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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老人
收收收集集集雷雷雷锋锋锋藏藏藏品品品555000000件件件
他眼里每一件物件都是一段故事

59岁的刘建德有个特殊的爱
好，就是收集跟雷锋有关的藏品。
为了收集到好东西，他每周末不
到五点就起床去赶古玩大集，还
不时跑去北京、徐州等地的文化
市场逛逛。目前他已珍藏500余件
不重样的有关雷锋的物品，并借
藏品来宣传雷锋精神。

近日，在芙蓉小区刘建德的
家中，记者一进门，就彷佛置身于
一个雷锋纪念馆：客厅的沙发上、
桌上，餐厅的地面上都摆满了与
雷锋有关的物品。不仅如此，客厅
的正中墙上还挂着一幅裱好了的
一开大小的《雷锋之歌》宣传画，
桌上摆的相框里装的也是雷锋
像，就连刘建德身上也别着一个
光亮亮的雷锋像章。刘建德笑着
说，今天正好家里没人，他就把藏
品都拿出来整理一下，要是人多，
他可不敢，怕把东西弄坏了。

谈起收集雷锋物品，他说起
初是受弟弟影响。他内退后闲得
慌，弟弟收藏票证已好多年，就建
议他搞个收藏，既打发时间还有
个兴趣爱好，没想到便一发而不
可收。“雷锋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全
民榜样，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
1963年，他正好上小学，那时耳边
天天回响的就是《学习雷锋好榜
样》，家里的镜框、贴纸、杯子，都
有雷锋的头像。而受雷锋影响，大
家都争先恐后地做好事，即使是
别人不用扔掉的破铅笔、破本子，
他们也都捡起来交给老师，“做好

事的热情特别高”。而在收藏雷锋
物品的过程中，那段历史，那时的
激情，便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这
种特殊的情感，让他越来越迷于
收藏。

如今，刘建德已收集雷锋藏
品500多件，耗资数万，基本上都
不重样，最早的藏品是1963年的，
晚的到上世纪80、90年代。“我基
本一件物品就收藏一件，反正我
又不卖，不靠这个挣钱，没必要收
藏很多一样的东西。”

在他收藏的物品里，既有书
签、书籍、扑克牌、画册、宣传画等
纸质品，也有杯子、书包、帽子、纪
念章等物品。由于潍坊收藏雷锋系
列藏品的人很少，市场上关于雷锋
的藏品也不多，因此搜罗起来就不
容易。周六、周日北宫街虞河桥头
以北的古玩大集，是他必去的地
方，那两天他不到五点就起床，“因
为去晚了，好东西就没了”。没事的
时候，他还跑去北京、廊坊、徐州、
淄博等地的文化市场逛逛。

“收集也是碰运气，运气不
好，逛半天也买不到合适的，运气
好了，刚去就能发现好东西。”而
买到好东西，刘建德能高兴好几
天。

刘建德说，他收藏的动力就
是源于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
在他眼中，每一个物件里面都是
一段故事，他想借藏品来宣传雷
锋精神。

本报记者 韩杰杰

刘建德平时就是个热心人，邻
居有事，总喜欢找他帮忙，或是出
个主意。而看到不平事，他也总爱
打抱不平。“咱收藏‘雷锋’，觉悟得
高啊。”他笑着说。

他最近分门别类整理藏品，
是为了办展做准备。办展览，是他
早就有的想法。他说，现在人们对
雷锋的理解和认识，跟他们那个
年代差别很大，现在很多人知雷

锋其人，不知其事。他前几天看到
一个新闻，说一个人被撞了，一群
人围观，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扶，看
着太心寒了。“要是我在，早就去
扶了。”社会上的一些冷漠，让他
觉得雷锋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
精神是宣传多少都不过分的。

他说，藏品整理好后，他很
希望能走进学校、社区，让大家
了解雷锋精神，而不是“雷锋三

月来四月走”，要让雷锋精神在
潍坊“安家”。

鸢都收藏沙龙总召集人刘
广顺说，在他们收藏队伍中，收
藏种类广泛，但专门收藏雷锋系
列藏品的刘建德还是第一个。明
年是毛主席亲笔为雷锋题词“向
雷锋同志学习”50周年，他们计
划为刘建德办个雷锋主题展，以
传承雷锋精神。

想办个雷锋主题展

刘刘建建德德收收集集的的部部分分藏藏品品。。

刘建德和
他收藏的雷锋
画像。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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