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笔情缘
晒宝淘宝

马武创年轻的时候很帅，有照片为
证：1958年，他和新婚妻子郭春荣合影
留念，相片上的他剑眉星目，英气非凡
（图②②）。如果你细看，会发现他的中山

装口袋里有一点光灿——那是钢笔。
那时，人们爱在胸前口袋里插支钢笔：
插一支，证明自己有文化，是追求进步
的知识分子；如果插一把钢笔，用赵本

山的话说，是修钢笔的。
插一把，那是笑话，但马武创还真攒

了一大把钢笔，都是他年轻时用过的，笔
头多半已秃，他仍当宝贝珍藏着。

其中有一支金龙牌钢笔，暗红色花
纹，金色笔尖，马武创把它看得最珍
贵。这是他跟妻子拍结婚照的那年得
到的奖品。

他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14岁出来当
学徒。木工厂每天傍晚都要开会，他把废
纸装订成册，领导在台上讲话，他在下面
用钢笔记录，当是练字。因为练得太勤，
钢笔头秃了，下水不流畅，他就去老城西
大街找师傅学修钢笔。

当时，马武创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
养家糊口之外所余不多，但他舍得在学习
方面花钱。为了提高写字水平，他买了一
支又一支钢笔（图①①）。

如今，马武创已年近八旬，老照片上
偎依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早已撒手而去，但
口袋里的那支钢笔，见证了往昔的难忘
岁月，仍将温暖他的余生。

“人生七十古来稀”。步入古稀之年
的我，的确有许多永难忘却的记忆。

2002年，从医近40年的我退休后，也
曾感到过失落，无所事事。一次偶然的机
会，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小文《我们的乒
乓球队》，竟被《洛阳晚报》刊发了，这使我
兴奋不已。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写一
些短文，或往事回忆，或记下对生活的感
受，或对时事进行评述……

10年来，我已相继发表各类文章千余
篇，共百余万字。前年，我的一篇时评文

章还在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优秀网
评”评选活动中获了奖呢！

2010年，在一些老友的鼓励下，我从
已刊发过的文章中挑选出百余篇短文，编
辑成《笑对人生——夕阳随笔》一书正式
出版。2011年，我又完成了约20万字的
《远去的童年》一书的初稿。

每有文章发表，都可以引起我三次激
动：一是在完稿后发出时如释重负，那一刻
的感觉总是幸福的；二是当得知文章被发
表的时候；三是到邮局领取稿费的那一刻。

学会在电脑上阅读、写作，是我们这一
代人与时俱进的真实生活写照。如今，这
已经成了我老年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古
稀之人热衷于咬文嚼字，绝不是为了追求
名利，而是为了寻求快乐，聊以自慰。

退休后我能生活在这和平盛世，养老
金月月按时领取，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10年的退休生
活又使我深深地领悟到了老有所为、老
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的幸福和
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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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见到了
西哈努克

□佟胜利

1972年5月，我带领全班战士从
外地执行完任务刚回到杭州的营地，
便得到一个消息：西哈努克正在吴山
公园游览。

难怪这一路上岗哨林立、气氛
异常呢，原来是这位政坛明星大驾
光临。

吴山公园距我们的营房不足
千米远，全班战士顿时炸开了锅，
纷纷要求去看看西哈努克。望着一
张张恳求的脸，我征得上级同意，命
令大家换上新军装、扎好武装带，即
刻出发。

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呈一路纵队
行走在吴山蜿蜒而平坦的小道上。
百余米高的吴山是杭州城的发源地，
山上亭台楼阁、鸟语花香，登顶远眺，
西子湖和杭州城尽收眼底。此刻我
无心欣赏这美景，心里扑扑腾腾直打
鼓。这里警卫规格真高，十步一岗五
步一哨，警卫人员的目光好像都在盯
着我们。我用低沉的嗓音喊着口令，
战士们按我的交代，一个个目不斜
视，神情严肃。

我越走心里越忐忑，接近吴山公
园的时候，担任警戒的军警却少了许
多，我心头暗喜，觉得有希望看到西
哈努克了，但是绝对不能妨碍警卫任
务，于是下达口令：立定，就地散开。
战士们十分老练地疏散到路两旁，目
不转睛地凝视前方……

过了一会儿，公园广场上团团围
坐的孩子们忽然随着乐曲声跳起舞
来。这时，几个人被簇拥着从远处
款款走来，中间的那个人正是西哈
努克。

他双手合揖面带微笑的经典动
作，让我联想起灵隐寺的佛像。就是
这位儒雅之人，在国家处于危难关头
奋起反抗，实在令人可敬可亲！亲王
身旁的莫妮克公主身材高挑，美艳绝
伦。我们挺直腰杆，远远地向亲王行
注目礼。亲王放慢脚步，合揖的双手
朝我们挥动示意。

前不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
努克驾鹤西去了。我将这个难忘的
经历写出来，以示别样的纪念。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晚情》版欢迎各位读者朋友
不吝赐稿或提供线索。

本版新增栏目：“再上学堂”
“我拍爸妈”“晒宝淘宝”。

本版原有栏目“往事追忆”“怡
情乐园”“闲话茶馆”“老片新照”继
续保留。

请您在文后写清姓名及地址、
联系电话等，以方便和您联系。投
稿方式一：电子邮件投至bxxie-
shou@163.com，或通过洛阳网
投稿；投稿方式二：信件邮寄到洛
阳新区报业大厦晚报副刊部（请尽
量用电子投稿方式）。

您如果不善写作，也可电话联
系我们的记者（15037947647）提
供线索。

作为我市一家婚介所的资深红娘，胡
姨颇有名气和人气。这位曾帮许多单身
男女缔结良缘的月老，如今迎来了自己的
金婚岁月。

她17岁那年与现在的老公初次见
面，那时他22岁。她在吉林某厂工作，
他是从北京某工作组派到厂里的技术
人员。他喜欢像她那样偏瘦、脾气好的

女孩，经常给上夜班的她送饭，使她备
感温暖。

1959年，他们订婚了（图①①）。
1962年7月1日，一场简单的婚礼在

北京举行。结婚照是在一家照相馆照的，
她刚吹过头，他的打扮则像从上海来的时
髦青年（其实他是地道的河北人）。

婚后，他们开始了双城生活。刚开
始，彼此还都没觉得有什么不便。可第
一个孩子出生后，问题就接连不断地出
现了。

后来，她想调到北京工作，因为出身
不好而未果；他想调到吉林工作，因种种
原因而未成。于是，他们选择定居洛阳。

他话少、勤快，承担家务较多，她爱热
闹、有主意，喜欢张罗外面的事情，两个人
生活得非常和谐。她对儿女说：“找对象
就得找像你爸这样的，把你当成手心里的
宝，屈己待人，不计较，生活才能有依靠。”

在数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她终于悟出
了婚姻的真谛：外在的条件都没有什么，
真诚和默契才最重要。这从他们1990年
拍摄的这张跳交际舞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来（图②②）。
今年，他们迎来了金婚纪念日。为庆

祝这一天，他们换上了红衣裳，显得特别
精神。过日子，不就得保持这样的精气
神吗？

如今，她开了一家婚介所，他义不容
辞地担任了“主管”，闲暇时他们就去旅
游。她动情地告诉记者：“同舟共济这么
多年，我们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结发夫
妻老来伴儿，年老时有个伴儿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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