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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叫郑州，郑州在哪儿？李
仲楷说，在他的心中，郑州的地
标就是二七塔。

1975 年，第一次来郑州，在
郑州上学的同学问他想去哪儿，
李仲楷说：“到了郑州，那肯定是
要去二七塔。”

花了 5 分钱，李仲楷游览
了二七塔，还专门留了影，遗

憾的是昨日太匆忙没有找到。
到郑州正式工作后，凡是有

亲戚朋友到郑州，李仲楷一定要
带他们去游览二七塔。

说起二七塔，李仲楷讲起二七
塔最初的地址以及由来。在二七
塔建成10周年时，郑州晚报联合
二七塔还举办了征文活动，他写的

《德爷爷的孙子》获得了二等奖。

80年前的小学课本上这样介绍郑州

郑县是南北交通的枢纽
“39年前，第一次来郑州，买的二七塔明信片花了一毛钱”

“看了几十年的郑州晚报，亲得很。”“老朋友”要征集老照片，家住淮河路的李仲楷先生很积极，
要把珍藏的“宝贝”拿出来晒晒，跟读者们一起分享。除了珍藏的老郑州的幻灯片，还有1986
年年底的郑州晚报，头版头条刊登的是李仲楷发表的文章。
郑州晚报记者 张华 图片由读者赵剑锋提供

一进门，客厅墙上硕大的
镜框内，摆满了连环画，一看就
知道主人喜欢搞收藏。

主人名叫李仲楷，多次以
“连友”（连环画爱好者）的身份
出现在本地一些媒体上。这
次，李仲楷向郑州晚报推荐的
可不是连环画，而是关于郑州
的一本书。

一看外皮就知道书有一定

年头，书页发黄、字体竖排，还
是繁体字。

书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二月出版的小学课本，课本
上写着“小学生文库第一集”，
文内有一段专门介绍郑州：郑
县在前清为直隶州，称郑州，民
国改县，但此名仍通用，周为管
叔鲜所，曰管城。三国时叫许
都，隋置管州改曰郑州，是北方

的重要门户，袁绍曹操两人争
雄，常以这里作战场。

此外还介绍“郑县为南北
交通上的枢纽，平汉陇海二大
铁路交叉于此”。

在书的背面，还写有“四三
三册”字样。李仲楷说，这是多
年前他从旧书摊上花 100 块钱
买的，现在花多少钱也不一定
能买得到。

“我的文章还发表在郑州
晚报的头版头条上。”喜欢收藏
的李仲楷，退休前一直在铁路
上从事宣传工作，一年有300多
篇文章见报，绝对属于资深“新
闻通讯员”。

李仲楷拿出收藏的一个剪
贴本，翻看一下，颜色泛黄，看着
报纸上的日期，时间的味道从中
流淌。

1986 年 12 月 23 日郑州晚
报头版，《郑铁东站实行联网质

量管理 一项科研成果增益九
百多万》，作者署名有两人，其
中一人就是李仲楷。

李仲楷说，从1986年定居郑
州以来，几十年过去了，家里始终
订郑州晚报，“真是亲如老友”。

民国二十三年小学课本介绍郑州

李仲楷是个有心人，喜欢
收藏一些小物件。

打开幻灯机，小卡片一插，
黄河游览区的景色就在眼前，这
是上世纪 80 年代李仲楷去洛阳
旅游时买的一套纪念品，里面有
河南的著名景点，包括嵩山少林
寺、黄河游览区，还有二七塔。

“当时花了 10 块钱买的，现
在 花 100 块 钱 也 不 一 定 买 得
到。”李仲楷说。

除了幻灯片，还有一张老明
信片，片上的主角就是二七塔。

1975年，李仲楷第一次来到
郑州，游览了二七塔后，花了一毛
钱买下一张明信片，保存至今。

1.征集老照片
1949 年至 2002 年的郑州老

照片，投稿见报即可获取价值50
元的礼品。

所有见报照片将评选出一
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
名，以及幸运奖10名，分别奖励
价值 1000 元、500 元、300 元及
100元的奖品。

2.有奖问答
本报将从老照片中挑选图

片，设置有奖问答题，并提供精

美礼品进行奖励和抽奖。
3.专题故事、散文、诗歌征

集
《光阴的故事》还将制作一

批精良的怀旧专题，征集专题故
事、诗歌、散文等。

栏目内容征集电话：
0371-67655293

15803831673
征集邮箱:zzwb06@163.com
栏目商家合作电话：
18638929923 马先生

1934年的小学课本上有对郑县的描述。 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图

中原路地下通道

当年的群众文化生活 中原路大学路口 金水河新通桥段 二七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