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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张照片都蕴藏着一段难忘的历史和情感。我们希望通过以生活纪实
为主、具有故事性、感人性的照片，带您发现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让每一个
人都能感受到平凡生活中的幸福，让爱与感恩的旋律奏响我们平淡的生活
……总之，无论个人、家庭还是朋友，只要您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照片都
可以。为了您的幸福记忆，我们会配以感人至深的拍摄背景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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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孟庆荣
老人近日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
想说说自己结婚照背后的故事，
晒晒自己的幸福。昨日上午，记
者来到他位于凯旋商城的博藏斋
中，对他进行采访。走进博藏
斋，记者看到里面藏品丰富，有
古玩、酒瓶、名人字画、毛主席
像章等。光是各式各样的毛主席
像章，大大小小就有数百个。孟
庆荣老人喜爱收藏，是个有心
人，小的时候就喜欢收藏连环
画、小儿书。他说，如果不是这
个爱好，五十年前的结婚照这个
老照片恐怕也找不到了。老人拿
出不同时期的三张夫妻合影，有
黑白照片，也有彩色的，讲起了
自己结婚照背后的故事。

6块钱娶来的媳妇

孟庆荣和老伴张秀荣是 1967
年 1 月 7 日 （农历腊月十六） 结
的婚。他告诉记者，那时结婚手
续比较简单，并不需要照个结婚
照。那时候只要男女双方在所在
的大队开个证明就行了。结婚当
天，男女双方由家人陪同徒步来
到他们当时的临时公社所在地桃
堌集（现归宁陵县赵村乡）办个
手续。“那时候结婚证就像个奖
状，一张纸，上面不要夫妻二人
的合影照。”他说。受条件所
限，他们两口子当年结婚时也没
有拍结婚照，更不用说什么婚纱
照了。在公社办结婚登记时，公
社民政所的工作人员要求双方背
诵毛主席语录中的“老三篇”
（毛泽东写的三篇文章，即 《为
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
白求恩》）。也不是要求全部都
背下来，而是由工作人员提示几
句，来办登记的青年男女接着往
下背。如果背不下来，在当时后
果很严重，暂时不给办登记手
续。回家再背，等背熟了再来。

孟庆荣对记者说，当时来之前双
方家长都给说这个程序了，也都
会背。所以那天，他们两口子没
怎么费事就通过了这一关，顺利
拿到了结婚证。

由于条件艰苦，当时农村结
婚简单得很。他们当年结婚所用
的木床及围在床边用的席子（俗
称圈床席） 都是借村里邻居的。
并且婚房也是四面透风，上面漏
雨。媳妇陪送的嫁妆是一张木
床、一个小衣箱，如此而已。就
这还不是结婚当天送来的，而是
到了那年的夏季才送来的。不像
现在，就连农村老家孩子结婚下
彩礼动辄就是几万元。现在彩礼
是“万紫千红，一动不动”。所
谓“万紫千红”，就是要一万张
五块的，一千张百元大钞，光彩
礼就要 15 万元。“一动不动”，

“一动”就是小汽车，“不动”就
是小洋楼。现在在一些地方的农
村，小孩子结婚光是建好小洋楼
还不行，没有小汽车是没有媒人
来上门的。结婚都是住小楼，而
且小楼越盖越高、越漂亮。女方
陪送的不光是家电、家具，还有
空调、小汽车。现在的日子，在
当时是想也不敢想，真是过到天
上去了。而自己作为家里的独
子，父母给予他们夫妻的结婚礼
物就是一个银手镯，是当时父亲
花了6块钱从街上买的，这也是父
母给予他们唯一的结婚礼物。结
婚后，吃的是红薯面做的窝窝
头，吃饭时就着的小菜是红薯面
和着辣椒做的“辣面酱”。

后来补拍的结婚照

孟庆荣指着那张夫妻二人的
黑白合影照对记者说，这张照片
并不是结婚时照的，而是后来在
开封照的，补拍的。“也权当是结
婚照了。”他笑着说。这是怎么回
事呢？谈起这张结婚照，老人喝

了一口茶水，娓娓道来。结婚不
到十天，蜜月还没有过完，因为
工作需要，孟庆荣即接到通知要
到南召县马市坪公社卫生院上
班。新婚燕尔，就是分离，夫妻
俩很是难过。特别是妻子张秀荣
更是恋恋不舍，执意要送爱人到
工作单位。

送别那天，老天落泪，下起
了中雨。二人先是坐火车由宁陵
出发，途经开封。开封是孟庆荣
当年求学的地方，从开封医药专
科学校毕业的他，要带新婚的妻
子到开封转转。二人在一家小餐
馆吃过饭后，就来到附近一家照
相馆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照，
也就是结婚照了。当时，拍照片
不像现在立等可取，当时别看只
是黑白照片，还要冲洗，需要时
间。照片是后来由照相馆通过信
件，邮寄到他单位的。

