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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报纸

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张秋生老人是菏泽财经
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齐鲁
晚报的铁杆读者，从1995年开
始购买第一份齐鲁晚报后，
便与报纸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22年间，看报纸成为他每
天的必修课。他说，他唯一的
爱好就是看报纸、收藏报纸，
这个习惯他已保留了 2 0多
年。

在张秋生老人家中，齐
鲁晚报记者吃惊地看到，他
家中简直就是报纸的世界，
书架上、桌子上全被齐鲁晚
报塞得满满当当，柜子里甚
至床上也是一摞摞的齐鲁晚
报。而老人家的阳台简直就
是齐鲁晚报“博物馆”，靠墙

整齐摞着两排齐鲁晚报，每
一排都跟记者个头差不多
高。

张秋生老人说，1995年他
去济南休养，在街头报刊亭看
到齐鲁晚报，便被其精彩的内
容所吸引，通过报纸可以了解
那个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
文化状况。

“之后每天下午便去报刊
亭等着，遇到喜欢的文章就记
下来，以后想看时也能第一时
间找到。”回到菏泽后，张秋生
老人开始全年订阅齐鲁晚报，
从未间断。

“在我家，这20多年来的
报纸，只要你说出哪一天，我
都能很快找到。”张秋生老人
说，他家中收藏的最早的一张
报纸是1995年4月18日出版的
齐鲁晚报，当时一份齐鲁晚报
才两毛钱。

为找到当天报纸

他跑遍半个济南城

1997年张秋生老人退休
后，读报成为他仅有的喜好，
每天阅读齐鲁晚报的时间都
在4个小时以上，“饭可以一
顿不吃，但报纸一天看不到，
对我来说可是大事。”张秋生
老人说，有次他去济南，当天
的齐鲁晚报被青岛某家企业
全部买断后免费送给读者，
当他去报刊亭买报纸时，发
现报刊亭都关了门，“找不到
报纸怎么能行？我几乎跑遍
了半个济南，无奈下找到卖
报纸的人，他帮忙找到了一
份。”

“由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
境不同，每个时期的齐鲁晚报
又各具特色，一份份报纸就如

同每个年代的历史。”张秋生
老人说，收藏齐鲁晚报，最大
的作用就是丰富自己的知识，
很多过去不了解的历史，可以
通过报纸去了解，自己经历过
的事情，又可以通过报纸去回
味。

齐鲁晚报记者在张秋生
老人捐赠的齐鲁晚报上看
到，不少稿件都密密麻麻地
做着标记，有的用不同颜色
的笔圈出来，有的用圈画着。
在他眼中，他所收藏的每一
份报纸都是无价之宝，他希
望这些报纸能够得到永久珍
藏。

毕生收藏的报纸

有了好“归宿”

由于小区要拆迁，报纸较
多来回搬不方便，老人又不舍

得卖，便想到将自己珍藏了20
余年的齐鲁晚报捐给菏泽市
图书馆，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看
到这些报纸。

26日，张秋生先生向菏泽
市图书馆捐赠《齐鲁晚报》仪
式举行，张秋生老人将从1995
年-2013年的报纸全部捐献了
出来。“将齐鲁晚报捐到市图
书馆，为报纸找到好的‘归
宿’，不仅可以让更多爱读报
的人看到，也能发挥更大的作
用。我很满意。”
  “对于张秋生老人的行
为，我们十分感谢。这些报纸
我们会好好保管，设立专架，
让更多的读者利用好、阅读
好，也会叮嘱他们要爱惜报
纸。同时张老如果想翻阅报
纸，我们提供最全面的服务。”
菏泽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副
馆长张伟胜说。

(史)铁生幸运地邂逅了
地坛，我无意中撞到了齐鲁
晚报·今日菏泽，也寻觅到了
我的地坛。

人活着就应该做些和吃
饭无关的事，来满足一下自
己的精神欲望。铁生先生走
后，我想接过先生的笔，走进
地坛，写下去。一年下来，我
写出《人生起点在冬季》《春
到曹南》《英雄红三村》《哭泣
的牌坊》等十多篇作品。看着
这些藏在深闺的作品，如同
自己的嫁不出去的孩子，我
胆怯了，想打退堂鼓。而此刻
(2012年7月)，我幸运地遇到
了齐鲁晚报·今日菏泽。如同
铁生先生在地坛观察疾行的

蚂蚁，展翅的瓢虫，稳停半空
的蜂儿，我在认真地领悟齐
鲁晚报·今日菏泽的力量。在

《今日菏泽》中，我找到了我
的地坛。《今日菏泽》，使我享
受到一份心灵宁静的同时，
身边这些平凡菏泽人的奋斗
经历感染了我。在她的激励
下，动摇的心又收回来，我又
拿起笔，写了起来。

