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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邹鲁民俗文化
百图》，确乎丰富有趣的民
间生活写照，每一个场景
也都会激起沸腾于心灵深
处的家乡恋情。尽管它不
是邹鲁区域真实生活的
全部，却是邹鲁大地的民
间精华。

中国的民俗文化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丰富
多彩。中国民俗是中华
民族创造的最接地气的
基层文化，是中国大众文
化宝库中重要的一部分。

民俗，即民间风俗，
泛指民间创造、享用和传
承的生活文化，是社会群
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
的集体习惯，民俗的主体
是人民大众。邹鲁民俗，
乃邹鲁文化圣地盛开的
一朵奇葩。

邹鲁不是简单的地
域名称，而是文化兴盛的
代名词，一种厚重文化的
符号。邹鲁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源头文化、主流文
化、主导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发端，是产生思
想家的摇篮。

春秋后期，孔子生于邹，居于鲁，周游列国，崇敬
周礼，创立了儒家学说，鲁则成了儒家学说的中心。
邹人孟子，继道统，辟杨墨，著《七篇》，继承发展了孔
子的学说，邹随之成了儒学复兴之地，与鲁同为儒学
发源地。

邹鲁之地、邹鲁文化非同寻常。在春秋战国200
多年的时光里，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先后诞生
了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
孟子等5位圣人及众多历史名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
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邹鲁遗风，英贤不绝。邹鲁文化不是枯燥的古
董，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有着超越时空的文化
和道德价值。庄子称，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
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司马迁也曾对齐
地与邹鲁之风气作比较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
风，俗好儒，备于礼。”

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及民风民俗差异，即使
齐文化和鲁文化都属周文化，也有“道”的差异：齐重

“尊贤而尚功”，鲁重“尊尊而亲亲”；齐多进取而少保
守，鲁则多保守而少进取；齐有周礼而“礼乎法”，鲁有
周礼而“礼乎礼”；齐以“功”讲道德，鲁以“劳”讲道德；
齐重武，而鲁崇文。

既然民俗是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民俗的背后是
文化，那么，研究民俗就是寻根溯源，以便更好地了解
文化现象的背后内涵了。民俗背后是民族或地域的
文化，虽然不会一成不变，但没有自己民族或地域的
文化，就是没有了根。

尊崇民俗绝不是要倒退，落后的文化都在移风易
俗之列。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文化。

济济邹鲁兴天下，尊尊礼义赋新鸿。邹鲁文化、
邹鲁民俗，不仅能在生生不息的岁月长河里，伴随生
产与生活的节律传承致远，也一定会在历史的年轮里
闪耀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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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每天起床先到附近公园走一走。这天，走着
走着，突然听到军号声，仔细辨别，是起床号。顺着号
声望去，是新建的消防救援队驻地。队员们正从院子
里跑向操场，准备出操。原来，消防救援队的作息也
听令军号。

我从小在部队院里长大，17岁成为一名边防士
兵，对军号声是太熟悉不过了，而且充满亲切感、荣誉
感。什么冲锋号、紧急集合号、起床号、出操号、开饭
号、熄灯号……

最令人紧张的是紧急集合号，一阵子手忙脚乱，
打背包，拿武器，一个班的人在漆黑中忙碌着。有时
也会闹出笑话来，两个人拉了一条背包带，忙了半天
是错的。有的战友甚至将裤子穿反了，把前面的穿到
了后面，摸不到裤腰带，等反应过来，只能是“将计就
计”，争分夺秒。

小时候，部队大院里的军号都是放的唱片，有专
人管理。大院里的电线杆子上，隔一段就有一个高音
喇叭，号一响，院子里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得到。无论
是军人，还是家属，就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久而久
之，就习惯了号声，生活很有规律。

1979年12月，我从军奔赴内蒙古某地。我们是
作战部队，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此时，国家物资匮
乏，我们身处恶劣的环境，一个连独立驻守一块防区，
与兄弟连队相隔四五公里。

