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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前的
结婚礼物

□吴敬簃 文/图

前几天收拾屋子， 无意中发
现36年前结婚时收到的礼物。 礼
物是一对插花双喜图案枕巾， 这
使我想起那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
代来……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 人们
刚解决了温饱问题， 在消费水平
和 观 念 上 还 很 落 后 ， 主 要 原
因 还 是收入低 ， 当时我的工资
是 40.70元 ， 属机械级二级工 ，
还有的属轻工级二级工是40.10
元， 工资划分很细， 可差距非常
小 ， 级与级之间的差距也非常
小。 每个月除了正常开支， 到了
月底就剩不多少了， 剩下的钱还
要支付份子钱 ， 再有余额存起
来， 待以后购买大件物品之用 。
买一件大物品一般都要攒几年才
能买得起， 所以人们结婚的份子

钱也就不多了。 我当时结婚时收
到的份子钱一般的就几毛钱， 最
少的我记得是3毛钱， 多数都是5
毛钱， 关系好点的凑个8毛1块的
合起来买个暖瓶、 床单、 大洗衣
盆 （仍在使用） 什么的， 还有的
送脸盆， 毛巾、 枕巾、 茶壶等小
物品， 在这些礼品中， 能收到大
洗衣盆， 暖瓶之类的物品就是非
常好的结婚礼物啦， 我收藏的这
对枕巾就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
物。 36年过去， 当时的场景历历
在目， 许多收到的结婚礼物被我
当作礼物又送了出去， 多数物品

都被我用完了， 少数物品被我收
藏了下来， 如这对枕巾、 一套茶
具， 还有一件贝壳做成的工艺品
和一些粮票等 （当时结婚还有送
粮票的）。

回首往事， 许多都变了， 人
们的消费观念变了， 人们的消费
水平变了， 而唯一没变的就是结
婚份子钱， 而且越送越多， 越送
越大 ， 这种攀比之风 ， 奢侈之
风 ， 致使许多年轻人成了 “婚
礼” 奴。 所以， 我还是怀念过去
的随份子， 量力而行， 有钱的出
钱， 有力的出力。

转眼间，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
了。 外甥女大一些， 上三年级。
外甥又小一些， 上幼儿园。 两个
大的小家伙在同一间学校上学。
我和妻子以及妹妹夫妻四人都是
倒班的普通打工者， 为了方便孩
子上学， 我们两家暂时租住在一
起。

平日 ， 我们四人各自上班 ，
由母亲照顾孩子起居和接送上

学。 知道母亲辛苦， 我们休息时
也帮忙照看这三头 “小牛仔 ”。
要是遇上周末休息， 我还会带他
们姐弟仨到处去走走， 让他们减
减学习上的压力， 呼吸学校以外
的空气， 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
我们还给他们买了溜冰鞋等玩
具， 让他们 “劳逸” 结合。 我认
为 ， 孩子的全面发展才是主要
的。

□孙海存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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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去年5月1日， 我得知我们毕
业20年的幼师班同学要搞个聚
会， 我心里是既高兴又踌躇， 纠
结了好一会儿。

我毕业后在镇上开了一家小
店维持生计， 而同学们大多数在
教育行业工作， 我怕自己在同学
面前没面子。 所以一直矛盾着。
我是真想去， 想见见多年未曾谋
面的昔日同桌， 可自卑感强烈的
我， 又不想去。 当年的班长宋海
丽还特意给我打电话说 ： “海
存， 你一定要来， 相聚不容易，
我们等着你！”

聚会那天 ， 我很早就起了
床， 就开始梳洗打扮， 在理发店
给自已弄了一个新发型， 穿上了
自己新买的衣服， 带上相机关了
店门， 坐上大巴兴高采烈地来到
了聚会的大厅。

当我刚走进大厅， 早到的同
学们 “唰” 的一声都站起来迎接
我。 看着满满一桌的丰盛午餐 ，
再看看同学们那一张张熟悉而又
有些陌生的面孔， 我带着激动之
情入座 。 班长宋海丽首先发话
了 ， 让我从第一位美女开始认
起， 她要我一一说出同学们的名
字来。 20年了， 看着他们的面孔
都是那么的熟悉， 可是好多我还
是记不起他们的名字。 班长说：
“海存， 你叫错名字就罚你啤酒
一杯。” “好， 好！” 我就开始从
身边的第一位同学叫名字， 当叫
到第10位、 13位、 16位、 20位同
学时， 我只是傻笑着， 看着眼前
曾熟悉的面孔， 却喊不出他们名
字来， 当然， 在笑声里， 我自罚
四杯酒。

