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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店 刘培国

九、刘家有座“拥军炉”

刘家大院在西寨街最西头，离
西阁很近，圩里圩外出入方便，加
上房子多院子大，“拉锯”的时候是
部队驻扎之地，共产党的队伍国民
党的队伍都来住。

国民党只住过一回，住的人
少，时间不长，很快就走了。国民
党走了，住进了共产党。他们人
多，刘家人把住房合并，腾出更多
的屋子给解放军住。“光棍堂”、大
西屋、小东屋，都给他们住上了。
解放军纪律严明，每天早晨在院子
里操练，晚上回来了开会。他们每
个人才一身军装，还必须要干净整
齐。大冷天也要求拆洗棉祆，刘家
家里的女人们、邻居都帮着拆洗。
棉袄着急干，晚上封了火，放到几
只米珠炉台上熥，“米珠炉”于是有
了一个雅号，叫“拥军炉”！过一段
时间军装褪了色，再用草木灰和红
土煮水染。军装洗了没有替换，怕
战士们冻着，刘家、邻居家找些便
衣来先给他们替换着穿上。战士
们很感激，空闲时候就帮着家里干
活，推磨、扫院子，家里十分热闹。

战士赵玉龙胃不好，就给他摊
煎饼吃，比干饭好吃多了。八路军
在刘家住的时间长，刘元芳记得最
少也有两年多。刘家照顾得好，军
民有了亲情，赵玉龙、岳全修、徐茂
勤、黄向举，还有一位姓孟的战士，
都拜了刘黄氏、刘孙氏干娘。刘元
蛟和他们一般年纪，拜了干兄弟。

后来，他们接到上级命令，“换
防”到神头电厂去了。刘家的干娘挂
念赵玉龙的胃不好，天天打发刘元芳
去电厂送饭。又过了一段时间，“换
防”换远了，刘元芳才不送饭了。

那时，共产党的军队很艰苦，
赵玉龙头一回发军饷，一个月的军
饷才买了两个小风溜溜哨子玩具，
给了刘元芳、刘元珍每人一个。今
年86岁的刘元珍和83岁的刘元
芳，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玉
龙、岳全修经常带着媳妇来刘家
住，关系很亲近。

八路军在刘家大院驻军，也非
偶然。刘元龙媳妇孔庆秀的二姐
孔庆凤，是博山区共产党的地下工
作者，经常在西圩开展工作。刘元
龙常年不在家，孔庆凤以住妹妹家
为掩护，组织寨上的妇女们为解放
军做军鞋，孔氏姐妹俩都是做军鞋

的巧手。

十、德兴永业务顶梁柱

德兴永先前掌柜是赵鼎三，后
来是张文卿，一直到公私合营。刘
元龙头脑灵活，在德兴永、贸易公
司做贸易，学会了外语。后来曾去
上海开拓市场。旧时，去百货公司
买东西，营业员都是称好几两几
钱，开一张小票，夹到一个夹子上，
从铁丝上一推，推到高处的收款
台，收款员用算盘算账，单价换算，
收款。小夹子没等从铁丝上走到
收款台，都是买的啥东西，各是几
两几钱，共计多少钱刘元龙早已算
得一清二楚。

刘元龙在德兴永从干小伙计
开始，到干大伙计，地位逐渐上升。
在掌柜张文卿和王奉斋、付举贤、
蔡宏远、王泽润等职员们那里都被
高看一眼，这源自他业务精道，可
谓德兴永业务顶梁柱。

刘元龙博闻强记、过目不忘，
又精明强干、付出在先，北京德兴永
的掌柜说，你除了姓名，还得有一个

“字”，酷似三国里的子龙赵云，叫子
云吧！刘元龙就叫了刘子云。

德兴永在博山有收购点，也就
是分号，最早设在大天井王满堂
家，后在陈家胡同。

某日一早，刘元蛟媳妇乔廷兰
去赵家后门陈家胡同德兴永分号
送软和煎饼（刘家供他们吃煎饼），
咋也敲不开门，赶忙回家告诉了家
人。这时刘元龙在北京，刘在海跑
来一看，三个小青年伙计，一个趴
在屋门口，一个倒在桌子底下，一
个倒在床底下，都已经气绝身亡，
这就是天津某家报纸上登载的博
山德兴永煤气中毒事件。这才告
诉北京总号，刘子云跟随掌柜张文
卿赶往博山处理死亡事故。

