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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冯衍春
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

想象，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
在10多年里，用积攒40多
年的报刊资料共汇编了
120多本《报刊剪辑复印选
编》（每次每本复印10多
份），摞起来足有两米多高。
我问周京安老人：“你出这
些《报刊剪辑复印选编》的
初衷是什么？”他笑笑说：

“我觉得这些报刊资料很珍
贵，若遗失了很可惜。我把
它珍藏起来，用这些珍贵资
料来教育年轻人不忘过去，
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多有
现实意义！”我听了后，从内
心非常敬佩周老师的良苦
用心。

周京安于1958年参加
金融工作，2001年从淄川
农商银行退休。只有高小
文化的他，从上世纪60年代
初，就是《淄博日报》的业余
通讯员，他曾说报社的老报
人对他帮助很大，鼓励他在
工作之余经常为报社投稿。
为了便于学习，他从上世纪
80年代初，便自费订阅了5
份报刊至今。他说：“是报
纸培养了我，我要看报、爱
报、用报、集报、剪报一辈
子。”

多年来，周老师读书看
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
动笔墨不看书”，爱在书报
精彩的句子下划红杠杠，把
名人名言、好的诗词佳句及
富有哲理的语句、段落勾
划、标注一下。过后是书上
的他就抄录下来，报纸上的
就裁下来一起积累备存。
这对于从书中获取知识、开
阔思路、拓宽视野大有益
处。“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
先能使你读书时进入专心
致志的最佳状态，二是做札

记还可以锻炼文字表达能
力，三是可以增强记忆力和
理解能力。”说到这里，周老
师拿出了一摞他写的读书
札记，足有四五指厚，全是
用笔手写的。他说这是他
近两三年来积攒的，还有一
些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
剪报。

他在读书看报的同时，
也养成了个集报剪报的习
惯。每天看完后他便将好
的文章剪出来，分门别类地
存入卷宗待每月一整理。
在没有复印机的年代，他就
将“剪报”贴在本子上。现
在好了可直接去复印社复
印，对报纸上长篇文章不好
复印，他便根据原文再另行
排版复印，效果还很好。在
选编资料中，他根据资料的
内容大体分为文史类：含重
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当
代名人等；文化艺术类：含
散文随笔、漫谈人生、游
记等。

他搞的剪报复印件，在
书橱里、纸箱里一摞摞地积
攒了很多。他说：“我是那
复印社的是老客户了，我正
反两面复印一张4毛钱，几
年来光复印费就花了一万
多元。”记得以前他曾送我
两本剪报集，一本是“名人
风采”，一本是“中国名人轶
事”，这些剪报复印件凝结
着周老师多少心血呀。从
中可以看得出，他平时真是
看得多、学得多，看得仔细、
学得认真。他不但自己学，
而且还不忘别人，复印时总
是多印一些，以馈赠文友，
让别人也同时受益。

报刊是记录现实生活
的资料。每天社会上都在
发生着数以万计的事情，有
重要意义的事件通过报纸

记录下来了。他认为珍惜
报纸就是热爱生活，报纸上
刊登的那些典型人物、典型
事件不是轻易而举得来的，
而是经过记者、编辑从无数
事件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多
么不容易啊！所以他认为
积累资料、集报剪报，制作
《报刊剪辑复印选编》，对于
学习知识、传播文化，都很
有意义。

10多年来，他在制作
《报刊剪辑复印选编》的同
时，还出了本“摄影纪念册”
和一本“名人老照片纪念专
集”，我觉得对传承红色文
化很有现实意义。他的“摄
影纪念册”，记录了60年来，
与他一起风雨同舟一路走
来的老领导、老同事、老同
学 、老 文 友 及 家 人 与 乡
亲……这里面每幅照片都
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这是缘
分，也是感情，很有纪念意
义。在纪念册中，他还收录
了自己热心公益事业，去淄
川、桓台、高青、临淄，为百
岁老人拍摄的许多照片；此
外，还收录了不少参观各地
名胜古迹和在南昌、延安等
地红色旅游照片，借此重温
历 史 ，启 迪 人 们 心 灵 。
2021年，他编辑一本“名人
老照片纪念专集”，让我大
开眼界。这本纪念专集，共
165页500多幅照片，这些
珍贵历史照片，是他大半辈
子一点点积累而来的。