我们谈笑风声地吃完了午
饭， 有人提议到KTV唱歌， 20多
位同学都各自唱了自己喜欢的歌
曲。 突然间， 我听到班长点到我
的名字问道： “海存， 你唱什么
歌曲， 我给你播放音乐？” 我摇
摇头开始推辞， 这时同学们都要
让我唱。 当年， 我在幼师班最拿
手的是越调 《收姜维》。 在同学

们的一再鼓励下 ， 我走上了舞
台 ， 清了清嗓子 ， 唱起了越调
《收姜维》。 同学们的掌声顿时响
了起来 ， 并举起大拇指夸我 ：
“这就是海存20年前唱响幼师校
园的戏曲 ， 嗓音还是那么清脆
啊！” 我却醉在了这份情浓意浓
的同学聚会里。 同学们你一首我
一首地唱了起来， 优美的歌声在
KTV大厅飘扬， 校园时那些难忘

的往事一一在我们的脑海中浮
现。

时光匆匆流逝， 我没想到幼
师班的同学一别二十多年了还能
聚在一起， 还是那样的亲密。 在
聚会临近结束时， 班长向大家提
议： 每一年的 “五一”， 我们都
要聚会 ， 以增进彼此之间的友
谊， 让我们永远拥有这份相聚的
美好时光！

我在纯净水厂打工的时候 ，
认识了一个送水的工友， 叫崔俊
峰 。 厂里厂外的人都管他叫小
崔。

小崔爱喝酒 。 在我的印象
里， 爱喝酒的人大多是重情重义
的性情中人。 当然， 客套的酒场
除外， 大家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开着肆无忌惮的玩笑， 虚情假意
搀杂在昂贵的酒水大餐里， 空过
肚肠 ， 那样喝酒还有什么意义
呢。

小崔喝酒都是大口大口的 ，
说的话也都是真情满载。 能干的
他， 是水厂的元老功臣， 伴随水
厂走过了风风雨雨。 一年365天，
他也就歇上个零头。 每天在嘣嘣
作响的三轮车上的时间超过八小
时 。 有 时 天 都 黑 下 来 ， 还 在
“ duangduang” 的 声 响 中 送 水 ，
直到华灯初上。 我想， 奉献两个
字的含义莫过于此吧。

小崔爱看书， 算是一个有知
识有文化的人 。 电视也爱看社
科、 经济、 新闻时事类的频道。
他懂的比较多， 这在他喝酒的时
候会派上意想不到的用场。 一个
口才好学识又渊博的人， 模样又

不难看 ， 没有不受人欢迎的道
理。 做业务最重要的一点， 在他
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板在纯
净水厂刚起步时就找到了他， 委
以重任， 好马再遇伯乐， 强强连
手， 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呢。

水厂从起步到发展， 确实经
历了太多的风雨。 有一回， 小崔
和一同事去宋门送水， 20桶水装
了满满一三轮摩托 。 上坡的时
候， 破车爬不上去了。 怎么办？
没办法， 两个人只好把桶一个不
落地都卸下来， 然后把车推到坡
上， 齐心协力喊着号子的再把桶
拎到坡上， 装车。 两个坡， 折腾
了两回。 手都累酸了。 一身的汗
水， 滴滴答答。

小崔还爱写诗， 是个文艺范
的工人。 他把自己的心情都融进
了诗里：

站在高楼上 ／看小城被街道
打成的隔断 ／蚂蚁在隔断间奔突
跳跃 ／触角的匆匆相碰是他们的
招呼 ／然后奔往下一个站点 ／去传
递一桶桶利好的消息 ／送水工的
手臂 ／被拎起的重量抻成了刘备
的模样 ／每天疲于奔命的东奔西
蹿 ／每天志气冲天的攻城掠地 ／和
对手三分天下 ／任由汗水和阳光 ／
把青春的颜色褪去 ／给裸露的皮
囊再涂一层黝黑。

写这首诗的时候 ， 是 1991
年， 那年小崔刚刚26岁。 二十多
年过去了， 如今的小崔， 你还好
吗？

毕业20年的聚会
□刘耐岗 文/图

■工友情怀

工友小崔

姐弟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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