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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商 河

花甲之年，他四处奔波，6年的时间里耗资30万元建起了商河县首家私人博物馆。他的私人博物馆里，有萧
华司令送给徐传河的布鞋，有杨吉峰替儿从军推的木车，还有日军用过的重机枪……每一件藏品都诉说着一
段往事，也在讲述着杨培卿的收藏之路。这位收藏家一直有一个信念：青少年不能丢了历史。

出出资资3300万万建建起起私私人人博博物物馆馆
杨培卿：青少年不能丢了历史

对 于 杨 培 卿 的“ 私 人 博 物
馆”，大家都充满好奇。近日，记
者 来 到 他 的 博 物 馆 中 ，一 探 究
竟。杨培卿的“私人博物馆”坐落
在商河县殷巷镇杨楼村，在胡同
里面，记者看到了私人博物馆的

“庐山真面目”。单从博物馆的外
观上看，他的博物馆与其他农家
小院没有什么不同。看到小院大
门的门匾上写着“商河县麦丘民
俗文化博物馆”和“商河县浩瀚
爱国教育展览馆”的字样，才意

识到原来这里就是博物馆。
走进农家小院后，才发现里面

别有洞天，六间大瓦房里堆了上千
件藏品。谈起自己的收藏之路，杨
培卿说：“我正式开始收集已经有6
年的历史，有这个想法得10多年
了。”自从退休后，他就开始搜集关
于民俗、国防的东西，6年下来，搜
集藏品花的钱已经超过30万。

刚开始搜集时，杨培卿的家
人 都 持 反 对 态 度 ，儿 子 尤 其 激
烈。杨培卿说：“我儿子觉得我退

休后，就该好好休息一下，不要
瞎折腾，浪费时间和金钱，他说
我把自己家底都投上了，还不知
道结果咋样。”杨培卿有一次和
儿子去阳信搜集文物，半路上爷
俩又因为这事吵起来了，他向儿
子吼道：“你把我放下来，以后我
的事情不用你管。”结果，儿子差
点 将 他 扔 在 半 路 上 。他 的 儿 子
说：“我拗不过父亲，6年来，看着
他一件件搜集物品，觉得他太不
容易，也开始理解他了。”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邹连刚

6年耗资30万，农家小院里建起博物馆

每件藏品都有故事，抗战实物正在展出

在抗日战争胜利 7 0周年之
际，杨培卿决定将自己的“宝贝”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他将在商河
县城市展馆里举行为期一个月的
抗战实物展。在城市展馆 3楼的
大 厅 里 ，记 者 看 到 了 他 的 实 物
展，有八路军戴过的钢盔，解放
军用过的水壶，有萧华司令员的
工作照片……时隔半个多世纪的
文物，仿佛在诉说着那段与战争
有关的日子。

杨培卿说：“在大家庆祝抗战

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把它们拿
出来，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那
段抗战岁月。我的物品几乎每一件
都有故事。”在他的带领下，记者看
到了萧华司令员工作过的方桌，看
到了商河随军过程中的担架、推
车，还在展厅的东侧看到了重型机
枪。他指着重型机枪说：“日本人在
侵华时，武器要比咱们先进的多，
咱们商河人在抗战时用的都是土
枪，战斗力较弱，我一直遗憾没能
淘到土枪。”

这些物品都是他一件一件淘
来的，他笑称：“我搜集文物和

‘淘宝’一样，这些可都是我的宝
贝。”据他描述，为了搜集文物，
他去过东营、滨州、德州等众多
地方，有时去四五次都难以得到
一件藏品。就拿杨吉峰替儿参军
后用过的独轮木车来说，他去杨
吉峰后代家里至少不下三次。杨
培卿说：“一旦有我想要的东西
弄不来，我心里就不踏实，吃不
好饭，睡不好觉。”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李云
云） 8月31日上午，商河县文广
新局在商河县文化馆二楼举办了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书画
展。同时，商河县博物馆联合浩瀚
爱国教育展馆在3楼，“铸国魂扬
国威”抗战实物展同时启动。据了
解，书画展和实物展将为期一个
多月，持续到10月8日前后。

据了解，书画展中共展出作
品50多幅，由商河县书画家和书
画爱好者围绕“抗战胜利70周年”
为主题精心创作，希望借此来缅
怀历史。而抗战实物展中，以20多
幅抗战照片和20多件抗战实物为
主，其中包含重机枪、小木车等抗
战物品。

去城市展馆

看抗战实物

本报9月2日讯（通讯员 吴
晓蓓 记者 邢敏） 为纪念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9月1日上午，县委组织部、
县委老干部局在人民公园鼓子秧
歌广场举办了“铭记历史，圆梦未
来—商河县老干部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演唱会”。本次演唱会
吸引了来自全县十一个老年活动
站点400余名老年人参加。

演唱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
开了序幕。各个合唱队除了整齐
统一的服装。《松花江上》、《游击
队之歌》、《大刀进行曲》、《地道
战》、《我是一个兵》等一首首脍炙
人口的歌曲轮番上演，颂扬民族
抗战精神、讴歌抗战胜利的歌曲
回荡在整个广场。现场群情振奋，
掌声雷动。

400多老年人

参加演唱会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邢敏
通讯员 吴晓蓓） 近日，商河

县委组织部、老干部局、老干部书
画研究会在老年人之家举办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老干部书画
展。商河县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
2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本次书画展共征集了90余名
老干部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的
180余幅作品，展览历时三天，所
选作品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
广大老干部用书画这种传统艺术
形式回顾抗战历史，弘扬民族精
神，表达爱国情感，对激励后人，
凝聚力量，促进商河县文化发展、
社会和谐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老年人之家有

老干部书画展
继续搜集抗战事迹，要为无名英雄正名

花30万打造私人博物馆，大家
肯定会纳闷，他到底为了什么？在他
私人博物馆的大门上，有一副对联
足以表明他的态度。对联上写道“展
示农家器具传播民族文化 弘扬国
防科技激励爱国情怀”。杨培卿说：

“我本来想出本书，但是后来觉得书
不如实物更易让人接受，我希望商
河的青少年能了解商河的历史，能
在历史故事的激励下更好地成长。”

越来越多的孩子淡忘历史，甚
至80%的青少年不知道商河是何

时沦陷、何时解放的，他感
到“遗憾和惋惜”。他常说：

“如果孩子们丢

了历史，他们还能记得些什么。”翻
阅孩子所有的教科书，找不到关于
商河的只言片语，在商河除了“红
色纪念馆”外更没有多余的博物
馆，他想要在商河找个地方，通过
实物将那段抗日岁月安放。

几乎每天都有人慕名前去他
的展馆，多数是带着孩子一起去
的，最让他感动的是有的小朋友在
参观时，不停地向他询问，父母带
孩子离开时，孩子恋恋不舍。有一
个小女孩曾对他说：“杨爷爷，我还
会再回来听你讲故事的，你讲的故
事真好。”杨培卿说：“看到孩子这
样，我就觉得收集这些值了。青少

年们不能丢了历史，孩子们只有在
历史中，才能找到民族的根与魂。”

近一段时间以来，杨培卿一直
忙于他的“抗战实物展”，本以为实
物展结束后他能休息一下，没想到
他又有了新的任务。实物展后，他
打算去搜集一些在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做过贡献，却因为历史原因无
法留名的人，将他们的事迹编成故
事，融入到他的私人博物馆中。杨
培卿说：“据我所知，在战争中，有
一些推木车、抬担架的人，因为害
怕报复一直不敢说自己上过战场，
我希望能为他们正名，历史中应该
有他们的身影。”

杨
培卿通过
实物讲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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