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诉我们你的晚报情缘"征文获得读者热烈反响

缕缕墨香满溢晚报情缘

! ! ! !“我和老伴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十分
钟爱《新民晚报》，每日下午三点老伴出门溜
达的时候，我总是要问上一句：‘有一元硬币
吗？’”十多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余碧筠每天
都会嘱咐老伴带上一元硬币去马路对面的报
亭买新民晚报。老人认为读新民晚报除了可
知晓国家大事、天气趋势外，还能阅读到很多
优秀短篇文章，给晚年生活带来许多乐趣。
新民晚报每年都会举行订报活动。读者

黄发明说每年订报都是他去，一次订五份，儿

子家，女儿家，两个亲家，还有自己家。“秋雨
绵绵的天气，其他报摊人比较少，稀稀拉拉
的，唯独新民晚报前有一百多人冒雨排队订
报。”在排队的队伍中，一位阿姨受邻居委托
一次订四份报纸，笑说楼里家家订晚报，人人
看晚报；一位先生是为自己在国外的儿子订
的报纸，每周集中寄一次。排在黄大爷后面的
姑娘低声说是给自己卧病在床的爸爸订的，
自从爸爸生病后，晚报便成了他生活中唯一
的乐趣。黄大爷触景生情，想起自己的爸爸，
“我爸爸晚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长期卧床，

那时候，我也为他订报。”
苏州读者徐振琪退休至今阅读《新民晚

报》已有十个年头，因摔跤导致粉碎性骨折，卧
床期间虽天天捧读，却漏订了今年的。“年初我
能起床行走了，却因看不到晚报心里空落落地
难受，便一瘸一拐地到书报摊买零售，来回半
小时气喘吁吁也满心欣悦。”在徐振琪伤腿恢
复期间，有一日摊主告诉他来晚了，最后一份
被另一位先生买去了。徐振琪便对正在翻看报
纸的人说：“先生，这份《新民晚报》能不能让给
我？你先看，看 !个钟头我也等你。”那位读者

见他如此钟爱新民晚报，很是感动，翻阅了大
约 !"分钟后割爱赠送。“从那以后摊主总是留
下一份等着我。今年 #月初，我便迫不及待地
订阅了下半年的新民晚报。晚报关注民生，与
人民大众呼吸与共，文艺体育、交通旅游、理财
创业、养老保健……内容繁花如锦，读来有滋
有味，可谓老中青咸宜。我尤其喜爱文学版面
夜光杯，读到出类拔萃的文章，画上五角星隔
段时间再反复吟读；夜光杯贮满琼浆玉液，让
我获得了文学滋养；也最爱金色池塘，桑榆美
景还推荐给亲朋分享共赏。”

排队订报风雨无阻

! ! ! !读者邵顺祥在来稿中说，由于喜爱新民
晚报，对晚报上刊登的文章爱不释手，渐渐便
产生了剪下来保存的想法。读报、剪报、贴报
成了一家的“晚报三部曲”。每天晚饭后，围坐
一起读晚报是全家人的共同习惯。一般都是
各人看各人的，看到自己喜欢的文章、资料，
便用笔勾画作记号，在头版上写上该版序号。
老伴在喜欢读报的同时，自告奋勇担当

起剪报、贴报的任务。每月初，老伴便会将上
个月的晚报对照头版上记录的版面数字逐日
剪下来并分类粘贴，然后装订成册。这种读报
习惯已经坚持了数十年，至今家里的剪报本
积存已有数十本。
多年来，全家人从读报、剪贴报中得到了

许多生活乐趣，更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这些剪
报本成了家人翻阅查检的知识宝库。要购买

数码相机，翻翻剪报中的“市场之窗”，了解如
何选购；想出去旅游，看看剪报中的“旅游知
识”，查看景点介绍、各地特色、自助游线路
等，精彩世界尽收眼底；翻阅“$ 生活”，感受
到世界科技发展的迅速及巨大变化。
晚报的另一位老读者姚龙翔也有同样的

阅读习惯。粗看，细看，剪贴，收藏。三十多年

来乐此不疲。剪贴是件费心费力的事，每月总
要花上两天时间，因为新闻实在太多了，取舍
很难，如抗日战争七十周年许多特刊，“将军
是怎样炼成的”都剪贴成册，编号归档，珍藏
如宝。“人常叫我是‘报痴’。今年我 %&岁，体
力已经力不从心，但每天看报成为生活中的
必修课，活到老看到老，晚报伴我一生，是精
神上的伴侣。”

剪报贴报珍藏如宝

! ! ! !读者崔妙根今年七十有四，读晚报逾六
十载，是晚报的老读者。他回忆道，村里有个
爷叔专门卖报，每到傍晚在村里吆喝：“新民
晚报，夜饭吃饱。”每天听到吆喝声，就赶忙去
买报。
“我读着晚报长大、变老，也看着晚报‘发

