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志鸿和夫人李端英今年迎来50年金
婚， 问起什么时候结的婚， 汤爷爷很快地回
答：“1961年12月25日。” 他笑笑，“50年前的
婚礼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汤爷爷家已经有40多年没办过喜事

了， 整个家族都将汤爷爷的婚事当作大事来
办。婚礼前两个月，汤家族侄和专业画匠还特
制了一顶花轿，组织了一队抬花轿的人马，在
婚礼当天， 重现了数年不见的新娘子坐花轿
风俗。“那时候已经没人用花轿迎亲了， 但我
想隆重点。”回忆起坐花轿的感觉，李奶奶不
停地笑：“就那样呗！”

汤爷爷和李奶奶也是经人介绍认识，一
年之后结的婚。谈起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汤爷

爷一个劲儿地点头：“印象很好很好！”反而李
奶奶玩笑般努努嘴：“一般般吧！”

汤爷爷、李奶奶结婚50年，从未吵过架。
“夫妇和而家道兴， 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我们也做到了。”也许是因为父母有“样板”，
三个儿媳和丈夫之间也从未吵过架。 大儿媳
杨洋表示，在家里永远都看到父母和和睦睦、
有说有笑的样子，“身为子女当然更应该处理
好夫妻关系。” ■记者 彭可心

2007年热播的电视剧《金
婚》 讲述了一对夫妻携手五十年
坎坷婚姻路的故事，11月8日中
午，也有11对夫妻牵手走过他们
50年的金婚岁月，这其中，还有
一对钻石婚夫妻。 他们婚姻美满
的秘诀在哪里？ 记者带着好奇走
近围观了一下。

一到现场就看到11对银发
老人穿着大红喜气的中式礼服，
排排坐坐在位子上，甚是打眼。于
潜和夫人沈贤芳悄声说着话，记
者问会不会希望穿白色婚纱办金
婚， 于爷爷快人快语：“现在这天
气穿婚纱多冷啊， 中式礼服挺
好！”言语间满是对妻子的照顾。

金婚仪式开始。11对老人一
对对携手走过红毯接受大家的祝
福，幸福洋溢脸上。虽然大家都差
不多年逾古稀， 但经过化妆师的
精心打扮和礼服的映衬， 老人们
的身上散发出“新娘”、“新郎”特
有的精气神儿和韵味。 一些照相
留影的嘉宾不时要求老人走慢
点，好照个喜气相。

记者了解到， 参加这次金婚庆典的老人
中婚龄最长的是龙中持老人和魏菊娥老人，
他们已结婚63年， 早已过了钻石婚了。“我老
伴儿都84岁了，比我还大一岁呢！我们是真正
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听媒人介绍后觉得合
适就结婚了，新婚那天才第一次见面。”

1948年，刚刚19岁的龙中持和20岁的魏
菊娥在隆回一个偏僻而贫穷的小山村成婚，

他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63年前的婚礼。“那时
候结婚非常简朴，一杯清茶、一点糖果，举行
一个仪式就完了。”

而结婚刚刚2年，龙爷爷调到长沙工作，留
下魏奶奶和刚出生不久的大儿子在隆回生活。
“我们差不多有十几年一直两地分居， 只有空
闲时才能互相见一面，平常就书信联系。”

问起龙爷爷是不是情书写得很好时，他
害羞地微红了脸，摆摆手说：“什么情书啊，那
时候就互相问问身体是否健康， 生活是不是
困难。”

魏奶奶耳朵不好， 每当听不清楚说话时

就将询问的眼光看向龙爷爷， 龙爷爷凑近一
些温柔地讲解，两人默契十足。一旁的孙子说
道：“我从没看爷爷奶奶红过脸， 早上爷爷买
报纸，奶奶就买菜，生活平淡却很默契。”

龙爷爷说他们的相处之道就是珍惜爱
情、互相体谅，千万不要恶语相向。三年自然
灾害时期，城乡居民生活普遍比较困难，龙爷
爷无法照顾在乡下的魏奶奶， 但魏奶奶却将
自己挖的葛根打成粉，托人带到城里给他。

“既然两个人有缘一起生活，就要体谅对
方的处境，同心协力走过困境才对。”魏奶奶
深情地看了龙爷爷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

主角：龙中持和魏菊娥
婚龄：63年
秘诀：相互体谅

新婚那天才第一次见面

主角：汤志鸿和李端英
婚龄：50年
秘诀：夫妇和而家道兴

花轿婚礼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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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白发“新人”集体庆“金婚”
婚龄最长者63年，他们的婚姻秘诀在于相互体谅

11月8日，长沙大蓉和饭店，11对老年夫妇在这里举行金婚典礼。 记者 李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