 话 4940000 或
4961924 联系本报记者，也可
以将您自己拍到的老物件发至
710915017@qq.com，并留下联
系方式，我们将派记者与您联
系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