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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多有闲暇，
回首数十年与《济宁日报》
的相知岁月，还真是有缘
而言，有感而发。

我在济宁县委办公室
从事文秘工作，直至在济
宁市委政研室担任经济科
长的七八年间，常有“豆腐
块”见诸《济宁日报》。在
县市区担任常委宣传部
长及分管政法工作的十
几年，要经常为报纸组稿
和征订忙碌。退休后的
十几年，是与《文化周末》
相伴学术研发的耕耘了。

济宁，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济宁驻地
的古任城，是中华民族人
文始祖太皞伏羲之故里，
有着七八千年，甚至于上
万年的人类文明史。诸
多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
表明，自原始社会末期至
今，济宁古任城有文献可
考的历史在 5000 年以
上，且故城中心基本上没
有大的迁徙变动，我们的
祖祖辈辈一直在此区域
繁衍生息。

济宁是儒学文化的
发源地，儒门先贤任子不
齐就诞生在任城。任子
是最善于在儒家思想重
大方面与孔子请教交流，
且易达成共识的门生。

我作为生于斯、长于
斯的伏羲后裔、任子嫡
孙，出于文化传承之责，
相继在2008年 2月 1日
《文化周末》“博文”版刊
发《任氏·济宁·孔子》，
2013 年 1月 25 日《文化
周末》“长镜头”专栏刊发
《与任城一路走来的任氏
文明》。以此为起点，《济
宁日报》给予我们事业的
自信和研发的动力。

期间，我们在几位市级老领导的关怀下，联络
曲师大骆承烈、北师大董乃强、上海师大夏乃儒等
著名专家学者，以及地方知名学者，注册成立公益
性学术社团，并于2015年至2017年，连续在孔子
文化节期间，成功举办了不同主题的“中国·任城与
任子文化论坛”。以此为标志，这项活动踏上了国
际性文化展示平台，纳入官方文化建设议事日程，
开启了学术研发的破冰之旅。

期间相继与市委外宣办、市邮政公司等联合推
出了高端珍藏邮品《孔门七十二贤》，并有中国首枚
姓氏邮票“任票”问世；与曲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等联
合完成了13.6万字的儒学新著《任子》编辑工作。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市委宣传部的
指导下，与任城区委宣传部、曲师大历史文化学院
及传媒学院等联合编撰摄制发行了“中华历史文化
外宣纪录片《济宁·任城与任子》”等等，均在海内外
引起反响。

我退休后关注民间儒学馆藏业，2010年7月16
日，《文化周末》“典藏”专版，刊发了我与同仁合作
的《大儒与古玉》。8月下旬，按照市委宣传部领导
安排，为进一步充实9月下旬的国际（曲阜）孔子文
化节活动内容，我们加班加点，在孔子研究院主楼
二楼东厅，如期完成了“孔子研究院儒玉精品馆”的
组建工作，为孔子文化节奉献了新的儒学文化新亮
点。3年多的公益展出期间，接待中外游客数千人
次。

国际儒联顾问委员会委员、著名儒学专家，我
们研发中心主任骆承烈先生，是获得大世界基尼斯
纪录“收藏孔子像最多的人”。为让这些藏品更好
地服务社会，我们于同年的年底至2011年初，牵头
组建济宁报业珍藏艺术馆的同时，利用闲置空间组
建了由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题写馆名的“孔
子造像馆”。骆老从4000余件孔子像中精选200
余件集中展出，一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现馆中精品已捐献给“中国（曲阜）教师博物
馆”，又精选出100幅孔子像，附以百句论语及释
注，配合中国孔子基金会“《论语》普及工程”，与市
委外宣办联合编辑出版了《百幅圣像·百句论语》海
外袖珍版、《学论语·倡政德》机关袖珍版等普及性
精品读物。

