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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同年参军、同年退伍的 4 个同叫“金法”的老兵，终于在今年 7
月 9 日见面了。同为晚报资深读者的他们，第一时间将相聚时的
合影发给了记者，分享这难得的喜悦。

□ 记者 谢佳俊

他们有着相同的身份，叫老兵。

他们还有几乎相同的名字，叫“金法”。

1972 年 12 月 9 日，178 名遂昌小伙光荣入

伍，远赴江苏省某部服役。

在这 178个“新兵蛋子”中，有 4个名字中含

有“金、法”的小伙。尽管当年他们并不相识，但

在 48 年后，这特殊的缘分因为机缘巧合被意外

发现，于是，割不断的战友情，在今年八一建军

节到来之际，得以再度续写。

误拆家书，“同名”战友“不打不相识”

1972年入伍后，经过两个月的集训，新兵金

正法被分到三营部电话一班，成为一名电话兵。

没来得及归置行李，金正法一进宿舍就发

现了一封信，收件人名字有“金”也有“法”，思家

心切的他没有细看，马上把信给拆了。

“你凭啥拆我的信！”还没看清信纸上写了

什么，金正法背上就结结实实挨了一拳。回头

一看，一个小伙子正怒目圆睁，气呼呼地扑上来

夺他手里的信。

二十出头的金正法血气方刚，立刻和对方

扭打在一起。

“金法、正法快住手！”同屋战友赶紧上前拉

架。听到对方的名字时，俩人都愣住了。

原来，出手夺信的小伙子叫纪金法，来自

遂昌社后村，也是同年入伍的新兵，被分到三

营部电话二班，和金正法住同一个宿舍。

“当时松阳还没设县，我来自竹客口村，也

是遂昌人，正法和金法在土话里发音一样，叫

起来是‘同名’，真是不打不相识。”近 50 年后

回忆这段往事，金正法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

笑容。

部队纪律严明，500米长的电话线，需要在 1
分 40 秒内完成放线，6 分钟内完成收线，不达标

就得加练。同是电话兵的俩小伙，常在午休时

一起“自我加压”。

两人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了三年，日子久

了，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很多私事，只有他

知我知。”金正法笑着说。

1976 年 3 月 6 日，纪金法和金正法光荣退

伍，各自回到家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通、

邮 政 都 不 发 达 ，但 两 人 一 直 保 持 着 密 切 的 往

来。

早年，金正法当过摄影师，终日穿梭在松

阳的乡间地头。“拍完照，找不到冲洗底片的

暗房，我就借用他家的谷柜。”金正法说，自家

兄弟从不用客套，每次到纪金法家，他都会将

谷柜掏空，再把各种工具搬进去，“谷柜的门

板 不 严 实 ，会 漏 光 ，金 法 担 心 我 洗 不 出 好 照

片，就一直站在门外，用毛毯帮我堵上所有的

透光口。”

几十年来，金正法隔三差五就会骑上一个

小时的自行车，到纪金法家串门，两人一起吃顿

饭，喝杯酒，说些体己话。

48年过去，当年总在嬉笑打闹的小伙子，如

今已是白发苍苍。前些年，纪金法患上了脑萎

缩，行动已有不便，金正法腿脚也不如过去利

落，但只要一有空，他们仍会聚在一起，和年轻

时一样，喝喝酒，叙叙旧。

“因为，战友，兄弟，是一辈子的。”金正法笑

着说。

打错电话，山高水远也要找到你

2016年 8月 1日，纪金法和金正法一起去参

加战友交流会，有心的组织者制作了一本通讯

录，收集了部分 1972年入伍的遂昌、松阳籍战友

的联系方式。

过了几天，纪金法按照通讯录上的号码拨

通了金正法的电话。

“正法，最近怎么不来我家坐坐？啥时候有

空赶紧过来！”然而，电话那头的人却是一头雾

水：“你是谁？是不是打错了电话？”

纪金法赶紧查看通讯录，这才发现自己拨

通的是战友李金法的电话，闹了个“乌龙”。俩

人在电话里哈哈大笑，笑完做了自我介绍，接着

说起了当年参军入伍的往事，越聊越亲。

放下电话，细心的李金法对这个偶发事件

上了心。他翻阅当年的入伍名单，发现一共有 6
个名中含有“金、法”的战友。

“这是特别的缘分啊，要是能组织大家聚一

聚多好。”李金法说，当年通讯水平落后，大家并

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可不

该再错过了。”

