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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歌子
李文青（作者系望族苑小区居民）

学雷锋赞
叶笑芬

中海凉棚好热闹，

修理项目真不少，

清洗地摊擦门窗，

缝纫修伞磨剪刀。

雷锋事迹上墙报，

少先队员发广告，

义务宣传满场跑，

大爷大妈拇指翘。

现场管理秩序好，

书记现场来指导，

为民服务想周到，

居民朋友拍手笑。

（作者系中海寰宇小区居民）

小时候，每当春节来临前，我

们小孩总是喜欢在父母前唠叨：

“年夜头啥辰光到呀”。 因为盼望

春节快点来到，是孩子们的奢望。

而如今的日子幸福美满， 就像天

天过春节。

过年是年味，结婚是喜事。那

个时候在我们农村， 大人们总是

“一年忙到头”，只有在春节期间

才有闲暇操办喜事。 “结婚讨娘

子”是人生的大事、喜事，也是父

母的心事，是亲朋好友关心的事。

那时，男女交往必经媒人介绍，媒

人找上门来，父母要斟酌一番。但

那个时候男女接触很少， 没有电

话，只能写信。路上大胆地拉手走

是不敢的，看见人会马上放开，很

少有机会在一起的。 白天男女双

方都在干活， 就盼着生产队里放

场电影， 是接触女方的一个最好

机会， 两个人站在一起众目睽睽

之下不敢越雷池半步。 而且结婚

前，首先订婚，相亲通过了，就算

定下了婚姻关系。

那时候， 因为大家都没有什

么钱，更谈不上什么车子。主要看

对方的人品好不好，勤快不勤快，

老实不老实。

结婚了， 婚房是第一个必须

要解决的难题。 我结婚那年，我家

的老屋不能住得下三代人， 父母

倾尽他们的全力， 终于建了一上

一下的小楼。 那时候我爸爸说，妈

妈生的四个姐妹迟早都要嫁出

去，没有本事再造房子了，因为他

们已经为盖瓦房欠了一屁股债，

直到多年后才还清。

婚房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

具，买不起！ 就得自己动手做，一

张木板床、 一顶衣柜、 一张梳妆

台、一只亚物箱、两个方凳———五

件套，撑撑门面，简简单单，能凑

合也就心满意足了。

结婚时，总要体面点，当时都

流行中山装。又买不起？我也只得

自己大胆动手制作了： 但问题是

自己不会裁这种特色装！ 怎么办？

我骑着那辆“老坦克”来回奔波

近两个小时到徐家汇华山路买来

服装纸样， 自己动手“依样画葫

芦”裁剪制作的。但用的布料是限

量供应的，要凭布票才能买到。

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 老百

姓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 但是

对于结婚这么神圣的事情还是很

讲究的。 两个人结婚不光要明媒

正娶， 最奢望的就是那“三转一

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

音机）， 在现在看来虽然不算什

么，可在那个年代物资贫乏，什么

东西都是要凭票供应， 让很多家

庭望而却步。

要结婚送亲了， 最时尚的婚

车是自行车， 新郎骑着自行车到

女家接回新娘子。 自行车在当时

来说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交通工

具， 很多人家一年的收入不够买

一辆自行车， 可见当时拥有一辆

自行车是多么让人羡慕啊！

结婚照是在普通的照相馆里

照的，几块钱而已，都是黑白的。拍

张结婚照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当时我们夫妻俩到照相馆拍了一

张 2寸的黑白合影照片，就算是我

们的结婚照了，如今还保存着。

收音机是农村六七十年代结

婚的嫁妆之一。 在当时来说可是

一个稀罕物， 能够听听广播和沪

剧是很多人茶余饭后非常喜欢做

的事情， 如果谁家里有一台这样

的收音机， 晚上一定会有很多人

来串门， 收音机可算是当时为数

不多的家用电器了。

结婚前， 男女双方分别在各

自的单位开个介绍信，之后，到婚

姻登记处登记。 结婚证是一张背

面是红色的纸，有点像奖状。 一切

水到渠成才举行婚礼。 当时的婚

礼远没有现在如此讲究， 更何况

在农村。

当年结婚的场景， 房门上贴

上一个大红喜字就是一间婚房

了。桌子上摆着花生、瓜子和糖是

结婚时才用的， 有条件好的还摆

些水果。

那时候，过日子确实很清贫，

婚宴也都只是请请近亲好友，一

般都是在家里准备的。 吃饭总要

有菜， 除了蔬菜在自留地里自家

种植、鸡鸭自家养的外，鱼肉之类

荤菜必须凭票定量供应。 一桌再

简单的酒席， 凭几张定量供应的

菜是办不成的，于是，邻家各自拿

出票子支援我们。 平时都是没有

什么可吃的， 此时大家都是狼吞

虎咽的， 所以桌子上的菜一定是

吃得空空荡荡的。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 回首过

