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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一九六期

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剪纸，南方的剪纸讲求精细，北方的剪
纸讲求浑厚。这与南方富有水韵，北方尽显豁达相一致。西北
的剪纸工具大部分用剪子，天津剪纸主要是以刻刀为主，这又
与西北古朴执着的性格、津沽的市井风习有着关联。各地剪
纸的内容也不一样，围绕节庆、喜寿日去做剪纸，西北剪纸多
以窗花、墙饰为主，而天津剪纸独有“吊钱”这一品种，过去专

门为经营买卖而制作。挂在商户窗户上的吊钱，图案多为富贵平安和招财进宝之类，
吊钱的下沿一般是铜钱加穗的形状，表示经营兴旺。近年外地贴吊钱的渐渐多了
起来，这也说明津沽剪纸与商埠繁荣息息相关，并与市井人生联系密切。生活在海
河畔的老人聊起津派剪纸，不约而同会谈到窗花、鞋样子。天津人做女鞋、童鞋，要
鞋面绣花，花样子多是用素纸剪成的富贵花卉和吉祥小动物，粘在鞋面上，再用各
种色彩的丝线绣出来。受鞋样子的影响，天津剪纸大部分图案跟富贵吉祥这四个
字有关系。前面提到天津特有的剪纸品种吊钱，是为商家求吉、为家庭纳福。后来
相关专家向剪纸的师傅提议，干脆津沽一带的剪纸就叫天津吉祥剪纸，和南方剪纸
纤秀细腻的手法，不仅在风格上就连名称也有所区别了。

从事非遗项目的人眼光应该远些。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承载着非遗的延续，
祖传手艺看似是一家一户在传承，却和环境、历史有紧密关系。北京的卤煮、天津
的嘎巴菜、河南的胡辣汤……无不有着地方风情。
从事非遗要弄清楚自己的手艺，哪个是环境和乡土的
元素，哪个是技艺与风格的要素，要保持风土味道、
弘扬技艺特征。鲁迅先生讲过一句话：“有地方色
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结合非遗，这句话似乎
也可以变化为“越是地方特色的，越能成为全国关
注的”。现在在有的地方，有些人只顾着追赶时尚，
而忽视了有着地域特色的非遗制作。非遗产品要
面向市场，才有经济效益。但是如何卖出也很重
要。比如说有的人走工艺品的路子，越来越高端
化，一张年画标价几百上千元。其实年画最早是依
托春节，贴在屋里装点生活，既显示着喜气，也祝福
日子越过越顺遂富裕。究其初始，源于缸画。就是
春节前夕在日常盛水的大缸上贴一幅鲤鱼荷花图
案木刻着色的画，或在水缸的上方贴一幅鱼儿游动
的挂画，以便让缸里的水映照出鱼来，寓意“年年富
裕”。这种缸画线条朴拙颜色不多，却很有生活乐
趣。住在乡村和里巷的大众，不论老人孩子，看到新
的缸画就知道要过年了，并祈盼以后“连（莲）年有余
（鱼）”。现在的有些年画，似乎远离春节了，不去适应
变革，怎能再次走进新时代的春节？倘若只以高端的
姿态、以工艺品礼品样式挂在墙上，民众会觉得有点与
日常有隔膜。从朴素生活走来的年画，嬗变为高端
工艺品，是适应大众生活，还是只作收藏和装饰用？提高点价格也没关系，这是应
该的。关键要大众欣然接受，发展年画也要对市场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非遗和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信仰相关的。文化环境当中风俗有其表
征作用，非遗项目往往是某种风俗的遗存或显示。举个例子，一地区有一道跑竹马
的花会，重点道具是用透编的方式编出一个用于演员边骑边舞的马形道具。现在这一
地区虽不以此为主业，但这道花会多多少少留下了痕迹。有人接续这个非遗活动时，
见原来的竹马破旧了，重新制作又价格很高，为图省事，就订购了几个和“跑驴”差不多
的道具，那这道花会的历史内涵就缺失了。再如，塑造关老爷像，把握关公的神态很是
重要。对关公的崇拜赋有多重意义，比如在商店和一些家庭里摆放是视其为财神；
摆在庙宇宗祠为的是彰显正义；有的放在厅堂为了企盼家人平安。现在有些人不问
焚香敬拜的意涵，就随意摆上一尊红脸长髯横拿大刀的关公像。这是只要形态未能
从内涵着眼。内涵不一样，关公的神态会各有区别。为了旺财，制作上就要想一想，
通过哪几个细节把求财的含义表现出来。要把关公塑造得威猛大气，就要塑出关老
爷身上有一种吸引力——美髯微翘，双眼炯炯有神，一进屋就觉得那里亮亮堂堂。
从技艺和制作中，从业者要仔细把握形成作品的内涵和精神，或是展现所做的