从此夫妻二人过起了牛郎织
女般的生活。直到 1968年农历八
月份，妻子张秀荣才有机会来到
孟庆荣的工作单位，一家人终得
团聚。那时，他们的大女儿孟雪
梅还不到一岁，与孟庆荣十分生
疏，执意不让爸爸抱。从南召县
到他所在的马市坪公社卫生院有
40多里的路程，全是山路，不通
车。当时两人抱着孩子走山路来
到单位，一路爬山涉水，苦不堪
言。

合成的婚纱照很漂亮

直到 1986年，因为父母年迈
需要照顾，孟庆荣就从南召县调
回了商丘老家，在商丘的豫东制
药厂工作。家人也随之调回了商
丘。1987年正值两人结婚二十周
年，妻子过生日的那天，他们就
照了这张婚纱照。

说起这张婚纱照，背后也有
一个故事。孟庆荣对记者说，这
张照片不是他们在照相馆拍的，

夫妻二人并没有到场。“这不是
喷绘，也不是写真。”说到这
儿，老人卖了个关子。他说，这
是由电脑合成的。当时他来到位
于四面钟附近的这家图片社，先
是提供了夫妻俩的一张照片，再
从图片社提供的几十张别人的婚
纱照中选中一个。他们利用电脑
合成技术，移花接木，就成了这
张婚纱照。照片上，孟庆荣西装
领结，青春不老：妻子身披婚
纱，漂亮贤淑。老人告诉记者，
这张婚纱照由镜框镶着，快三十
年了依然保存很好。“这是当年
花了七十块钱拍的呢。”老人说。

据他介绍，当年之所以选择
这样拍婚纱照，一是省事，二来
也省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拍
一套婚纱照，几千上万元，那时
也还没有这个条件，也没这个经
济实力。”孟庆荣说。

好日子还要慢慢过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晃
二十多年过去了，就来到了 2008
年。孟庆荣、张秀荣夫妇俩也由
当年的小年轻，变成了花甲老
人。儿女相继毕业工作，成家立
业，过着幸福的生活。老俩口也
退休在家，儿孙满堂，尽享天伦
之乐。

孟庆荣指着那张夫妻俩的大
合影对记者说，这是 2008年在宁
陵县赵村乡的刘尧集上照的，那
时候正值老父亲过九十大寿。当
时，亲戚好友都来拜寿，大人孩
子几十口子，非常热闹。中午时
分，他请亲友来到老家旁边的刘
尧集上一家饭店就餐。大家都争
着给老寿星敬酒，说上祝福的
话。这张照片就是当时饭后，一
起说话时拍的。“现在条件好
了，那天喝酒吃饭，比我当年结
婚时还要好多少倍。”孟庆荣的
老伴张秀荣不禁感叹。现在，一

家人下个馆子吃个饭很稀松平
常。要是放在以前，就是家里
来客人了，也是炒上几个菜就
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大人、
小孩过生日，逢年过节，甚至
过个周末，有事没事不想做饭
了 ， 一 家 人 就 上 饭 馆 撮 上 一
顿。“现在的好生活，搁在以前
是想也不敢想，好日子还要怕
慢慢过。饮水思源，都要珍惜
啊！”老人说。

老人是个杂家， 除了喜欢
收藏外，还喜爱写作，大多是
写一些医学、科普文章。多年
来，他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
近 千 篇 。 老 人 还 是 《京 九 晚
报》 的一位铁杆粉丝。他经常
为报社提供一些有新闻价值的
信息、新闻事例。近年来，他
给 晚 报 提 供 、 推 荐 的 新 闻 人
物、信息、新闻事件有多例，
并被记者采访发表。诸如：“这
是一只什么鸟”、“商丘的刘谦
找到了”、“收藏为乐兴致高，
晚年生活乐淘淘”等，备受广
大读者欢迎。

孟庆荣还会玩魔术，他说
变魔术只为开心，逗大伙开心
一笑。喜欢写诗，最擅长写藏
头诗。他曾写诗自嘲：年近古
稀自寻乐，喜爱收藏不寂寞。
创办老号博藏斋，广集博藏成
效卓。不为赚钱图喜乐，写文
著 书 真 快 活 。 经 营 之 余 有 嗜
好，淘宝拾荒更开拓……

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小照片反映了社会的巨变。谈起
三张老照片的故事，老人随口赋
诗一首：相濡以沫半世纪，早年
日子堪苦凄。而今生活似蜜甜，
子孙绕膝实不易。衷心感恩共产
党，晚霞满天更绚丽。

结婚照背后的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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