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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二七纪念塔的故事”征文启动

请你讲述与二七塔的故事

在二七塔建成十天后，我与它有了第一次邂
逅。那时我36岁，还是白沙团（农场）的排长。现在
回想起来，我当年和朋友们其实是特意赶回郑州去
看望它的。因为，我与二七有着一段特殊的感情。

1950 年 3 月，我从漯河调到了郑州，住在钱塘
路，距离大光明电影院只有200米之遥。1951年，经
市政府批准，将大光明电影院改建为现在的二七纪
念堂。从此，我与二七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的文化娱乐活动相比现在而言，要单调许
多。因此，在工会和政府的支持下，二七纪念堂在
当时物资相对匮乏的基础上，筹建了电影院、棋牌
室等一系列便民设施，真正成为了工人之家。当时
有一句话，“星期天到哪里去，郑州二七纪念堂”。
后来，我记得亚细亚的广告好像也套用过这句话。
也就是从那时，我开始了解二七事件，留意一切与
二七斗争有关系的记载和书籍，并开始了我的二七
创作。

在 1971年，郑州市政府决定，在二七烈士的牺

牲地“长春桥”建一座纪念塔，用以纪念在二七斗争
中牺牲的汪胜友和司文德烈士。那时，我虽还在农
村下放，可当我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后，还是
兴奋不已，所以就有了开头的初次邂逅。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
若干文章，用以记载和宣传二七事件、凭吊二七
先烈，并由于工作关系，与二七塔建立了更深的
感情。其中，有一件事至今使我感触颇深。那是
1982 年的一天，我受单位委派，有幸在会议之余
陪同当时中国商业部的同志到郑州二七塔参观，
在二七塔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接待中，我们循
梯而上，逐一参观了每层的陈列，观看了每一幅
图画和照片，随着它们，仿佛又回到了激情澎湃
的斗争现场，真正地体会了二七斗争所带给人们
的启迪与回忆。在参观完毕后，我们还久久地伫
立在二七塔里，回味着讲解人员讲述的每一篇二
七故事，心中感慨万千。来自商业部的领导饱含
深情地说道，他去过西安的大雁塔、钱塘江畔的

六和塔等名塔，可像郑州二七塔这样既具有双星
并联的独特造型，又包含深刻革命意义的塔，还
是第一次参观，同时也是对他触动最深的一次参
观。他还说，要把二七塔带给他的所有视觉和心
理感受都一同带回北京去，告诉每一个他所认识
的人，到郑州，一定要到二七纪念塔、一定要去瞻
仰二七烈士、一定要去接受心灵的洗礼与震撼！
在那次参观后，我重新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平台瞻
仰二七塔，回顾二七历史，发现它带给我们的不
仅仅是荣耀，还有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
因此，我常常以二七精神鞭策自己，以更高的热
情，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为社会更好地
奉献。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如今我已是75岁，回想当
年的每一幕，似乎就在眼前。二七塔我已多年未
登，可是我知道，我对于二七的感情却从未改变。
因为，我早已将二七历史融入我的记忆，并伴随着
时光的流逝，变得越加醇厚与悠长。

二七塔里吃龙虾糖 □李忠伟

那段历史 我的记忆 □廉春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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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商品都需凭票供应，
像龙虾糖这样的奇货市面上是很难见到的。我第
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酥糖是在二七纪念塔里。

对二七工运的崇敬，是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
了。“二七大罢工”作为革命历史教育的题材，在我
们的课本里有着很重的分量。那时起，“铁路”“郑
州”“二七广场”“林祥谦”“施洋”这些名词就深深地
刻在了脑海里。以至于1969年我家搬到郑州后，第
一个游览地就是二七广场。尽管当时二七广场上
的塔是木制的，周边也是一些错落不齐的破房，看
着不免有些失望，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却仍
然能够点起心中那崇敬的火焰。因为它是一个伟
大事件的记载，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1971年，突然听说要重修二七纪念塔，甚是高
兴。我曾无数次在脑海里遐想着将来的二七塔有
多么的雄伟、庄严，甚至把它和北京的人民英雄纪
念碑联想在一起。可因为受到知识面窄和见识较
少的制约，怎么也勾勒不出一个完整的轮廓。出于
内心强烈的好奇与期盼，我一遍遍地跑到工地去观
察进度，可以说我是看着一个全新的二七纪念塔一
层一层修建起来的。好不容易等到快要竣工的时
刻，我们的心被震撼了，新的塔身是双塔并立的，不
但在当时的广场“至高无上”，还可以让人们进入
其中全面地瞻仰这座拥有着丰富历史背景的名

塔。我的心里就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我一定
要第一个登上二七纪念塔的顶层，站在高高的塔
顶，饱览这座依偎在黄河母翼下的历史名城。但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我只是一名小学生，只能
和一群小伙伴们坐在马路边上猜想将来的纪念
塔，要从哪里上去？由上海钟表厂量身定制的特
号大表会不会像人造卫星一样放出东方红歌曲？

终于等到了正式开放的那一天，我一大早就来
到纪念塔北侧的地下入口，刚排上队却突然想起,因
为太过激动竟忘记带买票的钱了。哎呀！我那个
懊悔呀，只好怏怏地回去。第二天，早早地装上所
有平时攒下的零花钱又来到纪念塔，这回如愿地进
入塔内，随着滚滚的人流拾阶而上。边走边观看着
每层楼梯上展出的二七大罢工纪念图片，让我惊奇
的是这里边还有卖纪念品和日常杂货的，许多人纷
纷购买留作纪念。我兜里面的钱十分有限，没有办
法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购买，看到有龙虾糖，知道
这东西在外边买要用票而且还不好买，就买了半
斤。登上塔顶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一边眺望着我
居住的这座繁华都市，一边吃着香酥可口的龙虾
糖，我感到生活竟是如此的幸福。

回到家后，我把登塔的过程一字不漏地讲给父
母听，并把龙虾糖拿出来与他们分享，他们也连连
称赞好吃。谁知这一举动让我在之后又多次登上

纪念塔。每当家里来了远方的客人或是逢年过
节，父母都会让我到纪念塔买点龙虾糖，当做郑州
的特产招待和馈赠他们。我也乐此不疲，借机登
上塔顶瞭望一番，想看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只是那种心境，就像嘴里香酥可口的龙虾糖，那么
甜美，那么舒畅。

现在的二七纪念塔，已经被高楼大厦层层包
围，失去了登高远望的意义。但它在我的心中却永
远是那么的高大。就像我的茶桌上至今不曾少过
的老式包装的龙虾糖一样，成为我记忆里老郑州的
象征，在我的回忆中永远是那么甜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