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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山 林长华

连日来，福建各地丰富多
彩的庆新春和贺元宵活动火爆
全网。尤其别具特色、轮番上
演的传统民俗活动，让人们不
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再一
次感受到地道的年味。然而，
笔者收藏的一张38年前的元
宵节老照片，却把我唤回到
1986年的那场新春灯谜会。

记得1986年新年过后，我
的家乡福建东山岛的宣传文化
部门就开动“宣传机器”，紧锣
密鼓布置海岛春节文化活动。
我当时在县直某机关办公室供
职，距2月9日春节的半个多月
前，单位领导想扩大单位的社
会影响，决定举办一场新春灯
谜会。“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显然，领导知道我平时喜欢制
谜猜谜。但是，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一场对外开猜的谜会得
多备一些灯谜，起码得有三百
条吧。那年代，灯谜资料稀缺，
即便是文化馆油印的灯谜内刊
也难以找到，我花了九牛二虎
之力，除了自制一些，只好带上
笔记本到图书馆翻查旧谜凑
数，然后买来五颜六色纸张，裁
成长条谜笺。因怕泄露谜底，
我把自己关在单位宿舍抄写。

谜会地点选在东山岛县城
人流量最大的新城路，“谜台”
借助街边的围墙布置：上方横
挂红布贴金字的灯谜会会标，
用几条铁线横钉在围墙上，下
面横钉几条铁线，铁线挂着几
十支夹谜笺用的铁夹。单位一
位领导和工会主席协助我，一
个粘贴谜笺，一个递送奖品。
每猜中一条谜，奖励“水仙牌”
（每包时价0.27元）和“海堤牌”
香烟（每包时价 0.33 元）各一
支、糖果两三颗。于今看来，奖
品实在太寒酸。可在那时，两
支香烟不无诱惑力，猜众绞尽

脑汁猜想。
为了热场，吸引猜众，我制

作的灯谜难度适中。记得有一
条是“大楼商场”（市名），有个
青年猜“厦门”，基本猜对。我
认为尚不够精准，就不给奖。
有些猜众说我要求太严苛，我
只得耐心解释：“大楼”理解为

“厦”是可以，后两字“商场”猜
“门”，显然不对，应加上个“市”
成为“门市”才完美。正月是

“虎月”，虎月举办虎年灯谜会，
更要有应景的“虎元素”。翻检
我当年的灯谜笔记本，泛黄的
纸上记着多条虎谜：“谜笺”（三
字常言）谜底：纸老虎；“夜老
虎”（字）夤；“妈妈属虎”（《水浒
传》诨名）谜底：母大虫；“谜格
我不懂”（成语）谜底：虎口余生
……这类虎元素灯谜适时应
景，备受灯谜爱好者喜爱。

东山岛有句气象谚语：“寒
在正二月”，春节期间的天气特
别冷，记得举办街头灯谜会那
天，海岛风大气温低，又是在无

遮无拦的室外，寒冷程度好比
“雪上加霜”，但在场的人们情
绪异常高涨。那时候，海岛人
节日文化生活贫乏，一年中难
得有“灯谜盛宴”，围观看热闹
的群众竟比猜灯谜的人多出几
倍，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我
们本来打算中午12时收场，岂
料大家一再要求延时。等灯谜
会结束时，我已饥肠辘辘，疲惫
不堪。也难怪，为布置谜台，我
起大早匆匆吃了早餐就踩着自
行车出门。待到谜会结束，三
人本想吃顿新春大餐，岂料县
城几间简易搭盖的“点心场”闭
门谢客，按闽南年俗要歇业到

“初五更开”（正月初五）。我们
三人到处吃闭门羹，只好各自
回家炒剩饭吃。那年代的人大
都能吃苦耐劳，加班加点也常
有，且不计较什么补贴报酬。
可以说，那个虎年春节，我主持
的新春谜会，是名副其实的“累
并快乐着”。新春头一天炒剩
饭吃，也让我记住了38年。