在近年历次尝试儒学文化民间馆藏的基础上，
2019年下半年，我们又参与了“中国（曲阜）教师博
物馆”的启动捐展工作，并获得该馆“捐展嘉宾奖”。

济宁任城，是当代人开启始祖文旅产业的宝藏
福地。2022年6月27日，山东省政府“文旅产业创
新年活动”开幕式在济宁举行。为配合这一重大活
动，6月26日，《文化周末》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两创’看济
宁”专栏，以《为济宁古任城文化赋予攀升新高的翅
膀》为题，大篇幅报道了我们研发中心为庆祝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紧密配合省市文旅创新年活动而
研创的古典舞台剧《济宁·古任城赋》，以及始祖文
化研创工作。地方党报为拓荒始祖文化点赞，《文
化周末》为学术社团潜心研究鼓与呼，这些都为我
们增添了自信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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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一天，邻
居嫂子约我陪她一起去
选窗帘，我被店里的一张
《济宁日报》吸引住了，嫂
子和老板聊着，我按捺不
住内心的喜悦，坐下读起
报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份报纸，副刊是《文化
周末》，有我喜欢的文学
作品。老板看我喜欢报
纸，就随口说：“你拿回家
看吧！”就这样，我和这份
报纸结缘，把这份珍贵的
礼物带回家。

小时候，父亲是村党
支部书记，每天邮递员到
了家门口，都会把车铃按
响，我和妹妹抢着去帮父
亲拿报，记忆中那是《大
众日报》《参考消息》。我
看不懂报纸，上高中的三
姐喜欢看报，看完就给我
们讲新闻，她的同学送她
外号“新华记者”。

很遗憾我没有上过
中学，只在村里小学读了
5年书。三姐订过一份杂
志《丑小鸭》，记得封面上
写着：“丑小鸭是天鹅的
童年，丑小鸭是作者的摇
篮。”不知道为什么，我特
别喜欢这份杂志，当我迎
来不惑之年的时候，一张
《济宁日报》唤醒了我儿
时的梦想。

那一年，我的女儿上
小学一年级，我开始像小
学生一样阅读，除了报
纸，儿子的初中语文课
本，还有一本是《泰戈尔
诗歌导读》。我如痴如醉
地享受着读书的快乐，还
写了一篇小散文，题目是
《家是一间房子》。

我喜欢和三嫂聊天，
她是高中文化，跟她可以
学到很多我喜欢的知
识。我把自己写的拿给

三嫂看，她看完就脱口而出说，这篇稿子可以发表。我
找人帮忙打字、发邮件投给了县里的《泗水大众》，后来
居然发表了，这让我激动不已。

大姐知道我喜欢写作，她说，没有电脑怎么行。那
个春天，大姐不声不响从天津把自己家的电脑给我带来
了。那个暑假女儿非要我写她的小狗，我第一次敲出了
我的第一篇用电脑写的稿子《怀念点点》，8月份投给《快
读》杂志社，9月1号这篇稿子发表了，并且收到了一笔
稿费。有了编辑老师的认可，我对文学创作更有信心
了。

我学会了在电脑上读报纸，很多时候由于电脑卡，
看起来很费劲。有时候在博客中找到《济宁日报·文化
周末》，会一期一期看到深夜。多希望能找到一份报纸
拿在手上阅读，版面设计比看电脑赏心悦目啊。

正当我渴望看到这份报纸的时候，朋友给我带来一
个好消息，她说泉林街沿街的店面都有订阅报纸，你可
以找找看。听了她的话，我就在沿街的店面，一家挨一
家地问有没有《济宁日报》，有的店面不保存报纸，也有
的是被顾客带走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家手机店里翻看报纸，她们存
的报纸的确不少，而我喜欢的《济宁日报·文化周末》却
缺了几份。店主很遗憾地说，前几天也有人来找报纸，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那份，报纸被他拿走了。她真诚地
表示下次要给我留下，因为打搅得多了，后来我们成了
很好的朋友。

还有一次，我去镇上一个大饭店去喝喜酒，等待宴
席的时间，我看见前台有一摞报纸，我像一个饥饿的人
找到面包一样，在这一摞报纸里寻找着自己心爱的那
份。当我找到一张《文化周末》的时候，不顾一切地读了
起来。每一篇文章我都喜欢，《文化周末》是按二十四节
气来组稿，每一期都伴着节气的清新和泥土的芳香，大
视野也有小幸福，或长或短都卡着季节的节奏。当我埋
头读完那些报纸，就听见我参加的喜宴已经结束了。但
我感觉收获太大了，一顿饭的工夫，我读完了几张自己
想要的报纸。

我的写作激情是从读报开始的，给《泗水大众》投稿
多次被采用，让我的自信不断升温。2014年秋天，我试
着向《济宁日报·文化周末》邮箱投稿。我发的是一首诗
歌，题目是《最后一片叶子》。当我收到编辑老师在邮箱
回复的时候，我激动得几天兴奋不已。我感觉和编辑老
师的距离更近了，我听到了《文化周末》的声音，尽管这
次并不一定被采用。

