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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跑步，特意入手一条导汗带。细
细的，淡紫的颜色，中间带有小小的logo
图案，既不张扬又有装饰作用，很是小巧
精致。收到东西的那一刻，就喜欢上了。
拿在手里细细把玩，完全被它的颜值折
服。

第二天一早，把它束在额头上去跑
步，竟感觉自己比平常多了几分英气，心
中小小欢喜。

5公里跑下来，大汗淋漓。然而，导
汗带并没有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可以阻止
额头上的汗水流到眼睛里。汗水仍然肆意
流淌，眼睛里，脸上，同往常一样。

导汗带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小小失
落。转念一想，那就权当装饰吧。于是，
并不妨碍对它的喜欢。

想想，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东西，用处不
是很大，却可以给你带来小欣喜。喜欢笔落
在纸上的感觉，所以遇到中意的笔记本，会
高兴许久；用过的饮料瓶，绑一些麻绳，插
几枝绿植，倒也精巧别致；入手一把团扇，
扇风在其次，喜欢才是王道……

一个个看似无用的小物件，让生活多
了许多小欢喜。

最近读了一本书，日本作家松浦弥太
郎的 《日日 100》。书中，作者选取了日
常生活中爱不释手的100件物品。一套碗
筷，一把剪刀，一件衬衣，甚至一张被遗
落的纸条……讲述与它们共处的点滴、相
遇的情境、情感与记忆。娓娓道来中，体
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对生活的热
爱。很喜欢书中的一句话：“100 件物
品，有100个日子。100个日子，蕴藏100
种美好。”

其实，生活中又何止100件物品，100
种美好呢？天长日久中，即使是同一件物
品，不同的日子，不同的心境，收获的也
许就是不同的风景。在它们身上，有喜
好、有回忆、有故事、有情感，更有在某
个时刻，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喜悦与幸福。

不起眼的小物件中，是生活的故事，
是与自己的相处，更是极为珍贵的生活体
验。

曹 杰

“美猴王”出场了，惟妙惟肖的形
象，潇洒自如的动作，引得观众一片叫
好。

这是不久前盐山县一场婚礼上的场
面，表演者是 18岁的盐山县圣佛镇付窑
厂村人赵化通，他常在婚礼、开业庆典
上出现：“我有个‘猴王梦’，希望通过
模仿表演为家乡人带来欢乐。”

中学时，赵化通喜欢上了六小龄
童，并萌生了学习猴戏的想法。一次，
他将自己扮演“美猴王”的短视频发到
网上，意外获得了超高人气。

为了模仿“美猴王”，赵化通从网上
购买了六小龄童编著的《行者》，开始自
学和模仿。为了演活“美猴王”，赵化通
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无数次观看 1986
版 《西游记》，除了模仿剧中的孙悟空
外，他还经常到动物园去观察猴子的生活
习性、动作神态。晚上就在自家院子里拿
根棍子不断练习。

赵化通学过武术，再加上那股刻苦劲
儿，他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领，把“美猴
王”模仿得惟妙惟肖。

在班级组织的联欢会上，他的表演获
得了师生认可。通过网络，他还得到了
《西游记》中六耳猕猴的扮演者于尚老师
的指点，进步飞速。盐山县一些喜庆活动
开始邀请他去表演，亲朋好友办喜事也请
他去助兴。

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后，赵化通更加坚
定了他的“猴王梦”，继续学习，不断锤
炼。他和同学一起成立了化通传媒工作
室，主要从事文艺表演，经常参加公益会
演和活动。“猴戏是一项传统艺术，我要
把他传承下去。”赵化通说，他想以“美
猴王”为主角拍一部微电影，还想做关于

“美猴王”的短视频，不管再苦再难，都
要将梦想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本报通讯员 王洪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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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帘门升了上去，扑啦啦落下
许多灰，一股霉味从里面散出来。
工作人员下意识地捂住口鼻，指了
指散在库房角落的一堆旧书，对刘
淑珍说：“都在这里，你自己找
吧。”

在别人眼中，这些落满灰尘、
甚至略带霉斑的旧书一文不值，可
对刘淑珍来说，却是苦寻已久的珍
宝。51岁的她是市图书馆地方文献
工作部主任，从事地方文献征集工
作已经24年了。

废品和珍宝的区别

库房里闷热潮湿，汗珠从刘淑
珍额头上淌下来，原本雪白的衬衫
不知在哪儿蹭了一道又一道灰。她
蹲在一堆旧书前，一本本地翻找着
……突然，她兴奋地叫起来：“找
着了！找着了！”

这里是市区一家单位的库房，
他们多年来编印的地方性行业内
刊，一直是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部的征集对象。但由于创办已久，
图书馆收录的期数并不全，尤其是
10多年前编印的首期，刘淑珍寻找
多年都没有收获。