出了三条人命，德兴永要给三
个家庭大额赔偿，刚刚从赵鼎三那
里接手掌柜的张文卿眼看着德兴永
就要倒闭。张文卿眼前就像塌了
天，没了主意。这时刘子云提出一
连串方案：一是好好与死者家庭商
量，征得他们谅解，在适当提高赔偿
数额的前提下，对三个家庭的赔付
分期进行，先行赔付半数或者三分
之一；二是剩余的赔偿3年以后加
上利息一并付清；三是德兴永的资
金困难千方百计广开门路自行解
决；四是德兴永对东家的付息恳求
照顾宽限……张文卿听了，长舒了
一口气，觉得这是些切实可行的办
法，随即请刘子云去分头打理。经
过一番协商，各种协议顺利达成，德
兴永得以继续经营，免遭倒闭。刘
子云又说服东家掌柜，深入博山南
部山区，收购稀缺资源花椒油，打入
北京市场，德兴永终于起死回生。

从此，德兴永掌柜知道刘子云
是个忠勇可靠、善于担当的明白
人，成了掌柜的得力助手，备受重
用。掌柜的请客，刘子云陪同。掌
柜的看戏，刘子云也得陪同。北京
捂雪天，掌柜的吩咐刘子云，去中
山公园定下暖阁子（亭子间），再去
丰泽园订上一套全桌。近中午时
分，雪开始飘落，掌柜的邀集客商
挚友，陆陆续续来到中山公园，暖
酒赏雪。还跟着掌柜出去听戏，梅
兰芳的戏，马连良的戏，京剧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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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云在上海。

“米珠刘”传奇（三）
都听过。在天桥听戏时，曾经看
过练摊的骆玉笙，艺名小彩舞，京
韵大鼓一字号，与梅兰芳齐名。

在北京走动久了，刘子云对
文物有了一种职业上的敏感。某
个夏天，吃罢晚饭，没事出来遛
弯，看见一个老太太拿着一个东
西在劈柴火，一看，是一件青铜
器，似吕布方天画戟的戟头，再劈
一下这件东西可能就毁了，“大
娘，这件东西你千万别再动了！”

“我得劈柴火！”“好了，我给你买
柴火，我给你买斧子。这件东西
国家要收购你的。”第二天，刘子
云使上北京大板车，拉去了一板
车柴火，还有斧子，“这是我答应
给你买的柴火、一把斧子。”他把
那件东西收了过来，后来据说进
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类似的事
情，刘子云在北京做过很多。

十一、公私合营，刘子云转型
国家职工

1956年，全国工商界大改
革——— 公私合营，作为私营料货
庄的店员，刘子云转型后成为外
贸公有事业单位职工，工作更加
积极热情，成为了外贸公司的骨
干力量。1957年，北京市商业局
主办的第一个“业务骨干培训
班”，北京市特种工艺品进出口总
公司派刘子云参加。195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
刘子云又被公司派往人民大会
堂安设国宴、布置会场。

公私合营后的北京外贸公
司，有食堂有宿舍有暖气，一人
一职，生活工作方便。外派博山
采购站工作，至少要自己生炉子
取暖做饭、和煤劈柴，多数职工
不愿来博山采购站。刘子云独
子，父母年迈，妻子又刚生了二
胎，博山家里需要人手。从不服
输的他顶着双重压力，毅然接受
了博山采购站的繁重任务。

博山收购站的确很不好干，
生活不方便，一个人又得管账，又
得装箱包货，又得发货，太麻烦。
刘子云任劳任怨，工作认真。他
在收购站倒仓库，那么大的木箱，
上百斤重，他竟然喊上妻子帮忙
来抬，从西屋抬到东边敞篷，一趟
一趟。大女儿刘升琴已经十来
岁，怕母亲把腰闪着，每一趟都上
去扶着木箱，生怕歪了。

