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激扬（摄影） 沈妹宝

这是一本黑蓝相间的纪

念专刊， 也是我家两代珍藏

了七十三年的画册， 它静静

地躺在我的书架上。 历经岁

月沧桑和政治运动的动荡，

纸张已经发脆发黄， 页面已

经破损，但轻轻翻动，仍能感

受到当年的风采。

画册封面是一幅从空中

俯拍的外滩原英国领事馆区

域的照片， 一面巨大的五星

红旗飘扬在天空，透过国旗，

可以看见林立的城市高楼和

奔流的黄浦江， 在画册上方

写着通栏大字“在大上海”，

寓意不言而明： 国旗飘扬在

大上海！

画刊展示了上海解放一

年来的重大事件， 其中包括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解放

上海的战斗过程、“把人民劳

动的成果归还给人民” 的接

收、 管制经过、“南下追击反

动派”“反银元斗争”“肃清匪

特”“粉碎敌人封锁， 恢复生

产”等重大斗争活动，还展示

了人民欢庆解放举行的盛大

游行、对外交流、工人阶级大

团结、妇女翻身解放等内容。

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

记载了城市获得新生、 上海

人民当家作主的完整过程，

记录了战士的英勇， 人民的

力量， 解放的欢欣……每幅

照片的背后就是一个生动的

故事， 就是一股人民当家作

主的豪情！

我是在孩提时代从父亲

的书架上发现它的。记得当时

翻阅飘着油墨香气的画页，我

第一次懵懵懂懂地了解了上

海获得新生的全过程。那是一

个激情澎湃的岁月，它陪伴我

度过了少年时代。

再见画册， 已是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 一天，我见父亲

端坐书桌，轻轻翻阅画册，并

将纸张一一抚平， 我诧异它

竟安然无恙。 父亲边翻阅边

解说着图片的故事， 原来父

亲参与了图片中的不少活

动， 比如亲眼目睹了解放军

露宿街头， 亲自参加了欢庆

上海解放一周年的全城大游

行，亲身经历了大轰炸、打击

银元活动和各种重建城市的

活动。 当年身为工会干部的

父亲， 将参与这些活动的经

历视为生命中的珍宝， 在这

本画册中， 父亲看见了当年

的自己， 看见了那激情燃烧

的岁月。 父亲眼中露出一抹

亮色，那是为青春骄傲，为共

和国自豪。

父亲去世后， 我在整理

他的遗物中特意留下了这本

画册，并保存至今，时不时会

取出细细品阅， 试图体验父

亲当年参加各项活动的心

情， 更想重温当年革命前辈

的奋斗精神和人民迎接解放

的喜悦。 我发现，每次翻阅都

有不同的心得。 其中有敬意，

有感叹，有反思，有探究。 我

景仰新上海诞生时的英勇战

士， 我敬佩市民们迎接解放

时迸发的激情， 更为现今社

会重归理性法治感到欣慰。

这不仅是一本历史久远

的画册， 更是一个历史瞬间

的记载， 还是一代志士仁人

的奋斗史。 它是父亲心中的

骄傲， 更是我永不褪色的记

忆和珍宝。

我珍藏

一本书

的

国旗飘扬在大上海

�钱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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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准确记起“集报”始于何时，但那