成品的地域风习，才能使非遗项目与环境协调，凸显作品的区域特点。近代以来，
天津在中药制作上与时俱进发展很快，对相邻产业也有着影响。有着舶来轨迹的
“鼻烟”，在清代官员中间颇受追捧，闻鼻烟逐渐成为达官富贾与上流人物的时尚。
为适应环境，中药的一些成分被制作者加进鼻烟。“益德成闻药”在清康熙年间应运
而生，后进入津沽市井，历经6代相传至今，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产品遍布大江
南北。非遗在传承中，无论发生于本土还是从域外引入，只要落地并接受该地环境
的影响，必然在产品形成中有着地域特色的印痕。“益德成闻药”如此，“合真香”从
东北辗转来津，成为天津非遗的著名项目也是如此。“合真香”在延续中科学地加入
中药成分，进一步完善制作工艺后，使用时不仅馨香怡人，还能醒脑提神清洁居
室。显然，这些津门非遗项目都和天津是中药制作的重要基地密不可分。

积极吸收环境中有益于非遗制作的各种元素，会不断激发非遗人坚持传统技艺、
去努力提高非遗产品的内质。亦如前文所谈到的，即使去塑造关公形象，对其精气神
儿制作者也要了然于心，把握内质才能塑好外形。表现义气千秋，就追求关公的神态
稳重，让人尊重；视关云长为正义之神，塑像摆在那儿要有大义凛然的气场出现；如果
想为了体现某一群体的团结一致，关公塑像的脸部应透出凝重。从事塑像雕塑，要明
确手中制作的形象其神韵是什么，代表了哪种意涵，哪种神态，哪种风习。小作品和大
作品都需要体现内在的东西，神韵决定人物，而不是靠外在的一些东西。

在各地流行的民间故事中，总有着对做人要走正道的呼唤，这也含着大众信
仰，对社会生活美与丑的审视。从事非遗，讲究技艺，必须要有正能量在内，应该把
这一点作为非遗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必备的素质。
天津被人们称道的食品制作，基本上都有着宫廷手艺的痕迹，不少手艺的元素

都是从北京传过来的。比如说“京八件”，到了天津变成“津八件”，而且现在的味道
似乎比“京八件”更受市井大众欢迎，典型的就是十八街麻花所制作的糕点八件，有
点宫廷的味道，几十道工序，虽稍贵一点，但很有滋味。所以饮食制作在津门讲究
河海食材，宫廷手艺。从地域风格来讲，把津沽的手工技艺简要总结一下，即天津
饮食崇尚每一成品都要制作出味道和风格，并讲究工艺材料扎实，手法精准。津门
手艺人性格豁达，制作时却不含糊。

今年3月23日，天津邮政发行纪念封和明
信片各一枚，同时在天津邮政博物馆、滨海新
区营口道支局、民园大龙主题邮局启用彩色邮
资机宣传符志，以此来纪念中国近代邮政试办
145周年。纪念封上设有“1878—2023”的纵向
时间轴，背景为早期天津海关建筑和大清邮政
津局旧址，展现近代邮政不凡的创办过程和深
厚的历史底蕴。坐落在解放北路上的大清邮政
津局旧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邮政官局建筑，它
造型独特、保存完好，已成为中国邮政的代表建
筑和创办时期标志。国家邮政部门1996年发行
的《中国邮政开办一百周年》纪念邮票和2016年
发行的《中国邮政开办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邮
票，每套皆为四枚，首枚图案即采用大清邮政
津局建筑外貌，展现了百年邮政的历史画卷。

天津开埠后，迅速成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
城市，官、商、民各领域通信交流激增，传统的
邮驿、信局制度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加
之河海航运和水陆联运的发展，现代科技手段
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催生了近代邮政在天
津诞生，并一度担负全国邮政管理中心和全国
邮务组织中心的重任。1876年，海关总税务司
赫德请清政府设送信官局，总理衙门致函李鸿
章征求意见，李鸿章建议由赫德主持仿照欧洲
方式试办邮政。赫德指派津海关税务司德璀
琳以天津为中心先行开办邮政业务，成立海关
书信馆设于天津海关大公事房内。1878年3月
23日，天津海关书信馆开始收寄中外公众信
件，中国近代邮政由此发端。

