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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命中注定，抑或机缘巧合，我这个见到二七塔第
一眼就觉得她有点怪的人竟然会成了一名二七塔的工作人
员。从单位的很多老一辈的话中我知道了原来二七塔的前身
是一座多面体的苏式木塔，是 1951年郑州城乡物资交流大会
的一座临时性建筑。从那时起，二七塔就已经慢慢渗入了这
座城市的血脉，郑州人开始打骨子眼里认同了她、接受了她。

众所周知，郑州市是一座铁路拉出来的城市，近代京汉、
陇海铁路的相继通车，让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重新焕发出了
生机和活力。二七塔的故事，就是近代铁路工人抛头颅、洒热
血的罢工斗争，二七塔的被认同，就是她跟铁路一样承载着这
座城市完整的近代记忆。1971年，木塔拆掉以后，很多人总觉
得那里不应该是空荡荡的，就像所有郑州人的心灵需要有一
个栖息的地方一样，大家都以为一定要有一座崭新的、永久性
的建筑去继承这种永恒的记忆。于是，正式的二七塔的筹建

工作也就随之迅速地展开了。听当年第一批的二七塔的工作者
讲，郑州人对于二七塔那种特有的热情，既是出于对革命
先烈的敬意，也是出于对于一个承载广大郑州人记忆的
自由空间的热爱。从建成那一天起，她就不再像从前一样只
是一种简简单单的符号，她代表这座城市的人们对于记忆的一种
珍惜。

现在的二七塔，不仅是一座纪念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的
纪念馆，她更成为广大郑州市民的一种精神寄托，她更体现了
这座城市的一种品格。来了亲朋好友，郑州人喜欢带着他们
去看看现在的二七广场，登上二七塔去打开记忆，享受感动。
群众有什么集体活动，大家也要来二七塔下举行个仪式，让二
七革命的烈士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尽管她的周围已经高楼耸立，但她依旧那么的挺拔，还是想
听听那古老而又遒劲的钟声，因为我爱她——二七塔！

我有一个绰号，叫“黑娘子”。绰号的由来源于我毕业后来
到郑州二七纪念馆工作，由于在塔里上班，又加上我皮肤较黑的
缘故，朋友们就给我起了这样的绰号。与那个凄美的爱情传说
中为了报答救命之恩而以身相许，最终为了救夫而战败被法海
镇压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不同的是，我是二七塔的一名守护者。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在这个喧嚣的都市里，或许也只
剩下这片净土能够让人放下心中所有的烦恼；能够让人净化灵
魂升华思想。如今，在有些年轻人看来“2·14”“12·25”俨然已经
成为他们必定需要庆祝的节日，而“2·7”“5·4”“7·7”对他们来说
只是一组陌生而遥远的记忆，他们可曾意识到这些数字所代表
的才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日子。风雨中的二七塔俯视着她曾经捍
卫的这片土地，洗涤着人们浮躁不安的灵魂，鳞次栉比的楼群中
巍然矗立的二七塔在时刻提醒我们牢记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如果说白娘子是由于对报恩的执著、对许仙无悔的爱恋
而被镇压在她时刻想要逃离的雷峰塔下的话，那么，我则是由

于走进了二七塔而对她产生了热爱、崇敬而矢志终生与她相
伴。起初我并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来到二七塔凭吊英灵，
我只知道她是郑州市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展览陈列二七大
罢工历史资料和实物的纪念馆，是我的工作地点。

当我看到成群结队的游客顶着烈日或冒着严寒排队领票上
塔参观的时候，当我看到新闻媒体在提到郑州都以二七塔作为标
志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看到我们登出的征集
二七纪念馆馆徽的启事后，颤巍巍地亲自跑到办公室展示他的设
计方案的时候，我真正地明白了二七塔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如果有人问我在哪里工作，我会自豪地告诉他们：我在二七
纪念塔！我与二七塔犹如白娘子与许仙千年等待而轮回的爱
情，或许那是一种前生缘分今生来续的注定。像白娘子虽被镇
压在雷峰塔下也依然对许仙保留那种痴情爱恋、那份执著等待、
那样无悔付出一样，我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守护二七塔的黑娘子，
为之付出，为之奉献。

她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品格

守塔黑娘子
□ 庞倩华

1977年我被招工到纪念塔，让我真正走进了
这座让世人瞩目崇敬、外表壮丽内涵庄严的二七
纪念塔，一切如同神话般，来得既突然又惊喜。

那年我才十七岁啊，对纪念塔一切都感到
新鲜奇妙，领导看出了我在讲解方面的才能当即
被安排和在陈列室当讲解员。我是纪念塔所有
讲解员当中讲解生涯最长的一名老讲解员，从十
七岁在陈列室讲解一直讲到四十多岁。

