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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迪
连日来，“湘女返乡”活动中充满了

接连不断的惊喜与感动。继上期报道中，

钟红祥、肖玉祥这对彼此失联 65 年的老

同学再度相遇后，失去联系 64 年的老同

事史纯能与王雪云也在活动中重逢了。

10 月 29 日清晨，在湖南宾馆休息了

一晚的湘女代表们准备吃早餐。主办方

为了方便老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个

座位前都放置了桌牌。有两位湘女正认

真地看每一个桌牌上的名字，找着找着，

两个人打了个照面，突然都站住了。

“王雪云？”“史纯能？”

两个人同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这对

64 年间未曾见面的老同事居然再次相遇

了！她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热情地拍

打着对方的后背。

史纯能和王雪云都是长沙人，同在

1951 年参军入疆，并先后被分配到十六

师医院当护士，彼此感情很好。史纯能说：

“我年纪小，雪云很照顾我，把我当妹妹。”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10 月 31 日，在“八千湘女”代表下

榻的湖南宾馆，记者见到 7 位湘女拉着

手热情拥抱，好奇之下上前打听，才知道

这 7 位湘女——周丽芳、钟瑞兰、肖玉

祥、王军、蔡永娥、欧阳美娜、谢真和，

在 1951 年前曾同是一个文艺宣传队的好

姐妹，但因为工作调动，姐妹们天各一方，

直到参加“湘女返乡”活动，这才在 66

年后又聚到了一起。

但 是， 早 在 10 月 28 日，45 位 返乡

湘女就集中到了长沙，为什么一直到 30 日

“七姐妹”才彼此相认？

周丽芳告诉记者，这里面有个插曲。

原来，因为分离的时间太长，加之湘

女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听力视力

都不佳，大家对彼此的名字没有那么敏

感，联络认亲的节奏比年轻人慢很多。

10 月 29 日吃饭的时候，王军、蔡永

娥和周丽芳等聊起往事，王军就问周丽

芳是哪个团的，周丽芳就说，是 80 团。

 王军又问周丽芳 ：“那你们的团长和

政委是哪个？”周丽芳回答，团长是昌生

祥，政委是黄建华。王军一听，说 ：“这

不是我们 81 团的团长、政委吗？”

蔡永娥接着又问周丽芳 ：“那我们团

有个大宝、二宝、三宝，你认不认识？”

结果周丽芳说 ：“我就是二宝啊！”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周丽芳把自

己最初待过的 81 团记成了 80 团。

 “二宝”这个绰号一喊出来，仿佛

打开了一道阀门，66 年前的记忆一下子

被丝丝缕缕地拼接起来。

“我们是 1951 年 3 月到新疆的，一起

被分配在农九师八十一团，在焉耆和静

县。”周丽芳告诉记者，当时“七姐妹”

都在文艺宣传队，大家刚到部队，就被男

兵们围住了看。被几十道直勾勾的目光盯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同志啊，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人？”

10 月 29 日，湘女彭玉锦向记者提了一个

请求，“他也是记者，你们是同行。”

我们问彭玉锦，这个人是你的亲人吗？

她却摇头，说并不是。

“他曾经写过一篇稿子报道我们湘女，

名字叫《八千湘女上天山》，现在媒体上

经常使用‘八千湘女上天山’的说法，就

是从他那篇文章里来的。1998 年，他来

过我们奎屯采访，我想见见他。”彭玉锦说，

这位记者名叫江异，“他还写过一首词《江

城子·湘女》：‘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

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梁。一阵号

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最难夜夜梦

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对天山，默默

祝安康。既是以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

杨。’我们湘女姐妹都觉得这首词写得好，

我还谱了曲，唱给你听！”

凑巧的是，记者正巧认识江异，他是

长沙晚报的退休记者。为此，记者当即致

电江异，江异听说后十分高兴，表示要与

彭玉锦老人见面。

10 月 30 日晚，江异和记者一起拜访

了彭玉锦老人。阔别近二十年，白发苍苍

的彭玉锦见到江异，激动地一把搂住他：

“哎呀！可算见到你了！”

江异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1998

年 8 月 29 日，他参加了湖南省委宣传部“新

疆天山行”新闻采访团，关注到了“援疆

女兵”这个群体。

“我问她们，1951 年至 1953 年间每一

年都来了多少湘女，但没人说得清。后来，

我又数次接触兵团的领导，尽可能搞清楚

湖南来新疆的女兵总人数，被告知说已

经找不到当年的花名册了。但在我采访的

人中，有两个人的话比较权威：一个是曾

任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兵团体改办主任多

年的覃松柏，他是湖南邵阳人，1951 年

就参军到了新疆，对进疆女兵人数比较

有把握。他说 ：‘每年都来两三千人，总

人数不会少于八千。’另一位是兵团作家

协会主席丰收。他写过一本名为《西上天

山的女人》的书，他也说 ：‘那三年，从

湖南去的女兵应该有八千以上。’”有了这

两位权威人士的说法，江异就将文章定

名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由此，“八千湘女”

