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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三走了！”4月22日傍晚，
我刚走进地铁站，就收到哥哥发
来的语音微信。我惊愕不已，在
站台上愣了半天。

“不是好了吗？怎么这么快
啊！”我轻声回复道。

“是啊，人有啥意思吧！”哥
哥在微信里嘟囔着。我的脑子
一片空白，后面哥哥说的什么，
我一句也没听清楚。地铁上，我
极力想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禁
不住一次次擦拭眼泪。那种悲
伤，真的是让人痛彻心扉……

邵三，大名叫邵贵柱。因为
在家排行老三，工友们都叫他邵
三。他年长我3岁，我一直称他
三哥。三哥的父亲和我父亲原
来都是运输公司的老人，同在一
个车间，同住一个筒子楼，还是
隔墙邻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企事业单位还实行顶替。就是
老一辈退休了，可以找一个子女
替班，也叫接班。

三哥接的他父亲的班，我哥
顶的我父亲的班。按道理，他和
我哥才是真正的工友，一个客车
司机，一个汽车修理工，我们只
能算是笔友。那段时间，我厌学
情绪厉害，中学没读完就去车站
当乘务员了。

运输公司和车站同属一家单位，而且我也住在父亲宿
舍里，天天和三哥打照面。我和三哥都有一个共同爱好，
就是喜欢看书、写东西，久而久之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三哥也没上几年学，对于写作，只能算是喜欢，很少见
他写过东西，更没有发表过。所以，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我
的“萝卜条”“豆腐块”，他总是比我还激动。他经常对我
说，我看你肯定行，肯定能写出名堂。这句话，一直激励着
我。

那个时候，我们梁山县有个小作家协会，我是会员，经
常被组织参加一些活动，我也经常带他参加。每次三哥都
特别激动，打扮得比我这个正式会员还“正式”。有时见我
一脸坏笑，他就说，干啥都要有个仪式感，这才是对生活的
尊重。

三哥喜欢穿工作服，当时还买了两套，上班下班都是
那套蓝色的工服。修理工天天和油打交道，汽油、柴油，还
有黑呼呼的机油，还要钻车底、爬地沟，一天下来浑身都是
油泥。

很多人的工服早已看不清颜色，三哥的却很干净。每
天下班，不论多晚，他都要把脏工服洗一遍。每次见他洗
衣服，邵大爷就很生气，“穿不坏也让你洗坏了，一身臭毛
病！”三哥就给我挤挤眼，嘿嘿一笑：“干啥都要板正的！”

三哥看似比我显大，有时候更像一个大男孩。他人很
实在，没有什么歪心眼。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好，我天天
跟着父亲在宿舍吃面条。其实，我也有个“小酌”的爱好，
但我是临时工，工资很少，经常囊中羞涩。三哥是正式工，
就时不时请我们撮一顿。

那时候，吃饭也便宜，十几块钱就能要4个菜，三素一
荤，尖椒土豆丝、醋溜豆芽什么的。有时候也会奢侈一把，
再加个硬菜：奶汤鸡。我们自己带上一瓶白酒，喝得也是
迷三倒四，好不惬意。

三哥的性格很好，为人忠厚老实，干活从来不惜力气，
工友们都愿意和他搭伙。他也愿意帮别人，谁叫都行，从
不拒绝。有时候，看他满身油腻，在蒸笼似的车间里加班，
我就替他抱怨，他就开导我说：“帮助别人，也是提高自己，
不吃亏！”

多少年后，三嫂告诉我，别看他在单位脾气很好，其实
在家里很倔。有时候，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好
几天不和她说话。

后来，我参了军。刚入伍那几年，我们还经常书信联
系，信里写的啥如今也记不清了。我经历了多次搬家，很
多信也没了。再后来，有了手机，联系反而少了。只有回
家探亲时偶尔见上一面，也是匆匆忙，很少再像以前那样
海阔天空地畅谈。

有时候听说我回老家了，他就给我哥打电话，说啥时
候叫小富咱们一起吃顿饭。我总是推辞，一来确实怕应
酬，不想出去吃饭；二来也是怕三哥破费，每次吃饭他总是
提前买单。那个时候，企业改制，三哥下岗了，三嫂在药店
给别人打工，日子不好过。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是我狭隘了。我们之间吃的不是
饭，不是应酬，那是感情的交流，更是对远逝青春的一种回
忆。见几次都没约成，后来也就不约了，这样一算，我们好
像有四五年都没见过面了。

前两年，听说三哥病了，是肺癌。我很吃惊，他的身体
一直很好，咋就会得癌症了呢，好在经过治疗控制住了。
今年春节，三嫂来家里给母亲拜年，三哥没来，说他又去上
班了，公司照顾，给他安排了公益岗。听了，我很替他高
兴。

