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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家”字题写者 金立青 媒体人
感言：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诠释了什么是

家：不因贫穷或富有而改变，不随时间的推

移而褪色。酸甜苦辣，柴米油盐，他们乐在

其中，不离不弃。

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在夫妻俩安

逸的晚年生活里，这个原先的小家变

成了有 32 口人的大家庭，四世同堂，

其乐融融。

“我的小儿子当会计，女儿是老

师，大儿子办厂，都不用我操心。”吕之

康说，儿女们对他们非常孝顺，每逢周

末都会回家看望。小儿子还给他配了

根四脚拐杖，让他走起路来更加方便

安全。

2009 年，吕之康中风入院治疗。

出院后，妻子扶着他每天锻炼，从上街

走到下街，再从下街走回下街，虽然仅

有 100 来米路，但对右脚残疾的老人

来说，要坚持下来很难。应双钗除了

安慰、搀扶丈夫之外，还以身作则，每

天健步走 2000 多米来激励老伴坚持

锻炼。

“ 千 好 万 好 ，不 如 找 了 个 好 老

婆 。 风 雨 飘 摇 几 十 年 ，不 离 不 弃

好。”吕之康念出这几个字，双手不

自觉地握住一旁妻子的手，应双钗

腼腆的笑容，跟她 70 年前出嫁时那

般甜蜜。

吕之康：我和妻子携手走近白金婚
在我市芝英镇芝英六村，有这样一对耄耋夫妻：男主人叫吕之康，今年95岁，是抗战老兵；妻子应双钗85

岁，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他们携手走过艰难困苦的岁月，走过百味杂陈的生活，走近了70年的“白金婚”。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濡以沫的爱情一直被人们传颂。夫妻俩在晚年的平凡生活里，回忆着那些温暖

的日子：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922年2月27日，吕之康出生于

芝英六村一户农民家庭.。从培英小

学毕业后，吕之康没能继续学业，东凑

西借了几本初中教材，在家自学。

抗战时期，陆军工兵学校受黄埔

军校委托代训军官。1938 年下半

年，中央陆军工兵学校在金华的长山

小学招生，总共有 200 多人报名，参

加笔试的有 80 多人。“报名的人中，

大学毕业、大学肄业的都有，就我文

化程度最低，最后录取了 40 人，我是

最后一个。”吕之康掰着手指回忆，思

绪也慢慢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他是黄埔 17 期、陆军工兵学校

第6期学生。

1942 年，雪峰山阵地保卫战打

响，吕之康指挥加强连官兵打退日军

10 多次猛烈进攻，坚守 7 天 7 夜，帮

助友军顺利进入主战场；1944 年的

长衡战役，他率全连战士，配合衡山

自卫队，夜袭日军兵站仓库，烧毁日

军的粮食和弹药后迅速撤离；1945

年，穷途末路的日军在芷江机场埋下

“触即发”的地雷和炸弹，吕之康和战

友冒着生命危险完成扫雷、排除、销

毁任务，无一人伤亡⋯⋯

8 年抗战，大大小小数十次战役

让他多次负伤。他的左后脚跟被日

本鬼子的炮弹弹片击中割断，留下了

残疾，走路只能靠拐杖支撑。

参加抗战数十次战役，落下残疾

“你和妻子是在哪一年订婚的？”

“1948 年！”谈到妻子，这位年近

百岁的老人甜蜜得像个孩子。与妻子

相知相遇、结婚生子的点点滴滴，他记

得格外清晰。

1947 年，吕之康在上海任少校营

长，听说老家芝英正在修谱，他便带

了两个警卫员回乡探亲。表姐跟他

说：“你 20 多岁了还没老婆，我给你

介绍一个？老婆还是咱永康人好。”

就这样，仅见过一面的吕之康和

应双钗在父母、媒人的包办下，次年就

订了婚。当时，德高望众的福助公等

长辈亲自出面担聘礼、定日子。

虽说吕之康长得一表人才，但当

时才 17 岁的应双钗对这种父母包办

的婚姻极其抗拒，而且吕之康比她大

了整整 10 岁，应双钗一开始坚决不同

意，天天哭闹，以泪洗面。最终，她没

能拗过父母，默许了这门婚事。

订了婚的吕之康归队，这时国民

党军队已败退，他准备跟随部队撤到

台湾。临行前的一晚，他下船和厦门

大学一个老师的妻子告别，他收到了

一封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

这封信是未婚妻应双钗写的，因

为内乱，信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月才到

他手中。“双钗的文化水平不高，厦门

的厦字写成了忧愁的忧，忧的繁体字

和厦字有点像。”讲到这里时，吕之康

像个孩子一样笑了起来。信里说，芝

英解放了，一切都好，希望吕之康能回

到老家完成婚约。

“她那时候 18 岁，花样年华。我

28 岁，风华正茂。”看了这封信，吕之

康思考了良久，到了台湾还要打仗，中

国人打中国人没意思，不如不去台湾，

回家种田也好，做点小生意也罢，能安

安稳稳过完这辈子就好。就这样，吕

之康留了下来。

1950年，吕之康和应双钗正式结

婚。应双钗仍记得，那一天，凤冠霞

帔，大红花轿，锣鼓喧天，她成了世上

最美的新娘，从娘家一路抬到吕之康

家，十几桌客人一同为夫妻俩见证。

应双钗指着现在还在睡的床说，

刚结婚时，之康家很穷。新房里只有

一张床、一张小八仙桌、两条方凳、一

个脸盆架，是真正的家徒四壁。结婚

时的这 4 样家具，夫妻俩至今还摆放

在老房子里用着。

1953 年，吕之康去杭州乔司农

场劳改，刚结婚的两人又面临分别之

苦。年轻貌美的爱妻是否会经不住

流言蜚语离他而去，成为吕之康在农

场最担心的一件事：“老婆不仅漂亮

还非常贤惠，我不仅没个一官半职，

家里还很穷，一点存款也没有，仅有

的一间房还是和兄弟分的。”

对于“等不等他”这个问题，应双

钗的心里早就有答案。“刚结婚时，母

亲就跟我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即

便是吕之康家里穷得只剩一根扁担，

我也要好好地跟他过下去。”应双钗

用实际行动回应那些流言。吕之康

劳改的那三年，她独自抚养两个嗷嗷

待哺的儿女，在父母的接济下艰难度

日。

劳改结束时，吕之康因为测绘技

术娴熟，被留在农场工作，他便把母

子三人接到农场。因为针线活出色，

应双钗在农场里揽了份做衣服的活，

每月工资 29 元。加上吕之康每天挣

的工分可以折成现金，一家五口不仅

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过上了男耕女

织的美满生活。

不离不弃地相伴，成为最深情的告白

未婚妻的一封信，让他留了下来

千好万好，不如恩爱和睦

□记者 程高赢 通讯员 胡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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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全家合影 夫妻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