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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尘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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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风扇空调，使用蒲扇的市民少了，蒲扇的生意又是怎样的
光景呢？

为探寻达城蒲扇的销售情况，记者经多方打听，得知通川桥下
的凉水井街和珠市街还有卖的。

8月4日上午，社区记者在通川桥北头的人行地面上，发现了
一个卖蒲扇的地摊。摊主是一位中年妇女，自称姓吴，摆摊有几年
了，主要经营鞋垫、草帽、布鞋等，卖蒲扇仅仅是夏天的一个附带
品。当问及蒲扇生意时，她一脸的无奈：“一天就卖一两把，有时一
把扇子都卖不出去。”

社区记者随即又来到凉水井街和珠市街，在长达近两公里的数
百个摊位上寻觅，几乎看不见蒲扇的踪影。正要失望时，终于在珠
市街靠近南门口的一家日杂店里见到了蒲扇。店主魏大爷今年67
岁了。他说，他经营这家日杂店已30多年了。30多年来，他的店里
每年夏天都有蒲扇卖，从没有间断过，只不过现在前来买扇子的人
已寥寥无几，买蒲扇的几乎都是老年人，其中大多还是老顾客。

魏大爷告诉社区记者，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在原达县地区
供销系统工作。“那时，原地区供销社土产日杂公司每年都能卖出
数十万把蒲扇。那时因为没有电扇空调，蒲扇成为人们夏日避暑
神器，非常受欢迎。不像现在，几乎无人问津。今年进购的1000
来把蒲扇，眼看夏天都过去一半了，蒲扇还没销售到一半……”魏
大爷说。

今年夏天特别燥
热，面对高温酷暑，很多人

选择了空调作为避暑工具，躲
在20来度凉风习习的环境里，好
不惬意。然而，对达城一些上了年
纪的老人来说，由于身体的原因，空
调并不合适，而渐行渐远的蒲扇，却
是他们夏日的避暑神器。可以
说，一把蒲扇、一阵凉风，串起
了市民对整个夏天的回

忆。

那些年，我们一起扇的蒲扇……

为寻找达城还在使用蒲扇的市民的身影，社
区记者走了很多小区，在那些晚餐后纳凉的中老
年人群中，去倾听他们童年的蒲扇记忆。

傍晚时分，在西外天府花园小区大门口，记
者正巧碰见市民龚先生出门散步。他手中拿着
一把蒲扇，边走边摇，很是惬意。

一阵寒暄后，社区记者问他为何现在还在用
蒲扇。龚先生深情地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蒲
扇是夏日里的一抹清凉，是儿时避暑必不可少的
工具，也是母亲呵护孩子的一份疼爱。

“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若是硬要
借，请到白露节。”龚先生说，这是过去城乡很
流行的一首民谣，对于像他们这些年长的市民
来说非常熟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大
多家庭买不起电风扇，空调更是见都没见过。
一到夏天，扇子便成了人们手中的避暑工具，
时时拿在手中扇扇风，以此降温纳凉。在达
城，过去蒲扇的使用也非常普遍，很多家庭几
乎是人手一把，拿在手中轻轻一摇，就摇过了
一个酷热的夏天。

龚先生说，过去的夏天，城市和乡村家家户
户都有纳凉的习惯。倘若你在饭后上街溜达一
圈，城市公园里围坐着拉家常的老人，农村大树
下是一圈谈天的妇女，几乎随处可见蒲扇的身
影。这种用蒲葵叶制成的圆形扇子，简单环保，
易于携带，只需轻轻晃动，便能够带动周边空气
的旋转，迎来徐徐凉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晃动
着手中的蒲扇，闲侃着一天的趣闻，在凉风中度
过酷热的盛夏。

“对我而言，蒲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
盛夏的夜晚。那时，我还生活在乡下农村。往往