福变胖’，从 &版到 '版，再到后来的 !'版，
(&版，)(版……我每天要花上二三个小时看
晚报，几乎每个版面都看。有的是浏览，看一
下大小标题，有的则仔细，逐字逐句地看。如
夜光杯、金色池塘、文体新闻、评论版等等，老

伴识字不多，不看晚报，但付报费、去楼下取
报纸却很卖力。我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喜
欢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就这点爱好，她经常
抱怨我不做事，而一旦我问她有什么活儿要
干时，她又下‘逐客令’：‘去看晚报。’读报之
余，我也会涂涂写写，尽管利用率低，仍然乐
此不疲。我还会‘多管闲事’，凡发现报上有什
么差错，我也会写信或打电话给晚报。晚报很
重视、很认真，也会答复我的来电或来函。作
为读者，我希望晚报越来越好。晚报是我的精

神食粮，怕长假，长假里报纸缩版，只有薄薄
的几张，‘吃不饱’。”

另一位读者王道杰将晚报看做良师益
友。“上世纪 *"年代末，我在国外工作生活
了两年，把订阅的其他报刊都停掉了，唯独
新民晚报继续订阅。期间我回国探亲，几乎
把自己关在家里，全天候地翻阅着足足一年
的新民晚报，真是心花怒放，其乐无穷。我还
把精彩的文章剪贴下来，带到国外去细细品
尝，慢慢嚼味。我这本《新民晚报》剪贴本成
为同事们在国外的稀有精神食粮，大家争相

传阅。退休后我到外地一家企业发挥余热，
一去就是 '年。期间我订阅新民晚报从未停
过。家人说，你人不在家，何必订呢？回家休
假的日子到报摊上去买一份不就得了。我固
执地坚持着一定要长期订阅，一份也不能
少，并叫家人每天收好。我每月回家一次，行
李中最珍贵的就是新民晚报。我看晚报用
眼、用脑、用心、用手、用笔，既适时做剪报，
又经常做阅读笔记，潜移默化下自己的写作
水平也逐步提高。我非常自豪地称自己是新
民晚报的铁粉！”

精神食粮细细品读

! ! ! !读者张红英在信中说，晚报让我们与
故乡的距离变得很近很近。年少时我和家
人去了四川，那时还不知什么叫背井离乡，
也不知什么叫乡愁。从坐上火车的那刻起，
故乡上海就成了我永远的牵挂。没有电视，
没有手机，一封家书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收
到。在他乡的几十年，感叹魂牵梦绕的是故
乡，是外公外婆还有仅一岁的弟弟。那时只
要有哪位父母的同事回上海出差或者探

视，回来就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亲友围着要
听上海的所见所闻，我们都像过了节一样
兴奋好久。

后来我们那边也可以订到新民晚报了，只
是要比上海晚一个多星期，但这丝毫不影响我
和我的长辈们从中了解家乡变化的热切心情。
一拿到报，大家争先恐后的看，左邻右舍互相
传阅，直到被翻缺角。即使过了几个月的旧报，

仍有人常来借阅。我的老奶奶不识字，也会让
我读给她听，祖孙三代无论时政要闻还是热点
话题都读得津津有味。每当看到上海日新月异
的变化，我都由衷的欣喜；从报纸的字里行间，
可以闻到故乡的气息；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也
会互相转告。晚报寄托着我的乡思，晚报让我
们与故乡息息相关，血肉相连。
后来当我自己做了母亲，我的女儿也耳

闻目染喜欢上了晚报，看新民教育、校园通

讯。平时来不及看的，就在星期天“补课”。女
儿考上上海的大学之后，我更是情系晚报。每
张报纸都会反复阅读，还会给同事们推荐好
的文章、诗句、金句、医学常识、故事连载……
在我退休回沪之后，晚报依旧是我的精神食
粮，每当晚饭后，下楼去信箱取晚报是不变的
节奏。我和先生先睹为快，在茶余饭后便互相
谈体会，有着共同的话题，生活就变得有意思
多了。

传阅晚报情牵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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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俱乐部

一份晚报，可以是房
间里的一缕墨香，可以是
茶余饭后的一份悠然，可
以是少年时成长的陪伴，
也可以是家人朋友间难
以言说的温暖。本报于
11月25日刊出《告诉我
们你的晚报情缘》启事，
陆续接到很多读者来信
和电子邮件。除前面刊登
的部分来稿外，现再集中
刊登一批“晚报情缘”。

见习记者 高歌 实习生 左珊仪 整理
晚报情缘信件 拍摄 孙中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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