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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
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
惜……”平实的语言，道尽生活的智
慧。在李亚峰和高月娇老人的家里，
无论是客厅、书房，还是卧室，随处可
见这样闪烁着哲理的书法作品。

“我们没什么文化，讲不出什么
太有水平的话，我们就是简简单单过
日子。”相伴61年，经历了战火洗礼、
随军生涯的他与她，用最朴实的语言
为幸福写下注脚。原来，幸福是件简
单的事，很多人把它复杂化了，于是
穷其一生追寻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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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与共的李亚峰、高月娇夫妇。

李亚峰、高月娇夫妇年轻时的合影。

李亚峰和高月娇是河南洛阳新安县人。从那个小小村庄
走出的他们，生活过很多地方，石家庄、大连、酒泉，直至1970
年李亚峰转业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他们才得以安定下
来，开始在郑州安居乐业。

李亚峰和郑州的渊源其实是相当深的。1948年的那个秋
天，解放郑州之战，李亚峰和战友奉命在祭城保护机场。有一
天，一架国民党的飞机飞来，大家以为是来轰炸的，做好了各
方准备，结果虚惊一场。原来这是一架从杭州飞来的起义飞
机。飞机着陆后，对方让我方人员赶快把飞机盖起来，以防国
民党派人来轰炸。为了保全飞机，大家全部上阵，用绳子把飞
机拉到了附近的田地里，并用高粱秆伪装起来。果然，敌机很
快就来了，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好多圈最终悻悻而归。大家这
才长出了一口气。

李亚峰讲当年故事的时候，高月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脸
上挂着陶醉的笑容。作为李亚峰背后的女人，她的贡献一点
也不少，她为家庭的付出让李亚峰一生感激。

“一连几个月连一封信都没有，老父亲担惊受怕最后离
世，老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一直是她照顾，老母亲多次说，她
比亲闺女对她都要好。”其实，作为革命军人妻子的高月娇并
不仅仅是孝顺贤惠，她同时还是个很有思想觉悟的人，在家乡
一直做妇联主任、妇女代表。

说起他们的相识，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当时正处于国共

拉锯战的关键时期，时局动荡不安。俗话说女大不中留，
作为平民百姓的高家，想给女儿找个合适的人家以防不
测。于是，一个医生，既是高月娇的远房舅舅，又是李亚
峰的邻居，在合适的时机客串了传统媒人的角色，缔结了一段
姻缘。

两家离得非常近，只隔一道小河，从河这边就能看清河对
面的一切。那时候男女没有完婚是不准见面的，但两个年轻人
偶尔也还是会偷偷地约会，不知他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实现了

“自由恋爱”，打下了感情基础。1947年，随着时局越来越严峻，
李亚峰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投入解放事业。

在老岳父的催促下，1948 年正月十五两人完婚，战争年
代，一切从简，还未满16岁的高月娇走进了李家。就是这样一
个还只能算是孩子的女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靠中国女性特
有的坚韧品性，撑起了一个家，直至1951年能够随军。

“她是带着老母亲一起来随军的，六零年的时候，她自己
饿得浮肿了，也没让老母亲断过鸡蛋和牛奶。”说起妻子超出
常人的孝心，李亚峰眼睛湿润了。高月娇现在的身体不是特
别好，不知是不是年轻时亏损太多的缘故。

高月娇幼年丧母，父亲在把她嫁出门后也去世了，家里也
没什么亲戚，作为孤儿的她深知人情的可贵，对认识的不认识
的人都格外的好。家属院里，无论大人小孩儿都知道这里有
个热心的老奶奶。

李亚峰与高月娇育有一儿二女，可当他们拿出全家福照片
时，却发现是两儿两女，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个是他们
的干儿子。

“老伴心眼好，当听说女儿的一个熟人正为孩子上高中离
家太远无法照顾的事发愁后，她就说让孩子来我们家吧。结
果，孩子在我们家一住就是三年，饮食起居她照顾得无微不至，
孩子的衣服大多也是她亲手洗的。”

后来，老两口就多了一个儿子和孙子。他们每次来探望都
感慨地说，家里的气氛太温暖了，和别人家就是不一样，孙子也
总是说，这个奶奶比亲奶奶还亲。

如此和谐的家庭环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营造出来的。和
谐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在理解、尊重别人原则的
前提下给予对方全力的支持。

“他家里有五个姐姐，都是农村的，生活条件不好，他的
工资也不算高，也就 100 多元，但我们坚持每个月给每家寄
去 5 元钱，雷打不动。”高月娇老两口平常为人并不算很热
情，也不会主动去串门维护感情打造人际关系，但只要见到
或听说谁有了困难，他们总是会尽全力帮忙，无论远近亲
疏。学院里也经常有学生来家里吃高奶奶做的饭。用他们
的话说就是：“你有困难，我能帮就一定帮，你没什么事，那
咱就各走各的。”

“有一年，我姐姐来郑州看病，在我们家住了一年，每天都
是她中午用架子车把姐姐拉到医院，看完病再把她拉回来，真
是全心全意，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说起老伴的好，李亚峰滔
滔不绝。

