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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曾经经““无无奈奈旅旅行行””
如如今今““说说走走就就走走””
共和国同岁老夫妻最爱唱《我们这一辈》

编者按：又是一年国庆，我们也陪着祖国长了一岁。其实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亿万
人民，每个人的生活也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出生在不同时代的人，他们身上
都会有一些特有的故事。国庆七天，齐鲁晚报将连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年代记忆》，
回顾不同时代人的故事，重温人和国家的历史。

本报记者 范佳

黑虎泉里游过泳
北园片区拔过菜

金书华和宋海燕出生时，正值新中
国百废待兴。

从六七岁起，宋海燕就能帮家里干
很多活了，周末她都要跟着母亲去亲戚
家洗一大盆的衣服。回忆儿时济南的水，
她不禁露出痴迷的神色：“那时的泉水和
老百姓离得很近，从石板下就冒出泉水
来。我还在黑虎泉里游过泳呢。”

到了两人10岁的时候，中国遭遇了
三年自然灾害。金书华全家一个月只能
分到26斤粮食，正值长身体的他回忆起
来，印象最深的还是“吃不饱”。

“那时一放学，我就带上布袋子和铁
铲，约上小朋友一块去北园那片的菜园
子拔野菜。”金书华说，结果因为太多人
去拔，最后野菜也没有了，只能吃槐树或
杨树叶子。会爬树的在树上使劲摇着树
枝，树下的就捡摇落的叶子。把树叶泡洗
干净剁碎后，和上很少的地瓜面或玉米
面，做成窝头，口感自然是难以下咽的。

那时金书华和同学们每天只上半天
课，下午要到马路上扫马粪，用布袋盛好
拉到学校把口系起来，卖给农民给老师
换菜吃。“老师要吃饱，才能教我们啊。”

考上了实验中学
却再也无缘大学

金书华和宋海燕的人生交会于省实
验中学（初中）。“就是看着实验中学的校
门很高大，就想考进去。”金书华学习的
动力很简单。而少女时代的宋海燕很喜
欢大海，一直想考上青岛的海洋大学，考
入一个好中学自然是必经之路。

后来，金书华和宋海燕都如愿考入
了实验中学，分在同一个班的俩人缘分
也就此开始。但在1966年，两人初中毕业
正准备升学考试时，却迎来了新的变故。

1968年，根据出身，金书华被分到了
济南电校学习发电厂设备，而宋海燕要
下乡了。后来由于机缘巧合，她留在了济
南，进了当时的国营大单位摩托车厂，而
金书华最终去了铁路通信信号公司。

没上成大学，两人耿耿于怀。1977年
恢复高考，夫妻两个还想去圆一下年轻
时的梦想，但是考虑到当时单位不错，孩
子还不到一岁，大人去上大学的话孩子
没人照看，再加上想到自己只是初中毕
业，自信心不足，夫妻俩都没有报名。

“我的一些同学都考上了大学，甚至
有些还不如我学习好呢。”金书华说，尽
管对于生活他们更多的是感恩和知足，
但在这件事上还是有遗憾。

“我们这代人，什么都赶上了。”上世
纪70年代，国家倡导晚婚晚育，规定结婚
登记的男女双方必须都在25岁以上。
1976年，金书华和宋海燕领了结婚证，第
二年女儿出生。但想要第二个孩子时国
家的政策规定必须要间隔五年，随后他

们等来的是独生子女政策。“我是第一批
到厂里申请独生子女证的。”金书华说。

老两口去青岛
重温四十年前“蜜月”

前不久，金书华在收拾房间时无意
中找到了两张镌刻着时代记忆的结婚
证，老两口端详了很久，感慨万千。当年
领结婚证的第二年，两人才正式办了婚
礼。当时并没有宴请宾客，因为资金紧
张，他们无奈选择了旅行结婚，去了一趟
青岛。

后来，他们终于等来了好日子。随着
改革开放的到来，他们也从小平房搬到
老式楼房，2008年住进了新建的花园式
小区，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忆我结婚的时候，缝纫机是‘三
大件’之一。可那时物资短缺，如果在商
场不认识人，票都很难弄到，当年唯一置
办的一件家用电器就是个半导体。”金书
华笑着说，改革开放后，一下子不论成分
了，买粮食也不用粮本了，想买啥买啥，
家里的电视机也换了好几台。

现在老两口的女儿在外地工作，他
们退休后就常外出旅游，最近刚去了日
韩。前不久，二老还去了青岛，重温了当
年旅行结婚时的浪漫记忆。在教堂前，看
到不少年轻人在拍婚纱照，金书华夫妇
也不禁比了个心形，拍下了幸福的一刻。

幼时国庆游行前夜
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

在金书华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国庆
节热闹非凡，鼓舞人心。国庆节游行是这
一天的重头戏，而金书华从小学到初中
一直是学校游行队伍中的一员。

“那时候兴奋得不得了，晚上根本不
睡觉怕起晚了，第二天四五点天黑蒙蒙
的就集合了。”金书华笑着说，学校要求
穿白衬衣、蓝色长裤，戴红领巾。白衬衣
还是跟邻居上班的叔叔现借的。

国庆那天，八一礼堂前搭个彩台，领
导讲完话放完礼炮后，游行开始。在军乐
声中，学生们手里拿着扎好的花，跟着游
行队伍在英雄山路上从南向北走，主席
台就设在八一礼堂前。经过主席台时，大
家高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有两次
特别幸运，通过主席台时还放飞了气球。
其实能在队伍中走走就很光荣了。”金书
华说。

在初中时，由于实验中学文艺活动
搞得好，有一年学校方队是随大花车入
场的。体操队的同学们站在花车上，由体
育老师举着做体操动作，其他男同学在
花车下一人牵一根绸子，女同学手里拿
着扎着花的藤圈，热闹极了。

国庆游行在金书华脑海中的印象一
直持续到1966年。“后来还会有国庆烟花
晚会，济南有好几个点都能观赏礼花。”

作为和祖国同龄的一代，每年国庆
节，他们也在心里算着自己的年龄。“我
们争取活到建国100年。”老两口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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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最重要的事情无疑是新中国的成立，这也是未来67年中
国一切发展进步的基础。而在1949年出生的这一批人，也真正成为了
共和国的同龄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硬是凭借着羸弱的
国力和落后的武器战胜了美国及联军，使战火远离鸭绿江。

经过建国初期的三年艰苦奋斗，1953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社会主
义改造开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开始加入合作社，商人开始公私合营。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随后，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开始，这或许是1949年出生的这批人最
初的记忆。

后来，1949年这批人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这代人
也是第一批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人。他们中不少人丧失了上大学的
机会，却在自己的黄金年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相比于其他年龄段的
人，他们承受过最大的生存压力，对于中国社会变迁也有着最深的感触。
如今，他们已经年近古稀，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新中国发展的缩影。

金书华、宋海燕
济南市退休工人

出生于1949年10月的金书华是纯粹的共和国同龄人，他自己也笑言，“国庆节就
和自己过生日一样兴奋。”而很巧的是，金书华的妻子宋海燕也是1949年出生，他们是
初中同学，也是当时班里唯一成了的一对。夫妻两人的这67年，共同见证了时代的变
迁，国家的发展。

今年8月8日，恰逢金书华夫妇66届初中同学毕业50周年，大家欢聚一堂十分感
慨。“我们这批同学大部分属牛，和祖国同岁，最喜欢唱的歌就是《我们这一辈》。”宋海
燕笑着说。

葛历史勾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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