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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体 休 闲

赛虎是一条狗的名字。
赛虎是我饲养的第一条狗，也是我饲养

的最后一条狗。
饲养赛虎的时间是1973年。那年，我在

铁力火柴厂当排杆工，属于重体力半机械作
业，每月粮食定量是54斤。当年粮食采用供
应制，一般市民只有27斤，从中可见我的劳
动程度。

当时，工厂搞大会战，车间实行两班
倒。每天太阳出山，干到太阳落山；或者太
阳落山，干到太阳出山，甲乙两班轮换。人
非机器。长此以往，事故频仍便也成了家常
便饭。我就因极度疲劳，临近天亮时，被齿
轮辗断拇指，宅在家里休养。

朋友看我苦闷，他送我一条小狗，说是
哄小狗玩，开开心。小狗刚出生一个多月，
毛茸茸，黑亮亮，肉滚滚，虎头虎脑。我就
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它赛虎。这既包含着它
本身的形象，也包含着我对它的期望。

那时已是冬天。我把赛虎放在外屋饲
养。也许是刚断奶，也许是想妈妈，刚抱来
那几天，每天夜晚，赛虎总是哀叫，搅得全
家人睡不好觉。在家人的反对下，我只好把
它送到外边。赶巧儿，那天晚上下起了大
雪，乱雪扑窗。我听不到赛虎叫唤，只能听
到房檐呜呜呜呜地响。那天夜晚的风也特别
大。我辗转反侧，惦念着赛虎，怕它冻死。

第二天，我例外起了个大早，心情忐
忑，怕赛虎出意外。谁知，我刚推开屋门，
赛虎就卷进来，跳跃着，呜呜叫着，向我怀
里扑，身上的雪花蔌蔌蔌蔌朝下落。我心疼
地抱起赛虎。它的眼眶里噙着眼泪，像是有
无限的委屈，无限的哀怨。我的眼圈也湿润。

我又容留了赛虎。赛虎竟然也长了记
性，从那天起，不再吵夜。只是，它每天晚
上睡觉，都要钻灶膛。我们家当时烧的是煤
灶。炉篦子下有条长沟，用来贮存炉灰。赛
虎卧在灰沟里睡觉，时间再长些，浑身的皮

毛都烤焦了。毛色由深黑，变成浅灰，都卷
卷起来，像马戏团里的小丑。还应了那句老
话，说是疤喇狗子掉灰堆，一身焦毛。

冬天过了，就是春天。春天一到，赛虎
也脱落出个标准小伙，身腰细长，四肢健
壮，皮毛光滑，眼睛明亮。所差只是身材略
矮些。

这年，我已被借调到铁力县第一中学，
教语言课。我每天上班，它都会送我一程，
摇着尾巴，又跳又蹦，跟在我后头，屁颠屁
颠地，送我出大院，送我上河堤，我不让它
回去，它是再也不肯弃我而去。我每天下
班，它好像有心灵感应，或者是有时间印
象，总会跑上河堤，来迎接我，又蹦又跳，
摇着尾巴，火辣辣地朝我身上扑。只是，我
总是喝斥它，躲避它，怕它身上有虱子。一
来二去的，它便懂得了我的态度，再迎接我
时，总围着我转，身前身后地跑，跟我保持
一段距离，不远不近，不即不离。

几日热风，几日冷雨，秋天就到了。秋
天开始时，赛虎的性格便也有了变化，变得
性格暴躁。它从早到晚，总是叫唤，有时
轻，有时重，每次见到我时，又总是摇头晃
脑，两眼巴巴地看我，似有所求。我呢，虽
心存疑虑，却也没朝深处想，更没有想到给
它检查身体。

