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对象
姚炳坤: 78岁，离休干部
陈秀英: 76岁，退休工人

寻找“钻石婚”

晚报记者 崔迎 实习生 李曦/文 晚报记者 王银廷/图

一大家子，和睦幸福羡煞邻居

姚炳坤和陈秀英老人的家，虽然简洁朴素，
但却其乐融融。

每到周末，老人的家都会格外热闹。儿子媳
妇们都会不约而同在这里碰头，回来做饭，收拾
家务，根本不用老人动一下手。孩子们把家里打
扫得干干净净，一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开开
心心，每个人都相处得格外融洽。“你看，我们家
光是围裙就有七八条，到了做饭的时候，儿子媳
妇们都抢着去做菜做饭，没挤进去的就等着，等
到下回轮流着做。”陈秀英老人笑着说，“这么主
动地去做饭，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传统了。”

老人的家里，总有很多地方与众不同。比
如，家里的折叠凳子就有厚厚的一大排。姚炳
坤老人说，墙那边还放着一排小板凳呢，他们家
人多，吃饭的时候要分好几桌，里里外外都是
人，热闹着呢。

60年的岁月过去，他们已到了古稀之年，但
老两口依旧恩恩爱爱，相互扶持，过着平淡而幸
福的日子，享受着来之不易的晚年幸福生活。

60年光阴，收获是真情

光阴荏苒，姚炳坤和陈秀英已经共
同经历了 60年的风雨。他们相濡以沫，
携手走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尝尽了人
间的酸甜苦辣，而他们，也从一对朝气蓬
勃的年轻人，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国家的建设需要全国人民齐心协
力，建设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姚炳坤老

人说，“要想过好日子，建设好家庭，夫妻俩首
先必须从思想上互相信任，不能有所隐瞒。”他
说，从两人结婚的那天起，不管收入多少，不管
是因为自己职务变动调整了工资，还是陈秀英

有了自己的工作，两人的钱都是放在
一起的，从不分你我，全部由妻子陈
秀英安排，结果每个月不仅过得还不
错，还能有所剩余。两人结婚60年，
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闹过意见有
过矛盾。

“现在，我们这个家已经从当初
的两个人，发展到子孙三代 21 口人
的大家庭了，孙女、孙子都已经20多
岁了。但是这么大个家庭，这么多口
人，却能和谐相处，彼此没有互相猜
疑，没有磕磕绊绊，我认为这都是因

为大人给孩子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俩以
身作则，遇到意见分歧不是争得脸红脖子粗，
而是互相商量着来，做到小事不计较，大事不
纠缠。如果真是意见不合的话，两人就都忍一
忍，都退后一步，或是上街走一走转一转，站在
对方的立场上想一想，回来的时候怨气自然就
烟消云散了。”姚炳坤老人很风趣，他打比喻
说，两口子过日子就像“狗皮的袜子无反正”，
很难分清你是我非，大家互相多谦让一下，互
相多信任一点，就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都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姚炳坤和
陈秀英老人却将他们的家经营得井井有条，他
们不仅自己生活幸福，而且也给孩子们树立了
典范，6个孩子个个成家立业生活幸福美满，同
样也有着两位老人的功劳。

1953年3月，姚炳坤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老人说当时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到达朝
鲜后，姚炳坤所在的铁路警卫营一共3个连，负
责铁路和分局各机关办事处的保卫工作。办公
地点就设在山沟的洞穴里，洞穴附近到处都是
轰炸后的弹坑，这些大坑都是炸了又平，平了又
炸形成的。

战争胜利，从朝鲜回国后，姚炳坤先后在郑
铁分局政治处、郑州东站工作。他说：“1954年，
单位给我们分了一套房子，我老伴儿当时还没
有工作，就在家里做家务，照看孩子。我工作很
忙，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她总是尽着让

我多吃细粮，而她自己却吃粗粮。每次我回到
家的时候，她不管时间再晚，也都会把热饭热水
送到我的面前。后来家庭由三口人变成了八口
人，我工作忙顾不上家，都是老伴一个人辛辛苦
苦把孩子们拉扯大的。我十分感谢她所做的这
一切，她的好也让我感到有些愧疚。”

家里的一切大大小小、零零碎碎的事情都
得陈秀英操心，她勤劳能干，忙完工作忙家里，缝
缝补补勤俭持家，绝对是家里的“贤内助”。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大家的生活都十分困难。姚炳
坤老人说，那时候买粮、买油、买布都实行凭票供
应，像他每个月只有26斤粮食，而且大部分都是