几十年的讲解生涯赋予我很多故事与经
历，曾经接待过重要领导、华侨和外宾及各社会
团体与专家学者，每一次讲解都有不同收获，最
让我难忘的就是第一次讲解。那是刚上班不久，
当时领导要求，在两个星期内要会背讲解词，这
对讲解陌生的我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拿
到稿子后开始准备，在家背、坐车背、走路还背，
那时候没有什么培训班，全靠自己琢磨理解，而
后再请教师兄师姐们，在他们的点拨下很快入路
了，按行话讲可以“开张了”。

果不假，真的来任务了，参观团是加拿大铁
路工会代表团一行十多人，由郑州外事办陪同，
这次接待让我讲，紧张得我全身冒汗，虽然稿子
背的很熟，演练了好几遍，可心里还是没底，紧张
的心怦怦之跳，手一直在出汗，此时的讲解棍显
然没有演练时拿着轻松，容不得再多想了，听到
掌声预示客人要进入这一展厅，当客人进来时，
我很有礼貌地点头示意，而后，落落大方开始讲

“踏着烈士的足迹前进”这一内容。
我讲一小段，翻译翻一小段，十几分钟讲解，

把外宾参观的兴趣带入了高潮，他们听得认真看
得仔细，此时我成为中国与加拿大客人之间的友好
使者，用朴实真挚的感情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
争历史讲述给他们，让他们感受了解，在中国近代
史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把京汉铁路工人团结
组织起来与封建军阀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
及郑州“普乐园”是当年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
地方及建造的二七纪念塔是纪念在罢工斗争中
牺牲的汪胜友、司文德两位二七烈士……讲完
后，几个外宾持着很不标准的中国话“谢谢、谢
谢”并一再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另外还送给了
我一枚加拿大枫叶徽章作为纪念。这枚徽章，
我珍藏了好多年，看到它我就想起当年第一次
讲解时的情景。

1992年 7月让我仍然记忆犹新，那是一次
参加郑州市优秀讲解员选拔赛，在众多讲解员比
赛中我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并于8月份，作为郑
州市文博系统优秀讲解员参加河南省的首届讲解
员大赛，虽然只获得了荣誉奖，但展示出了二七纪
念塔讲解员的风格与水平。我自豪，因为我是二
七纪念塔第一个参加河南省首届讲解员大赛并且
是郑州团队唯一获得荣誉奖的讲解员。

直到现在我都非常钟爱讲解事业，它能给
人以自信、自豪、赋予知识和能力的锻炼。

我在二七堂，君在二七塔，彼此情无限，血脉
从未断。

我在二七纪念堂工作，时常听堂里老职工讲二
七塔的故事。姑娘们初来集体住在二七堂。清晨，
她们梳好辫子，排着队，唱着歌，穿过德化街到塔上
为群众讲解二七革命史。从她们深邃的目光、眷恋
深情的话语中，我知道了纪念塔和纪念堂原本是一
家。如今，她们已两鬓斑白，岁月的蹉跎印刻在她们
的脸颊，但她们美好的青春岁月，已融进了纪念塔。
这些，都勾起了我年轻的心，那是一段多么至纯至美
的工作。而二七纪念堂早于二七纪念塔，她也肩负
着传播二七英雄革命精神的使命。她也搅动我年轻

的心，一样啊，塔堂血脉是相连的啊。
1981年，纪念塔和纪念堂分成两个单位。虽

然塔、堂分开了，但共同相守的岁月已将其紧紧相
连。老职工还是经常来往，言谈话语中，透着关爱
和亲近，仍旧是一家人的感觉。有时候会站在堂
前遥望着塔出神：何时塔、堂能合为一家，还是一
个单位该多好啊，我的心，在等待。

我的等待，迎来的是一个重大的契机。这个
契机是二七纪念塔与二七纪念堂携手申报“国保”
单位。这个契机让我和二七纪念塔有了更亲密的
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洗礼，
纪念塔和纪念堂的历史文物价值更加珍贵。从

2004到2007年，塔和堂共同走过了从国保推荐材
料和红色旅游建设方案的上报，终于被国务院和
国家发改委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同时，血脉相连的二七堂与二七塔又成为全
国百家红色旅游景区。

