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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旬旬老老人人欲欲撰撰写写村村庄庄传传记记
让村子里子孙后代知道自己村庄的历史

今年74岁的高任春是无
棣县小泊头镇北高村人，平
时喜欢看书、看报、整理读书
笔记，也会写点东西。作为本
报的忠实读者，他还经常送
来投稿。现在他从老家搬到
滨州已经六年了，年纪大了
就更会想家，想起以前家乡
的大事小事他都会记录下
来，慢慢有了想要写成村庄
传记的想法。

“我写了点东西就想让你们
给我看看，咱们探讨一下怎样写
更好啊，你们也给我指导一下意
见。”高任春说。他以前过来总是
拿着信纸投稿的，这回他带了一
厚厚的记事本过来，却说想要写
本自己村里的传记。

“我写的也没头绪，想起一
点来就写一点，也不知道要怎样
写才好，你们是专业的，也帮我
出出主意。”高任春一边说着一
边往外拿出一本黑色的记事本，
赶紧翻开给我们介绍自己的写
作，他还说自己家里还有好几本
记事本已经写完。有这个念想还

是因为看了《高杜人说高杜事》
这本书受到启发，看到人家可以
把自己身边的事写成文章出书，
他很羡慕。总想把自己村庄的事
情也写出来。

翻阅了高任春的记事本，头
一页就是他自己绘制的村庄图，
那是30年前村庄的模样，他还专
门请人给复印了好多份，贴在每
一个记事本上。里面都是手写
的、板板正正的文字，记载着村
子里发生的大事小事。“这里面
有土地改革时期我们村子为土
改试点的事迹，有1968年大旱年
取得大丰收的奇事，有1953年北

高建民农业合作社成立的故事，
有北高村历来村支书历史变革，
有村邻间矛盾趣事，有外出打工
创业的人才，还有工农兵推荐、
民师转正、社会招工、村民自学
成才、村里党员人数等名单信
息。”高任春说。

“我们村子在当地也是有名
的村子，有好多新鲜的故事，出
的能人也多。就是想把记忆中的
村子和村子里的人、村子里的
事、村子里的新气候写出来，把
以前的事情记录下来，好让现在
的小孩、以后的子孙后代知道自
己村庄的历史。”高任春说。

文/片 本报记者 郗运红

受《高杜人说高杜事》启发 为村庄写传记

高任春是无棣县小泊头镇
北高村人，现在从老家搬到滨州
已经有六个年头，又加上年事已
高，现在越来越想念老家，想念
老家的事和人。“自从搬到滨州
一年也就回去两三次，老了就更
加想老家。有时候想起点事来就
赶紧写在本子上，就怕以后年纪
大了忘了。”

“上学时我的作文每次都是

当做范文在班级里读的，我还会
自己再命题多写好多作文。”高
任春从小就喜欢写作，上学时期
每到寒暑假老师布置作业要求
每人写2-3篇作文，等开学时高
任春总是交上厚厚的一册作文
本，比其他同学远远多写十几
篇。同时他对待自己的写作也视
如珍宝，每次都装订成册，并在
作文本上涂鸦画上红领巾，写上

“少年儿童文艺出版社”等字样，
就像是一本书。

这么多年高任春一直有着
看书、看报的好习惯，每天晚上
吃完饭出去散散步就回家看报
纸、看书，有看到精美的句子、好
的文章他都会剪下来贴本子上
或者抄写在本子上。“收集好了
再用时就好找了，没事也可以翻
阅看看，等到用时再找报纸就麻

烦了。”高任春说。
近些年，他买了好多的书刊

杂志，在家里攒着太多有点占地，
扔了可惜，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他
就骑着车子到集市上摆摊卖书。

“反正在家也没事，把旧书卖了还
能换点钱，没人来买还可以看会
儿书，多好啊。”高任春说。

关于自己村庄的传记写作
高任春说：“大概是想写从土地

运动时期到现在的一些事情的
记录吧，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他
说，以后写完了要去趟北京，因
为北京有位自己村庄出去的能
人，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这人知
识渊博可以帮助修改自己写作。

他还说，有机会他还想为村
里的一位德高望重地、名叫高德
昌的老师专门撰写一部小说，因
为村里的事真的太多怕写不好。

平时爱看书、看报，养成写作好习惯

74岁的高任春是本报忠实
读者。

高任春亲手绘制的30年前村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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