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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DD022

“潍坊这座城”老照片展 >>

与与郭郭沫沫若若先先生生的的合合影影
本报记者 韩杰杰

几十年来，张景陶老人到
过了很多城市，走过了很多地
方，拍下的照片不计其数，但
他最珍爱的是一张在北京与郭
沫若先生的大合影，他用镜框
镶起来，悬挂在家中最显眼的
地方。

1955年，国务院科学研究
计划工作小组提出了编制我国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
构想，调集了几百名各种门类
和学科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
员参加编制规划工作，确定了

“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指导
方针。

张景陶工程师是潍坊经济
开发区双杨街道孙家村人，
1928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
庭。1952年山东工学院毕业，是
建国后最早的一批本科毕业
生，最初分配到抚顺重型机械

厂，兼任厂校教务主任。1954年
调北京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
1955年参加了这次科学规划工
作。1956年6月19日，郭沫若院长
等科学院领导同志在西郊宾馆
接见了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留
念，并表示感谢和提出鼓励。

“早已离休的父亲感恩之
心始终未泯，一张合影照感动
了他一生。”66岁的退休教员张
耀槐说，他常说：“我是农家子
弟，没有新社会，没有党的好
领导，哪有我的今天，哪能参
加国家级的科学规划？”

1958年，为充实地方技术
力量，张工调到了浙江省机械
工业厅，成为知名基建专
家……几十年来，他走遍全省
的角角落落，也到全国许多地
方出差，拍下的照片不计其
数，但最珍爱的还是这张在北

京的合影，他用镜框镶起来，
悬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时
不时发自肺腑地说：“何时何
地都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
真工作，这没有错，也不会
错。”他回乡探望父母，总是
假出差经过之便，而常常被邀
请到潍坊的、寒亭的工厂参观
指导，从不说虚妄话，懂就说
懂，不懂就说不懂；家乡的技
术人员出差到浙江寻求物料或
图纸资料，他总是热情接待，
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力提供帮
助。

“我于1968年11月从杭州
主动要求回乡当了知识青年，
誓言扎根农村，言信行果，后
来参加高考报了师院，毕业后
在家乡教书——— 父亲的教诲就
是我的动力之一。”张耀槐这
么说自己的经历。

欢乐颂第十一章

六六旬旬老老人人的的读读书书人人生生
出场人物：杜永利
文/片 本报记者 韩杰杰

真真正正的的读读书书，，不不是是心心血血来来潮潮时时偶偶尔尔翻翻阅阅几几页页纸纸书书，，而而是是让让
阅阅读读和和思思考考成成为为一一种种生生活活方方式式。。时时年年6666岁岁的的杜杜永永利利每每一一天天都都沉沉
浸浸在在书书卷卷墨墨香香中中，，数数十十年年如如一一日日。。退退休休后后，，杜杜老老更更是是如如鱼鱼得得
水水，，每每日日与与书书香香相相伴伴的的时时间间长长达达四四五五个个小小时时，，在在他他看看来来，，书书籍籍
既既是是良良师师又又是是益益友友。。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养成爱读书的习惯

11日下午，阳光正好，66
岁的杜永利老人赶到市图书
馆，借阅一周的“精神食粮”。
对杜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都不陌生，因为他是这里的
常客。

“基本每周都过来，一次
借上四本书，一周时间就读
完了。”杜老笑着说。记者看
到此次他借阅的图书是《弹
痕》上中下册及《都市风水
师》四本书。“我看的书杂，这
些都是些新书，便借过来看
看。”

说起爱看书的习惯，杜
老说，这其中既有受父亲影
响的原因，也有三年自然灾
害的影响。因为父亲工作的
原因，他出生在大连，生长于
沈阳，1958年才随父亲从昆明
回到潍坊老家。父亲读过四
年私塾，有些文化，对他们子
女的教育也颇为上心。他还
记得回乡不久，父亲就带他
去市图书馆借书的场景。那
时市图书馆是一排低矮的平

