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报 金婚

相濡以沫 52 载，回忆起刚结
婚时的那段时光，两人有着说不完
的故事。

1961 年，当时 23 岁的王国泰
一毕业便被分到上海工作，离乡在
外的他无法照顾身患疾病的父
母。经他人介绍，认识了刘秀芳，
相处下来王国泰觉得刘秀芳为人
忠诚老实，既是个适合相濡以沫的
好女人，又是一个可以代替自己照
顾父母的好媳妇。

1961年4月两人登记结婚，但
当时全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条
件十分艰苦，加之王国泰在外工
作，没有办法立即举行婚礼。直到
1962 年，两人才在亲友的见证下
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婚时穿的
衣服都是借的。”刘秀芳说。

算上结婚再加上婚假，王国泰
只在家待了不足半月。以后18年
的时间里，两人分居两地，刘秀芳
在郑州悉心照料公婆，王国泰只能
在每年一次的探亲假里回来与家
人团聚。

婆婆的身体不太好，刘秀芳几
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照顾着。有

一次，刘秀芳要为婆婆挂号看病，
又要赶着上班，时间紧迫，她飞快
蹬着自行车赶路，突然间，眼前出
现了一条小水沟，由于速度过快，
根本就来不及刹车，直接冲进了小
水沟，当时情景很狼狈。

每次回忆起这些事，刘秀芳和
王国泰都忍不住大笑：“过去的日
子虽说艰苦，但是人的思想都很
单纯，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很充
实。”

两位老人都有着十分宽和的
心态，脾气温顺，乐于助人。刘
秀芳总会比其他同事早半个小
时到单位，打扫卫生，整理办公
室。而一人在外的王国泰，每逢
假日，总会帮需要回家团聚的同
事加班。

两人结婚 52 年以来，从未吵
过架。说到相处之道，刘秀芳总结
道：“人的道路是自己走的，各方面
都是自己创造的，结婚不要先求钱
多钱少，那些都是父母的。像我
们，以前什么都没有，却是越过越
好。”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肖雅文 文/图

“俺俩是 1962 年阳历 12 月 2
日，阴历的十一月十二结的婚！”结
婚已经51年的王从云和董敏元至
今还清楚地记得俩人的结婚日期。

两人住在同一条街上，儿时
就已经相识，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两人结婚时，陪嫁的东西只
有一个木制柜子和一把椅子，当
时只有一间房。

1962年时的婚礼大都是老式
的，但是两人的婚礼却是真正意
义上的中西结合。原本新娘坐在

花轿里盖着红盖头掩面哭泣的场
景，到王从云和董敏元这里却变
成了另一番景象。新娘坐在花
轿里，披着白色的披纱，身穿珍
珠装饰的公主服，手里捧着花，
轿门也不似传统婚礼一样盖得
紧紧的，反而是完全地敞开着。
新郎骑着自行车，身披 十 字 披
红，和同伴一起骑着自行车去
接 新 娘 子 。 在 那 个 困 难 的 时
代，这场婚礼足以吸引了在场
所有老乡们的目光。这场婚礼

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社
会过渡期的产物。

结婚至今，两人从未起过大
的争执，遇见意见不合时，也是平
心静气地说。

现如今，他们最小的儿子也
成婚了，5 个儿女都住在附近，两
位老人最大的乐趣就是，今天到
这个儿子家串个门，明天到那个
女儿家帮个忙，后勤工作做得不
亦乐乎。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肖雅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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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比家更温暖的去处

这是金妙云最喜欢背给儿
女听的诗，也是她背的最熟的一
首诗。

1961年 7 月 16 日两人结婚，
而早在 70 年前，只有 4 岁的他
们就已经是“一家人”了。两人
的父亲是很好的同事朋友，在
金妙云和袁守矩 4 岁时，为两人

定 下 了 娃 娃 亲 。 从 小 学 到 初
中，再到高中，两人都在同一所
学校，却从未见过面，每次都是
袁守矩刚从学校毕业，金妙云
便跟着入学。

直到金妙云读高中时候，袁
守矩的叔叔刚好在那所高中工
作，叔叔给金妙云送来了一个信

封，金妙云好奇地打开一看，里面
竟然是空的，想了半天她才恍然
大悟：“哦！这是给我地址，让我
跟他联系呢！”这样两人才开始相
互认识。

通了 3 年信后，在袁守矩还
在读大三的时候，两人结婚。谈
到当时的婚礼，两位老人都笑了，
袁守矩说：“再也没有比我们更简
单的婚礼了，我们登记完，一起从
她工作的学校走到家，就这么简
单就算结婚了。”“我弟弟帮我背
了一床铺盖，跟着我和他一起走
到他家，吃了他家一顿饭，这就算
是结婚了。”金妙云抢着说，“那会
儿我的亲戚姐妹们把自己的布票
都拿了出来，才给我凑了这么一
身新衣服的布料，我们用这些布
料做了这么一身新衣，蓝布上衣，
条绒裤子。”结婚的全部费用加起
来花了不到 30 元，相当于当时半
个月的工资。