我已经习惯了电脑读报，有时候找到《文化周末》的
博客，就会看到深夜，下一次不确定会不会找到，这是我
对电脑上网不够熟练的缘故。能在《文化周末》发表一
篇小稿子，是我曾经的梦想，我在深夜鼓起勇气，打开邮
箱发了出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突然感觉爱上文学给
我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一路之上，遇到的老师、文
友都给我很大的帮助。

2015年的一天深夜，我又在一期一期读着《文化周
末》，突然发现我的一篇稿子《小瓶盖》见报了，我几乎在
深夜要喊出喉咙，那份激动是一名作者被编辑老师认可
才有的，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小学毕业生来说，这是多
大的鼓励啊。

第二天，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寻找那张刊登着
《小瓶盖》的《文化周末》，我的目标就是那一期那一张，

终于在翻看过几家报纸后，在朋友的店里找到了那张珍
贵的报纸。虽然只有几百字，却为我的文学梦想打开了
一扇窗。

几年后，我才发现，《小瓶盖》并不是我在《文化周
末》发表的第一篇稿子，第一篇稿子是《樱桃红了》。我
翻看了那么多报纸，居然没有发现这张对我来说意义非
凡的报纸。

以后的日子里，当我打开电脑读《文化周末》的时
候，不断有惊喜出现，那就是我看到我的稿子又见报
了。第二天，我会沿街读报，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报
纸。我找报纸的时候，内心幸福无比，我是那样渴望找
到这份报纸，然而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幸运，我会期待下
一次能够找到。

最令我难忘的，是那篇《小女人》的见报。这篇稿子
有点长，但是它倾注了我全部的感情和精力。我没有想
过它能见报，当手机店的朋友打电话说，在这一期《文化
周末》看见我的一篇《小女人》，并且说报纸给我留着的
时候，让我收获了一个意外惊喜，这是我写过的最长的
一篇稿子，之后被选入《2016济宁日报·文化周末阅读
精选》下卷。

我的稿子一次次被《文化周末》采用，我一次次在鼓
励中进步。2017年，我参加了全国“书香三八”读书活
动征文，我写的《母亲的纺车》获得二等奖。那一刻，我
坚信是《文化周末》这份报纸给我的力量。2019年，我
加入济宁市作家协会，我是一名农民身份的会员。

去年，老年大学的李老师发消息说，他给我留了几
份报纸，是往期发表了我文章的《文化周末》。这份报纸
与我，是一份多么贵重的礼物。还有一位亦师亦友的老
首长，虽然素未谋面，但他总会把我的文章做成剪报发
在群里，这种鼓励让我终身难忘。

我和《文化周末》相识相知10年，为我留存报纸的
朋友、给我帮助的老师，从泉林镇到泗水县城再到济宁
市区，这是一份莫大的鼓舞，这些厚爱，让我感到无比幸
运。文学有温度，正是他们用热情的火焰，激励我勇往
直前。

感谢《济宁日报·文化周末》给我的生活带来10年
惊喜，生活无大事，我要用手中的笔，记录下生活的美
好，感染身边的人去寻找幸福和快乐，用温暖的文字慰
藉生命的寒冬。

假如你问我，这10年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我寻到
第一张刊登着我的《小瓶盖》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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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突然冷了，就想起
夏天的情致来。又一次和两
位朋友去微山湖观荷采莲，
还像眼前的事。生活在微山
湖畔的济宁人，去湖边湖里
观光、垂钓、赏荷并不稀罕，
而特意的采莲还真的不多，
我这是第二次。

我们从市区乘公交车，
9点多到了一个村子，稍作
停顿就朝湖里进发。通往
湖里的路宽窄不一，硬软不
一，十几公里路先汽车后三
轮再步行最后过摆渡，大约
11点半，到了满是蓬藕的荷
塘。

湖水清清，不管是鱼类
还是水生植物，都那么健壮
和茂盛；几十亩、上百亩甚
至数百亩的鱼池和藕塘一
个接一个，周遭都是白杨树
和芦苇，好一幅绝妙的水墨
画。

将小船弄到偌大一个
藕塘里，我们在船上伸手采
摘前后左右的成熟莲蓬。
船家不愧是湖里人，习水爱
水不怕水，凡是船无法靠近
的地方，他都跳下去采摘。
有的地方水到腰部，有的到
肩膀，他都不含糊。在一大
片莲荷稠密的地方，他钻进
去六七分钟没出来，我们都
急坏了，齐声喊叫，结果有
惊无险，待他出现在船边
时，笑嘻嘻地用宽大的荷
叶，捧着十几个又大又饱满
的莲蓬。

