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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运河

半世纪变迁都在俺家“档案”里
老两口50多年收藏数万件“宝贝”，折射时代印记
文/图 本报记者 陈晨

从父母的老照片到一分为二的结婚证书，从5万
多份工作剪报到各种小物件，这些别人眼中不起眼的
东西却见证了路敦岩和刘成英两位老人一起携手走过
的50多年风雨历程，也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变迁。25日，
记者走入二老家中，聆听两位老人讲述这些收藏背后
的故事。

父母老照片成为最早收藏

25日上午，在两位老人
的家中，刘成英老人先讲起了
自己的收藏史。“最早的收藏
是我母亲的一张一寸黑白照
片，大概是上世纪 40年代拍
的，一开始粘在我母亲的良民
证上。”刘老说，解放前，她的
家在滕州城边上，母亲每次进
城必须要拿出良民证才能通
过检查。1947年，国民党溃兵
纵火烧了她的家，所有的东西
都在大火中被焚毁，只有这张
良民证因为母亲一直贴身带
着，才让这张一寸照片逃过一
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良
民证就不用了，不久我又参加
了工作，后来怕想家便从母亲
的良民证上撕下了这张照片，
就这样一直保存到现在。”

刘老还告诉记者，其实在

她收藏的照片中，年代最久远
的是她父亲的一张照片，只不
过一直到60年代她才拿到照
片。“当时以为大火都烧光了，
后来有位本家的叔叔告诉我
说，他这里有他和我父亲的一
张7寸合影照片。”原来，上个
世纪 30年代，刘老的父亲和
一位本家兄弟意气相投拜了
把子，还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
影留念，这张合影照片一直由
那位本家的叔叔保管，所以躲
过了1947年的那场大火。“父
亲那时候很年轻，长得很帅，
家里的姊妹兄弟也一直跟我要
这张照片，到1990年才让懂电
脑的外孙复印了一些给他们。”
刘老感慨地说，虽然后来两位
老人又照了不少照片，但始终
不如这两张照片珍贵。

50多年的结婚证一分为二

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让刘
老养成了收藏的习惯，并把它
带到了工作中。“1953年我写
入党申请书，那时候感觉特别
神圣，用巴掌大的行联纸，认
认真真地写了两张，后来过了
一年又写转正申请书，用的是
区里给的竖格稿纸，这些我也
都一直保管着。”

1954年，刘成英与路敦
岩二人经别人介绍相识，一年
后走进婚姻的殿堂。“当时我
在滕州的一个村子工作，他刚
迁到济宁不久，后来回到滕州
处理事情，当地的一位同事带
着他走到我住的村子才见到
我。”刘成英老人说，结婚后，
因为二人异地而居，当时的结
婚证便被分成了两半。“1955
年到现在的二十里铺结的婚，
结婚证是一张绿色的纸，两边
是我和他的情况介绍，中间盖
了济宁县政府的大章，从中间

一分为二，大章合起来就作为
结婚的凭据。”如今，这张结婚
证已经陪伴二人走过了50多
年的金婚岁月。

聊起上世纪50年代出现
的各种票证，两位老人也念念
不忘。“那时候物资紧张，所有
的东西都要凭票证还要排队
才能买到，有一次早上5点天
还没亮就爬起来去买蜂窝煤，
结果走到兴隆桥附近的煤场
一看，人已经从里面排到了建
设路上。现在想来那是最值得
收藏的，不过当时家里有3个
孩子，不可能为了收藏不吃
饭，所以到现在只收藏了几张
粮票。”刘老遗憾地说，后来她
和老伴拿票证买了一台缝纫
机，是上海标准牌的，现在还
能用，一直摆放在床边，充当
床头桌，首页写有毛主席语录
的使用说明书也被她收藏起
来了。