周老师说：“我积攒这
些报刊，一是自费订阅的；
二是从文化市场‘淘’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每月两
次到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
去‘淘宝’；三是文友馈赠。
有次，韩其芳一下就送我旧
杂志30本。”

他又说：“报纸是记录

历史的，一张有着重大历史
意义的报纸，可以让人永远
铭记在心。前些年，张店文
友高绍水曾送我一张《人民
日报》复印件。上面刊登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时的照片、文
字，还有那些激动人心的场
面，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倍
加珍惜。”

俗话说，人有嗜好朋友
多。多年来，周老师热爱文
学，喜欢写作，又热衷集报
剪报，真可谓朋友交往乐趣
多，切磋艺术、互赠图书。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
进。从“博客到微博、从微
信到抖音”，现代信息技术
飞速发展，同时，也在改变
着社会信息的传播格局。
作为传统平面媒体的报纸，
确实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在这种形势面前，报
纸就更要发挥其“看得见、
摸得着、存得住”的优势，要
激流勇进越办越好。周老
师说：“我作为一个热心读
者、一个老业余通讯员、一
个热心集报剪报的老人，为
弘扬地域文化，我认为进一
步做好《报刊剪辑复印选
编》，显得更加迫切和尤为
重要。”

去年8月，周老师托李
雨株给我捎来他刚出的“一
个时代的记忆”与“往事回
忆”两本《报刊剪辑复印选
编》；今年，他又送我一本

“文化名人往事”和一本“淄
博文友发表作品（原稿）选
编”。看着周老师这些充满
无数心血的《报刊剪辑复印
选编》，我深深地体味到，一
位“老通讯员”为了文学爱
好与传播，他心中那份孜孜
追求的一世情缘。

集报剪报 一世情缘

此间书香是故乡
——— 读《记忆人生》随想

□ 秋风
从村里出来的人，经常

会做关于老家的梦，梦里梦
外缠绕着浓浓的乡愁。

在春天的梦里，一切都
是生机勃勃。正在解冻的
河水潺潺、柳枝条吹出的阵
阵哨声都是美妙的音符；

在夏天的梦里，一切都
是红红火火。白日在麦场
里的镰收铲扬，夜晚在屋顶
枕着蝉鸣入眠，忙碌又
踏实；

在秋天的梦里，一切都
是满怀希望。苹果园里浓
浓的果香会蔓延到村子里，
夕阳中的袅袅炊烟是最真
实的人间烟火；

在冬天的梦里，一切都
是沉静温暖。穿着母亲缝
的棉袄棉裤棉鞋，奔跑在铺
满厚厚积雪的村中小道，快

乐本来就是如此简单。
拿到张玉洪先生的《记

忆人生》，伴着淡淡书香浅
读几页，那些关于故乡的
梦，仿佛立刻奔涌到眼前。
回忆和梦境缠绕，一时竟分
不清谁真谁假。读得越深，
更是将自己的回忆、梦境和
张玉洪先生的故乡、经历糅
合，跟着他的文字回到了那
山、那水、那老家、那故事。

《记忆人生》很厚重。
五大部分、三百八十多页、
近三十万字，翔实记述着作
者军旅岁月的点点滴滴、其
人其事，让人们看到了一位
山村青年如何通过拼搏努
力改变命运，在城里安家落
户开枝散叶，助力家族繁荣
壮大。这厚重的人生对现
在一些不想吃苦、眼高手低
的年轻人，何尝不是一个好

榜样？关于太河北马鹿村
山前屋后、亲戚邻里的故
事，如家门口的老槐树、玉
皇山、张家老宅……所有这
些更是一份厚重的传承和
记忆。孟姜女、梨峪口与鲤
鱼口、酒的故事……那一个
个民间传说故事，和老山
洞、老屋子、老槐树一样，都
是这个村子，甚至这片土地
上的宝贵财富。感谢张玉
洪先生将这些财富梳理、归
类、保存起来，使他的记忆
成为大家共同的阅历。