那天是星期天。我的一位远亲来我家串
门。他像往常一样，想先去亲切赛虎。殊不
料，赛虎竟朝他汪汪叫，并做扑噬状。我这
位亲戚脾气暴躁。他一怒之后，顺手操起把
铁锹，没头没脑便乱打赛虎。当时我正好在
家，听到赛虎叫，慌忙跑出屋门，抱起赛虎
再看，赛虎痛苦得乱蹬乱挠，在我的右手背
上，挠出条血线，最后死在了我的怀抱。我
再去查看它的伤势。结果，就意外发现，在
它的左腋窝里，竟然隆起个肉瘤，足有鸡蛋
大小。

原来如此。我懊悔得流下泪来。我就含
着泪水，将它埋葬在呼兰河河堤下，然后，
去打防疫针。那时，狂犬疫苗要打十四针，
连打十四天。我到十四天时，起了反映，神
志混乱，结果又住了一周院。

打那以后，我就不再养狗。我已对不起
赛虎，不想再对不起其它的狗了。

赛 虎
王跃斌

宋雨树是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市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还是一位爱好广泛，善长于绘
画、雕塑、设计、机械、金属工艺和手工制作的

“多面手”。在众多领域里，展现突出的超人才
艺，当属他的版画制作，其作品在省内外和国家
级参展中获得无数次奖项，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
度赞扬。他是伊春市首届小兴安岭德艺双馨工作
者，中国美术藏书票艺委会会员，黑龙江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很多作
品为伊春争得了荣誉，为家乡添了光彩！

宋雨树，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他1971年出
生于人杰地灵、山河俊秀的小兴安岭伊春。是清清
的汤旺河水滋润了他依恋家乡的情怀，是巍巍的群
山赋予了他心灵手巧的天赋。那年，二十岁出头的
他，自伊春市第一高级职业中学美术班毕业后，就
怀揣梦想走进创业时期的伊春侨艺公司，在该公

司总经理王茹祥先生的带
领下从事新产品开发与样
品制作。期间，以独特的
思维、丰富的想象、专研的
精神、敬业的态度，闯出了
活跃林下经济的新路子，
拓宽了木艺产品的发展渠
道，实现了雕、刻、拼、粘一
体化，成为我市最早的拼
画创始人之一。为侨艺公
司后来发展成我市民间艺
术领军单位奠定了基础，
作出了贡献！他先后到我
市富丽华家具有限公司和
伊春松雪宾馆装潢公司，
伊春光明工艺品有限公
司，从事设计、美工，试装、
供销、质检等工作，积累了

行商经验。2012年宋雨树看见了版画市场的需求和
发展前景，捕捉到未来版画畅销的信息。他抓住有
利时机开始专研版画制作。夏日炎炎，他冒着酷暑
走向大自然，走进大森林，一边拍照一边写生，以小
兴安岭天然风光为主线，构画出一幅幅绿水青山，
高峰峡谷的炫丽诗卷。数九隆冬，寒风刺骨，他走进
冰天雪地，投入到白色的世界里，以独特的眼光忘
我的采风。他支上画架，把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
观描绘在笔下。他走上了规范的创作路。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宋雨树创作的《感知兴
安》在2012年第二届广州国际藏书票暨小版画双
年展中获优秀奖；《绿满兴安》 在2014 年入选黑
龙江工业版画展；《春的影子》 在2015 年入选中
韩国际文化交流展，并入选黑龙江风情版画展；
同年《小兴安岭记忆——远去的号子》入选二十
一届全国版画展，2017年《小兴安岭记忆——伊

春印象》 入选第二十二届全国版画展，《光辉岁
月》入选第六届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遥知兴安千
度雪》入选第三届中国版画大展。2019年他在伊春
成立自己的版画工作室，带动当地作者开始版画创
作。在他的组织下伊春版画一幅入选十三届全国美
展，一幅获第十届全国民族百花奖画展优秀奖，两
幅分别获十三届省美展铜奖和优秀奖，多幅作品入
选省美展。而他后期创作的版画，更是锦上添花，不
仅倾诉了他热爱伊春林区的心声，更表达了他热恋
版画之情。他的好多作品被中国版画博物馆、重庆
美术馆、黑龙江美术馆等收藏。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李伟供稿）