2013年4月，《今日菏泽·风
雅颂》的问世，更是我的福音，
给了我奋进的力量。当时“墨
香”版面征稿，我抱着试试看
的侥幸心理，将《人生起点在
冬季》投了过去。没想到编缉
老师打来电话，对作品提出了

十分中肯的修改
建议。找到刊
有我文章的

《今日菏泽》
后，我认真研
读，认真对照
原稿与发表
文章的不同
之处，领会改
的精妙。认识
为人做嫁衣
的编辑老师，

我给作品找到了家。以今日菏
泽阵地，做地坛，撸起袖子加
油干，我爬格子的劲头更足
了。随着作品发表的增多，慢
慢地有了进步，水平也有了提
高。

以《今日菏泽》我的地坛
为平台，我认识结交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哭泣的牌
坊》的发表，单县文友帅猛多
次邀我去单县游玩；《寻找南
山》发表后，魏湾文友孔祥渠
进城与我秉烛长谈；《扯断的
任性》发表后，郓城文友李浩
与我通话长达一小时……在

《今日菏泽》的领航和鼓舞
下，我的作品越发越多。慢慢
地，我尝试着走出地坛。投稿
其他报刊。我知道，这是《今
日菏泽》的功劳。

徐志摩将于茫茫人海中
寻访其唯一之灵魂伴侣，得
之，志摩之幸。我没有志摩的
才华，可我幸运地遇到我的地
坛———“今日菏泽”。六年来，
在《今日菏泽》的滋养下，我在
成长。以后的路还长，走下去，
有我的地坛———《今日菏泽》
的陪伴，以后的路会更精彩。

今日菏泽——— 我的地坛
文/酆鸿

收藏齐鲁晚报22年，铁杆读者张秋生：

饭可一顿不吃，报不可一天不读

我是学校阅览室的常客，
翻阅齐鲁晚报是我的固定功
课，今日菏泽更是我的珍爱。
菏泽发生了什么？今日菏泽里
一览无余。有人说，微信不是
更快捷吗？但是微信里传播的
东西只能姑且看之，里面有太
多情绪化的东西，还有的根本
就是假新闻。不像今日菏泽，
有编辑和记者帮你拾珠。你知
道，菏泽的哪个角落又发生了
什么，于是感官的触角延伸开
来，好像一幅菏泽的新闻地
图。“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
宙。”我在菏泽，菏泽亦在我。

曾几何时，菏泽的发展也
驶上了快车道，日新月异，齐
鲁晚报·今日菏泽见证并忠实
地记录着菏泽社会的发展以
及城市巨变的每一步。六年
来，通过今日菏泽，你会发现
菏泽正在凤凰涅槃，欲火重
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直到今天，菏泽才真正出
落为百花园中的一朵雍容华
贵的牡丹，长袖善舞。

副刊是报纸的林中空地，
文学性是它的灵魂。齐鲁晚报·
今日菏泽“风雅颂”通过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打造着属于菏泽人
的心灵栖息地，大家在这里谈
艺切磋，相与吟哦，渐渐成为今
日菏泽的一道风景线。自从我
的文字忝列其中，我更是朝思
暮想着与她的约会。吴冠中先
生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他
说灵感就像受孕，受孕了就想
着把孩子生出来。对于我来说，
还急于把她嫁出去。特别感谢
编辑老师，我常常拙于为自己
的文字找到一个出彩的题目，
编辑老师却有点睛之笔，从《清
明》到《青青清明》，从《实现》到

《臻于高远，看更好的风景》，从
这个意义上说，编辑老师亦师
亦友。我在写作中常常会有一
种无力感，易中天说文学是

“无用之用”，很多的时候我们
无法用它去撞现实的墙，是

“风雅颂”的抬爱让我做到了
“择善固执”，曲肱而枕，乐在
其中。

今日菏泽是菏泽人的文化
盛宴，她让时间说话，犹如风过
耳畔，雨落江南，述说着属于这
片土地上独有的菏泽故事，请
你放慢脚步，“且停停中停一
停”，听她娓娓道来。

今日菏泽，述说独特菏泽故事
文/孔金泉

张秋生老人今年80岁，从1995年开始收藏齐鲁晚报，他22年如
一日，每天都坚持阅读报纸并装帧收藏，这些报纸他视为“珍宝”，
由于老房子要拆迁，张秋生老人便决定将自己珍藏的齐鲁晚报全
部捐给菏泽市图书馆，并与26日在市图书馆举行了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上，张秋生老人轻抚着面前厚厚的一摞报纸，像是抚
摸着孩子，眼中充满了不舍，“这些报纸陪伴了我这么多年，是我的
宝贝，也是我的财富，现在将这些报纸捐到图书馆，总算是有了好
的‘归宿’，我也放心，希望为更多的读者提供更好的精神食量。”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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