《记忆人生》很真实。
看到这本书，首先惊讶于所
记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名
字、事情经过，每一个都十
分精确。比如第一个篇章
所写的当兵入伍场景，淄川
上车、辛店停靠、潍坊下车
换汽车到新兵连，还有大目

山脚下营房里的故事等等，
每一个片段都是一个电影
镜头，带读者看到那真实的
一天天。更加真实的，是作
者对亲人、对家乡的情感。
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饱含着
作者真实、浓烈的情感。“怀
念父亲”里，简短的文字诉
说着12年来每时每刻都萦
绕的思念；“扁扁井”里，那
世代相传的为民除害故事，
说的仍是山村人民对土地
最炙热的情感。

读完《记忆人生》，乡愁
奔涌，我也得回老家看看了。

可是，很多人的老家，
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模样。
我家边上那条夏日泡一天、
秋日捞蛤蜊的大河也早已
面目全非。很多过往，只能
在梦里了。

乡下的麻雀
□ 田秀明

前些时候回了一趟老家，老家
的屋后面长着一棵柳树，粗得一人
都抱不过来，柳枝垂垂，柳叶茵茵。
太阳刚刚落去，不知从哪儿飞来了
一大群麻雀，乌泱乌泱地栖息在树
上，叽叽喳喳，像是在唱着一台无
休止的大戏。我很惊讶，父亲告诉
我说，现在生态环境好了，乡下的
麻雀也越来越多了。

麻雀，在乡下是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的鸟类，或者麻雀天生注定就
是属于乡下的。城里钢筋水泥的
高楼没有麻雀的安身之所，即便是
路边的行道树，车来车往的噪音，
也让麻雀惊慌失措，偶尔有几只飞
到城里觅食的麻雀，飞着飞着又飞
回了乡下。乡下的房子多是平房，
盖着平瓦，屋檐下留着缝隙，麻雀
身子一缩就钻了进去。乡下的树
也多，麻雀总是从这棵树上飞到那
棵树上，起起落落，无拘无束。

麻雀，是乡下的麻雀；乡下，是
麻雀的乡下。麻雀一直都生活在
乡下，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从
来不被人待见的麻雀，身份一跃成
了乡下人家的“座上宾”。

小时候特别顽皮，常常要抓几
只麻雀来玩。邻居有个小伙伴，抓
麻雀是一把好手，卸一扇门板搭在
屋檐下，爬上去把手伸进平瓦下的
麻雀窝里，一抓一个准，我小时候
玩的麻雀多半是小伙伴抓的。老
家人有句俗语，“细小伙儿养麻
雀——— 有命没毛”，抓回来的麻雀
都是羽毛还没长全的雏鸟，嘴角黄
黄的，放在纸盒里，两只小眼睛惊
恐地张望着，尽管小心侍候着喂饭
喂水，可是养不了几天，小麻雀就
没了精神，跟着就耷拉下脑袋一命
呜呼了。

父亲对于养麻雀好像倒有些
经验，说养麻雀不是这样养的，麻
雀的气性大，长了羽毛的麻雀怎么
喂都养不活。养麻雀要挑刚出壳
的小麻雀，小麻雀习惯了人体的气
味后，更容易成活。父亲小时候也
养过一只麻雀，他说那只麻雀精灵
得很，从来都不关在笼子里，小纸
盒就是它的窝，有时候早上飞出
去，一直到晚上还能飞回来。父亲
养的那只麻雀后来去哪儿了，他没
有说，我也没有问。

晚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天
井里，倏忽有两只麻雀也飞过来落
在地上，憨憨地歪着小脑袋，叽叽
着好像在说“开饭了，怎么也不叫
上我们？”我挑了点米饭，甩到了地
上，麻雀跳到米饭前，小脑袋一点
一点地啄食着，不时地抬起头来张
望着。有一只竟然跳着跳着跳到
了我的脚下，原来是刚才一不小
心，有饭粒散落在了我的脚旁。麻
雀飞上了屋檐，叽叽着，像是在致
谢，旋即展翅而去。

在乡下，麻雀是幸运的，能与
人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或者这才
是大自然该有的模样，也才是这个
世上最美妙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