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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吉日恰是他的生日
老夫妻相携
走过半个多世纪

上周日上午，家住金港小区

的徐天发和老伴崔喜梅坐在院

门口背阴处乘凉。徐天发 82岁，

崔喜梅小他 8 岁。“我当时才看

不上他！”崔喜梅打趣说着，当年

老实的徐天发第一次出现在她

面前，看着有点面老。

崔喜梅当年来郑州投亲靠

友，在郑州一家窑场干活。本地

小伙徐天发经人介绍，跟崔喜梅

见了面。第一次见面，老实的徐

天发没给姑娘留下深刻印象，姑

娘的容貌却在他心里扎了根。

当时徐天发在一家油厂上

班，他没事就骑着借来的自行车

骑行一个多小时到窑场，姑娘不

待见他，他就帮着崔喜梅亲戚干

活。久而久之，崔喜梅也接受了

徐天发。

1959 年，两名年轻人要结婚

了，双方家长翻黄历算好日子，

恰好是徐天发的生日腊月二十

四。

徐天发骑着借来的旧自行车

娶回了新娘崔喜梅，当时也没钱

带客做酒，住的还是草房。

婚后，徐天发早上顶着满天

星星出门，晚上顶着满天星星

进门。两人生了四个孩子，为

了 养 育 孩 子 ，日 子 过 得 很 清

苦。儿女们都成家立业后，日

子也好过多了。

手上戴金戴银的崔喜梅说：

“这么多年了，他就专门给我买过

一双尼龙袜，撕布做了件半截袖

布衫。”一旁的徐天发嘿嘿笑

着。 郑州晚报记者 潘登

在金水区民政局的大厅里，记者遇

见了前来登记结婚的秦先生和张女士，

两个人脸上有掩饰不住的激动和欣喜。

说到两人的恋爱过程，两人都十分

羞涩。张女士说：“我们是大学同学，从

大二开始的，是他追的我。”秦先生说：

“我们俩从 2008 年 8 月份开始谈恋爱，

到今天整整 5年了，之所以选择今天来

登记就是为了纪念和见证这 5 年的坚

持，也给我们的爱情一个完美的结局。”

张女士说：“我们是彼此的初恋，当

初他追我的时候，一点都不浪漫，但那

时我觉得他很阳光、很正直，就很喜欢，

他没费多大劲就把我追到手了。”说到

校园爱情，两个人都觉得很不容易。“那

时候，两个人都不成熟，吵吵闹闹时有

发生，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约定

过：再怎么吵闹也不能轻易说分手。”秦

先生说。

如今，两人就要走进婚姻的殿堂

了。两人都说：“毕业的时候看着很多

情侣都分手了，我们心里也没底，但既

然大家都说校园爱情走不过夏天，我们

就要证明给大家看。”现在，工作3年，生

活逐渐趋于稳定的他们5年恋情终于修

得正果。 郑州晚报记者 徐智慧 实习

生 陈家锦

6 4 年相守相知，他们用一生阐释爱的真谛

文章怎么样，字写得好不好……
文盲老伴给大学中文教授来把关

也许有人认为拥有鲜花、钻戒代表爱情，也许有人认为豪车、豪宅才是爱情的保障，也有人认为平平淡淡也是爱情……而徐永年和袁

秀明两位老人的故事则为大家诠释了另外一种爱情。两人不到20岁结婚，30多年两地分居，结婚64年没吵过一次架。一个是中文教

授，一个不识字，可教授每次写好了文章，都逐字逐句念给老伴听，老伴不明白的词语、字句解释清楚，文章怎么样，首先要老伴把把

关，写书法，字写得怎么样，也要老伴看一下，老伴觉得不行，教授就重新写。 郑州晚报记者 徐智慧 文/图

17 岁，她担当起“母亲”的责任

那一年徐永年 3岁，袁秀明 5岁，双

方家长给他们定下了娃娃亲。徐永年

15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留下了他和4个
弟弟妹妹，当时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