去，再看今朝，中国的发展变化翻

天覆地。 如今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由贫穷到温饱， 人民生活总体上

达到了小康水平。

当年结婚那些事儿， 那种情

景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

海里。

（作者系锦乐馨苑居民）

说说当年结婚那些事
张立人

影
摄影 袁伟（作者系晶采坊小区居民）

上海正式发布第一批革命文

物名录。 包括上海中山故居、中共

一大会址等在内的共计 150 处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和 208 件 / 套可

移动革命文物被列入上海市第一

批革命文物名录。这份名录为广大

党员和市民群众送上一份权威的

名单，也为今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活教材”。

今年全国和上海“两会”，红色

文化资源利用保护， 成为代表委员

提案建议的一项重要议题。 如果说

红色文化是上海城市文脉的底色，

那么革命文物更是彰显近代以来上

海革命历史画卷难得的“活”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一切向

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

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

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

为争取民族独立、 实现伟大复兴

的奋斗历程中， 特别是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光辉历程

中，留下许多重要的实物见证，包

括各类与重大历史事件、 革命运

动或者重要人物、 重要革命精神

有关的、 具有重要纪念意义和史

料价值的重要史迹、建筑物、纪念

物（地）、实物、革命文献资料等。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革命文物资源丰厚，在中国革

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

这批公布的名录分布区域看，150

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中，分布全市

15个区。时间从 1842年的宝山区

吴淞炮台遗址到新中国成立，历时

100多年，彰显了近代以来上海波

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诸多革命

文物中，包含了战斗遗址、烈士墓、

陵园、纪念碑、故居、旧居、纪念馆、

纪念堂和各种票据、手稿、书籍、刊

物、武器、纪念章、历史照片、生活

用品等， 这些难能可贵的革命文

物， 为广大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市民日常的红色文化熏陶，以及今

年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提供非常

难得和异常珍贵的“活”教材。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

民族感在现实维度的抽象映射。

对于红色文化的弘扬和继承，是

我们对历史、 对先驱们的一种铭

记，无论走到哪里，有些东西会一

直刻在血肉之中。 沪上诸多革命

文物， 为申城广泛开展一系列聚

焦红色文化的重大项目， 充分挖

掘利用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讲

好红色故事， 推进全市革命文物

资源信息在更大范围开放共享，

提供公众家门口红色文化传承传

播的极大便利，可以让广大市民、

青少年学生和来沪游客， 在申城

6500 平方公里大地蕴含的各式

珍贵革命文物、厚重的历史资料、

复原的历史场景中， 真切感受建

党百年的艰辛历程、巨大变化、辉

煌成就， 在感动感悟中发扬红色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期盼申城革命文物名录的公

布， 助推上海红色文化保护利用

和资源开发， 借建党百年华诞大

好时机， 充分发挥城市文物传承

优势，“十四五”期间能在更大范

围和更多人群中， 彰显革命文物

的现实作为， 推动上海各方面改

革建设发展， 城市精神风貌和人

文素养，得以再提升，创造全新成

绩，在告慰革命先烈的同时，谱写

新征程中全新的篇章。

（作者系金汇南路 301 弄居民）

不忘来时路，用好用活革命文物
王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