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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一响”，曾是民间对自行车、缝
纫机、手表与收音机的简称。工业品当年
大多凭工业券购买。据档案记载，1981
年起，宁波市对缝纫机等商品停止收取工
业券，同时停发临时购货券，已发的购货
券一律作废。

那么什么是工业券，什么是购货券，
二者的关系如何？又停发、始发于哪一
年？本文将带你穿越时空，来看半个世纪
前宁波市的工业券发放以及凭工业券购
买的商品。

工业券，老宁波人叫选购票，是计划
经济时期国家发行的一类购买工业品的
票证。由于发放既无固定年月，又无固定
数量，工业券被称作临时购货券。

曾经见过工业券。母亲放在长方形木
盒里，这只木盒专门用来放票证，比如粮
票、油票、布票、棉花票。母亲积的一叠工
业券，用于买“三转一响”的大件，还有买面
盆、锅子此类的生活用品。这只白木没有
上漆的木盒，不仅连着一家人的吃喝穿戴，
还维系全家人的幸福生活。

母亲有句“生囡先拨被”（意为女儿出
嫁时，父母要备被子作嫁妆）的口头禅，她
生了三个女儿，平时除忙活一家人的吃饱
穿暖外，最操心也是最开心的是张罗女儿
们的嫁妆，比如买毛线或被面等。买来毛
线，织成花花色色毛线衫，是女儿们上学读
书或出门做客的“时装”。那时候人们的穿
着多是蓝色或灰色，小姑娘很少穿花衣裳，
或黄或绿或红的毛线衫似灰蓝海洋里的彩
色船帆，鲜艳醒目。当年的嫁妆，被头的被
面、被夹里、被花絮都要凭票凭券购买。曾
经的被面有棉布或绸缎两种，棉布的凭布
票，绸缎的则凭工业券。

为了解当年的工业券，曾将类似问题
通过微信询问不同年龄的亲朋好友，年轻
的不是想不起，就是直接答复不了解；上
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或年长的老人，往
往能说出五花八门的工业券。被发小戏
称“记忆大神”的朱同学留言称：当时的券
是连在一起印刷的，有棉花票、布票、工业
券等。每年数量不等，可能1973年的棉
花票是三张，工业券一张，到1977年变
了，工业券多了。我1978年到上海(朱同
学恢复高考第一年成为上海铁道学院学
子)读书，棉花票送给同学凑起来买被子，
工业券凑起来买缝纫机。宋同学则是如
下的留言：我对工业券印象不深，倒是分
配的单位(宋同学分配到甬江印刷厂工作)

印宁波的所有票据。宋同学还说了她所
见的一个细节，这些票据是专门几台印刷
机印的，一个人印还有一个人校对，这二
人是受管制的，上厕所也有人跟着。

而在年纪稍大些的一个收藏家协会
会员群，有的上传收藏的工业券图片，有
的私聊与工业券交集的故事，罗乐遥先生
结婚前买手表的故事颇显时代特征。今
年75岁的罗先生为家里的长子，与弟妹
仨是农村居民户，全家人吃的米饭凭居民
会发的购粮证到当地粮站买米。他于
1975年春节结婚，约在1973与 1974年
间，买了只 17 钻全钢防水的英纳格手
表。价钿大约170元-180元，还要10张
工业券。

比罗先生年长两岁的张介人先生，还
记得读高中时的每月定粮31市斤，他曾
在网上看到工业券，价格还便宜，便买了
几张工业券，用来收藏。

查阅档案，厘清宁波发放工业券的脉
络，始于1961年，1981年停发。20年间，
宁波工业券选购商品的市场供应大至可
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头7年的按工资
比例发放选购票；第二阶段为按城镇居民
户口发放的临时购货券，时跨13年，其中
自1968年到1977年的9年间，至少每年
每人（城镇居民）发放二张或二张以上的
选购票。

工业券，对调节市场，指导消费、缓和
供应，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作为计划经
济体制的产物，城镇居民有工业券，而非
居民户口的农民却没有工业券，这是城乡
二元结构所造成的不足。
在查阅工业券的档案之
时，无不感慨当今市场经
济所蕴含的魅力，以史为
鉴，我们还须珍惜市场经
济所带来的自由购买商品
的繁荣。

有些动作，单手可以做，但也
可能得用双手才能完成。

譬如拕转来，就是（把东西）
拿回来；用一只手拕还是两只手
拕，这要看东西的大小。

譬如捼，方言“窝”音。捼肩
搭背，就是手臂从别人背后绕过
搭在该人的肩膀上，显然是单手
动作。但捼牢，就是抱住；捼的，
就是搂抱着，似乎得用双手。

宁波人所说的挡，就是用手
拿着或把持着，另外还有搀、扶的
意思。如何挡，单手还是双手，要
看不同的对象。

许多手部动作其实是需要借
助器物来完成的。

借助棍棒打人，叫“陌”。譬
如脚骨陌侬断，意思相当于打断
你的狗腿。

借助锄头打蛇，叫劖。譬如
一梗（条）蛇，锄头劖其煞。宁波
老话：呒角锄头乱劖。意思是瞎

捣弄，引申为说话就是瞎嘀咕、瞎
埋怨，无的放矢。

宁波童谣：老早乡下气象站，
泥 鳅 黄 鳝 养 交
关。刮风起雾全
靠猜，雨大雨小劖
着劖。调侃气象
预报设施简陋、准
确度不高。

配音：方芝萍 漫画：任山葳

王静
工业券，你还有记忆吗？

▲ 搬了几
次家还保存完
好的英纳格手
表（罗乐遥提
供）。

乐建中
宁波闲话：呒角锄头乱劖

▲ 1966 年选购
票与 1972 年购货券
（张介人收藏）。

▲ 1977
年 11 月 发
放的临时购
货券，为宁
波市最后发
放的工业券
（罗乐遥收
藏）。

张海峰
“梅花”过后，
象山惊现
少女岩石脸谱

徐渭明
额尔古纳右岸：
红霞白雾黑山头

小山
秋栾无处
不飞花

如果要选一种江南入
秋的指示性物种，我以为非
栾树不可。相对来讲，桂
花、木芙蓉、银杏虽各具魅
力，但毕竟“登台”太晚了一
点。每当栾花盛大绽放的
时候，我们就知道，苦夏走
到了尽头，凉爽通透的秋天
就要来了。

虞燕
台风记（一）

在岛上，台风是常客，它
喜怒无常，横行无忌，岛上的
人们与其较量了无数次后，
倒也习以为常了，台风要来
那便来吧，日子照样得过。
海岛人的宿命。

草莓
家里有了
这个小神器，
收纳就做对了
一半！

曾有人宣称，黑山头的
日落，一辈子必须去看一
次。在网络的推动下，黑山
头镇西北的一片无名高地，
被冠以“落日山”之名，成了

“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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