宋 雨 树 的 版 画 情

“骊马放歌”系列活动是铁力每年夏季持
续开展的重要群众文化活动，也是铁力市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载体，节目形式
不断创新 。

今年，在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的精
心组织下，全市各党政机关单位积极行动，
纷纷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参与演出活动，以高
涨、饱满的热情和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为建

党百年献礼。
据了解，自 5 月 22 日以来，累计举办

“骊马放歌”专场演出活动8场。本阶段的8
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合唱、舞蹈、
声乐、器乐、小品、三句半等节目异彩纷
呈，各单位参演人数近千人，吸引观众近万
人，获得了广大市民群众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顾泽怡 摄影报道

铁力市“骊马放歌”系列

广场文化活动异彩纷呈

7 月 30 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南岔县红叶舞团在月牙湖休闲广场举
办了专场文艺演出。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唱出
了对党和国家最深切真挚的祝福，一段段活

泼生动的舞蹈跳出了中华儿女在新时代继续
砥砺奋进的决心和信心，充分展现了广大干
部群众坚决听党话、跟党走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贾春华 宋勐 摄影报道

前几天，整理书柜，发现一个塑
料书皮里夹杂 200 多张粮票，分别 7
个种类，面额和图案各不相同。观赏
之余，一种对粮票的特殊情感油然而
生，也回想起了和粮票相关的一些往
事。

1960年前后，全国农业生产遭受
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严重自然灾害，
粮食锐减，食品供应紧张，严重的饥
饿灾荒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针对如
此困难局面，国家决定压缩城乡口粮
标准，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和定量供
应政策。在此背景下，粮票应运而
生。这一年，毛主席决定不吃肉了，
他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度难关。这
一方面是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同甘共
苦。另一方面反映出人民生活中粮食
和肉食品的匮乏。

粮票按地域分为两种，一种为全
国粮票，即全国通用，一种为地方粮
票，局限在省内使用。按面额又分为
多种，有三斤的、一斤的、半斤的，
最大面额的为五斤，最小的为一两。
粮票票面虽小，却印制精良，每张粮
票的正面都印有图案，多为工业、农
业或牧业生产的场面。如黑龙江省壹
市斤粮票的正面图案，为一台集材拖
拉机，从大森林里往外运输原条木
材。画面生动美观，时代感强，作为
林区人看了更感到贴切、亲切。粮票
的背面也都印有使用说明，规定：

“凭本票在本省范围内，可购买粮食

及粮食成品。本票严禁买卖、伪造、
涂改，遗失不补……”。上了年纪的
人，对粮票都不会感到陌生，都知道
粮票的重要性。

1960年7月，这之前北京附近的
大中城市的饮食业都凭粮票供应，只
有北京市不收粮票。由于粮食和副食
品供应紧张，不仅本市许多居民到饭
馆吃饭，而且附近地方许多人也来北
京饭馆吃饭，都是为了吃饭不用粮
票。造成北京饮食业粮食消费大增，
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最终同意北京
市饮食业实行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同
时保留少数高级宾馆，不收粮票，高
价销售。

那年代，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
粮票，怎么获得粮票呢？途径是到居
民固定购粮的粮店凭“居民购粮证”
兑取，当地老百姓俗称“起粮票”。
如兑30斤粮票，就要从粮证中扣除相
应的定量粮食。如兑全国粮票需持单
位介绍信，还要从定量中扣除一定数
量的细粮和豆油。那时如果谁兜里有
全国粮票，是很有面子的，也会引来
别人的羡慕。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时

常在火车上买面包，他先买一张站台
票进站，然后登上在此经停的旅客列
车买面包，8 分钱一个，还不要粮
票。一次买 20 来个，全家人既吃得
好，又节省了粮票。父亲不仅聪明，
也十分勤劳，他在工作之余种地，种
些土豆、豆角、角瓜等，以补充粮食
之不足。记得我姐下乡时，在青年点
食堂、菜窖干活，她把每月节省下来
的粮票，都拿回家里交给父母，以补
贴家用。这一份份亲情，我永远记在
心里。

