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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中国共产党 90 周岁生日，本报联合山东亚奥特乳业有
限公司寻找“与党同龄的您”，邀您讲述这 90年来的风风雨雨，见证
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寻找专线：18653881068。

性情温和儒雅，屡次和日本人周旋

车西银：
宽容迈过 90年
本报记者 李芳芳 见习记者 刘来

他，15 岁开始跟着大爷学习照相，18岁开了自己的
照相馆。抗日战争期间，他曾被日本侵略者追着打,刺刀
顶过后脑勺，照相器材屡次被砸毁……与中国共产党同
龄的车西银老人，回想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着说
不完的故事。 车西银看着自己几十年前拍的照片 本报见习记者 刘来 摄

拒绝日本人

故意拍差照片
9 日上午，记者见到了车西银

老人，阴历四月份刚刚过完九十大
寿的他，恰好与党同龄。“来就来
吧，怎么还拿东西，快进来坐。”老
人对记者说道，当看到山东亚奥特
乳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提着两箱
慰问牛奶时，老人十分客气地推辞
着。

“父亲耳朵不太好使，说话时
要大点声。”车西银老人的大女儿
车华说，提到年轻时候的事情，老
人总是很乐意去讲那些历史。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
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开始了。车西
银那时不到 17 岁，已经在大汶口
镇跟着大爷学照相了，这期间免不
了和日本人打交道。“有一天，我们
正在照相馆里给客人照相，突然冲
进来几个日本人，对店里的照相器
材一顿乱砸，把客人都吓跑了。”车
西银说，日本人想让车西银给他们

照相，不照的话就拿刺刀顶着他的
头。出于民族情结，车西银老人对
他们很是反感，但又无奈于他们的
野蛮。

“父亲第一次告诉他们店里的
相机被砸坏了，不能立马拍照，回
绝了日本人，但这个理由用了两三
次后，日本人就不耐烦了。”车华
说。“我想了个办法，干脆不去追求
美感和拍摄技术，故意把照片拍得
很差，等日本人看到自己糟糕的样
子时，就生气再也不来店里拍照
了。”车西银老人回忆着。

车华介绍，类似这样的故事，
她兄妹四个听了几十年，但每次都
不感到厌倦，反而越发觉得他是一
个伟大的父亲。虽然听力不太好，
但看到女儿对自己夸赞的神情时，
车西银老人眼睛里飘过了一丝骄
傲。

生性温和

冒死救下女孩
抗战时期，泰安大汶口地区

被日本人占领，当地百姓过着水
深火热的生活，经常和日本人周
旋的车西银老人不自觉地当起
好心人。“日本鬼子喝了酒后跟
疯了似的，看到摊子就抢，看见
人就打，谁家的姑娘要是被他们
遇见就是倒大霉了。”车西银老
人说，记得一次几个日本人喝醉
了酒，跑到他们照相馆里找“花
姑娘”，后来又跑到街上找。车西
银老人突然想起邻家女孩可能
还不知道日本人来了，赶紧从后
门跑出去，让邻居大叔把孩子藏
起来才逃过一劫。

“还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一
个女孩在拼命地跑，说后边有日
本人。我当时没来得及细想，赶
紧 把 女 孩 领 到 了 照 相 馆 藏 起
来。”车西银老人回想起当时的
场景，依然表情紧张。

车华告诉记者，父亲给四个
兄妹留下的印象一直是慈祥、儒
雅和善良，而且从来没红过脸。

“父亲叫小妹妹‘夜明珠’，真是
宠得不得了，家庭教育上也是很

有方法。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
家族的生活一直都很和睦。”车
华说。

如今，车西银老人家里已是
四世同堂，年长的儿子也七十岁
了。每逢周五，家里总是举行一
次家庭聚餐，女儿、女婿、孙子、
孙媳、外孙、外孙媳、重孙……十
几口人围在车西银老人身边，其
乐融融。

心态宽容平和

感念新时代生活
“父亲是一个心态很宽容的

人，退休没事后，喜欢在家弹弹
琴、唱唱歌，还喜欢读报看书，摆
弄古玩。”车华说着带记者来到
老人的卧室。记者看到窗台上放
置了一张写满字的纸，这是车西
银老人写的长寿秘诀“有说有
笑、没心没肺、乐观开朗、心胸开
阔、合理膳食、适量运动……”老
人说，他每天规定自己念上三到
五遍，那样就能天天都开心。

当车西银老人看到记者拿
出相机准备给他拍照时，他颤颤
巍巍地摸起了放在桌上的小镜
子和梳子，然后自顾整理起了妆
容。“不笑了吧，没有牙不好看。”
车西银老人慈祥的脸上露出了
俏皮的表情。车华说，由于父亲
一生从事拍照事业，所以很重视
仪容仪表，有时自己也经常拿起
镜子和梳子整理上半天，生怕丢
了体面。

“中国共产党都九十岁了，
在她的带领下，如今的日子一天
好过一天，我们也不该有啥遗
憾，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经
历过大风大浪的车西银老人，非
常感念新时代的好生活，他还总
是教育刚上小学的重外孙从小
养成好习惯，热爱生活、好好学
习。

记者准备离开时，行动不便
的车西银老人说什么也要拄着
拐杖亲自出来送送。握着老人苍
老却又有力的双手，一份厚重的
历史印记感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