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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才

2006 年，我在组织第四届

“中国邮文化节”和兴建“中华集

邮文献馆”时买了一本书：仇润

喜与刘广生合编的《中国邮驿史

料》。2008 年，我在编著《中国

邮文化》时，又购买了仇润喜著

的三本书：《邮人说信》《信海游》

《信趣》。在阅读这四本书后，我

对仇润喜有了更多的关注。他

是一位让我深感敬佩的邮政史

研究者。

仇润喜，1945 年出生，河北

省井陉县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

文系。在天津邮政局工作 30多

年，退休前为天津市邮政局副局

长、党委副书记。他工作之余，

勤于笔耕，在省部级报刊上发表

有关文艺评论、企业管理、市场

经营等类的文章若干，其中多篇

获奖。他主编或与人合作编写

书稿十余部，具有代表性的有

《天津邮政史料》《中国邮驿史

料》《说不尽的天津邮政》等。

显然，仇润喜最有建树的是

对邮政史和书信文化的研究与

保护传承。

早在 1988 年，他就开始主

编《天津邮政史料》，到 1993 年

用了 5 年时间编辑了 5 辑 6 册、

280 多万字，先后由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天津邮政

史料》第一辑以大量翔实的材

料，系统地反映了我国早期邮

政通信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较

详细地记述了以天津为中心试

办邮政初期的各种活动及大龙

邮票的印刷、发行过程。第二

辑 为 1882 年 至 1911 年 清 代 邮

政 档 案 史 料 选 集 ，分 上 下 两

册 。 第 三 辑 为 1912 年 至 1928

年中华邮政鼎盛时期档案资料

选集。第四辑为 1929年至 1949

年 1 月中华邮政河北邮区和华

北地区人民邮政的档案资料选

集 。 第 五 辑 为 记 述 1949 年 至

1965 年天津邮政发展变化过程

的档案资料。

1999年，仇润喜与刘广生合

编了《中国邮驿史料》。这是一

部上起夏商、下迄清末的邮驿史

料选辑。在选材上，以通信为重

点，兼顾交通馆舍及其他，力图

从旧的史料中，筛选出新的内

容，并着眼于新发现的、稀见的

史料的检索和利用。《中国邮驿

史料》共 10 编、45 目、666 个子

目，共 90 余万字。该书展现了

中国古代邮驿的发生、发展的演

变历史以及邮政文化的表现形

式和浓厚积淀。

多年来，仇润喜深入研究书

信文化，先后出版了《邮人说信》

《信海游》《信趣》。书信是人们社

会生活中信息交流的工具。为了

传递文字信息，便有了邮驿和邮

政。邮驿、邮政是舟，书信是乘舟

之物；书信是本，邮驿、邮政是为

其传递而存在的。书信文化是邮

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仇润喜人称

“津门说信人”，他在上述三本书

中，用流畅的浅显语言、轻松的散

文笔调，以讲历史讲故事的形式，

把书信文化诠释得淋漓尽致。孙

少颖先生在《信趣》序中说：润喜

先生是学文学的，从事邮政工作

后，又爱上了邮政，爱上了邮史与

书信文化，使文、史结成善缘，结

出硕果。

更值得说道的是，他积极筹

建天津邮政博物馆。2005年，仇

润喜从天津市邮政局领导岗位

上退休后，积极投身到邮政博物

馆的筹建工作中。为建天津邮

政博物馆，仇润喜组织撰写多篇

论证文章，引起国家邮政局和天

津市领导的重视，博物馆筹建工

作被列为天津市改善人民生活

20 件实事之一。在博物馆筹建

的关键阶段，仇润喜与工作人员

夜以继日，历经 8 个月，完成了

天津邮政博物馆展陈设计方案

的编写工作。经过几年的筹建，

2010年 10月 9日，天津邮政博物

馆落成开馆。

2016 年 9 月 6 日，我去天津

接收集邮家李明先生捐赠给中

国集邮家博物馆的展品，专程参

观了天津邮政博物馆。该馆位

于和平区解放北路 109号，是在

大清邮政津局旧址上辟建而成

的。因为我知道该馆筹建情况，

所以，能深切地感受到仇润喜为

天津邮政博物馆所付出的心血

和汗水。

我对仇润喜的了解还得益

于 他 的 一 位 好 朋 友 蒋 子 龙 先

生。蒋子龙曾任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

天津市文联副主席。2009 年 3

月 1 日，蒋子龙率肖复兴、熊召

政、红柯、韩小蕙、邱华栋等作家

到高邮市采风，我参与接待。因

为知道仇润喜的《邮人说信》是

蒋子龙写的序，我与蒋子龙谈到

了仇润喜，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仇

润喜的为人。他说，润喜谨严有

余，不能说是个风趣的善逗笑的

伙伴，却是个可以托孤的朋友，