穿行在莲荷之间，尽管
船家技术好，但船小人多，
人又不停地活动，船还是左
右摇摆。不会水的我心里
有点怯，生怕掉到水里去，
不由得想起上次采莲落水
的事来。

30多年前的夏末，已经
错过了赏荷的最佳时节，我
们四五个人下湖，只是顺便
看看，采些莲蓬，我很是高
兴。乘车到了湖边，究竟是
微山湖的哪片水域也忘了，
是在一个小码头停下的。

这里泊着不少大的渔船和小舢舨，我们向热情的渔
民借了两只小舢舨，分别坐上，摇橹朝着有莲藕的地方
驶去。我那条船摇橹的是老张，船上就我们俩人。见他
轻松自如地划船，眼馋手痒的我接过橹，不料却是另一
番景象。

那橹简直就是千钧棒，根本不听使唤，船光在原地
打转转，就是不往前走……到了一个浅水区，莲蓬密密
麻麻，一眼望不到边，好大一片！荷花已经不多了，莲蓬
却不少，个个如锥形杯子，正在生长的碧绿，将要成熟的
泛黄，已经成熟的变成了褐色；或两个一对，或三个一
帮，微风一吹，沙沙作响，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小舢舨游弋在莲蓬、荷叶中，我们尽情地采摘，不大
会儿，两只船内堆了很多莲蓬。我心里更是惬意，一个
个成熟或不怎么成熟的莲蓬被摘下来，扔到船里。正当
我忘乎所以地伸着右臂欲“捉”两米开外一个大而饱满、
摇头晃脑的莲蓬时，因为前倾幅度过大，失去平衡，一下
子栽到水里，只有两条腿在船上，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手疾眼快的老张，扔下橹就使劲向上拽我。还好，
我立马被拉上来，没什么大碍，只是呛了几口湖水。望
着满脸满头都是水和半截衣服全湿透的、失魂落魄坐在
船底的我，老张开起了玩笑，“怎么，你采莲蓬还嫌不过
瘾，非要带一肚子湖水回家做纪念……”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想来，仍觉得好笑。激动之余，
我想起了白居易的“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
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的《采莲曲》。

想来的确好笑，俏女子驾扁舟一叶穿行在莲荷之
间，恰巧碰到也是驾船采莲的美少年。是心爱郎君还是
陌生人，不得而知。这女子想搭言却又害羞，不说话心
又不甘，便未言先笑，欲言又止，扭扭捏捏，扯衣拽发，加
上船左右摇晃，不慎掉进水中。

落入水中又如何了？白先生没继续写，肯定是会被
那位郎君拉上来的，因为这正是“英雄救美”向姑娘献爱
心的大好时候。我就想，眼前这偌大池塘里，只有我们
这一条小船，就算有许多的船，并且有不少俏女子，我等
大男子落下去一个，也未必有人向上拉。难道会有俏女
子救大老爷们这样的诗意吗？还是早点学会游泳的好。

下午1点半以后，我们停了采摘，准备打道回府。尽
管没吃上东西，水也没喝一口，大家个个精神十足，既无
饿意，也不觉渴。我们的收获太丰盛了，莲蓬采摘了百
多个，还捞到了不少田螺，逮了十几只龙虾、小鲫鱼。

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乎这些，
在乎的是参与，是亲近了自然，观赏了美丽的湖，过了一
回采莲瘾。返回时，坐在小船里，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又
蹦出“微山湖”仨字。是呀，微山湖是美丽的，夏日荷花
秋天苇，鱼虾畅游鸟儿飞；180多万亩的水面，烟波浩淼，
船行帆动。

“不看看两岸的风光，低头想什么呢！”朋友们呼唤
着，我抬脸看见大家或坐或站，指指点点地议论。我们
的船在古运河里悠然地航行。下午两点多，无风，有些
闷热，但我们的心情是畅快的。

听着岸上的蝉鸣，看着水畔的葱绿，我又想起了唐
代诗人张潮的“朝出沙头日正红，晚来云起半江中。赖
逢邻女曾相识，并着船头不畏风。”的《采莲词》。

■李昊天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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