没想到，时隔3个月，噩耗传来，三哥竟然走了，虚岁才
53。哥哥说，走得很快，头天进的医院，第二天早上就没
了。由于父母健在，丧事办得也很快，当天去世，当天出
殡。

那一夜，久旱未雨的北京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我独
自坐在窗前，静静地翻看三哥生前发的微信。2022年1月
8日凌晨两点：“今日邵府喜宴，我这几天忙得没时间，忘了
给你说了。”

那个时候，三哥刚刚查出癌症，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为了给他冲喜，家里决定给儿子举办婚礼。后来三嫂告诉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只是怕，怕万一三哥不行了，不想给他
留下遗憾。

有时候，亲情的力量就是那么神奇。儿子结婚后，三
哥的病好了一大半，精神也焕发许多。

再一次微信是2022年11月29日晚上11点发的，只
有两张照片，没有其他内容。一张是我穿军装的，那个时
候，我还是个战士；另外一张，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探
亲，三哥给我接风时的合影。他穿着红色秋衣，我穿着一
件毛背心，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满怀激情、富有朝气的文学
青年。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已两鬓斑白，进入天命
之年。

我不知道，为什么三哥两次微信都是发在深夜，是不
是病痛折磨得他无法入睡，痛苦中想找最好的朋友诉说；
还是剧烈的病痛刺激了他怀旧的神经，让他又想起曾经远
行的青春。那个时候，三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正在
接受化疗。

再努力翻找，偌大的内存里只有这两条信息。看着桌
上的手机，我恨起了自己，甚至越想越后悔，繁忙的工作让
我忘记了三哥。有人说，不联系，不等于忘记；不打扰，是
因为在意。细细琢磨，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安慰罢
了。忙，是一个借口，更是一种冷落的理由。如今，时间有
了，手机还在，可那个曾经一起追风的少年却再也没了踪
影。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遥望雨中的夜空，我早已泪流满
面。那一刻，我想起了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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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
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济宁地处“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是
运河的水脊，自古水陆畅通，商业繁荣，文化
昌盛。元明清三朝，都把最高治运机构设在
济宁，这片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孕育了丰富而独特的运河文化。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10周年，济宁在保护、传承、利用的进
程中，让古老的大运河焕发着时代新风貌。

近年来，济宁市档案馆依托丰富的馆藏
档案，深度挖掘整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作
出版了线装两函6册详注版古文体作品集
《济州故华录》，内容涵盖馆藏史料中的始祖
文化、儒家文化、运河文化、梁祝文化、诚信文
化、山川文化、名人文化等。

在《济州故华录》的基础上，又开发了10
套《济州故华录》明信片、6个系列80余种档
案文创产品，并开展档案文创产品“五进”等
宣传推广活动，为运河文化建设服务倾注了
济宁档案力量。

浓墨重彩描摹济宁运河文化

《济州故华录》对济宁本土文化进行了全
方位的挖掘整理，浓墨重彩描摹运河文化。

运河历史文化。《古济州赋》讲述了济宁被
称为济州以来的发展历程，描绘了古城诸多风
景名胜。《〈济州上河图〉序》，描绘了大运河带
来的城市繁荣；《济州古运河史迹题壁辞》，讲
述了宋礼、潘季驯、林则徐等著名河道总督的
治河功绩，表达了对京杭大运河全线复航的期
待；《天下第一分水龙王庙记》，讲述了汶上南
旺分水龙王庙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八省运河
泉源水利情形总图〉赋》，详细解读了汶上县档
案馆保存的《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总图》的
来龙去脉和历史价值；《赵村过闸记》《会源闸
怀记》，以虚拟古人对话的形式，讲述了运河漕
运的典章制度、河道演变等。

运河风景名胜。《济州古运河文献意境二
十品》，描绘的是古运河带来的繁华；《济州新
运河影像嘉景二十品》，描绘了新运河美丽的
景象；《太白湖赋》《太白阁记》《太白湖影像嘉
景二十品》，记述了太白湖的秀丽景色及日新
月异的变化；《微山湖赋》《望湖楼记》《望湖楼
后记》，讲述了微山湖的历史演变、自然景色
和渔民生活等；《南阳古镇赋》，讲述了大运河
带来的富庶；凤凰台、古南池、王母阁、青华
洞、荩园等济宁著名景点，《济州故华录》中都
有细致的描绘与介绍。