我又一次从纪念堂走进纪念塔，是从一个“国
保”进入了另一个“国保”。二七塔是二七烈士用
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丰碑，是二七名城的地标，是这
座城市光荣的象征。

两个国保一个单位，有人问我在哪儿工作，我
就骄傲地告诉她：我和我同事的工作是：将这英雄
的血脉传承下去，永远，永远！

血脉相连到永远
□解丽燕

讲你三十年 □张彦

我是二七纪念塔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建塔之前，我就来到这里，进行筹备工

作。先把领导班子组建起来，1971年9月，成立
“二七纪念塔管理处”，吴天平任主任，我任书
记，刘同申、王旭清、任淑琴是委员，郭品山是
军代表，李全德任保卫干事。之后，委员们到
郑州郊区各个农场招人，要求是优秀的下乡知
青，不招高干子弟，这样就从各个农场挑选了
32名骨干。我当时负责筹备工作，准备后勤、
驻地等相关工作。每天晚上都开会，研究和确
定合适人选。他们大部分是初中生，有 6个人
是高中生。

二七塔是1971年的10月1日开放的，刚开
放的时候，就成为郑州市的窗口，当时非常辉
煌。接待任务很多，其中也有许多的外宾来塔上
参观，从 1971年到改革开放前，就接待 8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友人，规格最高的国外领导人
是几内亚的总理贝·阿沃及。其他各国的许多大
使，也都来过。还接待过著名的科学家李政道、
杨振宁等人。每天接待观众很多，刚开放的时

候，都是赠票，免费参观。1972年的大年初一，
就接待了一万多人。以后才开始卖票，当时门票
是5分钱一张。最早的门票很简易，是单一的红
色，后来才印成套色的。

为了做好传统教育，采取了很多方法。请
二七老工人李全德对观众讲解，还注重对讲解
员的培训，每一层的讲解员都要经过培训，才
能上岗讲解。遇到接待领导的任务，由我负责
讲解。

二七塔原来是自收自支的单位，那时候单
位还办起了小卖部等一些经营的方式来支付
费用，而现在好了，都已经是国家拨款了。

在塔上工作了那么多年，从心里对塔有着深
厚的感情，当年的筹备工作，倾注了太多的心
血，大都是历经我的手完成的。当时来的都是
年轻人，把他们慢慢带大了，培养成了优秀的
人才。回首往事，对我在塔上工作的那段时光
很满意，也很留恋。我的希望就是二七馆继续发
扬好的传统和作风，把宣传和教育放在首位，使二
七精神发扬光大。

我在二七纪念塔工作38年了，在这座城市
标志性建筑、窗口单位工作，难忘的事情可以编
写一本书，我在这本书里挑选了一页——接待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974年我担任二七纪念馆保卫，有一天郑
州市外事办通知我们接待来华访问加拿大的特
鲁多总理。听到这一消息后，我塔领导和全体
员工激动万分，因为特鲁多总理要在周总理陪
同下路过郑州，在郑州机场换乘飞机飞往上海，
当时任纪念塔管理处书记的吴天平，决定利用
这一大好时机，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为纪念塔
题词留念。

全塔上下齐动员，打扫卫生，张灯结彩，备
好上等文房四宝，等待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心情，与其说等待特鲁多，不如说是盼望
敬爱的周总理。

这天夜晚，全塔人员无一休息，全体上岗。
纪念塔通体彩灯明亮，把一座雄伟、壮丽的塔身
装扮得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希望能引起敬爱的
周总理的关注，希望看到他迈着稳健的步伐，走
进纪念塔，微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然后，挥洒
如椽大笔为我塔留下墨宝。

4月份的郑州，夜晚还是有几分凉意的，但
想见到周总理的热情，使我塔全体员工精神抖
擞，毫无倦意。但是，外事办又一次电话，说午
夜零时左右，外宾车队要经过二七塔，但周恩来
不能陪同特鲁多，虽然没见到周总理，但这次经
历却终生难忘。

二七塔建成，勾起我童心向往
1971 年 9 月，二七纪念塔落成，我出生。

上小学的时候，我家在东方红影剧院旁边，
学校在延陵街，二七纪念塔正好在我家与学
校之间。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二七纪念
塔。听着那个时代大家最熟悉的《东方红》
乐曲，看着参观的人群，还有那些数不清前来
照相留念的老人、小孩和青年男女，勾起我的童
心向往——长大了能来二七纪念塔工作多好，
那可是为纪念二七大罢工而修建的英雄塔啊！