收藏剪报达5万多份

“我的收藏主要是在上
世纪70年代开始的，也是因
为工作的原因。”见老伴回忆
完自己的收藏史，路老也打
开了自己的话匣子。当时路
老在市文教局工作，是有名
的笔杆子，“因为经常写报
告，所以便有意识地收集一

些报刊材料，当时的大众报、
人民报，再到后来的政协报，
我都把其中一些有用的剪辑
下来作为备用材料进行收
藏。1976年朱总司令、毛主
席和周总理这些领袖去世时
的报纸报道我也保留着，现
在翻开看看，还能感觉到那

家庭生活收藏日益丰富

路老说，进入上世纪
80年代后，他调入市政协
工作，空闲时间多了，便利
用闲暇时间开始了个人的
爱好收藏，“先是练习书法，
后来写点诗词，老伴则迷上
了绘画，我们互相给对方评
价，觉得好的就收藏起来，
后来又拿到各种展览会进
行展览，也曾经向报社投过
稿，还获得了不少证书，这
些来来往往的资料也都收
藏起来了。”后来，路老又收
藏起古瓷器、陶器等古董和
奇形怪状的打火机，刘老则
喜欢上了根雕艺术，如今，
二老的家中到处都摆满了
二人收藏的物品。

除了这些个人爱好，子
女的东西也都成了两位老
人的收藏品。“上世纪80年

代女儿和女婿在南开大学
当教授发表的论文我们也
都有，他们从小喜欢看的小
画书我们当时已经攒了
200多本，给外孙和孙子看
的，现在准备再给下一代人
看。”刘老笑着说，1990年
路老退休后，便带着她一块
出去旅游，后来还用她绘画
所得的一些收入买了傻瓜
相机，拍了不少照片也都保
存着。
“前几年市档案局的工

作人员知道我们藏了不少
宝贝，专门来到家中进行指
导，教我们用档案皮进行分
卷归类，现在家里已经藏的
满满的，我准备再开辟一些
地方，把我们俩的‘宝贝’继
续收藏下去。”路老一边拉
开收藏柜，一边笑着说。

采访的最后，两位老
人告诉记者，其实很多收
藏都不是用年代就能够区
分的，“我和老伴从小就喜
欢书法、绘画，可是前几
年环境特殊，养个花都会
被认为是小资情调，很多
东西都只能眼睁睁地看它
流失。”路老说，随着社
会的进步，现在人们的观
念也越来越开放，休闲活
动也逐渐多了起来，他们
老两口收藏的兴趣逐渐广
泛起来，宝贝也越来越丰
富。

今年山东举办全运
会，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专门来到济宁，从他们这里
借走了不少“好东西”。其
中，刘老父母的照片、那
本解放前的毛泽东选集以
及一分为二的结婚证等珍
贵物品，现在都暂时保存
在省档案馆里，对外进行
公开展览。“全运会已经
过去了，希望每个到济南
的人都能看到我们的珍
藏，从中了解我们山东和
济宁这么多年的变化和发
展。”路老笑着说。

宝贝拿到全运会上展览

年整个国家的天都是灰蒙
蒙的。”从1976年到现在，
路老共收藏剪报5万多份。
除了这些剪报的收藏，路老
还把自己工作用过的记录
本全都收藏起来，到 1990
年退休时，已经收藏了130
多本工作记录本，共计250
多万字。
“那时候还有各种‘运

动’资料以及每月一次的思
想工作检查和自己的干部
任命书等一些东西，也都被

我们俩给藏起来了。”路老
笑着说，由于当时环境特
殊，尤其是在上世纪 70年
代初，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
可以保留，记得当时有人写
了大字报对他的老伴刘成
英进行批斗，写得文采很
好，可他始终没敢去揭下来
收藏。后来进行平反，有关
他们的不少档案资料在匆
忙之中都被销毁，早已经无
迹可查，这也成为二老的一
个遗憾。

▲为了方便收藏，二老在墙上开了一个洞，用来收藏各类卷宗。

▲路老收藏的各种奇形怪状的打火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