房，位于胡家牌坊街上，当时
借书还要去类似一个中医抽
屉式的检索架上去找书目，
找到自己想读的书后再抄下
信息来，交给管理员，这样才
能借出书来。

而引领他发现书中美好
的，还有当时发生的大饥荒。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
间，大家都吃不饱，周边凡是
能入口的东西，老百姓都拿
过来吃。”杜老回忆起当时的
场景仍神情哀痛。他说，白杨
树叶子、梧桐花都被人们吃
光了，就连枕头中的糠，人们
也用锅炒一炒入口。当时家
里有六个孩子，吃食更是紧
缺，饿肚子的时候常有。“饿
就是这样，越想越饿，一饿
了，我就看书，看书上瘾了就
感觉不到饿了。”就这样，他
爱上了书中的美好。

55年间见证图书馆四次变迁

4个月阅读量就达130多本书

受杜老的影响，他的两
位儿子及孙辈，都特别喜欢
读书。在杜老的家中，书架已
经摆放不下收藏的书籍，只

能打捆摞在写字台的底下，
这还不算搬家时不慎丢失的
书籍。

相比于购买的书籍，杜
老借阅的书籍更多。“上初
中、高中的时候，因为家里条
件不允许，花钱买书不现实，
我便常去图书里借书。”杜老
说，这些年，他见证了图书馆
的变迁，图书馆的馆藏越来
越多，阅读环境越来越好，他
也越来越舍不得离开。借阅
图书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了现
在。

记者从市图书馆了解
到，自今年2月至今，杜永利
老人借阅的图书已有130多
本，成为老年群体中阅读量
最大的老人。

“孙子看我读书，也有模
有样地学着读书。”杜老说，
孙子2岁的时候，就能认清象
棋中的棋子，6岁的时候就能
翻阅大人书，看懂不少汉字，
如今上小学三年级的孙子也
爱上了读书，办了借书证，常
常去馆里看些科普书。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
书，肯定是有其闪光点在
的，不过人们要带着思考去

读书，有辨别意识地在读
书。”他说，尽信书不如无
书。他上学时父亲建议他读
一些人格培养、道德修养方
面的书，他觉得获益匪浅。后
来工作后，他觉得积累知识
很重要，看了很多历史、社会
方面的书籍。如今退休后，他
更青睐看一些休闲的故事书
籍和一些新出版的书籍。

因为爱读书，杜老思维
活跃，言语幽默，但又不乏
对事件和现象的深刻见地。
“我喜欢跟年轻人交流，汲
取些新知识，这样才能跟得
上年轻人的思维嘛。”他
说。

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令人心志平和度晚年

66岁的杜老身体康健，
平时出行还喜欢骑公共自行
车。说起自己退休后的生
活，他觉得过得很充实。

杜老的生活很有规律，
白天看书、刻章、练练书
法，不时出去跟朋友聚个小
会。晚上则准时收看《新闻
联播》关心时事，中央4台和

中央 1 0台也是他爱看的频
道。睡前半小时则是阅读时
间，雷打不动。闭上眼睛之后
他就想想书里的内容，思考
一下问题。“我常说书籍是个
好东西，它不仅带给人们知
识，还让人思考，使人头脑灵
活，心智平和，人老了多读书
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呢。”他笑
着细数读书的好处。

而说起印章，杜老已有
30多年的经验了，很多朋友
的印章都是出自杜老之手。

“有朋友看我刻印不错，就建
议我出一套印谱，我问：‘出
这个干什么呢？’朋友答：‘留
名啊！’”听到这个回答，杜老
笑而不语。“我喜欢老子的

‘无为’，人生在世，不过须
臾，每天开心就好，随心而
活，看淡名利。尤其人老了之
后，名啊利啊，该放下就放
下，这样才能过得舒心。”

对今后的老年生活，他
还有很多打算，有很多事情
要做。“很多老人认为退休后
人就老了，其实不然，后面还
有二三十年的人生路要走。
如何走好这段人生路，还需
要好好规划规划。”

郭沫若先生(前排左三)与大家合影。张景陶先生为后排右五。

照片由张耀槐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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