就是这么单纯的一段婚姻，
就是这么极简单的一场“婚礼”，
让本不相识的两个人相濡以沫
51 年。最让两人骄傲的是，他们
的家庭和谐幸福，51 年来从未发
生过大的口角，几乎不吵孩子。
退休后的两人更是充实和谐，3
个儿女哪家有事去哪家，这家跑
跑，那家串串，连小外孙都说：

“姥姥、姥爷是块砖，哪里需要哪
里搬！”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肖雅文

儿女们为父母举行金婚纪念活动（图由受访者提供）

经五路31号院 王国泰和刘秀芳

焦献有 81 岁，白秀枝 79
岁，两人1952年结婚。

两人由亲戚介绍认识。“那
时，我们两家一家住在黄河边，
一家住在漯河边，中间隔着一
座大山，之前谁也没见过谁。”
白秀枝说。

婚事由家人包办，没经历
现在的自由恋爱。当年，白秀
枝的父亲没在家，所有的事都
是哥哥帮着操办。

白秀枝说：“我记得最清的
就是他来娶我的时候，没什么
聘礼，就给做了两身新衣裳，但
他是骑着大马过来的，一米八

五的大个子，很高大英俊。”焦
献有对年轻漂亮的妻子也十分
满意，他说：“我们家在农村，没
什么钱，结婚确实挺委屈她
的。”最委屈的是，新婚刚半个
月，焦献有就必须去咸阳工作，
后来又调到北京印刷厂，新婚
夫妇被迫分开。直到1956年白
秀枝也去了北京，他们才结束
了两地分居。

后来，3 个孩子陆续出生，
两人一起拉扯 3 个孩子长大。
1972 年，两人考虑到父母都在
老家，就到郑州工作，都进了新
华一厂，日子也算安定下来。

2002 年，焦献有突发脑出
血，住进了医院，吓坏了白秀
枝，焦献有一共在医院住了 40
天，白秀枝也就在旁边伺候了
40天。如今焦献有的身体依旧
不是很好，但老人却十分的知
足，他说：“我老伴照顾了我这
么多年，我非常感谢她，我这一
生都非常的幸福。”

如今，两位老人和大儿子
一家住在一起，他们每天逗逗
小重孙，享受着四世同堂的温
暖。
郑州晚报记者 王翠
实习生 陈家锦 文/图

王国典是河北人，小时
候家里穷，他从小学开始就
通过给生产队割草挣钱买
书买文具，最后考上了北京
地质学院，在那里遇到了一
生的爱人——吴永萍。

说起两人的恋爱，还要
归功于王国典的母亲。

王国典说：“那时候我
母亲来学校看我，晚上安排
她住在女生宿舍，我们全班
只有三个女生，永萍对她特
别的照顾，总帮她打洗脸
水、买饭。”后来母亲临走前
就对儿子说，自己很喜欢那
姑娘，让他追回来做媳妇。

那以后，王国典就开始
有意和吴永萍一个桌子吃
饭，碰巧两人又分在了同一
个学习小组，又经常一起散
步，就慢慢确定了恋爱关
系。1962 年两人在学校里
结了婚，“当时，学校里有管
户籍的，只需要在那里登记
一下就算结婚了，根本没有

婚礼，后来我俩毕业了也没
补办婚礼。”王国典说。

毕业后，王国典去了石
家庄的地质部技校，吴永萍
去了陕西地质队。两年后，
王国典才拿到调令去陕西，
两人得以团聚。

之后的 20 多年里，两
人一起经历了从地质队队
员到解放军工程兵，再到集
体转业重回地质队，最后回
郑州做老师的复杂过程。

两人经历过特定年代
的磨难，对一切都看得很
开，感情也十分好，基本上
没有吵过架，拌嘴肯定有，
但两句话就过去了。王国
典说：“快乐的活着，比什么
都重要。”如今两人年纪大
了，就更加的相互照顾，吴
永萍容易头晕，王国典就经
常给她按摩，带她散步，两
人的精神状态都很不错。
郑州晚报记者 王翠
实习生 陈家锦 文/图

新婚不满两周被迫分开
远隔千里，一过就是18年

经五路30号院 王从云和董敏元

六十年代
他们举办了一场中西结合的婚礼

经六路4号院 袁守矩和金妙云

四岁时定下娃娃亲
一个学校读书却没见过面

经六路4号院 焦献有和白秀枝

当年，他骑着大马
娶走了漂亮新娘

南阳路97号院 王国典和吴永萍

他们他们
相携走过相携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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