事物都是相关联的，那年代从粮
食中生产出来的食品，有的也凭票购
买或定量供应。比如豆腐和豆油，豆
腐是用大豆磨出来的，大豆属粮食作
物，所以吃豆腐要凭豆腐票。同样道
理，豆油是从大豆中压榨出来的，因
此要定量供应，国家规定居民每人每
月定量半斤。那时，上商店买糕点，
买一斤大概要半斤粮票，为啥不要一
斤粮票呢？因为糕点是用水和面做成
的，这糕点里面含有相当的水分，要
半斤粮票，合情合理，理所当然。

一次在饭店因少许粮票，弄得我

好尴尬。1990年，我随单位领导马馆
长出差去北京，走时匆忙，没有带足
全国粮票。北京熟人知道后给我俩5
斤当地粮票，没几天就所剩无几了。
最后一天在一家饭馆吃饭，小酌后要
了两小碗米饭，一碗二两，共四两粮
票。我把兜翻遍了只找出二两粮票，
就跟服务员商量说，差二两粮票用高
价钱顶行不行？那女服务员不耐烦的
回答说不行。无奈我俩只能吃一碗米
饭，没吃饱倒气饱了。俗话说：“一
分钱难倒英雄汉”，同样，二两粮票
也能难倒英雄汉。其实也不能埋怨那
服务员，人家那叫坚持原则。小场合
遇上了硬道理，粮票乃饮食之必须，
别无取代。

如今，党的富民政策，让人民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进入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将更加美
好。过去那种吃不饱饭的日子，一去
不复返了。困扰国人30多年的粮票早
已退出历史舞台，进了博物馆。

话 说 粮 票
李 平

读过《与妻书》，心下生出了一丝悲凉，更多的是沉
甸甸的敬重。这个人的名字，永远的镌刻于冰冷的石头
上，有人记得，有人忘记，有人怀念，有人漠然。一层层模糊
掉曾经的名字，被历史的浪潮托起，又压下。一篇儿女情长
的诀别书，拂去岁月的轻尘，让我们记起他的牺牲。

《与妻书》 中林觉民言辞真挚，情感深沉，他的伟
岸、高大，其愿为天下人之幸福而舍己之幸福乃是大义，
心中崇敬之情顿生。读此文，胸中热血沸腾、澎湃激荡。
为其大义自傲，为与之同为中国人而自豪。

同时，心中也生出些许悲伤，就是那无法感同身受的难
以承受的失夫之痛。读此文，闻的“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
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心中悲情忽起。如此相爱着的人儿，
要用怎样的心情写下一封绝笔信？要抱着怎样的心才不会
让爱着的人受伤？要怎样才能让她明白“吾不想吾先汝而
走”是真心的？然“第以今日时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
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
国，无时无地不可以死”又何以眼睁睁看着对方死，虽不想
吾想汝而死，但天下之人“不当离而离者，不当死而死者，不
可计数”，又怎可为自己之幸福而断送妻之幸福。

想来，林觉民不是没有痛的。尽管他们的爱情开始于
婚姻之后，他对陈意映的爱，却是写不尽的情深意长。我
不知道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男子在那一晚是怎样复杂的心
情，但是一篇《与妻书》，让我们看到一个热血革命者真
实多情的一面。他不是神，他是人，一个用情极重极深的
男人。他爱他的妻子，也爱他的国家，他可以从容的面对
死亡，却无法割舍挚爱的妻。声声血，字字泪，男儿柔
情，到此时恸人心肠，寸断难述。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让我把最诚挚的敬意送给像林觉民一样为国家付出一

切的先烈们，致敬！

腥 风 血 雨 中
的 绝 美 情 书

王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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