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正月的一天，

母亲（左二）抱着一岁的长

子，与父亲（右一）和小姨

（左一）在呼和浩特旧城天

一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珍贵

的照片（图譹訛）。

1977年，我和父母、两

个哥哥同住在乌兰恰特六

号院的土坯房子里。 大年

初一这天，我和爱人、孩子

在大哥家留下了这张照片

（图譺訛）。当时物资贫乏，什

么都是凭票按人口供应，

虽然是过年， 桌子上只有

一碟瓜子和馓子， 有点糖

果也早让孩子们抢着吃光

了。 炕上的油布和杯里的

奶粉还是前苏联的货，是

哥哥工作期间带回来的。

如今土房拆迁了， 我们住

进了楼房，家里应有尽有，

每天都像在过年， 生活一

年更比一年好。

文/郭永祥

合家欢

这张照片是1965年在河北老家石家庄照相馆拍

的，当时我才5岁，姐姐大我4岁，上小学二年级。那一

年，当兵多年的父亲转业到地方，于是全家便到照相

馆照了这张合家欢。

父亲戴着帽子，母亲特意剪了短发，姐姐梳好了

两条小辫子，系上了红领巾，大家都穿上了当时最好

的衣服，精神得很，脸上都露出喜悦的微笑。转眼，50

多年过去，我和姐姐跟随父亲辗转多地，最后在江苏

东台安了家。现在我和姐姐早已退休。母亲仍健在，父

亲10年前到了另一个世界。 现在翻看这张合家欢，我

们更加怀念父亲，也会更加悉心地照顾母亲。

文/姚淑云

老照片征稿

白驹过隙， 时光易老。

用什么铭记那些远去的岁

月？家中箱底、墙上的旧照，

人物的一颦一笑、服饰的一

款一式、 场景的一什一物，

无不写满光阴的故事……

分享是美好的。请把您

珍贵的老照片以及老照片

背后的难忘故事寄给我们，

让我们真切感知曾经的岁

月，学会反思，学会珍惜。来

稿请寄：lzp663 5311@163.

com，要求照片清晰、故事

生动（两三百字为好），请

务必注明投稿标题及作者

姓名、地址。

春节快到了，《老照片》

版别特向读者朋友征集全

家福的老照片，让我们透过

老照片回忆当年的故事，让

牵挂和亲情永远陪伴，让祝

福和幸福直到永远……

截稿时间：2017年2月
28日

童年挚友

这张照片是1985年春节

时拍摄的，照片中间是我的表

哥韩彦伟，左右两位都是他童

年最好的朋友，他们当时都住

在我们村子的最西头，每天一

起上学、一起玩耍，时光渐渐

沉淀了他们的友谊，如今他们

都已步入中年。1985年画面定

格的那一瞬间，在他们各自的

内心深处久久回味。

文/何晓

珍藏在相册里的这张

全家福摄于1986年。

那天，按照风俗，我们

一家人早早来到岳父家，

先看望了岳父岳母， 然后

便在岳父家拍下了这张难

得的全家福。

照片上共18人， 前排

为岳父母、 岳父母的儿子

儿媳，岳父怀中抱着4岁的

小孙子，其余都是外孙，后

排则是四个女儿、 四个女

婿（右三是我）和外孙女。

这是我们这个大家庭

第一次拍全家福， 当时岳

母见儿孙辈都到齐了，于

是便提议照张全家福，虽

然背景简陋了些， 我们也

没有化妆， 而且限于当时

的经济条件， 我们的穿着

都很朴素，但亲情却很浓，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欣喜的

微笑。

如今，30多年过去了，

我们这个大家庭发生了很

大变化， 孩子们都已成家

立业，大多在外地工作。我

和老伴也退休在家， 含饴

弄孙。我的岳父已去世，岳

母仍健在。每当翻阅相册，

看到这张仅存的大家庭全

家福， 浓浓的亲情便弥漫

在心头。

文/王大庆

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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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留影

新春至，合家欢。我收藏的这4张

老照片， 记载了上世纪50和60年代普

通百姓的春节点滴。

图譹訛：这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春节，当时，父亲的战友王叔（右）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哈尔滨欢度转业后的第一个春节时，激动地和爱人留影。

图譺訛：这是我的师傅吉连亭（右）于1956年在内蒙古第一机械厂和一同加班的工友完成了春节生产任务后，二人相约在照相馆里拍下了这个“春节留念”的历史瞬间。

图譻訛：1961年，当兵的父亲在部队过第一个春节时，来到吉林省四平市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就赶快寄给了父母。

图譼訛：这是我的师傅吉连亭的弟弟。1957年春节，他穿着当时最时髦的大衣，戴着漂亮的帽子，在包头市红旗照相馆留下了这张笑容灿烂的照片。

文/陈玉霞

过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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