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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在老砖上的家国情怀
八旬老人制作“砖印”表达感情留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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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在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王青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一场小型“砖雕展览”正在进行。参观者虽然为数不多，但小院的主人王天德却
相当重视。他以85岁高龄，亲自给记者讲述制作300余块“砖印”的来龙去脉。

从1958年开始，他用63年的时间搜集了千余块老砖，这些砖大多与传说中的一个宏大庄园有关；从2008年开始，他又用了13年的时间，将其中300
余块刻成了“砖印”，在这些砖印上刻下他这一生对党和国家的深情……

记忆中的邓氏庄园

“我是从1958年开始搜集老
砖的，只要在路上遇到，我就把
它拿回家保存起来。”作为当地
远近闻名的收藏者，王天德是一
个地地道道的“砖痴”。

王青村有很多废弃的老砖
散落在田间或村道旁边。王天
德只要看到有些年头的砖，就会
捡回家。这么多年下来，王天德
捡了千余块这样的老砖。

说起这些砖，就要从王青村
一个神秘的传说讲起。

据说，过去王青村曾经有个
邓氏庄园，还有以“黄鹤楼”命名
的古建筑，这座“黄鹤楼”周围都
是深水，孤立于村边。随着时间
的推移，不但“黄鹤楼”淹没不
见，连村里那些古老建筑也都化
作了一堆堆的砖头……

王天德收藏的这些砖头，有
的有精美复杂的纹饰，也有优美
舒展的浮雕。人们可以从这些
砖头中一点一点拼凑出一个庄
园的盛况和细节……

“我一直记得小时候见过的
这些古楼的样子。”王天德对邓
氏庄园一直耿耿于怀，他根据自
己幼年看到的庄园风光，以及印
象里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蛛丝
马迹，将邓氏庄园用一首诗歌的
形式还原了出来，同时还手绘了
一张邓氏庄园的平面图。

邓氏庄园在历史文献中鲜
有记载，王天德执着于挖掘资料
和考证，终于用文字和手绘拼凑
起邓氏庄园往日的盛况。

为了让后人了解这座曾经
的宏大庄园，王天德甚至将自己
的小院命名为“邓氏庄园展览

馆”，展品就是这些老砖和他亲
笔所书邓氏庄园文稿的书法
作品。

充满文化气息的农家小院

“我小时候就学着写毛笔
字，写不好，但是坚持了这么多
年。”王天德很谦虚地说。

1954年，王天德在当时的西
关五小就读五年级的时候，遇到
一位姓陈的老师，这位陈老师教
孩子们历史，还是王天德的班主
任。陈老师特别喜欢王天德，有
一次大家出去郊游，王天德捡了
一块石头，他告诉老师自己想要
用这块石头刻一枚印章。

陈老师哈哈一笑，告诉他，
印章可不是用这样的石头。陈
老师送给王天德一块玉石，还教
他刻了生平第一个手章。

可以说，当年没有陈老师把
王天德领进篆刻的大门，也不会

有今天300余块“砖印”的诞生。
对于书法和篆刻的热爱，让

王天德的生活非常充实。在自
家的小院里，他抄录了党的领导
人的讲话，并且装裱起来，供大
家欣赏和学习。

“老人家一辈子省吃俭用，
舍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但是
提到书法篆刻，那可不一样了。”
王天德的儿媳妇潘静告诉记者，
老人自己花钱请人把这些书法
作品装裱起来，还专门空出了两
间房子，用来进行展览。

老人的辛苦付出，不但让这
个农家小院充满了文化气息，也
让整个村庄变得与众不同。

王青村的精神家园

“我以前就是喜欢收藏砖，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想做点什
么，结果发现这些砖材质非常细
腻，打磨出来很少有沙眼。这可

是做印章的好材料。”2008年，王
天德已经72岁，他突发奇想，要
用这些砖做印章，祝贺北京举办
奥运会。

在很多人看来，老人这是异
想天开，那么大年纪了，怎么能
应付这样耗费精力和体力的工
作？没想到老人劲头十足，没过
几天，就找来砂轮、砂纸，开始打
磨起了这些砖。

老人在自己捡到的砖头中
认真挑选，首先要把那些带有花
纹的砖头留下，然后再挑出那些
没有任何花纹，跟自己要雕刻图
形相近的青砖。

王天德雕刻的第一块“砖
印”是北京奥运会的会徽，实际
上，集英文字母、数字和五环标
志于一体，这件作品制作颇有难
度。对于一个当年已经72岁高
龄，几十年没有摸过刻刀的老人
来说，更是如此。

但是，所有人都没想到，老

人不但将这枚印章制作了出来，
而且十分精致。

这个成功让王天德信心大
增，于是他又继续雕刻了更有难
度的奥运火炬……

从这时开始，刻刀就成了王
天德每天都离不开的工具，每逢
重大纪念日和节日，他就构思一
件“青砖印章”。

“这是‘日新月异’，这是‘改
革开放’，这是‘梦想实现’……”
王天德将我们国家的成就刻成
了“砖印”，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党
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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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德老人在修饰一件作品。

王天德老人搜集来的老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