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编“词典”我捏泥人 3年资助14名贫困学生

八旬夫妻的多彩晚年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本报通讯员 李刚

在程毓斌和赵玉兰家的书房里，还

有一个特殊的书架，老人还有一群特殊

的孩子——— 14名被他们资助的贫困大

学生。书架上，除了放着这群学生和老

人的合影，老人还特别仔细地保存着他

们和这些学生的书信往来。

说起这些学生，老人如数家珍：

这个是山大的，这是在日本拍的，她

年年考第一；这个是山师的，今年毕

业了，过年时还来看望我们了；这个

是聊大的，还在上学，学习成绩也不

错；这个在济南，这个去了郑州……

程毓斌说，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先后

资助14名贫困大学生。程毓斌说，这

些学生中，有一些已经毕业了，在资

助他们时，他和老伴都没想着要什么

回报，所以对这些学生的每一封来

信，他们都很用心地去回复。“如果

还有精力和能力的话，我们还会资助

更多贫困的人。”两位老人的想法不

谋而合。

2010年10月19日 星期二

编辑：刘慧娟 组版：李娟丽

今日聊城·人物
C07

两位老人经常翻阅书信和相册，想起那些曾经资助过的

孩子。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慈善心： 省吃俭用3年资助14名大学生

今年81岁的赵玉兰回忆说，大约

在1983年左右，东昌府区时称聊城县，

当时她所在的一个幼儿教育机构和妇

联共同成立了一个托幼办公室，当年这

个托幼办举办了一次自制教(具)玩具

的展览会，在展览会上，她看到了一个

小熊猫造型的泥塑，一下子就喜欢上

了。回来之后，她买了材料和工具自己

练习捏。“也没找到老师，就是自己喜欢

什么捏什么。”赵玉兰说。

在老人的书房，三个大书橱里面，

满满当当地放着三百多个泥人。“这是

梁山一百单八将，还差四五个就捏全

了……”赵玉兰热情地介绍这些泥人。

她拿起个走娘家的泥人，笑着比划着：

“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我还

在小孩手里捏了一串糖葫芦。”

赵玉兰说，退休后，她陪着老伴儿

上了十年的老年大学，学习书画，后来

又学习中国历史，还研究《黄帝内经》、

《易经》等修身养性，用在捏泥人上的时

间很少了。“捏这些泥人时，几乎没

有书画基础，现在捏应该会捏得更好。”

赵玉兰说。

赵玉兰： 无师自通捏了300多个泥人

见到80岁的程毓斌老人时，他正

乐呵呵地从外面回到家。谈起他编的
书，老人娓娓道来：退休后，他原本

忙碌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下来，思考自
己走过的路，他从济南出生、成长，

之后来到聊城工作，再到后来成为一
名公路干线上的高级工程师，他忽然

想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人生的思考

写下来，写成一本回忆录，既是对自
己一生的总结和回顾，也可供子女和

后生借鉴和思考。

程毓斌在写书之前翻阅了很多遍

字典，对现代汉字的规范用法进行系统

学习，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

写法非常相似的汉字，用起来特别容易
混淆，当时他就想：何不把这些汉字放
到一起、编成一本书呢？

于是，老人便戴上老花镜，每天坐
在电脑前七八个小时，打印汉语学习笔

记四十多万字。为了这四十多万字，家

中三台打印机都被用坏了，原来的电脑

也不堪重负，换了一台新的。2008年，

这本44万多字、收录了在形、音、意等
方面易混淆的 1 5 6 7 个汉字的“字
典”———《汉语单字识别捷径》出版了，

这些汉字以表格形式呈现，按拼音字母

顺序排列成检字表，每个字都有读音、

组号和页码，查阅起来十分方便。“我是

学工科、搞技术的，擅长用表格。”程毓

斌说，他编写的第二本“字典”———《汉

语单词识别捷径》近期也要出版。“现在

开始写回忆录我就充满信心了。”程毓

斌说。

程毓斌： 为写回忆录编了两本“词典”

虽已满头银发，依然精神矍铄，为了写本回

忆录，编了两本“词典”；一次偶然机会，爱上捏

泥人，无师自通捏了三百多个；生活富裕，却省

吃俭用，三年资助了14名贫困大学生……这就

是程毓斌、赵玉兰夫妇，虽已年过八旬，却依然

精力充沛、生活充实，钟情于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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