时肯定未想到日后会为无处摆放为发愁。

二十多年前，报业昌盛。 家里、单位

随处皆有大小各类报刊，又有“《新民晚

报》金牌读者”之名享五年赠报的便利。

工余时喜欢看看议议打发时间； 顺便剪

裁一些名人名言、小故事、历史典故等并

注明日期、出处；在厂报上写小文炫耀时

派用场；一周下来也积攒有一沓。 周日总

有个把小时用在粘贴、打洞、装订上，也

就有了 20 余本十六开大小的剪报集。 以

后《文汇报》和《新民晚报》出版发行厚厚

的副刊作品选集，按当时薪资水平，买一

本回家则属“高消费”；左思右想猛一拍

腿：做一本作品全集岂不更牛？

于是见报都要翻一翻，允许就施“雁

过拔毛”术；遇有免费派发就更不谦让；

甚至还与居委会书记商量： 小区阅览室

堆放的过期报刊“能否让我挑一挑？ ”起

初仅留副刊，逐步有了史海钩沉、突发新

闻及餐饮等等分类。

前些年，每天报纸 32版以上，大名鼎

鼎的“夜光杯”皆为对开两版；撷取一日

“夜光”，犹捧两叶清香绿荷；再以后“夜光

杯”会恭列一页报纸正反面，便有正欲偷

眼夜光时，已有暗香渗纸背的感觉。 偶有

疏忽缺省某日报纸，寝食难安总要想法子

补上才算了结。所以这些年的“夜光杯”基

本“全勤”，也算是是做成全集了。

集报成书，制作是关键；一季新开，

总要忙活几日。 整理捋平一厚叠报纸，然

后打洞穿线粘上白纸当扉页， 再装上封

底、封面，且封底要比封面厚一点，拿在

手上有质感。 划好裁剪线找熟悉的广告

店老板一切边，平日“游兵散勇”般的纸

片立马“正规”了很多；为便于查找还要

打印标识、书脊。 如此这番，手上就像模

像样地有了一本大开面“集报书”了，有

闲情还在扉页上写点感慨并盖一方“钤

印”，蛮有成就感的。 随集报书渐多了为

便于按图索骥亟需建个目录， 所以平日

翻看时总要在电脑文档里留下日期、主

要内容、关注点的备忘笔记，虽是挂一漏

万也是努力聚沙成塔。

费此周章的益处仅一：闲暇时，清茶

一杯、躺椅一张；随意一口浅酌，抽取一

本漫阅，宛若开启一个时光盲盒，不知下

一页会是啥，时时充满期待；颇有点“临

古人帖，温昔日书，拂几微尘……”的飘

逸范儿。 偶然看到熟人几年、十几年前指

点江山的勃勃感言， 赶紧掏手机拍张照

片发过去，有欣喜的如获至宝“收藏了”；

也有早忘九霄云外的， 回复一个感叹号

或尴尬的微笑。

当然，阅碎片信息还需网报结合。 譬

如觅见一个标题“也谈《中国小说西译之

嚆矢》”，对“嚆矢”俩字感觉完全眼生，上

网一查才知“嚆指响箭射出后声音先到而

箭后至，矢指箭，”原来是先声夺人、先遣

队之意。 只要有心，处处皆可长知识。

只是住屋并不宽敞，空间实在有限。

在书架上“昂首挺立”的仅为一小部分，

前十多年的已装满了柜子， 再以后的把

床底也利用了起来； 还有一本本集报书

逐渐成了碍手碍脚的“那一堆”。 古人说

“书到用时方恨少”， 有些可能十年未曾

翻过却不代表就是多余。 对他人而言或

只是一堆经过整理的废纸，对我而言，大

事做不成，做这点事应该不难。

人们常常把灯视作“人类的朋

友”。 放置在我书桌上的台灯换了多

个，白炽灯、节能灯、“小米”灯等，一盏

比一盏强，有的还是触碰式的。在灯光

的陪伴下，我读完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写出了一篇篇作文。在灯光的陪伴下，

我的英语和各科成绩都有了长足的进

步。 灯一直陪伴着我的学习生涯。

一次慈祥、和蔼的外公来看望我

母亲， 谈起 1969 年下乡时他来到黑

龙江的一个小山村。 当时农村很贫

穷，许多山村都不通电。 知识青年劳

动归来，不顾一天的劳累，借着暗淡

的煤油灯灯光学文化，读小说，写通

讯，出黑板报。 突然一阵风吹来，灯灭

了，油也耗尽了。 他们只得躺在被窝

里打着手电筒学文化。 尽管那时候条

件很艰苦， 但我外公学习的热情很

高，常常攻读到深夜。 书改变了他的

命运。 回城后他通过上夜大学完成了

大学学业，后来成了一名记者。 是啊，

现在我们的学习条件比我外公那时

强多了， 不用再为灯光的事而发愁

了，学习劲头应该比外公更足，成绩

应该更好！

灯也是一个城市的标志。 三十年

前浦东许多地方还是农村， 道路泥

泞，矮矮的平房。 一到晚上一片漆黑。

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 高楼林立，地

铁纵横，人流如织，一片繁荣景象。 入

夜灯火通明，璀璨无比。 过节时，家家

户户彩灯高挂，喜气洋洋。 这里简直

成了不夜城。

从生活中的灯联想到另一种灯，

这就是人生的信仰之灯。 黄宝妹年轻

时是纺织厂的一名挡车工，她创造了

全国高产优质的纪录，被谢晋导演拍

成电影《黄宝妹》。 在此后的数十年时

间里， 在人生道路上她没有停歇，而

是不断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建党

百年，90 岁的她荣获七一勋章。 黄宝

妹说：我心中有个信仰之灯———做个

共产党麾下的一名好工人、 好干部。

复旦大学教授钟扬 16 年来奔波在空

气稀缺、 海拔 6 千米的西藏高原，收

集数以万计颗的种子，建立了种子基

因库，为中国的植物多样化作出了贡

献。 他积劳成疾，多次住进医院，但他

都没有停下工作。 钟扬说：我心中一

直有个理想之灯，这就是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是啊，灯是明亮，灯是璀璨的。 有

灯的地方，就有光明，就有希望！ 我们

还处在学生时代， 让我们在理想之

灯、 信仰之灯的照耀下踔厉奋发，不

断前行。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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