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是座有着3600年文明历史的古都，又因近代
在这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而被称做“二
七名城”。后来人们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一座木
塔，耸立在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很是吸引人们的眼球。

当年它还是座木塔时，我年龄尚小，印象不是太
深，朦胧中好像那块地儿是个圆形的街头花园苗圃，绿
树掩映中一个六面体的、高高尖尖破旧的木塔架子，上
面有个大大的红五星。到了晚上，塔架上挂着的电灯
泡和塔周围的几盏路灯齐放，照得四处亮堂堂的。来
此逛街休闲的市民还不少，煞是热闹，因而老郑州市民
都叫木塔为灯塔。

后来听大人说，一场大暴雨使年久失修的木塔倒
塌掉了，而修建现在的双塔时我是有印象的。

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夏日里，我已9岁了，市
面上传议灯塔那地方正在建十几层的二七纪念塔，一
时间成了当年郑州市民关心瞩目的大事。我们家住在
老城区的天成路口，离二七广场只有一箭之地，所以隔
三差五每到晚上或逢礼拜天，我们全家就和其他市民
一样赶到纪念塔的建设施工地去看工程进展情况，热

盼它早日建成。
不久，雄伟壮观的二七纪念塔就矗立在了闹市

中的二七广场，塔高 63米，独特的双塔联体式结
构，共有14层，寓意二七。洁白的外墙，碧绿的琉

璃瓦，塔顶上依然是辉映云天的大红五角星，硕大的塔
钟每到整点就会奏颂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并报时，市区
方圆数里都可听到。特别称奇的是，纪念塔南门两旁的
两棵苍翠的古松柏，市民们都说其中一棵柏树正好生有
27个枝干，象征着二七纪念，吸引好些人都围簇在树下
饶有兴致地查点求证枝干的数目。

能登上新建的二七纪念塔是当时郑州市民乃至外
地人的心愿和荣耀。我有幸在纪念塔刚开放时就由当
公安干部的爸爸找来了几张参观门票，全家人一起去
参观纪念塔。

应该是在国庆节期间，那天我们全家老少七口人
在吃罢晚饭后便匆匆赶到了二七广场，只见那里已是
人山人海，华灯齐放，就像是过大年。纪念塔通体灯火
辉煌，晶莹华美，真叫漂亮。

我们在摩肩接踵的人潮中急切地挤进了塔的地下
入口。哇！那真叫金碧辉煌啊，感觉像是走进了地下
宫殿里，眼前的景象令我新奇兴奋。我紧紧地搀扶着
姥姥的胳膊，唯恐拥挤的人流把裹着小脚的姥姥给挤
倒了，我们一层一层缓缓地拾级而上，由于人太多，也
无法细细看，只是走马观花地随着人流向上涌动。塔
里每层有两个房间，好像是下面几层是陈列有关二七
大罢工纪念内容的各种历史文物，有文字资料、图片、
实物等，特别是有面“劳工神圣”的大匾牌给我的印象

特深。再往上面几层是卖纪念品、书画、小食品的，还
有一间小电影放映室。

记得当时我还花一角钱买了一块上面印有二七纪
念塔图案的小手绢作为纪念呢！那时，郑州市民大都
住平房，谁爬过这么多的楼梯呀！累得气喘吁吁的我
们终于登到了塔顶，塔顶上的人都兴奋地挤拥在围栏
边举目远眺，指指点点，俯瞰塔下极具郑州本土特色的
斜街、趴趴房以及星罗棋布的水塔、烟囱等，大有“会当
凌塔顶，一览众物小”的感慨。

纪念塔的诱惑是相当大的，记忆里当时的门票是
5分钱一张，自那以后的几年间，我又陆续随着学校集
体去参观，或陪同乡下来郑的亲戚和要好的小伙伴们
多次登塔游玩。

前些年，我心血来潮同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上过一次
纪念塔，虽然重温了一下登塔的过程，但再也找不到当年
的那种感觉了。只是从塔上极目远眺，满城的高楼大厦
比比皆是，衢街通达，纪念塔反倒被挤压得很不起眼了，
这也是几十年间郑州城区突飞猛进发展变化的结果。

不过在撰写此文之时，我萌生了闲暇再登纪念塔
的冲动，再去缅怀先烈，重温那份神圣与庄严；再去俯
耳聆听那熟悉悦耳的雄浑钟声；再去俯瞰这座美丽的
城市；再去追寻那近40年的难忘记忆。

“二七塔”，我心中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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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家庭的烙印，从我记事儿起“二七”这个名字
就盘绕在我的周围，从上学到工作乃至我生活的各个
地方，都与这个名字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我的爷爷司文德是郑州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从
事地下工作。听奶奶说，我爷爷是京汉铁路线上有名
的大工匠，在铁路养路工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性格
豪爽、讲义气，遇到工人与厂方的劳动纠纷时，总是以
他最大的能力维护养路工人的利益。

爷爷的墓碑上刻的一句话证明了这一点：“性格豪爽
富胆识，深得工人群众信仰。”当年，他热心为大家办事，得
到了广大养路工的拥戴，大家推举他为养路工棚“棚首”。

1922年，共产党劳动组合部在京汉铁路长辛店、郑
州、江岸等地成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工会），并决定在
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司文德被推举为工
务处工人总代表。在郑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负责
组建纠察队来完成大会与代表的保卫工作。

二七罢工后，他被捕，后来地下党组织和养路工凑
钱将他赎出。奶奶说：“他踩过烧热的铁鏊子，身上的
鞭伤，火燎的伤都满了。他是几个人抬回来的，衣裳上
的血迹都洗了几天。他的脚在踩铁鏊子时烫伤了，不
能走，在床上躺了 3个月才好。”奶奶还说：“你爷朋友
多，谁有了困难，他只要能帮就不会让人家难着。这一
次为赎他，他的一大帮朋友都凑钱，南边来的一个人送
了小半袋大洋，我看足有三百块。”我问：“您不是说工
棚里很多人都凑钱了？”奶奶回答说：“有很多人都是你
爷的好朋友，你爷平时对他们可好了，我刚给他做了件
新大衫，他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就给了人家，我问他衣裳
呢？他说：‘我忘到道班屋里了。’后来他才告诉我说：

‘有一个养路工家人有病了，我让他拿到当铺当了，给
他家人看病，我下月开工钱再当回来。’”

1926 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郑州组建了一支破坏
队，破坏铁路线以阻止吴佩孚的军车南下，为北阀军占

领武昌做出了努力。在后来最大的一次行动中，也就是
炸毁黄河铁路铁桥时，叛徒贾鸣顺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姐
夫工贼张世荣。

由于坏人的出卖，爷爷司文德和汪胜友一起被捕，
被杀害于郑州西关门外的长春桥。解放后，郑州人民
政府在这里召开大会，追认司文德、汪胜友为二七烈
士，也就是在这里将张世荣就地枪毙，为烈士报了仇。

这里后来成了城乡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也叫骡马大
会，并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木塔。因这里是“二七烈士”就
义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把这座木塔叫“二七大罢工纪念
塔”。1971年，木塔倒了，后来就建成了现在的双塔。

“二七塔”，是百姓自发这样叫的，把一个交易会的
木塔赋予了“二七”的名字，多年来它在人民心中的影响
力越来越大，从而产生这壮观的“二七大罢工纪念塔”。

今天的“二七塔”已被录入国宝档案，在这浩浩的
国宝中，它的年龄是那么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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