的说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

江异说，两次进疆采访的经历，使他

与湘籍老大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

由衷地敬佩她们！有好多次，大姐们讲到

动情处泣不成声，我的泪水也会随之滴落

在采访本上。她们的人生经历让我深深

思索，也是对我心灵的洗濯。”

10月31日，湖南省妇联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邀请45

位湘女代表及其家属在湖南宾

馆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会上，大

家畅所欲言，有人表达回乡感受，

也有人分享新疆经历。湘女家

属李伟则作了一首诗表达感激之

情：“如今党的政策好，兵团湖

南大发展，娘家（湖南）变化大，

婆家（兵团）也不差……婆婆娘

亲一样好！”

在此过程中，45 位湘女代

表也在 10月31日报道湘女返乡

活动的《今日女报》上集体签上

了自己的名字——对我们而言，

能够参与、记录这次特别的活动，

能够近距离感受、体会湘女们的

峥嵘岁月与儿女情长，是一种荣

幸；而这份报纸，也因为她们的

落笔而变得意义非凡。

这 45 位湘女，是义无反

顾奔赴天山的“八千湘女”代

表——曾经的新疆荒原，因为

有她们而变得富饶美好；时光

荏苒，如今的祖国大地，也会

因为这份奉献精神的薪火相传

而更加富强。

此次不顾年迈，仍坚持回来

看一看的湘女们，让我们铭记她

们的名字，铭记她们的爱与信念，

铭记老一辈人敢为人先、书就

边塞传奇的家国豪情。

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在此次“湘女返乡”活动中，这句话并不仅仅是文艺化的喟叹，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湘女重逢故事。

这次能够重逢，王雪云（右）和史纯能
都十分惊喜。

分别 66年，“七姐妹”再聚首。

因为工作调动，王雪云在 1953 年冬

天离开了医院，从此她们再没有见过面，

只是一直未曾忘记对方。这次参加活动，

除了想看看家乡的变化，她们也希望能找

到多年未见的朋友、同事。

“在新疆，我们一些常联系的湘女每

年都要聚一次。”王雪云伤心地说，“之前

能凑齐五六桌，现在最多只有三桌了，人

数一年一年在减少。”

这次重逢，让两位老人十分高兴。“如

果这次没来，我一定会后悔。”史纯能说。

在身上，脾气火辣的周丽芳不客气了：“有

什么好看的？耍宝来了？”

男兵们哄堂大笑，他们都不懂湖南

话“宝”的意思，单纯地以为“宝”就

是“宝贝”。而三个性格直率的湘妹子，

从此得了三个绰号：“大宝”、“二宝”、

“三宝”。

“我们那时候也真是团里的宝贝，大

伙儿都宠着我们，不让我们干脏活累

活。”周丽芳说，她们只能想办法多排演

一些好看的节目鼓舞大家。

为了唱好歌，“七姐妹”天天起个大

早，跑到清冷的河边练嗓子，“披上大衣，

脚上套个老毡筒，冻得硬邦邦的，路都

走不动，跌跌撞撞到河边练”。 周丽芳说，

湘女们朝夕相处，感情很好，而“七姐妹”

因为性格相近，更是格外要好。但因为

工作调动，“七姐妹”逐渐分散。

如今，虽然隔了66 年的时光，但“七

姐妹”见面，还是一样的亲密无间。蔡

永娥的儿子侯启蒙带着妈妈去打理了一

个发型，就被王军好一顿嗔怪“老来俏”。

看着团圆的“七姐妹”，七位湘女的

家属也非常高兴。周丽芳的儿子张卫东

告诉记者，多亏了湖南省妇联等单位举

办的这次活动，让妈妈得以和老姐妹们

重逢，“回到新疆，我们做晚辈的还要

多联系，帮她们制造机会，多聚聚”。

链接>>

45 位湘女的签名，1份特别的报纸
谢树仁  易    洪   周映芝  阳名华  李玉梅   陈利民
彭远志  蔡永娥   向国珍  王灿辉  许泳兰   王    军
肖玉祥  钟瑞兰   夏小云   王清莲  陈诗健  贺桔荣
杨宗让  赵爱兰  周丽芳   史纯能  陈莉丽  邹秀莲
李爱兰  谢真和  彭玉锦   毛佩环  魏爱云  钟红祥
彭淑珍  洪   筠   文惠传   游桂华  王润兰  刘小风
廖玉珍  梁倩萍  吴国华   欧阳美娜  兰凤英
李腊梅  卢碧云  王雪云   刘贤藻

（以湘女返乡活动分组为序）

一声“二宝”，分别66年的“七姐妹”再相认

最美重逢

失联64年，老同事在“娘家”重逢 她终于见到首提“八千湘女上天山”的记者

（上接 A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