高月娇笑着打断他说：“谁让你管着车不让我用呢？”
原来，当时李亚峰在学院里是管车队的，手下好几十辆车，

可当高月娇为难了好久开口问他要车时，他严词拒绝了。从那

之后，高月娇便再也没有开过口，包括李亚峰的老母亲
生病。

“我那时候在供应科当科长，天南海北地跑，老母亲去世
时，我正好在外面出差，她连我人也找不到，就一个人把老母亲
的遗骨送回老家入土为安。”李亚峰说这件事也是最让他感动
的。

“我知道他心里‘公家’的观念很强，只要是公家的，哪怕是
一张纸一个信封都不能用。孩子们也知道他的脾气，所以他上
班那些年，大家再困难，再有需要，也从来不向他张这个口。别
说要车，就连搭顺风车，也是不允许的。”

在儿女的问题上，两位老人一直遵循着“儿孙自有儿孙福”
的朴素哲学，“父母不要管得太多，管得太多孩子会有依赖性。
啃老族就是这样来的。我们从来不娇惯孩子，但在孩子成长的
过程中，需要我们父母付出帮助时，我们也从不逃避。女儿因
为那个年代的特色，都进工厂当了工人，后来下岗，家境不好，
但他们从来不张口向我们要什么，他们都说，我们俩的钱是我
们辛苦一辈子得来的。”

其实，哪有老人不疼孩子的。孩子家里添置什么大件物
品，还有孙辈上学，老两口都会大方地主动支援他们。如今，孙
辈们都学有所成，工作也相当不错。有了父母做榜样，他们也
都既独立坚强又孝顺懂事。很多美德都是这样在家庭中一代
一代传承下来的。

“我们俩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能过成今天这样，已经很知足
了。我们吃穿都很简单，也从来不和别人攀比，最大的开销就是旅
游。心情舒畅才是真正的福气。”工作多年，又是二等残疾军人的
李亚峰工资还算宽裕，是工人出身的老伴的五六倍，但两个人从来
没有因为钱的问题引起过不同意见。正所谓，“邻居亲朋不要比，
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神仙羡慕好伴侣。”

离休以后的李亚峰把自己的生活安排
得五彩斑斓，门球、台球、地掷球、太极拳，他
都喜欢，静的方面则喜欢读书看报，或者去

黄河边钓鱼，他还每年参加省里举办的老年运
动会，这么多年，5000 米长跑项目他不是冠军
就是亚军，至于他最着迷的旅游，更是每年都要
去，全国所有的景点他前些年全部都去过了，于
是这几年又瞄上了国外游，日本、东南亚、欧洲，
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周游列国的梦想。

“前段时间，刚去过澳大利亚、新西兰。到
外面走走，心胸开阔，增长见识。就是遗憾，老
伴身体不好不能同去。把她一人丢在家里，我
心里很过意不去，可老伴总是为别人着想，她反
过来还安慰我说，只要你身体好，爱去哪儿去哪
儿，走多远都行。”

平日里，早上起床后，李亚峰都会先打扫卫
生，然后开始做早饭。“老伴厨艺比我好，中午的
正餐就交给她做。她每天下午 2 点半准时出
门，和院里的人一起打牌，我则待在家里看书看
报。6 点多做好晚饭叫她回来吃，然后我们一
起去散步。”

高月娇夫唱妇随道：“到了周末，他就成了
采购员，早早买回东西，10点左右，儿女媳婿们
来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了，厨房全部让位给他
们，我们就单等着享受美味了。”

高月娇不识字，因为李亚峰经常给她读东
西，慢慢地也能背些简单的名言名句。虽然高
月娇非常羡慕有文化的人，但其实她在生活中
经常充当文化人的指明灯。据李亚峰说，家属
院里住的都是学院的老师，但很多人家都喜欢
找老伴说心里话、断家务事。

“有一个女博士，因为婆婆不来给她带孩子
而和丈夫哭闹，高月娇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她是
觉得自己给他们家生了孩子，他们不带，还让自
己妈妈来带，觉得很委屈。经过高月娇的一番
开导，女博士终于想通了。”

高月娇谦虚地说：“真不是我的功劳，是年
轻人有文化，明事理，听劝，一点就透。”

“谁都有钻牛角尖的时候，我当然也有，哪
能啥时候都顺心顺意呢，心里有事闷得慌的时
候，我就看墙上的这些字，读着读着，一会儿就
想明白了。”

“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每月领
取养老钱，多也喜欢，少也喜欢。少荤多素日三
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新旧衣服不挑拣，好
也御寒，赖也御寒。常与知己聊聊天，古也谈
谈，今也谈谈。内孙外孙同样看，儿也心欢，女
也心欢。全家老小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
安。早晚操劳勤锻炼，忙也乐观，闲也乐观。心
宽体胖养天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不识字的高月娇，一字一句还算流畅地给
我读完了这首赵朴初的《宽心谣》。我想，她哪
里是在读，她是在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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