二七塔成“省保”，我当讲解员获省奖
我刚毕业时分配在市文化系统，工作一段

不久，就调到二七塔当讲解员，我第一次讲解
的内容就是临时展览《胜利属于人民》，当年是
二七纪念塔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周年
特别举办的，我讲解的照片还刊登在当年的
《郑州晚报》上。

来二七纪念塔第二年，我非常幸运地赶上
四年才举办一次的全省文博系统讲解员大
赛，作为年轻讲解员是理所应当参加的，当
时我们郑州市的讲解水平在全省来说相对
落后，和其他兄弟市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以往的这类赛事中从未取得过名次，当年
市文化局的彭局长上任后为了扭转这种局
面，给我们几个准备参赛的讲解员下了一道
死命令，“这次你们不管什么奖必须要拿一个
回来”。

为了不辜负领导的期望，也为了郑州市不
至于再出现零奖项记录，我们都加倍努力精
心准备，最终我选择二七烈士高斌的英雄事
迹作为我的讲稿内容，因为高斌当时是京汉
铁路郑州分工会负责人，在 2月 4日罢工当天
又是高斌下达了罢工命令，使得两千四百多
公里的京汉铁路顿时陷入瘫痪，高斌在郑州
的罢工斗争中起到了决定作用。当时的选题
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后来我就是凭着“二七
英雄——高斌”的讲稿获得了全省大赛的一等
奖，从此打破了省级赛事郑州无奖项的记录，
为郑州市取得了荣誉。

二七塔申报“国保”，我获全国大奖
1997年全国文博系统举办讲解员大赛，国

家级的大赛，强手如林，而我是新兵，但我有底
气，第一是我的单位正申报“国保”，第二，我有
二七英雄精神鼓励。我信心百倍，脚步轻快地
走上讲台，开讲“二七英雄——高斌”。我史料
熟，感情充沛，讲说流畅，深深地打动了评委，
获得了革命组二等奖。这是我市讲解员在大
赛中第一次获国家级大奖。

二七塔四十华诞，我进入了不惑之年
二七纪念塔风风雨雨，岁月峥嵘40年。我从

一个童心未泯，向往二七塔的孩子，到进入这块圣
地当讲解员，获省奖、国家奖，又当上了馆领导，是
二七精神哺育了我。四十而不惑的我，将与四十
华诞的二七纪念塔厮守，去迎接她的五十华诞。

1997年7月1日零时是香港回归的日子，为
了这一刻的到来郑州市政府在距离香港回归还
有365天的时候在二七纪念塔的西侧竖起了一
个高大的倒计时牌，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当时
很多市民和游客都在倒计时牌前驻足留念。我
作为二七塔的工作人员，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
座庄严的“回归”倒计时牌，看上一眼，心里激动
一阵，期盼着这朵紫荆花早早绽放。

为了让更多的郑州人了解香港，我们二七
纪念馆积极地收集资料，制作展板，准备举办香
港回归大型图片展，我也有幸投入到这项工作
中，为这个展览编写讲解词、当讲解员。作为讲
解员，我声情并茂地将香港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传递给参观者，虽然每天接待成百上千的观众，
身体感到很疲惫，但我觉得，我能“口述”香港，
百载难逢，收获的是荣幸和自豪。

6月 30日那天，我们紧张地在塔内做着香
港回归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要在倒计时牌
前做一些宣传活动，大家紧张、劳累并快乐着。
我们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印有庆七一迎回归六

个红色字体的白色汗衫，每人手里都拿着国旗
和代表着香港行政区的区旗，在零点即将到来
的时候，我们的步伐整齐地列队在倒计时牌前
合影留念，等待着 1997年 7月 1日零时历史时
刻的到来。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10、9、8、7、6、5、4、
3、2、1”，当喊到“0”时，整个二七广场欢声雷动、
锣鼓齐鸣：“香港，在离开祖国 150多年后终于
又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看到了历经百年沧
桑的香港回来了，二七广场上的人们都在欢呼
雀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喜悦之情。
1997年7月1日，这是举国同庆的一个瞬间，这
是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一个瞬间，这是永载世
界史册的一个瞬间。

如今，我站在二七塔前，回忆着当年的一
幕一幕，依然觉得这些事情历历在目，只是二
七塔门前已没有了那个记录日期的倒计时牌，
香港也已回归十余载，和大陆连成了一片，但
当年的那一刻，我，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永远都
会铭刻在心。

盼望敬爱的周总理 □付素杰 二七塔，最初的日子
□贾文玉

我与二七纪念塔一同成长
□邓学青

1997年7月1日零时那一刻
□白璐

二七纪念塔

□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