邮政业务在各地海关推广的同时，邮务总
办事处设在天津，德璀琳负责管理各海关邮政

业务。1880年，海关书信馆改名为海关拨驷达局
（“拨驷达”即英文Post的译音，意为邮政）。1884
年，该局迁入法租界大法国路（今解放北路）与圣
路易路（今营口道）交口的新楼，即大清邮政津局
旧址。1896年，清政府准予邮政推广全国，设立
大清邮政局，次年天津海关拨驷达局更名为天津
大清邮政局（即大清邮政津局），仍由天津海关管
理。同年，大沽邮政局、宫北分局、唐山邮政局及
秦皇岛邮件转运站等分支机构设立，天津邮政开
始向内地发展。1899年，全国按照海关管辖区划
分35个邮界，每个邮界设邮政总局，此时大清邮
政津局改为天津邮政总局。在自办与委办相结
合的基础上，至1911年，分支局41处，代办支局
243处，业务扩展迅速。1909年，天津邮界改为副
邮界，天津邮政总局变为天津副邮政总局。1911
年邮传部接管邮政，下设邮政总局管理邮政业
务，邮政正式脱离海关，天津副邮政总局改名为
天津邮政分局。

民国建立后，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邮政
机构开始按照行政区划分邮区，天津邮政分局成
为直隶邮务管理局，统辖直隶邮区。邮区分天

津、北京、保定三段，天津段由直隶邮区邮务长直
接管理。1915年，直隶邮务管理局迁入天津东站
（今天津站）旁新楼（后称天津邮局大楼）办公。

鉴于大清邮政津局大楼的历史地位和建筑
特色，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先生
曾给予高度评价：“在卫城、老街先后消失的情况
下，无疑它已是天津独一无二的文化标志。”此
外，天津在邮政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如我国第
一个邮政机构海关书信馆、第一个邮政代办机构华
洋书信馆、第一个邮政公告《五一公告》、第一条邮
路津京骑差邮路、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第一长度
的陆上邮路“万里邮路”等。在这座邮政历史悠久、
邮政文化深厚、集邮活动发达的城市，理应有一处
具有特殊意义的、能够集中展示与纪念的文博场
所。1997年，大清邮政津局旧址被公布为第三批
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该楼使用权由市
化工轻工材料总公司转让至市邮政管理部门。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下，筹办多年的天津邮政
博物馆作为全国首家邮政博物馆，于2010年在大
清邮政津局旧址正式对外开放。

大清邮政津局旧址为二层砖木结构平顶楼

房带地下室，因其坐落在街角，整体布局呈L形。
外立面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材料青砖砌筑，首层门
窗与地下室开窗为半圆形罗马式拱券，二层的方
窗上部有拱形窗楣装饰，窗间墙设方形扶壁柱。
罗马券柱式的门窗连续使用，整齐而富韵律。窗
槛墙、基座等位置有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精美
花饰砖雕点缀，增添建筑的艺术观感。建筑在转
角处没有使用常见的折角或弧形简单过渡，而是
设计了凸出立面的八角楼，并在紧贴立面的两侧
设置一对户外楼梯，成为建筑一大亮点。八角楼
造型独特，面朝八方，似有邮政业务四通八达之
意。后楼高三层，砖木结构，每层外侧设有木质
走廊，每个房间都不大，应是旧时的职工宿舍。
后楼的建筑年代与前面的主楼接近，其建筑面积
约有五六百平方米，建筑平面亦呈L形，与前面的
主楼相互连通，合围成一个方形院落。由于年久
失修，出于安全考虑，目前后楼未能使用。大清
邮政津局旧址建成于19世纪末，材料和结构明显
区别于解放北路上的其他建筑。它是欧洲古典
主义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砖雕石刻艺术相结合
的优秀典范，中西合璧，匠心独运，体现了天津作

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多元魅力。
天津邮政博物馆展览面积为1500平方米，分

为序厅、邮驿与其他通信组织厅、邮政厅、集邮厅
及珍宝厅，时间跨度包括古代邮驿、近代邮政创
办、大清邮政、中华邮政、人民邮政等五个历史阶
段。天津邮政博物馆馆藏丰富、珍品众多，有距今
两千余年秦皇古驿道车辙石、整版大龙邮票、大龙
邮票实寄封、“总理衙门”电报封、中华邮政运邮马
车等珍贵文物。此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整
版庚申猴票及数百枚近代明信片等重要藏品。展
览覆盖天津邮政乃至中国邮政的百年变迁，反映
了近代以来通信方式的巨大变
化，展现出邮政文化的独特魅
力。车马慢，书信远。一封封粘
贴邮票、加盖邮戳的信件，承载着
来自远方的期盼与惦念，传递着
人们对邮政的理解与热爱，见证
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