吃过晚饭不久，当白天的喧嚣趋于平静，月亮爬
上松林坡的树梢时，忙碌一天的母亲会叫比我大
三岁的姐姐，将家中吃饭的长条木凳搬几张到院
坝中间，泼上一两盆凉水，再把‘篾笆床’（一种宽
一米、长一米五六，用竹子做的乘凉工具）搭在木
凳上，这就是我们夏天纳凉的最舒适的床了。”龚
先生说，一家人冲完凉后，父亲就坐在地坝头的
石梯上，嘴里衔着忽明忽灭的烟杆，与隔壁大叔
一边摇晃着家中最大的蒲扇，一边商谈着第二天
的农事。而年少的我，便要在母亲的吆喝声中，
有时甚至是被她拽着衣服，和一群年纪一般大、
不知炎热的小崽儿，从疯玩迷藏的院坝角落里逮
出来，赶上地坝中间凉床上去睡觉。为给我们驱
赶蚊子、驱散暑气，母亲会坐在凉床边，一边哼着
小曲，一边摇晃着大蒲扇，在那轻柔的凉风的吹
拂下，我们几姊妹会很快进入童年的梦乡……有
时，我们在梦中会被突然热醒，抬起惺忪的眼睛，
发现母亲因过于疲劳，也在上眼皮紧挨下眼皮打
着瞌睡，手中的蒲扇也停止了摇动，没有了凉风，
我和大姐醒来无法入睡。看见母亲为我们辛劳
的样子，也不好打扰她，便装着没看见，但更小的
弟妹却管不了那么多，会不懂事地嚷一声“好
热”，并以翻身来“抗议”。这时，母亲便会突然惊
醒，一手抚摸着我们的头，一边继续摇动蒲扇，蒲
扇清凉的风再次将我们送入梦乡……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如今仍然难忘童年记
忆里，夏天母亲挚爱孩子，用蒲扇扇出的那份清
凉。”而今，龚先生还在使用蒲扇，一来因人渐渐
变老身体虚弱，吹空调和电风扇容易生病，二来
他对蒲扇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达城，像龚先生这
样手摇蒲扇消夏的画面，已难得一见了。

在西外御景上城小区，社区记者很巧地碰到
了正在使用蒲扇避暑的刘大妈。她的蒲扇故事更
令人感动。

刘大妈告诉记者，她今年65岁，是从农村来
城里儿子家享福的。看见儿子儿媳成天忙碌，她
便主动承担起照顾4岁大孙子的责任。说到蒲
扇，刘大妈也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她说，蒲扇确实
是一个好东西，它不但可以扇风避暑，而且用途多
多，晴天可以遮太阳，雨天可以挡风雨，孩子调皮
时还可以打屁股，农家人柴火不燃时，也可以扇扇
风，让火儿越烧越旺……蒲扇的风很柔和，再怎么
用力扇都不会让人感冒，不像现在的电风扇和空
调，稍不注意就整感冒了。所以，过去坐月子的女
人不能吹风扇，但蒲扇却是月子里妇人最好的纳
凉工具。

细数完蒲扇的用途，刘大妈转身对社区记者
说：“你看我手中这把蒲扇，已经用了三十多年了，
扇大了我家两代人，扇大了儿女现在又扇孙辈，都

快成我家的传家宝了。三十多年来，每个夏天，我
就用这把老蒲扇，为儿女们送清凉，相伴他们成
长。”

社区记者从刘大妈手中接过扇子，发现这
是一把很陈旧的蒲扇了，扇子边沿已破损，由
于时间久远且风力不够，最近刘大妈的儿媳才
给她另外买了一把新的小蒲扇，以便老人乘凉
避暑。

刘大妈回忆说，那时，夏天的农村蚊虫特别的
多，农家人就用粗麻布纺织的“罩子”来挂在床
上。夏天晚上孩子们入睡前，刘大妈就会先用蒲
扇驱赶“罩子”里的蚊子。蚊子驱赶干净后，再用
蒲扇给孩子们摇风，待孩子们进入梦乡后，自己才
能入睡。就这样年复一年，夏复一夏，在蒲扇的相
伴中，儿女们长大了。儿女成家立业后都进城买
了房子，如今刘大妈虽进城享福，仍舍不得丢掉这
把跟随她30多年的老蒲扇，还要用这蒲扇为孙子
辈们送清凉。

蒲扇是母亲呵护下的那份清凉和疼爱市民讲述：

一把蒲扇 相伴儿孙两代人长辈回忆：

蒲扇销售 生意越来越冷清

老板坦言：

谈起传统的蒲扇，许多老年朋友很是无奈但又难舍。家住二
马路滩头街的陈大爷坦言：随着时代快速发展，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道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城市的夏天也越来越热，空调、电风扇
的普及，让蒲扇已渐行渐远。

“从旧社会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达城人一般都用蒲扇等
消暑避夏。后来有了电风扇，再后来空调开始普及，曾经给人们带
来惬意和凉爽的传统扇子已不再风光，也少有人使用了。特别是
篾笆扇、棕叶扇更难见到踪影。”陈大爷说，“你看嘛，现在人们进屋
开空调，出门开车也有空调，公交车、商场、超市、办公室等都
有空调，蒲扇开始渐渐被遗忘。蒲扇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渐渐
‘失宠’，淡出人们的视野。”

尽管如此，但在老一辈人的心中，蒲扇带来的那抹清凉是最惬
意的，也是心头永远抹之不去的珍贵记忆。

（本报社区记者 邱一彪 谯继）

空调时代 蒲扇记忆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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