运河美食小吃。对于济宁博大精深的饮
食文化，《济州美食赋》作了津津乐道的点评，
《古济州运河宴赋》则描述了别具一格的济宁
运河宴菜系。在《济州民间美食二十品》中，
列举了20种民间美食，如寇记甏肉干饭、王
记馓子等。《济州运河宴佳馐二十品》介绍了
运河宴20道名菜，如红烧甲鱼、筒子鲫鱼
等。《济州玉堂赋》讲述了玉堂酱园的前世今
生，《济州玉堂酿珍二十品》介绍了济宁玉堂
酱园的20种主要产品。至于《古济州典籍72
候物花色食雅366品诗词曲稿》，对济宁美食
的挖掘，更是收罗备至。

运河民俗物产。《古济州典籍72候物花
色食雅366品诗词曲稿》，对济宁的民间风俗
进行了详尽描摹，如祭四神、绘春牛、荷叶茶、
刻新篆、礼师、赶年集等。《济州竹竿巷赋》《古
济州竹竿巷十品斑竹扇》，描摹了竹竿巷的繁
华景象和工艺名产。《南阳古镇物华二十品》，
讲述了南阳古镇的繁荣和风物特产。

档案文创的多元魅力

济宁市档案馆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创意导
向，注目城市建设、景区规划、校园教育、企业
发展等方面，将文案融入档案文创产品开发，

突破文创产品同质化瓶颈，打造城市人文地
理名片。

《太白湖影像嘉景二十品》，精选太白湖
著名景点太白阁、双龙柱、圣贤桥、五孔桥、六
仙岛等，集中展示太白湖美丽风光。

《济州新运河影像嘉景二十品》，选取大
运河上粼粼晨韵、木栈幽径、海棠漫堤、桃花
涌岸、苇渚鸣晓等风景意象，展现新运河的蓬
勃生机。

《微山湖赋》，撷取微山湖上桨摇橹落、钓
台幽芦、杳霭青莲、芙蕖香风、菰蒲芦花等经
典风韵，描绘微山湖诗意盎然的生活情趣。

《济州印象》，由习画的孩子们创作设计，
以独特视角和笔触，描绘了济宁太白楼、古南
池、王母阁、竹竿巷、凤凰台等著名风景，以及
著名的民间小吃。

城市形象伴手礼系列文创产品，设计制
作了《济州三章》《太白湖三品》《济州古运河
史迹题壁辞》《微山湖三赋》等长卷伴手礼，徐
徐展开，满纸云烟，济宁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具有磅礴的气势和感人的力量。

景区文化产品系列文创产品，助力运河
文化经济带、凤凰台、太白湖等景区景点品牌
创建，由著名书法家吕建德书写的《古济州
赋》《太白湖赋》，以石刻形式，分别安放在济
州老街和太白湖景区内，成为标志性符号与
景观。

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文创产品，研发生
产了《古济州赋》《太白湖赋》软笔描红字帖、
《微山湖赋》《南阳古镇赋》硬笔字帖等。“国际
档案日”期间，联合任城、汶上、鱼台、金乡、微

山、梁山等县市区档案馆，组织开展了“档案
文创产品进校园”活动，通过捐赠系列长卷描
红产品、现场朗诵和临摹等形式，让同学们了
解济宁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更直观地
感受历史的厚重、文化的魅力和档案文化的
多元性。

企业传统文化系列，研发生产了《济州玉
堂赋》长卷伴手礼、折扇、茶席、济州古八景系
列酒盒等文创产品，以档案文创助力企业发
展。开展了档案文创产品进商户活动，以“档
案文创+美食”主题，设计制作了“济宁民间
美食二十品”文创手提袋，既展现了济宁独具
特色的美食文化，又将民间美食与传统文化
元素相融合，赋予美食更多的文化内涵。

“古济州·新济宁”系列，提取档案中的艺
术蕴涵，研发生产了竹简、镇尺、桌面屏风、折
扇、春联套装等产品。《〈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
形总图〉赋》《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全彩
仿真长卷，再现了当年运河千里通航的盛况，
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历史底蕴，被济宁河
道总督署遗址公园作为运河文化展品陈列。

“古济州·新时尚”系列，涵盖了主题书
灯、鼠标垫、笔记本、丝巾、雨伞等产品。“济宁
古八景书灯”，荣获第四届“泰山设计杯”山东
手造创新设计大赛手造产品设计组优秀奖，
首届“孔子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孔子文化创意
产品类优秀奖。

从“藏在深闺”到“走进千家万户”

《济州故华录》的开发利用，以推动济宁
市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创作，促进文化消费增
长，助力文旅融合，赋能档案文创产业开发为
目标，为济宁“打造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
持续贡献档案力量。作为凝聚地方特色、象
征地方文化符号的载体，对相关部门和行业
宣传推广市情教育、廉政教育、特色产品等，
也都有一定的参考利用价值。