不久前，她听说内刊的主办单
位在库房里找到了一些旧资料，便
主动提出要帮对方整理库房，希望
其中会有没征集到的那几期。

原本已经走掉的工作人员又被
刘淑珍的声音吸引了回来。他惊讶
地看着刘淑珍像发现宝贝一样轻轻
擦掉旧书上的霉斑，又看着她从包
里掏出剪刀、麻绳和旧报纸，小心
熟练地把这些书打包成捆，便忍不
住问了一句：“这些东西很值钱
吗？”

刘淑珍笑着回答道：“卖废品
就值几毛钱，但从地方文献的角度
出发，它们价值千金。”

刘淑珍所说的地方文献是指
记录了某一地方知识的一切载
体，包括这个地方的历史、地
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风俗、特产、人物、名胜古迹等
许多方面，是了解与研究地方状
况的重要文献。从这一点上看，
任何一本与沧州有关的书籍，都
是刘淑珍的征集对象。

这些年，为了方便随时都能出
发，刘淑珍的背包里有三样东西必
不可少，那就是剪刀、麻绳和旧报
纸。好几次，满身灰尘的她拿出这

三样工具，守在一大堆旧书旁，被
人当成了收废品的。

不过她并不在意这些，心里想
的全是如何把这些来之不易的书安
安全全地运回去。有一次突降大
雨，刘淑珍担心雨水把书打湿，就
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来裹在书
上。即使这样，回到单位看到其中
几本书的书角被打湿了，她还是心
疼得不得了。

废品收购站里的常客

1998年，市图书馆设立地方文

献工作部。那时候，图书馆空间有
限，地方文献阅览室只有 15平方
米，仅有的三五百本藏书更是连书
架都塞不满。读者来查阅，经常失
望而归。

有一次，有读者想查找有关建
国县（位于冀中地区东南部，1939
年创立，1954 年撤销） 的资料。

“别说找书了，我连沧州曾经有这
个地方都不知道。”这件事对刘淑
珍触动很大，感觉自己还需要不断
学习和积累更多地域文化知识，才
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服务。

于是她记下每个没查阅到书的

读者信息和图书信息，一有机会就
四处去征集——全市各科局、企事
业单位，连旧书摊和废品收购站也
不放过。一天下来，能拎着几大包
书回单位，是她最幸福的事。刘淑
珍的丈夫调侃她：“别人媳妇爱逛
街，我媳妇是废品收购站、旧书摊
的常客。”

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说好干也
好干——运气好的时候，刘淑珍一
股脑能背回 100多公斤书；要说难
干，10多年也凑不全一套图书。

这是因为地方文献馆里的藏书
相当一部分是分批、成套编印的，

再加上编印年份早、印刷数量少，
征集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刘淑珍对内刊 《沧州革命史
料》的征集过程印象最深。全书一
共 17册，出版时间从 1982年延续
到 1986 年。从第一次发现其中一
册，到17册全部征集到手，刘淑珍
花了 20多年时间。“全市凡是有可
能编印地方资料的部门我都转遍
了，找过的书少说也有十几万册，
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尽管空手而归的情况占了绝大
多数，可刘淑珍从没气馁过：“一
次找不到就两次，一年没结果就两
年。”

寻找活着的历史

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拼的不仅仅
是运气，更多的是执着和坚守，是
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如今，市
图书馆馆藏的地方文献超过 4 万
册，年征集量从20多年前的几十册
增至 1万册以上。这些书几乎都是
刘淑珍和同事们一本本背回来的。
哪本书是什么时候征集到的，哪套
书还缺其中几册，她都记得清清楚
楚。

这几年，地方文献日趋丰富，
刘淑珍又有了新目标，“地方文献
的征集工作不应只局限在书籍上，
地契、老照片以及影音资料同样也
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一段历史。”

2015年，刘淑珍开始着手进行
口述历史的征集工作。

几年时间里，她带领团队先后
去过石家庄、献县、任丘、河间、
肃宁等地，完成19位口述人的录制
工作，内容涉及红色记忆、艰苦创
业、武术等许多方面。

“这些口述人讲述的历史鲜活
地保存在他们记忆之中，如果不及
时挖掘记录下来，很可能会随着亲
历者的离去而消失，一段传奇或许
会从此销声匿迹，一些疑惑或许再
难解开。”刘淑珍说。

这些口述人大多上了年纪，刘
淑珍时常感到时不我待：“他们每
个人都是一段活着的历史，把这些
片段拼凑起来，就是一部丰富多彩
的沧州史。而这也是地方文献征集
工作的意义所在。”