摄制组提供）

人们常把万里长城比喻成一条蜿蜒的巨龙，
耸立在山海关海边明代万里长城的起点常被人们
称作“老龙头”。可天津人为什么把天津火车站称
作“老龙头”火车站呢？1876年，李鸿章派轮船招
商局总办唐廷枢赴唐山开平一带勘测，发现了优
质煤矿。1878年6月，“开平矿务局”成立。为了把
煤炭运到天津，供应北洋海军、天津兵工厂等使
用，急需修建从唐山到北塘的铁路，但遭到清政府
的反对。开平矿务局只好把铁路线路缩短，从唐
山修到胥各庄。1881年修成通车，命名为“唐胥铁
路”。1887年延修至芦台，1888年扩
修至天津，全长130公里，命名为“津
唐铁路”。天津火车站初建时站线为
两股（后扩建为九股），站台一处，简陋
公事房屋数间。
最初的天津火车站站址建于河东

区旺道庄，当时，车站按“运煤为主，兼
办小型客货运输”设计建成。为满足
修建津榆、津芦铁路的需要，天津火车
站移至季家楼、火神庙重建。清光绪
十八年（1892），新建火车站竣工，取名
“老龙头”火车站。据说，“老龙头”地
名与乾隆帝莅津有关。当年乾隆乘龙
舟行于海河，经过马家口附近，河道忽
而折东，忽而折西，乾隆随口对左右说
“此处酷似游龙”。随行的人回复说，
此处乃老龙头是也。乾隆龙颜大悦，
说了一句“好一个老龙头”，陪同的人
齐刷刷下跪，谢御封老龙头！从此，这
个地方就叫“老龙头”了。1900年时
车站被毁。1902年在原址重建车站，
并在车站广场中央修筑“老龙头”纪念碑一座（后
拆除）。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车站也迎来了
新生。之后，“老龙头”火车站更名为天津站。1950
年，天津站扩建了1000多平方米的候车室。之后，
虽然少不了修修补补，但还是难以适应天津这个
北方港口大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后，天津火车站经历了两次大的
改造。
第一次是1987年，经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铁道

部决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天津铁路枢纽改造工程
被列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工程。1987年4月15
日开工，1988年10月1日正式竣工。天津新客站

位于天津市河东、河北两区的交界处，是市中心繁
华地带，西、南两面由海河环抱，是主要的城市交通
枢纽。1988年建成的天津站，按10000人最高聚集
人数设计。站房分为主站房、子站房和高架候车厅
三部分，建设规模为41000平方米。车站与解放桥
遥遥相对。站前站后共设4个广场。当时参与天
津站改扩建工程设计的共有三家单位：天津大学、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和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三
家单位的设计方案经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审定，
几经修改。搞设计方案的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曾集中到水上公园会宾楼统一搞方
案，但出了点小问题，就是线路走向与
海河呈八字形。按铁路功能要求车站
必须要与铁路线路平行，而市里规划
则要求车站要与海河平行。问题出现
后，又请示李瑞环市长。最后车站设
计成“丫”字形，这样既平行线路，又平
行海河。车站设计方案确定后，由铁
三院负责施工设计。天津站设计有两
个突破：一是打破了过去候车室放在
车站主楼内的传统，这次把候车室放
在铁轨股道上，也就是搞高架候车厅；
二是设计了地下通道，上进下出，避免
了人流出入互相干扰。高架进站、地
下出站、两侧进出口的布局设计极大
地方便了旅客上下车。

2004年，中央决定修建京津城际
高速铁路。与此相配套，要改造天津
站。而天津市也要承办第29届奥林
匹克夏季运动会部分运动项目，新形
势新要求让天津站又到了提档升级的