老物件述说春灯故事

1986年东山岛县城街头的虎年新春谜会

■山西大同 付顺利

我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
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其
实凭票供应不是我国最早采用
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当时国
内不稳定，内战不断，商品缺
乏，就采取商品有计划的分配，
发放各种商品票证，苏联最早
的票证是1916年的鞋票。

美国也在二战时期商品紧
张时，发放了各种商品票证，其
种类也不少，其中就含有粮票
性质的票证。现在还有一些国
家仍然采用凭票供应方式，如
朝鲜、越南等一些国家。

我国的粮票种类数量有
“世界之最”之称，全国2500多
个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
发放和使用了各种粮票，进行
计划供应，还有一些大企业、厂
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
印发了各种粮票，种类繁多。

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
历史产物，票面题材广泛，印制
精细，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
点。经年累月的岁月侵蚀，更
使这种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票证
文物日渐稀少，珍品迭出，长期
为海内外收藏爱好者所瞩目。

有些发行于解放战争时期
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军队
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的
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纪念意
义和收藏价值。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冀鲁
豫边区，我边区抗日政府、八路
军为解决“军需民用”粮食给
养，保障供给、发展生产、支持
抗战，曾发行过不同面值、不同
版别的兑米票62种之多。

兑米票大约出现于 1941
年初。这年1月，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野战供给部首先发行
“军两”“小米伍两”“小米壹
斤”，并在粮券正面印制使用说
明。在根据地内的边区政府，
同年也发行了兑米票，笔者所
见的一枚“小米壹百斤”的兑米
票，用蓝色印油印制，兑米票背

面用同样的蓝色印油印刷使用
说明共六条。其中第一、六条
特规定该票在指定的地址内只
能使用一次。

1944—1946年，晋冀鲁豫
边区的兑米票发行数量相对增

加，不仅面值上种类繁多，印刷
质量上也大大提高。这期间的
兑米票，已由边区政府交给地
址在山西黎城山区的冀南银行
印钞厂印刷。票面设计考究，
纹饰简洁明快、典雅大方，每张

票面要套色三四种，防伪性较
早期票大大增强。其中 1944
年版（图1、2、3、4）多为正面印
刷，背面空面；1945—1946 年
版（图5、6、7、8、9）多为正、背
双面印刷，票面形式上也出现

了横式版。兑米票的面值上还
有大额的“贰拾斤”“伍拾斤”

“壹百斤”（图10）等。兑米票
在晋冀鲁豫边区一直流通使用
到新中国成立才逐步停止。

当时，晋冀鲁豫边区向根据
地军政人员发放的各种兑米票，
初期主要是用餐、兑粮，后来在
一段时间内也作为津贴发给工
作人员，军政人员的工资有时只
发兑米票，不发钞票。抗战胜利
后，边区政府发放的兑米票可领
粮、吃饭，单位个人供伙食者也
可凭票兑粮，有的还可以兑现
款，也可以抵交公粮。边区内，
凡军政人员下乡所到村庄，均由
村公所派到各农户家就餐，饭后
按规定付给兑米票，不付货币。
过半年或一年村民持兑米票到
村公所结算一次，方法也很简
单，谁家交多少斤兑米票，那他
就可在村公所领回多少小米实
物。之后，村里在给乡或县政府
上交公粮时，再将所收的兑米票
按斤折算进去。

兑米票，是战争年代根据
地保障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
济的一种特殊产物，为解决边
区军需民用作出巨大贡献。

晋冀鲁豫边区的兑米票

从左至右依次为：图1 晋冀鲁豫边区兑米票“拾贰两”、图2 晋冀鲁豫边区兑米票“伍斤”、图3 晋冀鲁豫边
区兑米票“拾伍两”、图4 晋冀鲁豫边区兑米票“叁拾两”

图10 晋冀鲁豫边区兑米票“壹百斤”

图6 晋冀鲁豫边区兑米票“拾斤”

图8 晋冀鲁豫边区兑米票“叁拾两”

图5 晋冀鲁豫边区兑米票“壹斤半” 图7 晋冀鲁豫边区兑米票“七斤半”

图9 晋冀鲁豫边区兑米票“拾贰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