我们没有电视机，即便有也没用，接收不到信号，
听个收音机也听不到什么，就更别说播放机了。每个
连队有专职的司号员，每年在新兵下连后，连首长根
据选拔条件，派一位新战友到集训队学习吹军号，经
过半年的培训，回到连队接替老司号员。

每一天，司号员按照作息时间准时吹响不同的号
声。作为军人，号声就是命令。每在睡得正香时，听
到急促的紧急集合号，全连快速行动，什么是使命，什
么是责任，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闲暇时，我们让司号员讲一讲学习吹号的经历。
他说，作为司号员，首先要牙齿整齐，不能漏气。在司
训队学习时，要练习憋尿，才能底气十足。每天晚上，
熄灯号一响，门就被在外面锁住了。教员怕有人偷偷
地半夜上厕所，必须在起床号响了才能上厕所。要掌
握所有的号种和号谱，每天不停地练。为了尽快掌
握，经常一个人跑到山上练，那是一段辛苦的学习过
程。

今天又一次听到了军号声，仿佛又回到了军营，
想起了那段军旅生活，那段青春沸腾的时光。

又闻军号声
许双福

我与《济宁日报》的渊源应该追溯到20世纪
80年代，时逢新中国成立40周年，报社与市中区
装潢厂联合举办诗歌征文大赛。

我当年刚离校走向社会，因文学的种子一直
在年轻的心里萌动，便去拜访了在乡文化站工作
的杨兴谦老师。在他的引荐下，我参加了诗歌大
赛，有幸获得优秀奖。当然，这主要得益于《济宁
日报》编辑老师对一个文学青年的扶持和鼓励。

我钟情于《济宁日报》，还与原喻屯乡报道组
的廉成玉老师密不可分。我经常在《济宁日报》
上看到他采写的新闻通讯，他为家乡的宣传事业
倾情一生。

受廉老师影响，我当时也写了一些新闻稿
件，但自知文笔稚嫩，不敢投市报，便投给济宁市
郊区广播站，许多稿件播出了。当年每个村头都
有一个大喇叭，播报本地新闻，转播中央及省电
台新闻节目。听的最多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节目，还有各种广告，印象最深的是“要买好布
鞋，请到莱芜来”。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济宁日报》副刊，不同
时期的《济宁日报·周末刊》《星期天刊》《黄土地》
《文化周末》周刊，我沉浸其中，细细品味。

我当时在一家工厂工作，那里有个图书馆，
我经常在晚上去浏览报刊，每周末的《济宁日报》
是必须读的。在这里我熟悉了许多本土名家，尤
其是他们写的报告文学、历史民俗故事，他们著
作等身，令我敬仰。

在《济宁日报》上发表作品，是我不曾泯灭的
憧憬。我尝试写小说、诗歌，多读勤练，乐在其
中。向《济宁日报》副刊投稿的想法，在我心里一
直蠢蠢欲动，将诗稿精心地书写在方格稿纸上投
寄过去。

半个月之后，我收到了《济宁日报》的信，迫
不及待地拆开，看到我的组诗《建材咏叹》在1995
年1月5日《星期天刊》发表了！我那个激动呀，
一辈子也忘不了。见到熟悉的人，就让他们看，
那种浸入心肺的油墨香伴随我一生。

我知道那是报社编辑老师对文学新人的鞭
策和鼓励，只是岁月如网，人生变故，梦想中断，
愧对《济宁日报》，愧对文友、老师们的殷切期盼。

直到数年前，在师友们的感召下，我又重拾
迷失的文字，再续不曾泯灭的憧憬。我又开始补
脑充电，读书写作的日子不再平凡。《济宁晚报》
等报刊，又发表了我的诗歌作品。

忘不了曾经的《济宁日报》，忘不了40年来
不曾泯灭的憧憬！

不曾泯灭的
憧憬

济宁市任城区喻屯镇丁庄村 孙龙乾

1982年3月，结束了20个年头的军旅生涯，我转业回
到曲阜。由于对文学创作园地的关注，我不久便结识了
《济宁日报》。

1984年4月4日，我在复刊后的第28期《济宁日报》
“运河帆影”副刊发表了第一首小诗。当时的报纸是4开4
版，报头是简体草书。首次发稿令我兴奋，也感到了家乡
报纸的亲切。