关键时刻。这一次由铁三院负责改扩建设计，经过
专家深入研究，铁三院提出了新的天津站改扩建的
五项方案：一是拆除原高架候车厅，取消分室候车，
改建为大空间高架候车厅；二是引进绿色环保设计
理念，屋顶采用透明天窗，把阳光直接引入候车大
厅内，设置大面积屋顶采光窗，在高架候车厅内引
入自然光，在90米跨度进深尺度下，通过屋顶天窗
和侧窗，白天可以满足照明要求；三是改建站台雨
棚，取消站台柱子，放在股道间；四是扩建子站房，
面朝河东区，成为京津城际旅客上下车主要出入
口；五是打通往河东区地下通道，并同城市市政交
通的地铁2号、3号和9号线无缝连接，天津站真正
成为铁路、地铁、公交三位一体的城市交通枢纽站。
天津站在新世纪的改扩建并没有破坏原有的

结构，新老站房相互协调统一，在功能与形式上新
站房与老站房相互匹配，使老站房的面貌得以改
善，外在形象和内在功能得到提升，为来自海内外
的旅客提供全方位、更加周到细致的服务。改造后
的天津站，总建筑面积达到18.5万平方米，年运送
旅客三千多万人次，已成为北方大型客运站之一，
也是全国较早建成的高铁车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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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邮政津局：四通八达“拨驷达”

罗 丹

大龙邮票是中国第一套邮票，不仅被集邮家

视为珍品，也是中国邮政历史的一座丰碑。全套整

版大龙邮票，正是天津邮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

龙邮票主图为蟠龙戏珠，一套三枚，面值分别为5

分银、3分银和1分银。邮票图案上有“大清邮政

局”的字样。但其实，在大龙邮票面世发行的1878

年，大清朝还没有建立自己的邮政局。（节选）

老家院落很小，屋舍也已陈旧，可那道篱笆墙，却每年
生机勃勃，攀爬缠绕着我绵长的乡愁。
多年前，一场暴雨，祖上留下的那堵石砌院墙夜间轰然

坍塌。父亲长叹一声，挨到天刚蒙蒙亮，便起身进山，背回
一捆槐木枝条。去皮，截段儿，打理得分外仔细。几天下
来，便整好了一堆。与父亲一起清理石块，翻松墙基，将透
着槐木味道的枝条，交叉错落地插入泥土，一道花篱便取代
石墙，拢了那方小院。父亲抽着旱烟，左右欣赏道：“这篱
笆比石墙好，不怕塌，还好看。”母亲也来了兴致，从邻居
家、菜园里、田埂边，移植来数株丝瓜、南瓜和紫茉莉、大丽
花，分栽于花篱内外，还随意撒了些牵牛花籽，满是期待地
说：“等篱外花开、篱上挂瓜、喇叭乱吹时，会更好看！”

那季夏秋，篱笆从寂静到热闹，为平淡日子带来太多欢
喜。先是，红的、紫的、黄的紫茉莉，每个傍晚伴着母亲灶前
的饭香悄然绽放，唤着劳作的父亲和上学的我回家吃饭；粉
的、橙的、红的大丽花，高高挺立在阳光下、风雨中，招摇着绚
烂的生命；花期最长的牵牛，吹响红的、蓝的、白的、紫的小喇
叭，一直从夏吹到秋，毫无倦意。后来，丝瓜、南瓜，不甘示弱
地抽叶、延蔓、成藤，开出柔嫩的黄色花朵，与牵牛一道你不
让我、我不让你地爬满篱笆。花落孕瓜、瓜熟蒂落，大大小小
的瓜儿挂上篱笆，青绿、橙黄，细长、滚圆，煞是惹人喜爱。
乡邻们经过，常被花、瓜扮靓的篱笆吸引、驻足，偶尔会

扯着嗓子，向被篱笆隐约挡住、在院内忙活的母亲喊道：“他
大婶儿，瞧你能干的，这篱笆侍弄得真好。”母亲隔着篱笆，
自得地发出邀请：“等丝瓜熟了，你摘几个炒了吃；等我熬了
南瓜粥，来喝上一碗。”因了这篱笆，我家常有人闻着花香、
粥香来串门儿，临走摘几个丝瓜、拎一个南瓜，高兴得不行。
深秋，篱笆前的花株、篱笆上的藤蔓，枯黄、风干，“西风

黄叶响篱笆”，萧索肃杀，却也饶有几分情致。干瘪的老丝
瓜、花籽苞，隐在枯藤枯叶之间，不声不响，虽凄凉但又藏着
希望；来年，种子入地，又是一派繁华……
我在城里安家后，便与篱笆告别了。那日城郊游玩，见