这一年，17岁的袁秀明嫁入徐家，用稚嫩

的肩膀担当起了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不会做饭，不会做衣服，不会照看

孩子……对于在父母哥哥呵护下长大

的袁秀明来说，这个担子太重太重了

……提起往事，老人忍不住掉眼泪。

袁秀明20岁生下了大女儿，他们总

共养育了 5个儿女。袁秀明说，从嫁入

徐家，她做饭时和的面都不止上万斤，

没日没夜地纺棉花、织布。

袁秀明嫁入徐家后，徐永年先后在

商丘市睢县的初中、高中上学。袁秀明

说，每次回家，徐永年都忙着帮家里干

活。很多时候，晚上徐永年休息了，袁

秀明还在用石磨磨面，第二天早上把磨

好的面装起来，让徐永年带到学校吃。

第一次穿新衣服，她哭了半天

1956年，21岁的徐永年考上了河南

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市工

作。袁秀明带着弟弟妹妹和孩子在老

家，两地分居的日子一过就是 30多年。

“天天就是忙啊，没时间想他。”袁秀明

说，那时候的日子，忙碌，单纯，两人一

心一意地想着怎样把日子过好。

虽然徐永年工作了，但家庭负担太

重，日子依然过得苦巴巴的。袁秀明看

着补丁摞补丁的裤子，就想着什么时候

丈夫能给自己买身新衣服。

工作几年后，家里紧张状况稍微有

所好转，徐永年给妻子买了几尺布让她

做衣服。“那个布好像是绸子的，一抖，

‘哗哗’响。”对于那身衣服，袁秀明记忆

深刻，做好了新衣服，袁秀明抱着衣服哭

了半天，有伤感，也有安慰。这套衣服，

袁秀明穿穿放放，几十年都没有丢掉。

结束了30多年的两地分居后，袁秀

明来到了郑州。“到了郑州，我可满足。”

曾经的心酸和苦难，袁秀明觉得值，值得

的并不是能到城市里生活，而是丈夫的

不离不弃。“我们村里有五六个男的到城

市里工作的，都离婚了。你不知道，人家

的媳妇都长得可好看，你看我长恁丑，他

也没有嫌弃我……”袁秀明说。

不识字照样为教授丈夫改文章

一个是教授，一个不识字，徐永年

觉得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沟通，更不

妨碍他们讨论文章、书法。文字表达方

式有所不同，要表达的道理是相通的。

即使是当了教授以后，徐永年每写

好一篇文章，袁秀明就和丈夫说：“你给

我念念，我听听。”徐永年就逐字逐句地

念起来。遇到听不明白的，袁秀明就

问，徐永年耐心解释，袁秀明要么说“可

以”，要么说“这样说不恰当吧，你再改

改！”或者“这个词上面出现过，你再换

一个”。

对于妻子的建议，徐永年说每次都

会有所启发，都会对妻子提出的不恰当

的地方进行斟酌，再作修改。

河南大学百年校庆，徐永年写了一

首诗准备送给母校。在袁秀明的把关

下，徐永年写了三遍才通过妻子这一

关。“我不识字，光会瞅毛病！这一撇朝

里了、朝外了，我看得出来。”袁秀明

说。徐永年也乐意让妻子提建议。家

里无论大事小事，徐永年和袁秀明都在

一起商量。“他从思想上没有瞧不起我

没有文化。”袁秀明说，“我对他好，不是

因为他有学问，有工作，也不是怕他，就

是想伺候他，打心眼里疼他！”

老人写七律诗忆旧

如今，两位老人在九号公寓单独

住。楼下一小片菜地成了他们新的寄

托，锄锄草、浇浇水……

更多的时候，两个人在家，徐永年

看书，袁秀明收拾屋子。“我说得多，喜

欢叨叨，他不喜欢说话。”袁秀明说。很

多时候，袁秀明说话，徐永年应着，偶尔

没应声，袁秀明就说“我说了这么多，你

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

徐永年说，前几年写了一首题为

《忆旧》的七律。而这首诗，不识字的袁

秀明也早已烂熟于心，背了出来：“金婚

两地四十载，秋水望穿七夕天。春回惊

雷奇葩放，你织我耕家美满。天南地北

儿女情，欢天喜地大团圆。老骥伏枥遥

相望，青梅竹马贺百年。”

金港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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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老照片，袁秀明和徐永年回忆起了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