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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雕出的岁月图像

在这个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年代，出书已变得
不再神圣，年出书量越来越多，而真正能够藏之名山、
传之后世的经典则越来越少。编辑的编书量逐年增
多，而好书稿逐年减少。2009年在我编辑的二三十本
书中，《一张报纸与一座城市的60年情缘》则是一本能
让我激动、连连称道的好书。

此书是为纪念《郑州晚报》创刊60周年编写的。书
中所选文章是60年来《郑州晚报》发表过的优秀之作。
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情感的潘多拉魔盒一下子被打
开，阅读文字所产生的不同情感时时撞击着自己的心
灵：为这座城市60年来的变化而惊叹；为晚报记者的勇
担大义、惩恶扬善的精神所感动，为媒体舆论在推动城
市文化、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而震撼；为众多作者与这
张报纸间真挚的情感而潸然泪下。

一本书承载着60年《郑州晚报》与郑州这座城市的
沧桑巨变，一本书雕出了一张报纸与这座城市的岁月
图像。

随着岁月的变迁，曾经的辉煌不
再，一些人和事已成过眼烟云，许多
旧有的城市建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一些新的地标性建筑拔地而起，一
些民间文化渐渐成了过去的风景。

值得庆幸的是时间在流逝，而文
字却永恒。《郑州晚报》用她的笔与镜
头记录下了这个城市的足迹，不断
唤起人们的回味与反思，如二七纪
念塔由最初的木塔变为现今的钢筋
筑身的铁塔的经过。作为以纺织起
家的郑州城，当年繁荣的纺织业景
象而今已很难再有，而晚报不但记
下了当年纺织业发展的盛况，还正
因为晚报对纺织业的报道，奠定了
郑州作为纺织业基地的根基。也许
很多人都欣赏过黄河大桥的壮观，
四桥一路的繁忙，已很难知道其建
设过程中的种种细节，那么读读晚
报曾经跟踪的报道吧，或许会使你产
生一种别样的情怀。

书中第三部分“骄傲：自知明艳
更沉吟”中的《一座都“宝藏”悠久文
明》《一个祖“祭出”华夏同根》《一功
夫“打出”少林传奇》《一台戏“唱彻”
梨园内外》等 15篇文章，气势逼人，
较好地反映了郑州 360度的面貌、特
点：她有着悠久的文明，她是中华民
族的根，她有着中原特有的韵味，她
有闻名世界的少林武术，她的戏曲文
化厚重、大气，她的烩面名扬千里，这
些又都反映着中原人直爽、厚道的性
格特征。她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来
来往往的商人在这里汇集、定居，使
她成了名副其实的商城，她又有着先
进的科技，有着光明的前途，她的梦
想在郑东新区得到实现，而今她又朝
着动漫产业进军。

《郑州晚报》不但记录这座城的
外部景观变化，还反映了其经济发展
的步伐，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这片
土地上所涌现出的一些风云人物、可
歌可泣的先进事迹，这些构成了一个
立体的郑州，勾勒出了郑州过去与现
在的岁月图像。

毋庸置疑，媒体的作用就是能在最短的时
间，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新的新闻播报出来，这
些报道能使人或触目惊心，或激情澎湃，或义愤
填膺，或悲悯惆怅，只要能使人产生共鸣，满足
人们的阅读所需，就显出了媒体的力量，达到了
播报的目的。

60年来《郑州晚报》不负使命，根据时代的
发展，人们阅读需要的变化，不断变换着栏目的
内容，不断地改版、扩版。“毛主席亲笔题报头，
全国晚报也很罕见，最早推出‘星期刊’；他们出
手如电，最快奉上‘号外’、‘特刊’。”

《号外出彩 大事件分秒必争》《娱乐至上
星期刊洛阳纸贵》《网络掘金 新媒体风头正劲》
等10篇文章，详述了晚报一路走来的变化。如
1984年推出的“星期刊”，许多年来打造了不少
品牌栏目，“1996年，星期刊开始全彩印，在那
个黑白红的年代里，‘星期刊’丰富多彩的内容、

图文并茂的版面设置再次征服了读者。”到了
1999年为适应市民阅读和休闲的需要，星期刊
又改名为“都市周刊”。

由此看来，晚报人是敢于创新的，敢于承担
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

他们不断策划着新的内容以适应时代的变
化，一些栏目的内容彰显出了晚报极大的个性
色彩，也成为了报纸的看点、亮点。为丰富郑州
这座城市的性格、韵律、颜色，开辟了郑州故事
征文版面。而今为纪念郑州晚报创刊 60年又
特批专刊“郑州晚报创刊60周年纪念特刊——
郑晚甲子行”。