不久，遭遇三年自然灾害，
全国粮食、副食品极度匮乏，单
位食堂供应不足，吃不好吃不饱
大家会有意见，管理食堂的工作
都知道难干，吃的问题被推到风
口浪尖，成为领导最棘手的问
题。这时就需要办事公道、不谋
私利、精打细算、勇于奉献的人
来管理食堂！于是北京市外贸
公司人事处的人事调令电报来
了：“兹调刘子云同志担任北京
市特种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食堂
负责人工作。”物资这么匮乏的
时候回去干食堂，好干吗？公司
贪图刘子云为人正直、办事公
道、一丝不苟。刘子云是个哪里
需要哪里去、不计个人得失的
人，立马打点行装，赴北京就任。

十二、刘子云再得千金

刘子云妻子孔庆秀生了升
琴，正是博山“拉锯”的时候，兵
荒马乱，刘家又开始转行。孔庆
秀在家里专管着摊煎饼，别人送
煎饼，刘元蛟媳妇和三妹刘元凤

管着推煎饼糊子，刘孙氏还年
轻，管着看小驴碾粮食。孔庆秀
摊煎饼手艺好，一天到头摊。孔
庆秀手巧，晚上还得给全家人做
衣服，做鞋。全家人穿的布鞋，
搓麻线，打袼褙、纳鞋底、绗鞋
帮，都是孔庆秀包揽。升琴五个
姑们的嫁妆都得孔庆秀来做，三
姑刘元凤有特別的爱好：绣花鞋
要求插满帮，就是不能像平常只
绣鞋面前头，要从鞋头至鞋尾全
绣满花；衣服不但要做得合体、
板正，葡萄扣鼻，要打得俏，钉出
来看着精神。四姑、五姑在学校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穿的
白衬衣、蓝制服，都是嫂子孔庆
秀手工缝制，看衣裳领口、衣襟
的做工，如同机器做的一样。白
天摊煎饼，晚上做衣裳，还看着
地炉火，上来下去不住脚。外人
看上去，孔庆秀不如别的女人随
和，不像别的女人出来进去串串
门，西家东家聊聊天，实际上是
里里外外一摊子家务事，没有那
份闲心。白天是炉上炉下干不
完的活，到了晚上歇了工，她才
有工夫坐下来，在灯底下拿起全
家人的针线活。她常常告诉升
琴，衣裳可要仔细着穿，都是娘
熬夜给你们做的。

刘子云多数时间不在家，妻
子长期熬夜，吃不好饭又劳累。
忙年的时候孔庆秀更累，1951年
的一天，孔庆秀突然晕倒在厕所，
幸好丈夫在家，赶快送赵庄医院。
赵庄医院检查为严重贫血。输血
以后，医生嘱咐家属，一定要让她
吃上饭，少熬夜，吃好饭总比输血
强。大夫单独对刘子云说：“这次
治疗，可能要影响到以后的生育，
也许再也不会怀孕了。你先考虑
治病，还是看重生育？”刘子云毅
然决然地表示：“治病要紧，让她
身体好起来！先不考虑生育问
题。”身为独子的刘子云毅然决
然，很重视妻子的身体健康，精心
为妻子调治，大家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十分叫人尊敬。

孔庆秀出院回家，注意调养
身体。1953年孔庆秀正式做炉，
加入琉璃合作社专门做小米珠。
升琴从小深知母亲的劳累，就管
着给母亲擀杖子。小米珠的杖
子细，比粗杖子用力小一些，但
是使的数量多，升琴每天要擀完
比一个玉米还粗的一把杖子。
小孩子腿上皮肤紧，蹲一会小腿
肚子就涨得受不了。记得放学
后晚上写作业，母亲给孩子支一
招：“蹲得腿肚子疼了，起来写作
业；写作业歇了腿，再去擀杖子，
替换着干。”包给升琴的杖子，必
须都擀完了才能去睡觉，母亲没
有时间替她擀。

父亲工作在外地，家务活不
能给母亲帮忙，打水、搋搭火、扫
地、擦桌子，都是升琴的任务。
唯有一次，傻傻的琴子问了娘亲
一句：“娘，别人家的这些活路，
都是兄弟姐妹们分着干，咱们家
只有我一个人干，姊妹们多了多
好啊！”母亲一楞，没有回答。过
一会说：“你好好帮我干活，我多
做珠子，挣了钱给你买金笔。”
1957年博山百货公司在银子市
后院内开百货展销会，母亲给升
琴买了两支金星钢笔和一些笔
记本，升琴高兴得不得了！

