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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红侠

他们辛勤养育了五个子女，子
女陆续成家立业，现在已经是三世
同堂。他们从一无所有到今天的
吃穿不愁，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下
胡世杰这个大家庭的酸甜苦辣。
10月 10日下午，记者来到新华区曙
光街街道沿西社区的胡世杰家中采
访，和他一起回忆老照片背后的故
事。

结婚无仪式
两毛钱领证

胡世杰今年88岁，是平顶山市
房产管理局的离休干部，虽然已迈
入高龄，但他耳不聋、眼不花，说起
话来吐字清晰、铿锵有力。老伴王
冬梅今年81岁，是一位退休工人，
两人育有两女三子五个孩子。得知
记者要来采访的前一天，胡世杰早
早翻出老照片。

10月 10日下午3点多，记者赶
到胡世杰的家中，他拿出三本厚厚
的老相册。记者看到，相册里夹满

了胡世杰与家人及战友、同事的合
影。他将事先准备好的几张老照片
递给记者，向记者介绍照片背后的
故事。

胡世杰说，他老家在安徽，十几
岁时当兵，其间参加过几场战役，后
来转业到郑州市委组织部工作。
1954年，胡世杰经人介绍与老伴王
冬梅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
1955 年农历大年三十，他们结婚
了。“那时候也没举行啥仪式，就是
花两毛钱（工本费）领了一张结婚
证。”胡世杰说，当时他父母不在身
边，再加上经济条件有限，两人借
住一间几平方米的公房当婚房，房
间里只有一个一米二宽的木床板，
两头用椅子支上，连个桌子都没
有；王冬梅的“陪嫁”是其父母的同
事送的一个洗脸盆和一条粗布床
单。结婚当天，胡世杰花几块钱买
了二斤糖块撒给同事们吃。

1955年 1月 22日，胡世杰夫妇
去郑州一家照相馆补拍了一张合影
照。记者看到，照片中王冬梅上穿
一件军大衣，下穿一条蓝色棉裤。
胡世杰头戴中山帽，上穿中山装，两

人风华正茂。“我穿的那个军大衣还
是借我弟弟的，照完相就还给他
了。”王冬梅说。

辛苦养子女
生活很清苦

1956 年，大女儿出生，当时胡
世杰已被调到郑州市影剧院任经
理，王冬梅则在郑州市人民电影院
上班。1957 年初的一天，同事拿
着相机在郑州市人民电影院后院
的花坛边为他们一家三口照了一
张合影。之后几年，另外四个孩子
也相继出世。一家七口人蜗居在
十几平方米的公房里，由于没地方
做饭，七口人全部在单位食堂吃
饭。当时的米、面、油全部是定量发
票，胡世杰夫妇每个月共有60元钱
左右的工资，养活一家几口人往往
是捉襟见肘。有时粮票不够用，胡
世杰夫妇就上街去捡别人不要的菜
叶子，回到家后，王冬梅将菜叶子和
着面做饭。“那时候虽然生活清苦，
但也过得有滋有味。”王冬梅说。

由于胡世杰的工作比较忙，王

冬梅起早贪黑照顾儿女，有时忙完
孩子来不及吃饭就到了上班时间，
她只好饿着肚子去上班。随着儿女
逐渐长大，上学的学费也成了一大
难题。胡世杰夫妇省吃俭用供孩子
上学，但有时也会青黄不接，无奈之
下，他们只好让单位开出介绍信给
儿女免学杂费。

1970年，胡世杰夫妇为支持平
顶山建设双双来平。随着工龄增
加，胡世杰的工资从原来的40元涨
到六七十元；房子也由十几平方米
变成了30多平方米，经济条件也有
所改善。1971年八九月份，胡世杰
正在上班，他同事的朋友从郑州来
平，给胡世杰全家人（及孩子姨妈）
在市工人文化宫八角亭前照了张全
家福。照片上胡世杰夫妇及五个孩
子都穿着干净、整洁。

儿孙皆孝顺
晚年享清福

随着五个子女相继长大、成家
立业，胡世杰夫妇也享受到了儿孙
绕膝的幸福。自从他们离（退）休

后，闲暇之余，胡世杰搞一些收藏，
有空就出去锻炼身体，由于王冬梅
身体不太好，出不了远门，经常在家
门口活动。五个子女也都很孝顺，
每天轮流着为他们做饭，照顾二老
的生活起居。每年他们过生日，一
大家人都会聚在一起，送上各自的
祝福。

1996 年 7 月 9 日，正赶上胡世
杰七十大寿，他们和儿女们在公园
拍了一张全家福。“那时候第三代的
孩子都还小，现在都参加工作了。”
胡世杰笑着说，大外孙女今年 31
岁，在北京上班，大孙子今年28岁，
在濮阳上班，现在只有两个小辈在
上大学。

在这张照片中，胡世杰夫妇抱
着年幼的外孙女、外孙和孙女坐在
第一排，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分别站
在后两排。在这张照片中，年龄最
小的外孙女也有三四岁了。一个17
口人的大家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的微笑。

“等今年春节孙子、孙女回来
了，一家人再照张全家福。”胡世杰
说。

那些年，老照片记录他们的酸甜苦辣

①1996 年 7 月 9 日，胡世杰七十大寿时和全家人的合
影。

②1955年1月22日，胡世杰和王冬梅的合影。
③1971 年八九月份胡世杰全家及孩子姨妈在文化宫

八角亭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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