济宁市档案馆积极争取政策扶持，成为
山东省档案馆“档案文创产业化发展”试点。
档案资政参考《打造档案文创精品 助力文化

“两创”先行示范区建设》，获得市委领导批
示。市委办公室印发《关于促进济宁市档案
文创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关于推进档案文创
产品“五进”工作示范化发展的意见》，对档案
文创产业化发展和档案文创产品“五进”工作
提出了具体任务目标，使档案文创产品开发
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还获得“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专项资金”扶持项目资金和财政
支持，用于“档案文创产品研发推广”，并入选
《济宁市2023年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
名单》。

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局长、
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杨冬权来济宁市档案馆
考察，对文创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题写了“档案开发第一馆”“把档案送上领导
案头，让档案走进千家万户”，并在《人民政协
报》发表《从“藏在深闺”到“服务大局”——我
亲历亲见亲闻的山东省济宁市档案馆十年蝶
变》，介绍了《济州故华录》及其系列文创产
品。

全力推进档案文创产品“五进”工作进市
场、进企业、进招商、进景区、进节庆活动。

联合任城区档案馆，开展了“济州民间美
食二十品档案文创手提袋走进传统美食”活
动；与任城区签订合作协议，助推运河文创产
业高质量发展；与山东玉堂酱园、济宁运河文
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济宁太白湖文旅康养
发展集团签署授权协议，使档案文创与企业
文化产品有机融合；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向外
地客商赠送档案文创产品；协调省市有关部
门单位，协助梁山县争取中央彩票公益金50
万元，在拳铺镇刘官屯村打造济宁市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传承基地，集中展示
红色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助
推乡村文化振兴；与济宁银行合作开发春联
套装，开展档案文创进社区活动，被誉为“济
宁人民第一次用上了自己的春联”。春节期
间举办“品档案文创 过文化大年”活动，依托
运河庙会连续6天集中展示档案文创产品。

举办新闻发布会和档案文创交流活动，
开展以“含英咀华纳兰台 茹古涵今赋青史”
为主题的兰台论坛，举办“奋进新征程 兰台
谱新篇”国际档案日暨“档案文创 史画济宁”
文创产品推介新闻发布会，举办“济州故华
录”系列明信片首发新闻发布会，与市图书馆
联合举办“兰台咀英 济州嘉华——《济州故
华录》辞赋作品展”开幕式暨《儒林津源——
济宁市图书馆赋》系列文创产品首发式，举办

“筑梦现代化 奋斗兰台人”国际档案日系列
主题活动新闻发布会，举办“《济州故华录》
（二卷）出版发布、捐赠暨专题诗词歌赋朗诵
音乐会”，参加中国档案学会第二届档案文创
作品展示交流活动。

通过媒体宣传档案文创工作，先后在

《中国档案》《大众日报》、“学习强国”地方
平台、山东新闻联播、《济宁日报·文化周
末》刊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中的档
案力量——以山东省济宁市档案文创工作为
例》《“档案文创”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档
案文创”助推济宁本土文化创新发展》《把文
化碎片拼成炫彩的华章》等专题文章。

在档案文创工作创新案例申报中，《档案
赋能传统文化“两创”的济宁实践》被省社科
联立项，“档案文化的产业化研究”通过省档
案馆验收，《济州故华录》获得济宁市第三十
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济州故华
录〉的开发利用》课题被列入济宁市社会科学
规划研究项目。档案文创工作创新案例入选
市委宣传部“济宁文化‘两创’实践案例”，被
市委改革办评为“创新济宁行 改革济先锋”
优秀改革案例二等奖。

济宁市档案馆在开发《济州故华录》的基
础上，持续研发档案文创产品，将其中蕴含的
国家与民族共有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基因，以
具体的、生动的、新颖的形式进行更为广泛的
传播，发挥档案传统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将
其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为文化“两创”实践贡献了档案力量。

全省档案服务大运河（山东段）文化建设
座谈会昨天在聊城举行，并举办了学术论文
交流，枣庄、济宁、泰安、德州、聊城等5市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济宁市档案馆馆长杜宏春
在会上作题为《开发〈济州故华录〉助力运河
文化建设》发言，介绍了济宁6个系列80余
种档案文创产品及“五进”宣传推广活动。

①宣传片《档案文创 史画济宁》影音资
料图片

②《济州故华录》匣装古文体详注作品集
③《济州故华录》诗词歌赋音乐会
④《古济州赋》石刻
⑤《济州古运河史迹题壁辞》长卷伴手礼
⑥《济州故华录》硬笔描红字帖
⑦《济州故华录》明信片
⑧《太白阁记》帆布包
⑨《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总图》仿真伴

手礼
⑩《天下第一分水龙王庙记》软笔描红字

帖

《济州故华录》：文创视界中的运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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