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霞/文 李英平/图

“正月十三盛晚会，万人赏悦八方汇。
仓娃娶亲狮子舞，忆昔青春晚年醉”，昨天
上午，家住市区平安大道与光明路交叉口
附近的张德生晒出参加单位民间艺术表演
的老照片时，还即兴编了一首顺口溜——
《青春年华无虚度》。

“这人啊一上年纪，就老爱回忆以前的事
儿，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脑海里就像过电影
一样，当年我与同事扭秧歌、舞狮子的情景便
一一呈现，仿佛一切发生在昨天……”今年
68岁的张德生笑着说。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画面
模糊却不失热闹喜庆。在人山人海的观众
前，张德生身穿演出服，扭着秧歌，扯着红绸，
正兴高采烈地表演《仓娃娶妻》。他的新郎扮
相看起来很“拉风”：白鼻梁、红脸蛋、舞彩扇、
头上还扎着个红绸小辫儿。

张德生的自述

我老家在黑龙江，4岁随父母来到平顶
山，是平顶山第一批矿工子弟。1970年入伍，
后转业到原平顶山化肥厂工会工作。 那时
厂里效益好，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职工文艺
演出活动。我们单位有个很大的灯光球场，
紧邻职工俱乐部，厂里举办的各种文艺演出、
排球赛、门球赛等，基本上都在这里进行。

俏仓娃扭秧歌娶新娘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91 年农历正月十

三晚上，当晚我们单位在灯光球场举办职
工民间艺术演出。那时我还年轻，当新郎
的这套装扮可是做足“功课”的：我的鼻梁

涂成了白色的，头上扎了红绸小辫儿，还挂
有一个小玻璃球，一闪一闪会发光，可惜照
片显示不了。

当时表演的节目有旱船、舞狮子、龙灯、
高跷等，我与蒙着盖头、扮演新娘的女同事表
演时还特意设置了搞笑桥段：先是随音乐踩
着秧歌步的三八鼓点（走三步退一步，鼓八
下），我用红绸拉着她来到主席台前，在和新
娘一起扭脸冲主席台一鞠躬拜堂时，故意让
新娘把我撞倒，我就地一滚，摔了个“狗啃
泥”，大伙儿笑得前仰后合……

万人空巷看演出
那时候的娱乐项目比较简单，一听说单

位要在广场上搞活动，不仅职工看，亲朋好友
也都过来看，演出现场及周围的居民楼楼顶
上、走廊上、阳台上到处都是人。第一个节目
是《雄狮闹春》，我和其他三名同事舞狮子。
当晚演出结束后还在球场上放了半个多小时
的焰火，把冬日的夜空打扮得格外璀璨。为
了安全起见，消防车来了4辆。

爱好与时俱进
一晃近 30 年过去，我也退休了。可

我始终觉得，我是爱赶时髦的人。年轻
时我喜欢文艺，喜欢蹦蹦跳跳，老了跳不
动了，但现在网络发达，我又自学相关知
识玩起了影像制作。平时拍摄一些照片
和短视频，制作成美篇或者微电影、小视
频之类发到网上，获得不少朋友点赞的同

时，我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满地都是黄金甲》《漫步园林果飘香》
《香山脚下庆丰年》……为保证手机拍视频
时画面不晃，前段时间我还专门买了个手机

稳定器，这几个短视频就是我用手机稳定器

拍摄制作成的！活到老学到老！

老张以前秧歌扭得欢，如今爱拍小视频

□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你看，坐在前排中间的这个人
就是我，那年我在西区（现石龙区）五
七公社刘庄大队当知青，穿着的确良
衬衣，刚满19岁……”近日，在新华区
西市场街道自然天成小区，俞善霞一
边翻着已经泛黄的老照片，一边讲述
45年前难忘的知青经历。

俞善霞的老家在安徽芜湖，从小
跟随父母来到平顶山。据她介绍，
1975年高中毕业后，她和许多年轻人
一起到农村插队，先是在宝丰商酒务
公社，半年以后转入刘庄大队，后来
又被抽调到学校教书。虽然教书只
有短短两年，但与学生结下了深厚感
情，常常让她怀念。岁月如梭，改变
了人的容颜，却改变不了人的情怀。
每当翻看老照片，她仿佛又回到了十
八九岁。

在家里收藏的上百张个人及家
庭生活照中，俞善霞小心翼翼地拿出
了一张两英寸黑白照片，她说：“这是
1978年我离开刘庄大队学校时与学
生们跑到很远的照相馆照的，每人一
张，很珍贵。”

俞善霞的自述

1976 年，到刘庄插队时，女知青
只有三个，我比她们两个去得稍晚一
点，在队里参加劳动，种蔬菜、搞缝纫
等，一干就是大半年。后来因为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被刘庄学校校长王振
方抽调到学校，他说：“你上过高中，
字又写得好，留下来教书吧。”尽管
我感觉有些意外，但内心还是非常高
兴的。

知青生活点滴难忘
当时小学和初中集中在一个院里，

一个年级一个班，学生们坐的都是土坯
凳子，条件很艰苦。但是学生们的求知
欲很强，懂得尊敬老师，走在路上，总是
大老远就打招呼。有时候，我们会在一
起讲故事、谈理想，分享心里的小秘密，
就跟一家人一样。

最初我教的是小学三年级语文，
一个学期后改任初中物理和化学老
师，遇上了最为调皮的学生丁通，他
一上课就说话、小动作不断，还把课
本泡在煤油里，搅和得其他学生也上
不成课。我气得不得了，让他出去罚
站，他竟欺骗家长把状告到了校长那
里，我受了批评，心里委屈得不行。
但转念想想，老师的职责就是要教书
育人，做他们人生的引路人，于是我
当天晚上就到丁通家里进行了家
访。后来，丁通在学习上慢慢有了转
变，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离校回城热情相送
我虽在刘庄教书才两年，但文体

特长得到了较好的施展，与学生和老
师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校长和老
师们听说我要回城上学，特别召开了
欢 送 会 ，并 手 抄 了《诗 律 10 讲》相
赠。几个男学生摘了许多豆角送到
我家，还有女学生送了明星画。一别
40 多年，我再没有和老师、学生们见
过面。

离校回城后，我的工作和生活发生
了很大变化。1998年，我从原市煤矿专
用设备厂退休以后也没闲着，照顾家
人，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在小区里为居
民做些服务，生活过得很充实。我有一
个心愿：再回刘庄看一看昔日学校的老
师和学生。

翻看老照片，仿佛回到了十八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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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善霞正
在翻看相册里的知
青老照片

▲ 俞 善 霞
（前排中间）与学
生的合影

▶6月10日，张德
生来到叶县洪庄杨镇唐
马村，拍摄该镇的首届
西瓜节文艺表演。

▲1991 年，在原平
顶山化肥厂的灯光球场
上，张德生在表演节目。

本报现向广大市民征集老照片。您保存最久的照片是哪年拍的，还记
得为何而拍吗？欢迎致电4940000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