1988年1月21日，我又在《济宁日报》发表了一首诗，
当时的报纸仍然是黑白4开4版，报头改为繁体楷书。

1997年3月10日，《济宁日报》又刊用了我的一篇散
文。此时报纸早已成了对开大报，平添了些许大气高端之
风。报头已改为红色繁体字且延用至今。

此后，《济宁日报》又刊用了我的几篇稿件。到2020
年8月1日的诗歌《查哨》，同年12月12日散文《老战士节
粮的流水账》，已有16篇（首）稿子发表。以前，手写的稿
子在报刊上变为铅字，称为“植铅”。现在，投稿、出报的高
科技变化太大了，让“植铅”一词也消失弃用了。

从黑白版到彩版，从最早的《运河帆影》副刊，到《周末
刊》《星期天刊》，再到近12年来的《文化周末》，《济宁日
报》副刊已筑起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殿堂！

弹指一挥间，我这个爱写点豆腐块的作者，也于1987
年6月被济宁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并在两年后跻身中
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其后更名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并将
小塑料皮的会员证，更换为羊皮质封套的会员证。

《文化周末》副刊惠及本地广大读者，面向全国，影响
海外，功不可没。我与主编成岳老师未曾谋面，却期期相
见。他每周阅稿逾万，慎选佳篇，也数次把我的稿子修改
至最佳状态刊出。他曾来电话让我将一首学雷锋的诗歌
改成散文并迅即发表，也曾让我收获周三寄稿周末即植铅
的惊奇、喜悦，其辛苦工作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

屈指算来，我在《济宁日报》副刊发的诗文中，有一多
半属回忆录式的军旅题材，更难得的是配发了我和著名文
学史家、山东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孔范今教授年青时的合
影，配发了我在北大荒当拖拉机驾驶员、在师汽车连当指
导员的军装照……

我享受到了《文化周末》的丰盛大餐，享受到了耕耘的
收获，我知足了。

辛苦了，我的责编、主编！谢谢了，我挚爱的运河帆
影、周末刊、星期天刊、文化周末！

我挚爱的报纸
济宁市曲阜市司法局退休公务员 张玉昆

出身贫寒，穷则思变。学
生时期爱读书，如饥似渴。参
加工作后爱看报，学习时政，
了解天下大事，一发不可收
拾。对报纸有了感情，几十年
如一日。

热爱报纸，自然喜欢集报
收藏。看报集报，养成习惯，
与工作、吃饭、睡觉一样重
要。成了报痴，甚至废寝忘
食。想读遍全世界，非常贪
心。除了看自己办公室订报，
还到传达室迎接邮递员，浏览
其他部门报刊，先睹为快。与
门卫、档案室搞好关系，好的
文章、图片争取收藏。公务员
工作和担任单位领导，是我看
报藏报的疯狂时期。退休后
自费订报，开始很多，后来精
简，看报集报从没停止，一直
坚持到今天。

济宁人当然热爱自己的
家乡，近水楼台，喜读家乡的
报刊。《济宁日报》1983年复刊
后，情有独钟，我一直重点阅
览。特别有登载我文章的版
面，每期必藏。翻看《济宁日
报·文化周末》，亲切的乡土气
息扑面而来！让我激动不已，
沉浸在字里行间的幸福之
中。《参考消息》和《济宁日报》
每天陪伴我快乐生活，几十年
不变。

看报丰富了我的精神生
活，集报增加了我的无形资
产。财产不多，我确实感到非
常富有。好的文章让我欣喜
若狂，深感幸运。我是个乐观
的明白的人，正直向上，得益
于读书看报。读书看报集报

心得体会，发过视频、登过报纸，工作报告宣传材料得心应
手。我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散文、人文历史作品，都与读书
集报获得的灵感有关。《参考消息》把我的作品评为优秀征
文，特授予我《参考消息》荣誉读者。在此，感谢各报的编
辑辛勤劳作，感谢读者的关怀和知心。