1959年春上，孔庆秀回娘
家，孔家桥的娘家兄弟媳妇们都
说，咱辘轳把上机关卫生所才来
了一个中医，说是治疗妇女月经

不调和不孕不育很有效，外号叫
他“高神仙”，你去找他看看吧！
就去看大夫，高大夫给调理了几
个月，身体出现了“异常”：白天
精神倦怠，困乏嗜睡，做着炉就
打盹。从不吃零食的她，正做着
炉，听街上咋呼“卖燕藟”，撂下
杖子就往外跑，说跑慢了生怕卖
燕藟的走了。这么含蓄自律的
孔庆秀，想吃燕藟想到这种程
度！又该去看大夫改处方了，大
夫一把脉，说：“吃完这三副药，
别再来了。”回家一想，别再来
了？病不好治咋着？原来有赵
庄医院不能怀孕的结论，自己没
敢往怀孕上想。药吃完，又去问
大夫，“不是说不叫你来了？”“又
添啥病了吗？”“没添病，你有喜
了！”这才知道是怀上了孩子。
孔庆秀一时悲喜交加，13年不孕
不育，一个中年妇女的内心压力
可想而知，丈夫越是没有埋怨，
自己压力越大。

都知道升琴母亲孔庆秀没有
生育，怀胎的时候，穿着一个哈达
尼长棉袄，在炉棚做珠子，怀上
了，不显，也没人去想。升琴母亲
是孔家桥孔家的人，从小贤惠，有
涵养，轻声细语，灵巧得很。等生
了小女儿春兰，人们都问：“你又
抱了一个？”“俺自家的。”

孔庆秀生春兰是在大西屋
生的，出生时不足月，8个月，下
生没长指甲。在那个交通工具缺
乏的年代，很多孕妇愿意在自己
家里生孩子，只要医院检查了胎
儿正头正脑，在家里生，产妇免受
路上颠簸，要是冬春冷天产妇和
婴孩，省得遭受风寒。那时的医
院允许医生上门接生，提供方便。

那天晚上，孔庆秀有了临产
症状，升琴二婶、三婶就去博城
医院请来了一个医生，她问后知
道，这是一个13年没生育的二胎
39岁高龄产妇，又刚刚查出风湿
性心脏病，这大夫感到了接生的
风险。这个时候再去医院也来不
及了，她就建议去请刘同珍。刘
同诊的名字在博山城区家喻户晓、
有口皆碑，她技术好，人也好。这
夜她不值班，要到家里去请，刘子
云半夜去敲门。没想到刘同珍立
马答应，背上药箱，直奔西寨。

刘同珍来了，她从来都是和
和气气，亲亲热热，没有架子。孔
庆秀见她来了心中高兴，极度紧
张的情绪稍有放松。刘同珍不慌
不慌，一边做着准备，一边安慰孔
庆秀，不断地在和她说话，“不要
紧张，平静些，你放心吧，孩子很
快就来了。”她那和蔼安祥的神
态，使孔庆秀放松了许多，等待
中，孩子降生了。是个小女孩，刘
子云高兴地合不上嘴，13年后的
第二个孩子总算盼到了，全家人
如获至宝，升琴喜在心中：可有了
和我做伴的啦！子云喜欢地为小
女儿取名：刘春兰，意思是：时逢
早春，其馨若兰。

这夜下了一场小雪，房上地
上都盖了薄薄的一层白。临明
天，刘大夫把产妇和孩子处置安
妥，踏着小雪回了家。时在1960
年3月25日凌晨。后来，刘同珍
告诉刘子云，接生这个孩子是冒
了很大的风险的，也做好了急救
准备，不断和孔庆秀说话，是为了
放松她的情绪，这样对分娩有利。
刘同珍确实是一位既有医德又有
经验的好产科医生。孔庆秀在世
时，常对孩子们说，不要忘记刘大
夫的恩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