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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刘珍娥失明
后，儿女们也屡遭不幸，有因病开刀住院的，
有摔成重伤、需要人护理的，有婚姻不幸妻
离子散的，还有生病撒手人寰的，各自自顾
不暇。好在政府及时伸出援手，关爱高龄、
残疾老人。前年在其走廊的墙壁上安装好
扶手，硬化了屋前的土坪，还为刘珍娥赠送
了导盲棍。区里每月派人为刘珍娥理一次
发，为两位老人测量血压，还为他们落实有
关补助等。

当问及为何不看电视，姚正国说：“我
睡眠蛮好，天一黑，就上床睡觉了。一觉睡
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半，然后准时起床。”有
规律的作息，高质量的睡眠，看来是长寿不
可或缺的秘诀。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一份能同甘共苦的爱情，一种超然物外的
淡泊，一惯粗茶淡饭的饮食，再加上有规律
的作息、高质量的睡眠，我们想，这就是他
们夫妻长寿之道吧。

●今回首时，云淡又风轻
即便在这样艰苦的生活

条件下，夫妻二人相敬如宾、
举案齐眉。刘珍娥秉承着“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美好而坚
贞的婚姻理念，对丈夫毫无怨
言。她夜以继日地劳作，以贴
补家用。除了在队上干农活、
喂猪外，晚上还得在家坚持纺
纱，常干到第二天凌晨鸡叫头
遍，方才上床小睡一会。然后
用纺好的纱换取布料，再将布
料染色，拿到集市上出售，换
取微薄收入。

夫妇俩先后生下十个儿
女，并将六女一儿抚养成人。
后来儿女们一个个都成了家，
他们也慢慢地老了。儿女及女
婿等又都在农村靠种养、打工
维持生计，家庭负担比较重，生
活也不太宽裕。老人坚持自食
其力，卖点小东西，喂养一些鸡

鸭、猪等补贴家用，过着节俭清
贫的生活。可天有不测风云，
18年前，刘珍娥的眼睛发生了
病变。一次，她在田里打禾时，
左眼突然看不见，后来右眼也
慢慢地看不见了。她坠入了无
边的黑暗，心也似掉入了冰
窖。每天坐在家门口，听着外
面打谷机发出“隆隆”的声音，
想着自己以后不能再为家出
工，不禁以泪洗面。

看着妻子好端端地突然
双 目 失 明 ，姚 正 国 心 如 刀
绞，带她四处求医问药，加
倍细心地照顾她。除了做
饭、扫地等日常家务活外，
还为她洗脸、洗澡，洗涤、晾
晒衣服等。见丈夫不仅不
嫌弃自己，而且对自己体贴
入微，刘珍娥凄凉的心里泛
起一丝丝暖意。

●看不见时，我是你的眼

在绿树掩映、空气清新的
两塘村彭家湾一农家小院，笔
者见到姚正国、刘珍娥这对长
寿夫妻。姚正国出生于1920
年9月，身材修长，神情矍铄，
除了有点耳背之外，身体状况
良好。刘珍娥出生于1930年
12 月，头发雪白，神情恬淡，
除了患白内障看不见和血压
有些高外，身体状况亦不错。
得知我们前来采访，马上招呼
我们就座，并掀开尘封往事，
娓娓而谈起来。由于姚正国
不太听见，刘珍娥间或在他耳
边大声转述我们的提问，一问
一答之间，夫妻间的默契与温
情溢于言表。

姚正国家兄弟姊妹多，母
亲早逝，做为家中长子，不到
16 岁，一家人的生计几乎全
落在他稚嫩的肩上。他从小
跟着父亲加工锯片赚钱，有时
为赶货，通宵都没合过眼。农
闲时还在九龙岭做过脚夫。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被国民党
抓了壮丁，进部队医院当过护
工。抗战胜利后，他还到短陂

桥当过窑工。后来，因为有姚
正国在家精心照顾父亲，两位
弟弟得以参加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为姚家赢得了荣誉。

1946年，经别人介绍，26
岁的姚正国和年仅16岁的刘
珍娥相识了。姚正国的成熟
稳重、勤俭持家，刘珍娥的善
解人意、清秀可人，都在对方
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
很快坠入爱河，并许下海誓山
盟。相恋半年后，姚正国向女
方家长提出了结婚请求，但遭
到刘珍娥奶奶的反对。好在
刘家母亲通情达礼，在她的支
持下，最终二人喜结连理。刘
珍娥嫁过来后，没有婚房，于
是因陋就简，将一间偏房收拾
下，当成了他们的“窝”；没有
床，一口打谷子的长方形“黄
桶”就成了他们的床。这样紧
迫的情形持续了七八年，直到
他们从大家庭里独立出来。
那时他们的主要口粮是红薯、
白萝卜和“凤凰萝卜”，很少有
大米。遇到歉收年份，还得啃
又硬又涩、难以下咽的树皮。

●爱情来时，我们正年轻

周志斌 刘恩权 岳志勇

在双清区渡头桥镇两塘村2组，住着一对长寿夫妻，
丈夫姚正国今年上100岁，妻子刘珍娥今年上90岁。结
婚73年来，两人相濡以沫、相扶相携，很少吵嘴红脸，让
人不由地想起小说里的“神仙眷侣”。

5月24日，笔者驱车前往两塘村，探究在什么样的生
活状况下，这对夫妻双双长寿之道。

我是你的眼 你是我的耳
——探访双清区两塘村长寿夫妻姚正国刘珍娥

▲ 姚 正 国
在提水。

▲姚正国在为刘珍娥梳头。

◀ 姚 正 国
协助刘珍娥洗
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