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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这套铜酒壶是我母亲的陪嫁，
几十年了。”近日，家住市区朝阳路
的市民李玲致电本报，想晒晒她家
保存几十年的酒壶。

近日，记者来到李玲家，看到这
个铜酒壶的外观与现代的酒壶并无
大的区别，但是酒壶把儿上面有一
个心形物件，另配有8个铜酒杯。

李玲告诉记者，她老家在鲁山
县辛集乡。1954年，李玲母亲结婚
时，外婆家家境贫寒，将这套酒壶送
给母亲做嫁妆。现在他们姊妹几个
均已成家，日子也过得还算富足，但
这套酒壶母亲一直不舍得用。李玲
的弟弟之前保存着铜酒壶，十几年
前，弟弟将这套酒壶转交于李玲代
为保管。

李玲说，如果母亲健在的话，今
年82岁了。她以前听母亲说过，这
套铜酒壶是土改时姥姥家从地主手
里分来的。又经历过“文化大革
命”，这套铜酒壶有幸保存了下来，
因此他们感觉这个老物件更有保存
的价值。

“这些东西也是对母亲的念想，
也让后代见识一下以前的老物件。”
李玲说。

一套铜酒壶：
母亲结婚时的嫁妆

十几年前，父亲去世后，市
民刘建瓴兄妹在整理父亲的遗
物时，意外发现父亲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兵役证和立功证
明书，为了怀念父亲他一直保
存至今。昨天，他向记者展示

了这些老物件。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刘建

瓴位于市区平安大道中段的办
公室。见到记者来访，刘建瓴
小心翼翼地从保险柜的档案袋
里拿出两个小本子。记者看

到，这两个小本子封面均为红
色。一本封面印有“中国人民
解放军预备役军官兵役证”，
下面有一个含“八一”标记的
五角星。打开封面，里面有毛
主席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摘录等内容。内容显示，刘建
瓴的父亲刘德元出生年月为
1930 年 10 月，军官类别为指挥
军官，军种兵种为陆军步兵，
预备役等级为一级。填发机关
为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武装部，
落款时间为 1963 年 2 月 13 日。

另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立
功证明书同样印有毛主席像，
功臣简历显示：刘德元当年 22
年岁，职别为班长，1951 年在鲁
山 县 九 区 官 北 村 自 愿 入 伍 ，
1953 年 1 月入党。1952 年 12 月
立三等功。证书盖有中国人民
解放军步兵第三百一十九团政
治处红色方形大印。

刘建瓴说，他是兄妹五人
中的老大，今年 50 多岁。父亲
刘德元 1964 年从部队转业到
原鲁山县商业局工作，后又辗
转多地工作，最后在鲁山县张
官营镇政府退休。在他的记忆
中，父亲是一个严肃而又正直
的人，虽然性格内向，但很有
爱 心 ，经 常 帮 助 一 些 弱 势 群
体。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由于当时天气寒冷，留下
了气管炎的毛病，后来病情加
重，又转为肺气肿，于 1998 年
去世。“如果他在世的话，今年
也有 86 岁了。”

“父亲在部队时曾获得过
一些军功章，但是都被我小时
候当玩具玩丢了。”刘建瓴说，
他现在想想都很后悔。由于父
亲走得早，再加上保管不善，
当时在部队时的东西没有留下
太多。这两件老物件他准备作
为传家宝一直传下去，一方面
记录父亲光荣的从军历史，另
一方面也激励晚辈勇往直前，
学习父亲的正直、善良的优良
作风。

两扇对开的老木门，历经
风风雨雨至今仍然完好无损。

6月 18日，记者来到位于市
区建设路与东环路交叉口附近
的大营村，见到了村民赵新志
家的这件“传家宝”。

沿着弯曲的村间小路前往
赵家，赵新志家除了院子中三
间主房外，四周的配房和院墙
仍是黄泥土墙、青砖黛瓦的房
屋。与村子内鳞次栉比的小洋
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院子大门口上方盖着一个
旧门楼，门楼下面就是他家那
两扇历经百余年风雨、至今仍
然在使用中的老木门。

记者看到，这两扇木门虽
然老旧，但保存尚好。每扇木
门高约 2.5米，宽约 1.2米。记者
动了几下，坚固结实，毫不晃
动；用手轻敲门面，声音均匀沉
闷；门面摸上去比较平整，几乎
看不出变形与缝隙，由于门面
未涂油漆，木材本身的纹理仍
清晰可见（如图）。

赵新志的妻子杨二满告诉
记者，这两扇木门是今年 80 多
岁的公公传下来的，据公公称
这处房子是当年土改时分的地
主家的房子，他与婆婆婚后就
一直生活在这里，在他家已经
传了几十年了。在她的记忆
里，20多年前她嫁入赵家时，这
两扇木门前面还有门槛，大门
的两侧还有长长两个青石板，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早已
经不知被丢弃到何处了。

“还是老东西结实耐用，这么
多年了，它几乎没有变样……”赵
先生对门的邻居、今年90岁的王
顺妮告诉记者，她10多岁嫁到大
营村时，这两扇老木门就在这里
了。过去条件不好加上木门上
面有门楼，下面两侧还有青石
板，她与街坊邻居还经常坐在门
边乘凉聊天。

“这门就是结实，多年来从
未修过，但就是用不坏。前些年
盖主房时，拉砖头沙子的小拖
车，不知撞了多少回，一点痕迹
也没留下，这两年院子里的部分
房子出租给了做生意的，平时卖
水果、熟肉的三轮车、摩托车也
经常撞它，没有一点儿事……”
提起木门的结实，杨二满自豪地

说，虽然这木门用的时间长，可
她与家人都认为，周边再也没有
第二户人家有这样结实的大门

了，这两扇老木头门就像是他们
家的“保护神”一样。他们家会
一直将其保留下去的。

赵家老木门：

历经多年风雨仍然完好无损

线索征集

所谓老物件，就是老
百姓生活里曾经密切相关
的、又逐渐在历史中渐行
渐远的“老东西”、老家
什。一床被单、一台老式
缝纫机、一台几十年前的
半导体收音机、一本几十年
来的家庭记账簿，或是计
划经济时代购物所用的粮
票、布票……如果您家中
有承载美好记忆的老物
件，可拨打电话 4940000
或 4961924 联 系 本 报 记
者，也可以将您自己拍到
的 老 物 件 发 至
710915017@qq.com，并留
下联系方式，我们将派记
者与您联系采访。

父亲的兵役证和立功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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