一老大爷正慢条斯理地打理着一排怒放的月季。姹紫嫣
红，香气馥郁，自然而成花篱。陆续走了几家，有用鲜红的
串儿红、嫩紫的鸡冠花做花篱的，也有用可爱的茑萝、俊俏
的蜀葵做花篱的；有用满架的豆角、黄瓜做篱墙的，更有用
高大的花椒、杨柳做篱墙的。与那些铁艺篱笆、砖石院墙一
比，明显洋溢着诗情画意，妙不可言。

一道篱笆，是一道风景，也是一块招牌，更是一种生活。
因篱笆隔挡而成的小空间、小环境，无时不透露着院落主人
的辛勤、意趣和性情，足以让我沉静其中，心中筑起一道篱
墙，嗅到那浓稠的乡味，神游于那段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悼念鲁思同志
邱允盛

一道篱笆乡味稠
张金刚

老领导鲁思同志去世了，老实说，我虽感痛惜，可
并不意外。鲁思同志已高龄九十有六，又患病多时。
消息传来，我首先想起的，倒是鲁思同志多次向我说
过的一件事。他说，他们家的人都不长寿。爷爷、父
亲，都未能活到七十岁。他要是能活到七十，就心满
意足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么。然而，没有长寿家族基
因的老鲁，不仅活过了七十岁，而且跳过了八十岁，又
跃过了九十岁，年届九十有六，离期颐之年百岁，只有
几步之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了。古人言：仁者
寿。老百姓的说法是：好人长命。鲁思同志还真应了
这句话了。

鲁思同志1927年生于四川省泸县（今泸州市），
1948年在冀东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9年 5月，鲁思同志进入天津日报社工
作。在当年的天津日报，大家一提起鲁思同志，都说：
“老鲁是个好人。”这是人们对鲁思同志发自内心、最

质朴的评价。他生活俭朴，作风清廉，不喜排场，没有
虚情假意，为人真诚和善。忠厚长者这四个字用于他
身上，恰如其分。其实，老鲁不仅仅是个好人，他更是
一个好领导，好“班长”。抓工作，他既勇于负责，又作
风民主。当时的天津日报社，实行的是编委会总编辑
负责制，在进人问题上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有一
次，老鲁也向报社推荐了一个人，是他一个熟人的孩
子。编委会讨论时，编委们认为，这青年其他都可以，
但业务能力稍有欠缺，当场便否定了。对此，大家都
习以为常，老鲁也毫无怨言。这就是鲁思同志的为人
和作风。

鲁思同志曾跟我说过，他就是一个老报人。应该
说，这个称谓用在他身上，也是当之无愧的。鲁思同
志一生所从事的就是报纸工作。他当过记者，做过编
辑，担任过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辑，后来又接了石坚
同志的班，担任总编辑，成为天津日报的一把手。作

为一家报纸的主要领导，不仅要精通采编业务，更要有
政治家的眼光，远见卓识，敏锐、深刻，熟悉社情，纵观全
局，这样办出来的报纸，才能既当好党的喉舌，又为读者
所喜闻乐见。鲁思同志于1983年6月至1992年1月，在
近十年的时间里，担任《天津日报》总编辑。那段时间，
我们国家结束“文革”不久，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全国人
民意气风发，《天津日报》办得也是生机勃勃，多次受到
市委的表彰，读者更是每天翘首以盼，在全国省市级报
纸中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在新闻界甚至还有南有《解放
日报》，北有《天津日报》一说。

在鲁思同志主政天津日报社期间，《天津日报》有两
件大事，曾经影响全国。一是报纸扩版，二是自办发
行。在此之前，全国的省市级报纸都是对开4版，这显然
跟不上当时火热的形势了。鲁思同志审时度势，经编委
会决定，报市委批准，在全国省市级报纸中，《天津日报》
率先由对开4版，改扩到对开8版。另外，在此之前，全国
的省市级报纸，都是由邮局发行。鲁思同志和编委会经
过研究，认为《天津日报》可以搞自办发行。这样一可以
降低成本，二还可以增加发行数，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读者
每天更早地看到报纸。这两件大事都是开风气之先的。

疫情之前，鲁思同志耄耋之年，还一年几次召唤几个
老同志，也叫上我这个后生晚辈，去他家里，海阔天空，畅
谈天下大事，心系国家未来，议论《天津日报》的发展。如
今，鲁思同志走了，但他的精神和为人，会深印在后人的
心里，得到继承和发展。

题图报影为鲁思同志以钱照为笔名撰写的文章《人淡

如气——从另一角度谈孙犁》，刊发于1991年2月28日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