凡事托付给他，比自己去办还放

心。其人如一坛老酒，放得越久

越有味道，跟他交往时间越长越

喜欢这个人。蒋子龙还向我介

绍：润喜是经得住板凳一坐 10

年冷的，天生是做学问的料。润

喜以认真、细致、执着的精神，研

究邮政史、书信文化，锲而不舍，

硕果累累……听了蒋子龙的介

绍，更增添了我对仇润喜的敬

重。一年后，2010年 7月 6日，仇

润喜出差到扬州，专程来高邮市

参观盂城驿。我是在邮缘饭店

接待他的。我向他介绍了高邮

的历史及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盂

城驿修建过程以及邮文化节举

办情况，与他探讨了邮文化的内

涵及范畴，赠送给他我写的《中

国邮文化》一书，请他指正。那

次见面，包括吃饭时间，我们交

谈了 3 个小时。仇润喜给我的

印象是温文尔雅，一副学者、长

者的形象，没有官架子。与他交

谈，让我受益匪浅。

仇润喜退休后的 10 多年，

一直没有闲着，依旧把精力倾注

到为之奉献几十年的邮政事业

之中，搜集邮政史料，笔耕不止，

弘扬邮政文化。用他自己的话

讲：“我的晚年生活只有与邮政

事业联系在一起，才有幸福感。”

我是仇润喜的“铁杆粉丝”，我为

中国邮坛有这样的学人而感到

欣慰和自豪。

（作者为高邮市集邮协会会长）

□李茂鸣

在老家，还能看见结伴而行的瓦屋

还能看见互相牵扯的木头房子

还能看见大门上挂着那一对铁耳环

老家的双扇大门

是等待，更是迎接

父母就坐在木门的两边

像是岁月的守护神

伸手推开双扇大门

仍能听见那尖厉的吱呀的声音

没有比这更古老的爱

父母就坐在木门的两边

等待一封家书，或迎接游子归来

老家木门上的那一对铁耳环

见证了乡村永远不变的爱

一杯绿茶

一棵棵唱着茶歌的树

在一只透明茶杯的云雾里

张开翅膀飞翔，并长出春天的鸟鸣

我守在茶杯边，感受岁月的静

被水过滤过的茶香飘满心空

我浑身也长满鸟语花香

一片片叶芽在沸腾的杯子里

上下翻飞，用倒斜的方式慢慢叙说

一杯绿茶，开启我

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梦

□方怀银

有了女儿后，我成为了父亲。我却

在此之前失去了父亲。

父子一场，三十四年，我能记住的不

多。父亲寡言，我话也少，加上我外出上

学、工作，多年来，父子聊的话并不是很

多。倒是他生病住院期间，我俩常闲聊，

带他看看城市，一边走一边聊。那是父

子一场最后的对话，身份恰好对换，我让

他不要操心医药费，要听医生的话，把一

切安排得妥妥当当。犹如他曾经对我一

般。

父亲故去后，我常在夜里想起他，眼

泪满眶。没有人再会为我引路，他活着，

即便不说什么，不能做些什么，但我心里

总是踏实的。

望着女儿，看看自己，想起了北岛的

那句诗：“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

成为父亲。”可惜，父亲没能看见孙女的

出生、成长，我女儿也不知自己怎么没有

爷爷。我在中间，成为他们沟通的使

者。可我只能单向地向女儿讲述爷爷的

曾经，每年清明时，带她回去看看爷爷的

老家、爷爷的坟墓。我将父亲对孙女的

爱和我对女儿的爱，都给了女儿。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故去后，

我追随他撑起家。上有老、下有小，不敢

有丝毫懈怠，让一家人能平静地过日

子。我渐渐理解了父亲生前为何如此寡

言，为何一日不肯停歇。我的爷爷病故

也早，父亲二十几岁就要养活一大家

人。长兄如父，他的几个妹妹还在读书，

而子女尚年幼。生活的重担逼得他到处

找活干挣钱，每年除了年三十和初一上

午歇歇，他总是晴天干农活、到工地打短

工，雨天去捞鱼、捡废品。

每晚喝几杯浊酒，是他一日难得的

舒缓放松时刻，偶尔也闲说几句家长里

短。酒对于他来说，是“安抚剂”。三十

几年，浊酒相伴，他让妹妹们风风光光出

嫁，让子女读书工作成家立业，盖起了砖

瓦房、二层楼房。却没想到，在人生的最

后日子里，恶疾不允许他喝酒了。

四十岁以后，我身上有了更多父亲

的影子。为人处世的做派和言语腔调与

父亲相似，有时自己都很惊讶，恍惚间，

仿佛父亲还活着，在做事、在说话。也许

这是父亲精神的一种延续，毕竟我身体

里有他的血脉。带女儿在外面玩，别人

会说，父女俩一个模子刻的。我笑笑，多

年后，女儿在外形上不会有几分像我。

我也不想让她在行事风格上与我相似。

父亲固执、不喜与人打交道等，是年轻的

我所不喜的。今天，我也成为我所不喜

的那类人，这是父亲留给我的遗产吧。

近十年了，我总觉着父亲还在，也许

一开门，他就站在门口。但每一次开门

后，都是空空的。

父亲，我想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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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润喜：令人敬佩的“津门说信人”