粗粮。家里已经有六个孩子了，其中三个上了
学，正是孩子们能吃长身体的时候，这样捉襟见
肘的生活该怎么办呢？最后，夫妻二人决定不
依靠国家，不依靠亲戚，自力更生去种地。他们
把在福寿街繁华地段的家，搬到了郑州市铁路
印刷厂附近只有25平方米的宿舍里居住。虽然
房子小了，地段也不好，但那附近荒地多，他们开
垦了三四分地，种过麦子、谷子、绿豆、红薯……
一家八口人再也不用饿肚子了。由于妻子陈秀
英的精打细算，每个月家里的粮、油、盐都有节
余。对此，姚炳坤十分感慨：“这都是我爱人的功
劳，我和孩子都很感谢她！”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那个年月，年纪
轻轻的他们面对的就是这种无法选择的包办
婚姻，所有的感情只能留待日后。在后来磕磕
绊绊的生活中，两个人不断交流不断磨合，同
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小小的波折。

姚炳坤提起往事，也在不断地“检讨”着
自己：“我们两人结婚 60 年，这当中总的来说
是相敬如宾，和谐相处，恩恩爱爱，但其中我
有过两次波动，我们的生活也不是一直风平浪
静的……”

姚炳坤说，第一次波动是在他们刚结婚的
时候。那时的他已经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华中铁路警备司令部干部学校，可是他却隐隐
不安起来。他和妻子的婚姻是双方家长包办

的，两人在结婚之前素不相识，而且她家住在
农村，她本人又没有什么文化，一想到这些，他
的心便沉重起来，正青春洋溢的他多么渴望自
由结婚自由恋爱，找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工作
的人生伴侣，可是这一切似乎都与自己那般遥
远，他渴望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却不能不顾及
妻子的感受，一想到离婚，他还是望而却步了。

第二次产生离婚的想法，是在姚炳坤即将
身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不过这时
萌生离婚的想法却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最
爱的妻子。当时，家属都已经随军来到了自己
的身边，妻子的贤惠勤劳已经深深地打动了
他，他爱上了她，可是战争的残酷性使他想了
很多，日后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她一个人留在

单位，自己不放心，她天天牵肠挂肚为自己忧
虑，不如让她早点离开，免得日后拖累她……
不过，这些想法最终都没有实施，这只是成为
了他们婚姻路上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姚炳坤老人有些愧疚地说，这两次波动
虽然都是他个人的想法，但也对双方的感情
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曾经有一年的时间，两
人互不通信，他也很少回家探视，一直等到
妻子陈秀英随军，来到了部队，有了孩子，感
情才稳定了下来。后来，两人一起经历了种
种磨难，在生活的点滴中，感情才逐步加深，
直至成为了人生中永远也无法割舍的另一
半，也正是他们相互恩爱白头到老的深厚根基
所在。

几乎和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姚炳坤
和陈秀英也经历着先结婚后恋爱的过程，但
没想到从此以后，他们两人却心心相印，一生
携手，写下了60年钻石婚姻的传奇。

一回想到过去的经历，两位老人脸上都挂
着止不住的笑意，他们清楚记得 60 年前牵
手路上的点点滴滴。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
之前，两位老人都住在郑州郊区西流湖附近
的村子里，两个村子很近，近得两个村里鸡打
鸣的声音都听得见。由亲戚搭桥，两家长辈坐
下来一商量，于是两人在1945年就订了婚。

本来，他们也是有机会见面的，但家人
的阻拦，还是让他们放弃了偷偷见上一面
的想法。陈秀英老人说：“他们村子经常有
唱戏的，自己很想去听听，但家里人不愿

意，害怕两人遇见……”虽然不
能相见，但出于好奇心，两人也
还是想知道对方是个怎样的
人，只能从乡亲口中打探些消
息，直到听说对方还不错，这才
稍稍放下心来。

1949 年 10 月 13 日，19 岁的
姚炳坤和 17岁的陈秀英结婚了，
穿新衣坐花轿，婚礼举办得热热
闹闹。可是，婚后第四天，姚炳坤
就赶回部队了。1949 年 8 月时，
姚炳坤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这次正是
为了结婚才专门请的假。结了婚，见了
面，虽然成了一家人，但两人的心还有
着一段距离……

60年前，即1949年10月，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时，
姚炳坤和陈秀英也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结为连理。伴随着祖国的发
展，他们迎来了夫妻间最隆重的庆典——60年的钻石婚。60年的风雨中，
他们互相扶持，共同努力，相濡以沫……

结婚那天，两人第一次见面

为了家，两个人同甘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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