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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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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对于二七纪念塔的感情，一部分源于书本，而另
一部分则源于儿时的记忆和父辈的传述。

我出生于改革开放时的 1978年，因为没有经历
那些波澜壮阔、风云骤变的特殊年代，我们所能感受
到的只是文字所产生的思想上的遐想与假设。所以，我
所要表达的情感不是某种被格式化了的文字定义，也不
是老生常谈的英雄赞美，它是切切实实地存在于我内心
深处的感动，而这种感动的牵引者，就是我的父亲。

20世纪80年代初的郑州，二七塔是它的地标，而
离它不远的红旗大楼则是当时郑州最著名的购物天
堂。儿时的记忆里，在放假时，我父亲习惯于骑着一
辆前梁带着木头小车座的老式二八自行车载上我，在
二七路、商城路或人民路上慢慢行驰，漫无目的的车
轮的痕迹划过二七塔旁的每一条街道，我快乐地坐在
车上，听他为我讲述他所知道的一切关于郑州的历

史，讲述他生活过的老城，玩耍过的小巷。他曾带我
上过一次二七塔，我们拉着手顺着旋转的楼梯慢慢地
走向顶层，我在他描述的战斗故事中兴奋地等待着塔
钟的敲响，等待聆听《东方红》乐曲的鸣奏，也就是在
那时，我第一次听说了二七大罢工，知道了二七纪念
塔的由来，回想当日，父亲的声音和雄壮的钟声仿佛
还在耳边鸣响，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 27年，那一年，
我5岁。

后来，随着我的入学和父母工作的繁忙，有好
长一段时间，我已经淡忘了二七塔曾带给我的快
乐，直到几年后郑州灯会的兴起，才又拉回了我对
它熟悉的碰面，那时，我在读小学。灯会通常是在
正月十五和十六举行，二七塔周围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猜谜语、赏灯笼的人挤满了整个广场，以至
于父亲不得不把我托在他的肩头在人群中走动。

而我当时则以为，父亲的肩头就是最高的地方，坐
在上面我就可以看到我愿意看到的所有事物。现
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表情也一定是溢满了幸福
的。一个留着娃娃头的小女孩，眯着懵懂的眼睛，
扶着爸爸卷曲的头发，乐呵呵地傻笑着。多年来，
这幅画面早已在我的脑海中定格，成为我记忆深处
一抹最珍贵的幸福。

现在，我长大了，父亲也在慢慢地变老，我再也不
可能坐在他的肩上聆听塔钟的敲响，不能和他一起欣
赏塔下的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我已
经可以清晰地表示自己的思想，甚至可以为父亲讲述
他所不知道的关于二七的、关于郑州的、关于中国的
某些故事、人物和历史。但是，每当我走在二七塔下，
我却还能时常想起这些曾发生过的普通且平凡的小
事，并在回味中咀嚼着记忆的甜美。

仰望二七塔 □连晶华

与二七塔的第一次邂逅，是单位组织的参观二七
塔。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登上刚刚改建的
二七塔时，看着那些为纪念大罢工而收集的罢工工人
们曾用过的物品，我耳边就仿佛听到了饱受磨难的工
人们悲愤的呐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他们这种
无畏的精神感到骄傲和自豪。

从二七塔的第一层到塔顶，我感觉自己随着参观
的不断深入，跃上了更高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参观完
二七大罢工的所有展品后，我的灵魂像经过了一次新
的洗礼。

因为我家原来住在老坟岗，离二七塔很近，所以
在这次参观之后，在每日的茶余饭后或工作之余，我
和先生总喜欢领着孩子到二七塔附近走走看看，因
为，那是一种对往日事件、旧日情怀的深深怀念和留
恋。每当寒冬时节，我们喜欢在堆着雪人的二七塔前
照相纪念；而每逢酷暑时的夏日傍晚，我们又会和父

母及孩子散坐在二七塔的台阶上，一边纳凉，一边观
赏周边不断变迁的风景；外地的朋友来了，我们也会
领他们到二七塔上参观令我们骄傲且自豪的二七罢
工展览，并不忘与他们一起在地标建筑——二七塔前
照相留影。先生的战友们时不时的聚会，每次也都安
排在二七塔附近，聚会完了，再到二七塔下，到二七广
场上溜达溜达，叙叙昔日深厚的战友情；甚至我买到
好看的衣裙，也会在穿上后，即兴到二七塔前留个影，
做个纪念。可以说，在多年的习惯中，我们的生活早
已和二七塔融为了一体，我们见证了二七塔及其周边
环境的发展和变迁，而二七塔也记录了我们全家幸福
生活的点点滴滴。

郑州是光荣的二七名城。我相信，二七塔是我们
每个郑州市民的心灵之灯。仰望二七塔，我心中永远
充满崇高的敬意，作为一位郑州市民，我更感到由衷
的骄傲和自豪。

□黄书华

郑州二七纪念塔，是中国最年轻的“国保”单
位，明年即将迎来40岁生日。近40年来，二七塔
不仅承载了纪念那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京
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成
为郑州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和精神载体。

本报周刊中心与郑州二七纪念馆联合发起征
文，诚征当年建塔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施工单
位，二七烈士的后代、铁路工人、塔的工作者与守
护者及有经历的市民讲述与二七纪念塔的故事。

征文时间：2010年6月至12月
字数要求：千字左右
投稿方式：zzcceqg@163.com（请注明征文

字样）
咨询电话：66959799、676556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