父亲，我想您了

生机盎然 □徐晓娟 摄

绿茵与少年 □黄代玟 画

老家的大门（外一首）

□李近朱

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字，也是一句融入

深厚情愫的寄语。一位在不惑之年步入邮

政这个充满春绿世界的老战士，以诗意的

语言留下了20余年盈溢于心的“邮”情。

蔡诗华的名字中有一个“诗”字，这似

乎注定了他当有一个用诗行讴歌世界的诗

意人生。这个世界很大：他的生涯有过荆

楚山水的哺育，也有过戎马岁月的峥嵘；这

个世界很大：在诗人走向“邮”天“邮”地时

刻，精彩纷呈的“邮”世界，让他的诗歌灵感

因“邮”而喷发。于是，我们才能看到作者

将一部由上百首长短句组成的长卷，铺陈

在我们面前。

“诗言志”。作者从一个军人投身邮政

这个战斗行列，看到了这个绿色行业生生

不息的人与事、事与业的伟大与荣光。于

是，他诗情澎湃，刻画出一个诗意的“邮”世

界，并表达出他的“志”。如“中国邮政著名

英模卷”，记录了我所熟知的以至我曾用电

视镜头报道过记录过的邮政前辈朱学范、

罗淑珍以及工作在基层的王顺友、其美多

吉、尼玛拉木等杰出邮人。同时，他又以诗

记事，将他在《中国邮政报》所从事的邮政

报道中的大事小情，以诗“记录”形式，在

135首诗歌中呈现出来。

“诗寄情”。这个“情”对于蔡诗华来说，就是深深的邮情。

在“中国邮政善缘篇”的20首诗中，更是对绿衣使者工作与生活

的真实朴质情感的纪实。从一个侧面、一个细节，深入内心、发

自真情地寄予了诚挚的情感。其实，诗歌素以情动人。因此，

这个诗情不是一辑诗草之所现，而是他的整部诗集的一个鲜明

特征。这个寄情于诗的写作，不单是见技巧和文字功底，而是

要有对于生活的挚爱，要有真情与实感。这个“情”的来源，在

诗人那里，则毫不犹豫地道出：“情”源于“邮”。

“诗载艺”。这是在任何诗学理论中所没有给出的一个概

念。当然，这亦非我杜撰，而是源于读了这部“邮”诗集之后的

所感。此提法其意在于诗歌既是人与生活的丰富内容和情感

的表述，又是文字语句的最精粹最精彩的表达。当我读到“你

是邮政人，你与边防战士一样，穿着可以暖冬入诗入画的绿色

行衣”（《新体诗·其美多吉你对儿时邮车痴迷始终如一》）时，

诗人的军人经历与当下“邮”人情怀相融合，迸发出了浓浓诗

意。当然，诗是需要讲究格式，甚至是格律的。这种形式在成

熟诗人笔下，不是一个羁绊，而是一块任文思飞扬的天地。在

这部诗集中，现代的“新体诗”是一个主体，其行文恣意狂放、

迸发自由，在“邮”世界中施展诗的才华。而他作品中框定的

“新古风”，则是以旧体诗中的“七律”“绝句”等诗词形式，有创

新、有形式感地进行他的诗“记录”。当然，他也是作了推敲和

炼句的。如若“七律”一样的“新古风”，则皆在诗中第三、四、

五、六句，作了相对严格的对仗。但蔡诗华没有贸然标为“七

律”，而是谦和地以“新古风”三字铭之。

在这部诗集中，当以诗词为主体，但我们还有幸读到诗之

外的“文”。那些在诗尾“附录”中的延伸性注释性文字，以更

多的信息补充了阅读内容，也更深入更精准地展示出邮政行

业的丰富性。在一些“附录”中，我还看到了当年从事邮政媒

体工作的与我合作过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的名字。读

之，倍感亲切。因此，这部诗集在“邮”内同仁中，又可称作是

一部工作与生活的带有温度的真实记录。

□岱松

赞湖南，百年风雅，功勋名冠华夏。

忆前风雨如磐日，三座大山压迫。

燃火把。

举赤帜，武装民众匡天下。

横刀立马。

算只有湘人，头颅抛却，热血对天洒。

新时代，奋进国家四化。

功劳犹似开挂。

四新使命明方向，再创三高神话。

君莫讶。

君请看，潇湘处处皆如画。

宏图绘下。

趁气势如虹，青春正好，再把锦程跨。

摸鱼儿·赞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