1998年，市图书馆成立地方文献工作部，刘淑珍是第一个员工。从那天起，任何一本与沧州有关的书籍，都是她的征集对象。

刘淑珍喜欢这份工作，并对那句“如果真有天堂，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深信不疑，即便这份神仙般的工作常让她被人当成收废品的。

“为什么要想那些让人伤心的
事情呢？”张洪旭问顾客，又像是
在问自己。

33 岁的张洪旭是个盲人按摩
师，也是黄骅隆盛堂盲人按摩店的
老板。“眼睛看不见，就用耳朵、
手指去感觉。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接
受这个事实。接受了，就没那么难
受了。”

黑暗中的光亮

在按摩店里，张洪旭看上去和
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他的 10根手指仿佛长了眼睛，
准确而柔和地按揉着顾客的头、
手、肩颈……以至于很多新顾客都
不相信他是个盲人。

小时候，张洪旭发过一场高
烧，他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天上飞
个不停”，后来烧退了，眼前的世
界也模糊起来。

医生说他患上了视神经萎缩。
在随后奔走来往于各大城市求医的

几年间，张洪旭没听到过一个值得
高兴的消息——未来的道路和眼前
的世界一样“消失”了。

“越是看不见，就越想快点看
见。”撞墙、摔跤……一次次的流
血受伤让张洪旭在黑暗中越陷越
深，甚至绝望。

9岁那年，父母狠心把张洪旭
送去了天津一所寄宿制盲人学校。

“我们也不忍心，但他要是再不学
点文化知识，这辈子就真的废

了。”虽然心里百般不舍，但父亲
张树峰还是把张洪旭送了出去。

进入盲校后，张洪旭以最快的
速度学会了独立，洗衣、外出、打
扫卫生……盲校生活并不像想象中
晦涩黯淡，他们一样上课、一样有
圈子、一样会凑在一起聊明星八
卦。“因为大家都看不见，又每天
都待在同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所以
不害怕。”

校园生活让张洪旭在黑暗世界

中感受到了一道光，更让他懂得了
一个道理：“知识改变命运，本领
改变生活。”

张洪旭的“野心”

“如果盲是我的命，那我算是
幸运的。至少我曾经看见过，又能
在比较小的时候去适应未来的生
活。”

张洪旭不愿一辈子拖累父母，
16岁那年，他想学个傍身的手艺，
于是到保定市按摩学校学起了按
摩。

“很苦，特别苦。”回忆起那段
时光，张洪旭不停重复着这句话。

起初，张洪旭不懂得如何发
力，一天下来，手指、胳膊都是肿
的，疼得不敢动弹。

可他明白，“再疼也得咬牙坚
持。”为了尽早学会发力，每天，
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张洪旭把时
间都用在了练习上。

毕业后，他独自前往北京，找
了一份盲人按摩的工作。

靠手艺养活自己，张洪旭终于
将黑暗撕开了一道口子。拿到第一
个月工资时，他似乎看见有微弱的
光照亮未来的路。

但张洪旭并不满足于此，他还

有更大的“野心”——回家乡创
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按摩店。

通往未来的路

很快，张洪旭的按摩店开起来
了。因为他手法专业，为人又热情
真诚，按摩店很快吸引了众多顾
客。

就在按摩店生意一天好过一天
的时候，张洪旭关掉了店铺，再次
前往北京，学习中医。“这世上从
没有一劳永逸的美事，要想不被淘
汰，就必须不断学习。”

3年后，张洪旭学成归来，按
摩店重新开张，不光老顾客纷纷回
归，更有不少人专程从北京、天
津、河南、福建等地慕名而来。

如今，张洪旭的按摩店比之前
更红火了，在店里帮忙的父母倍感
欣慰。“儿子虽然看不见，但他依
然把日子过得丰富多彩。”张树峰
和妻子对儿子的未来满怀憧憬。

“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这并
不妨碍我走向成功。”张洪旭始终
坚信，只要付出足够多的努力与心
血，自己照样能和其他人一样正常
生活。

他相信：“只要心中有光，生
活就不会一片黑暗。”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高箐 李冠达 摄影报道看不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 看得见的未来看得见的未来

“眼睛看不见，就用耳朵、手指去感觉。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接受了，就没那么难受了。”上盲校、学技术、开

按摩店……对于人生，张洪旭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

张洪旭相信张洪旭相信：“：“只要心中有光只要心中有光，，生活就不会一片黑暗生活就不会一片黑暗。”。”

别人眼中一文别人眼中一文
不值的旧书不值的旧书，，却是却是
刘淑珍和同事们苦刘淑珍和同事们苦
寻已久的珍宝寻已久的珍宝。。

刘淑珍喜欢这刘淑珍喜欢这
份工作份工作，，即便她时即便她时
常因此被人当成收常因此被人当成收
废品的废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