日积月累，书报成了我的家当。办公室、贮藏间，特别
文书小房，一捆捆的报刊书籍堆积如墙。几次搬家，尽管
不舍也处理了几百公斤的旧报。年龄大了，简约生活，不
再粗细兼收，而是有选择地收藏。梳理藏报，减轻负担，忍
痛割爱，卖了不少“废品”。新看过的报纸，不再囫囵吞枣，
而是分拣精存。好的文稿剪报粘贴，装订成册。现在，我
的集报、剪报、藏报更精简也更珍爱了。

思想家爱文史哲，济宁报人爱生活。谢谢《济宁日
报》，感谢各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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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济宁日报》是在1991年，那时我还在学校
里读书，偶尔看到语文老师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学作
品，《济宁日报》副刊的组稿风格深深地吸引了我。从
那文章结识了这份报纸，我也才知道，《济宁日报》那
时候已经有了“周末刊”的文学版块。

因为老师发表了文学作品，所以想着，如果自己
的文字也能在这上面变成铅字，那该有多好啊，想想
都是让人高兴的事。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份报纸就在
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那时候不像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投稿都要去邮
电局所邮寄。要把稿子写在方格稿纸上，然后寄给报
社。我寄稿件的时候，不仅有稿件，还要写一份热情
洋溢的信，希望编辑老师能重视自己的稿件吧。

或许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也或者是我的作品质量
确实不是太高吧，那两年，我的稿件并没有发表过。
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停止投稿。编辑老师不用我的稿
件，说明我的稿件质量差距太大，也说明这份报纸的
要求非常高，这愈发让我热爱这份报纸。

1993年，我当兵到了北京卫戍区。新兵连结束以
后，分配到了警卫一师教导大队，从事军械仓库管理
员工作。这个时候，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到了书
籍，也有更多的时间写作与投稿。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收发
员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说有我的汇款单。我心中还
是一愣，我没向家里要钱啊？尽管在部队津贴不是太
高，但买生活用品还是够用的，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向
家里要钱，更不可能有别人给我汇款呀。

当时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收发员把汇款单递
到我手里的时候，“济宁日报”几个大字首先映入了眼
帘，我的心开始激动起来，再看看下面写的是“稿费”，
高兴，那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仅仅是10元钱，但这钱
却至关紧要，而且非常厚重了。

那时候，我们每月的津贴只有16块钱，而我收到
的稿费就有10元之多，这就相当于又拿到几乎1个月
的津贴。这10块钱太重要了，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是
自己的稿件发表了，巨大的成就感瞬间包围了自己。

可惜那时候不像现在，智能手机普及了，随手可
以拍照和录像，但我还是特意找人把那张汇款单拍了
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始终珍藏着。后来搬了几次家，
就不知道放到哪儿了。如果仔细找的话，应该还能找
到那份汇款单的照片，那是一份手写的汇款单。

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那张报纸的
版面中间位置，发表了我的一首散文诗，叫做《今生有
约》。那次的样报，当时报社并没有寄过来。我的一
位朋友在一家单位里找到了那期报纸，而且给我寄了
一份儿，而且复印下来。

直到多年以后，我申请加入山东省作家协会的时
候，还想用一下那期的样报，作为作品的证明。遗憾
的是，只找到了复印件，报纸却无影无踪了，如今想
来，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那也是平淡生活中一
点心动的记忆吧，所以记忆犹新。

无论如何，我都应该感谢《济宁日报》副刊的编辑
老师，能够发表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作者的稿
件，而不像一些文学杂志和刊物，就只发一些主编以
及作家协会主席的稿件，关系稿比较多。我对《济宁
日报》是心存感激的。

一件往事，一段心路历程，却折射了《济宁日报》
副刊编辑老师们付出的心血，以及他们为人、为文所
具备的操守。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济宁，但是这件往事
深深地影响着我，一直鼓舞着我的写作。在我写作的
起步阶段，《济宁日报》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感
谢编辑老师们那一次的发现，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们。我当努力前行，不负遇见。

一段往事，一段历程
济宁市经开区疃里 闫茂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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