打听了一大圈，李金法得知，6 个“同名”战

友中有 2人已经去世，还有一个名叫兰金法的战

友，现居松阳县象溪镇村头村。

于是，家住松阳县城的李金法开着车，风尘

仆仆赶到象溪镇找人。因为将“村头村”误会成

是象溪镇所在地的“村头”，李金法第一趟找人

之旅无功而返。回去核对地址后，李金法奔赴

村头村，这才找到了兰金法。

兰金法退伍后做了十年民兵连长，近几年

又担任了村委会主任，李金法找上门的时候，他

正忙着和村民一起修路。邻居主动提供了兰金

法的电话，联系上了他。

“原来刚才路过公路边遇见的一堆人里，就

有你呀！”见面后，李金法搂住兰金法的肩膀兴

奋不已。

得知李金法的来意，兰金法深受感动：“咱

们几个‘金法’，一定得找机会碰个面。”

缘分得续，48 年后“金法兄弟”终聚首

找到了兰金法，李金法立刻联系上了纪金

法：“喊上正法兄弟，哥几个得好好喝一杯！”

于是，同年参军、同年退伍的 4个同叫“金法”

的老兵，终于在今年 7 月 9 日见面了。同为晚报

资深读者的他们，第一时间将相聚时的合影发给

了记者，分享这难得的喜悦。

“真不容易啊，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们。”拉

着战友的手，每个人都难掩激动之情。尽管已经

过去了几十年，但 4位老人说话时依然中气十足，

不论站立还是行走，都保持着笔挺的姿态。

“这都是当年在部队磨炼出来的。”金正法笑

着告诉记者，新兵集训三个月，每天练习站军姿，

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走路佝肩外八、说话有气

无力的坏习惯，全给纠正过来了。三年部队生

活，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虽然当年并不相识，但回忆起军旅生涯，大

家的话题多到根本聊不完，就像相知多年的故

交。

“知道自己有资格参军的那天，我高兴得一

夜没睡。”兰金法取出珍藏了 48 年的入伍通知书

给记者看，薄薄一张纸，他保存得整洁簇新。

“嗨，当时我也一样激动得不得了，报到时发

军装，我跟得了宝贝似的穿上，睡觉都舍不得脱

下来。”纪金法大笑。

“军装可不就是咱们的宝贝吗！当年物资匮

乏，每人只有两套，穿的时候、洗的时候可小心

了，稍微磨破一丁点儿就赶紧拿针线给补上。”李

金法说，现在国家富强了，军人的待遇也今非昔

比了，“邻家小子参了军，探亲的时候特地来看

我，那一身军装的质量，可把我羡慕坏了。”

忆往昔，最让他们难忘的，是与老百姓相处

的时刻。

“ 那 时 候 我 真 正 体 会 到 ，什 么 叫 军 民 鱼 水

情。”金正法说，下乡拉练时，他和战友经常帮村

民修房子、打泥墙，见乡亲们在插秧，他们也会跳

进田里搭把手，“老乡见到我们可亲了，管我们叫

兵娃子，抢着帮我们洗衣服、晒被子，做了好吃的

也总不忘给我们送一碗，真是拿咱们当自家孩子

呢。”

即便在退伍后，老兵们也依然怀着为民服务

的心，习惯为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援手。“街坊邻

居遇上难事了，总会第一个找我们。大伙儿都

说，当过兵的人，他们更信任。”

每年八一建军节，都是老兵们最重要的节

日。“从军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8 月 1 日就是我

们的另一个生日。”李金法说，每年的这一天，老

战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回忆当年情，“衢宁铁路快

开通了，这些天我们正商量着，要坐上第一班车，

一起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8 年前，四名同叫“金法”的遂昌小伙，同时入伍，彼此并不相识。

今年“八一”前，“金法兄弟”聚在一起，畅聊一辈子的战友情，并许下一个愿望——

一块坐“衢宁”第一班车 一起去看大好河山

四位老人的退伍军人证四位老人的退伍军人证。。
从左到右依次为李金法从左到右依次为李金法、、金正法金正法、、纪金法纪金法、、兰金法兰金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