新的时代呼唤报纸有更多更好的内容，王
剑冰先生希望晚报副刊能充分体现郑州的地域
特色。

墨白先生认为晚报应开创一些特色栏目，比
如“旧报新闻”等，这些都值得晚报人借鉴、思考。

通过阅读此书
了解了60年来《郑州晚报》一路走来的不同风采

在审阅书稿的过程中，情感常常不能自已，
泪水也会时不时模糊了视线，被晚报记者的举
止所感动，被他们笔下的人和事所感动。

记者是时代的歌者，是真善美的化身。他
们鞭挞假恶丑，揭露人间的罪恶，他们歌颂正
义、美好，使得世界充满了阳光。在不同的情形
下，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大的历史事件发
生时，他们是推波助澜者，使一项项方针政策深
入人心，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可。在各种危难之
际，他们又是勇敢的战士，敢于向不同的恶势力
叫阵，在大的灾难面前，他们身先士卒，把最新

的消息及时报道出来，以此安慰紧张的人们。
在好人好事面前，他们又成了绘画师，他们会不
惜笔墨，浓墨重彩描画各种善良的举动，刻画一
颗颗美好的心灵，读着他们充满感情的篇章，人
们会流下一行行的热泪。

书中第四部分“力量：不负如来不负卿”
中的 17 篇文章就是郑晚人的集体写照，通
过他们的报道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大写的
人。本书也从另外的角度，留下了他们美好
的身影，在人们的心中他们早已定格成了一
组石雕。

读完此书
让人不由不赞叹这群“晚报人”

书的第五部分，选载了60篇“我与晚报”的
征文，记录了晚报与一些人的情感故事。

有人把晚报喻为自己的情人，有人认为晚
报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指南针，有人说晚报圆
了自己的写作梦，甚至有人把读晚报看成了自
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人以拥有晚报而自豪，
在与晚报的缘分中，他们与晚报编辑也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这些编辑有的成了他们写作之路

中的引导者，晚报编辑的耐心、细心也培养了他
们的信心，文中还记述了他们等晚报时的那份
期待和激动，读晚报时的那份惬意与愉悦，有了
晚报他们的人生才充实，有晚报的一路陪伴，他
们才能踏实地走好人生路。

他们对晚报与晚报人有着太多的感恩与
感谢，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岂能以一个“谢”字
了得？

书中让人知道
许多人与这张报纸的情感

当我第一次看到书名时，不禁惊
呼，起得好，一张报纸与一座城市是两
个泛化的概念，有一定的沧桑感和文
学意蕴，让人浮想联翩，引人无限遐
思，而题目中透露出的另一层信息是
二者间60年的情缘，更加耐人寻味，能
引起人们强烈的阅读欲望。

说到书名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
个人与这座城与这张报都有着不一
般的感情。那就是曾经写出了老郑
州三部曲的赵富海先生，他对郑州的
历史、性情以及活跃在郑州的三教九
流都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他与郑州
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另一方面他
又是读着这张晚报长大的，他曾经说
是《郑州晚报》培养了他写作的兴趣，
并不断受到郑晚人鞭策、鼓励，使之
一路写到花甲仍笔耕不辍。他与这
座城与这张报一路并行，对二者又有
着眷眷之情，也只有他才能把两个意
象结合得这样恰切、完美。

总之，一张报纸雕刻出了这座
城市的形象，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性
格，见证、推动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而这座城市也成就了这些“报人”，
是这座城市给了他们安身立命之
地，是养育他们的一方沃土。“报纸
与城市相辅相成，城市与报纸水乳
交融。”

本书的出版，对这张报纸的发
展、这个城市的建设都有着里程碑的
意义。60年告一段落，历史又掀开了
新的一页。在新的历史时期，回顾过
去，展望未来，“郑晚人”更应多点应
变能力，多关注时事动态，及时反映
民生民情，报道大家议论的热点话
题，与时俱进、勇于开拓，相信不久的
将来，这座城市会因这张报纸变得更
加美好，而这座城市也会赋予这张报
纸更大的使命。

本书是城市文化系列丛书的第一
本，对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文化在影响
人们生活、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有一定
的建树。期待这套丛书中其他几本将
会做得更好。

从书中认识郑州
这座有着悠久历史又充满朝气的城市

不得不说书名
及其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