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
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为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青春岁月

□□何何杲杲 文文//图图

■图片故事

□刘国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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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8日， 北京前门大
街的鲜鱼口正式开街， 当天就有
便宜坊烤鸭店、 锦芳小吃店、 烤
肉季、 天源酱园等老字号商家开
市。 那天， 我和老伴儿兴致勃勃
前往逛街， 刚走进鲜鱼口不远 ，
一眼就瞧见了著名的老字号浴池
兴华园， 外观依然光彩夺目， 灿
然耀眼， 虽未开业， 却勾起我许
多美好记忆。

几十年了， 我对它一直都有
深刻印象， 尤其记得它的独特门
脸儿。 一座典型的中西合璧民国
建筑， 立柱为仿西洋罗马柱， 由
汉白玉石材雕制而成， 柱础雕有
牡丹花卉纹饰， 柱顶为石刻丹炉
造型。 门券为仿欧式样， 门的两
侧， 是雁翅影壁， 左边刻有 “洁
净盆塘 ” ， 右边刻有 “洗浴盆
塘”。 门上方为石雕香炉鼎， 中
间 “兴华园 ” 三个字雕特别醒
目， 整个建筑恢弘壮观， 富丽堂

皇， 让人过目不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 我参

加工作不久， 一家三口挤在一间
10平方米的小屋内居住， 洗澡只
能去社会上寻找澡堂子。 小澡堂
子又脏又乱 ， 还人多拥挤 ， 洗
次澡得大半天时间。 后来， 厂子
给职工发了澡票， 可在社会上通
用。 我拿着澡票曾去过东单宝泉
堂、 八面槽清华园、 珠市口清华
池等， 而去的最多的就是鲜鱼口
的兴华园了。 究其原因， 一是它
离我家比较近， 还有一点就是我
们科长曾是解放前的一位 “地
工”， 他在兴华园干 “跑堂的”，
从一些洗澡的社会上层人士、 国
民党军官口中打探情报。 我从科
长那儿听过不少故事， 对兴华园
留下深刻印象。

兴华园和老北京的澡堂子一
样， 有其固定的模式， 规范化的
设施和经营方式。 普通官塘分为

温、 暖、 热三池， 塘内备有搓澡
用的木床、 木凳、 丝瓜瓤、 搓脚
石等物 。 头等盆塘有带套间的
“对盆儿”， 方便贵宾交谈。 如果
一对夫妇领着小孩还可包个单
间。 外边大厅是供顾客洗后休息
的， 普通座以木板隔成小床铺，
每对铺为一单元，枕头、浴巾、木
拖鞋等俱全，两床之间有炕桌，备
有茶具， 床位上方横梁专门用来
挂衣服 。 雅座则有衣柜 、 穿衣
镜、 梳妆台， 备有雪花膏、 香皂
等， 相当讲究。 那些跑堂的， 搓
澡的， 修脚的， 待人非常和气，
服务周到， 工作很辛苦， 挣钱很
不易。 说实在话， 那年头， 在兴
华园洗澡， 对我们这些基层普通
职工来说， 也算是一种享受。

八十年代初 ， 单位福利分
房， 我家分到了50平方米的两居
室， 迁入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在
卫生间安装了热水器， 痛痛快快
地洗了一个乔迁澡。 从此， 我也
告别了兴华园这个“老交情”。

近日， 重访兴华园， 发现它
仍没有单独开业， 而是被划入旁
边一家高级宾馆， 成为宾馆的水
吧。 为了找回当年泡澡堂子的感
觉， 我不惜破费去这个水吧体验
了一把。 漂亮的大澡池依旧， 水
非常清澈干净， 室内装修极其时
尚， 澡洗得很痛快。 但总觉得缺
了点什么 ， 没有送热手巾把儿
的， 也闻不见茶壶里 “高末儿”
的芳香。

兴华园， 那一抹挥之不去的
记忆犹存！

这张照片是1976年初中毕业
时 ， 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的合
影 。 那 年 ， 我 们 初 中 毕 业 ，
第 二 年开春就要上高中了 。 按
照当时的规定， 孙殿亮要去县一
中上学， 而我和其他几个人要到
县二中上学 。 想着以后聚少离
多， 青涩的我们第一次感到分别
的忧伤和对同学的依依不舍。 殿
亮提议， 我们到县城的照相馆去
照张相， 以纪念我们美好的初中
时光。

第二天， 我们全都穿上过年
时的新衣服， 一块步行去县城。
看着汝泉戴着一顶军帽， 我们都
很羡慕。 他的父亲是公社的武装
部长， 父亲退役下来的旧军帽经
过改造就归他所有。 殿亮家境比
较富裕， 一条方格的大连绒围脖
让他平添了许多英气。

一路上， 我们回忆在公社礼
堂参加一代伟人追悼会的悲伤。
在公社礼堂参加毛主席的追悼
会， 我们都哭成了泪人。 我们清
晰地记得内心的悲伤和惶惑： 老
人家不在了， 以后可怎么办呀？
我们描述放秋假时在生产队里看
护庄稼的情景， 分享在护青队长
的带领下挖坑焖红薯的欢乐。 我
们悲伤着、 欢笑着， 一路无话不
谈， 很快到了县城。 在进照相馆
的那一刻， 我们相约， 要把最灿
烂的笑容定格在那一瞬间。 在那
家国营照相馆， 我们按照摄影师

的安排 ， 按照个头大小依次排
好。 摄影师告诉我们， 别紧张，
笑一笑。 可是， 我们全都表情严
肃 ， 没有一丝笑意 。 出了照相
馆， 我们心里直懊悔， 这么难得
的机会， 我们都没能把自己最美
的笑容留下来。 尽管如此， 这张
一脸严肃的合影， 成了我们几个
小伙伴友谊的象征。

现在， 照片前排中间的书清
大学毕业后在省里工作， 已经是
一位副处级干部。 后排左边的书
春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 我和汝
泉、 建国、 殿亮都在县城工作，
后排中间的汝泉是一位公安干
警 ， 前 排 左 边 的 建 国 是 县 医
院 的 副院长 ， 后排左边的殿亮
成 长 为 乡 镇 的 武 装 部 长 。 我
是 一 名公务员 ， 多年来一直做
着党务工作。

40年过去了， 当年的青涩少
年， 如今都已年过五十。 我们六
人中虽然有五人在县里， 但由于
各自的工作、 家庭不同， 也是聚
少离多。 相聚在一起时， 我们就
会拿出这张老照片唏嘘不已， 感
叹岁月的飞逝。

看着这张泛黄的老照片， 就
有许多眷恋之情溢上心头。 少年
时那纯真无邪的同学情， 就像陈
年的老酒， 时间越久越是醇香甘
甜! 我想， 照片上的每一位同学
的心中， 看着照片， 也都有无限
的思念吧！

恰同学少年

兴华园，挥之不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