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在褚士奇
看来，雷锋藏品是可以触摸的学雷锋活动
历史，举办雷锋收藏展，不仅可以让老一
代缅怀歌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岁月，还
可以感召年轻一代，让他们在雷锋精神的
鼓舞下成长。

1998年3月，当报道褚士奇办雷锋展
的文章相继发布后，许多外地人慕名来
函，一来二去，他便结识了几位异地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个全国性的雷锋收藏联盟
雏形初现。从刚开始的书信往来，到后来
的上门拜访，大家不仅畅谈对雷锋的敬
仰，交流学习体会，更广泛交流各地学雷
锋活动的信息和收藏的线索，分布于全国
各地的“雷锋迷”们渐渐有了一个共识：要
组织雷锋专题藏友会，大家共同会聚雷锋
城，举办一次联合展览和研讨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2004年8月中
旬，在抚顺市新华大街邮票公司三楼大
厅里，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 18 位“雷锋
迷”成功地布置起“全国首届雷锋专题收
藏联展”。褚士奇轻轻地用手摩挲着当
时的合影，向记者介绍当时的盛况：“开
幕式场面隆重热烈，抚顺市党政领导和
雷锋战友、雷锋辅导过的学生、学雷锋典
型等上千人在当天参加了活动并参观了
展览。我们一起召开了交流研讨会；乘
坐抚顺‘雷锋车队’的出租车分别到抚顺
各处的雷锋景观参观、拍照；专程到沈阳
国家森林公园雷锋生前曾参与施工的地
方参观。”

有了第一次的良好开端，“全国雷锋
专题收藏联展”几乎是每隔两年就举办
一次。各地的雷锋物品收藏家组建了

“全国雷锋专题藏友联谊会”，分别在鞍
山、北京、营口、雷锋家乡湖南望城等多
地举办收藏联展，而褚士奇作为骨干成
员，从不缺席。

剪刀、格尺、铲子、双面胶、电热熔
枪……茶几上堆放的各式工具和材料，都
是褚士奇用来保护藏品的“法宝”。“我有
集邮的经验，根据不同的雷锋藏品，自创
了这么一套‘保护’流程，现在大家都学会
了我这套方法。”褚士奇笑着说，如今大家
伙儿办展，仍然延续着这样的分类。

“我们每位收藏者都是一枚火种，通
过展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雷锋、学习雷
锋，推动全国各地的群众性学雷锋活动薪
火相传。”正是这样一种使命感的推动，褚
士奇总是愿意将多年的收藏经验传授给
各地的收藏家。

每隔两年举办一次“全国雷锋专题收藏联展”

收藏界有这样一句老话：“收而不研
者陋，藏而不鉴者庸。”因热爱而收藏，褚
士奇那独一无二的家足以说明一切。但
他不仅仅收藏，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
到研究当中。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雷锋，
禇士奇不仅认真研究手中的资料，还循
着雷锋的足迹，寻找雷锋成长、工作、生
活的点点滴滴。

翻开专门存放研究资料和相关文章
的几个档案盒，褚士奇的脑子里仿佛有
无数个动人的故事要讲给记者听。他在
参观各地雷锋纪念馆时发现，以“雷锋雨
天送大嫂”为素材的雕塑不少，但它们各
不相同。有的雕塑中大嫂带着两个女
孩，有的则只有一个孩子，他产生了疑
惑：“大嫂到底带了几个孩子？男孩儿还
是女孩儿？”褚士奇从一张报纸上得知当
年的大嫂名叫纪玉春，于是就想尽办法

和她取得联系，终于真相大白：当年纪玉
春带着两个儿子回婆家探亲，先在铁岭
下火车，又换长途客车到抚顺市，还得步
行到位于棋盘山地区的婆家，有 15 公里
的山路要走。这时天降大雨，陷入困境
的娘仨恰好遇到了雷锋，雷锋步行一个
多小时把他们送回家。

褚士奇常常在各类报纸中发现研究
的线索。2002 年，他在 1962 年 4 月 13 日
的《抚顺日报》中发现了一篇与雷锋相关
的读者来信，是一个就读于抚顺县会元
堡小学名叫张玄的小学生写给雷锋的信，
相同的版面上，还刊发了雷锋的回信。褚
士奇到处打听张玄，甚至专程到抚顺县会
元乡寻访，都没有线索。直到在 2003 年
初的《辽宁老年报》上，褚士奇发现了一
篇署名张立文的回忆文章，讲的就是小
学生张玄学雷锋的故事，而张立文正是

张玄的班主任，终于找到了线索，褚士奇
联系上了张玄。当年，雷锋不仅给张玄
回了信，还特意去学校看望过她，这位当
年仅10岁的小女生从那时起就一直把雷
锋当作榜样，一直默默地学雷锋，后来成
长为省优秀女教师、抚顺市劳动模范，如
今已经退休。通过褚士奇的这次寻找，张
玄还将当年雷锋赠送给她的有雷锋亲笔
题字的日记本和一张身着军装的二寸全
身像捐赠给了抚顺市雷锋纪念馆。

褚士奇收藏了不少照片，他会在旁边
的空白处标注着每一张照片的拍摄者，写
下文字说明，还将对应的人像找到相应的
名字；有不少剪报，褚士奇会将自己的探
访经过、研究成果写下来，附录其中；还有
不少文章，是针对网络上部分人抹黑雷锋
的一次次挺身论战，他说：“雷锋迷学雷
锋，更捍卫雷锋！”

寻找雷锋故事中的当事人

“藏品越来越多，从原来的一间书房，
逐渐挤到客厅，现在将三室一厅的房子挤
得满满当当。这里就是雷锋的世界！”69
岁的褚士奇一提起收藏的事，嘴角噙着
笑，眼里含着光。

上世纪 80 年代初，禇士奇调到抚顺
市望花区政府工作。因为写得一手好
字，褚士奇负责单位的板报书写工作。

“那时候的板报内容经常从雷锋书籍中
挑选小故事、名言警句。刚开始我们都
是借书抄写，后来写着写着，雷锋的话
语、故事就入脑入心了，我开始自己买雷
锋书籍，每一本书都爱不释手。”就这样
一本一本地积累，褚士奇手里的雷锋书

籍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开启了他的
雷锋物品收藏之旅。

有志者事竟成，褚士奇就是那个有
心人。在收藏雷锋书籍之余，他发现生
活中有关于雷锋的物品比比皆是，就萌
生了广泛收藏的念头。他一边兴冲冲
地从各类箱子中翻找雷锋藏品，一边打
比方：“假如用我们收藏到的有雷锋信
息的物品把一个人从上到下打扮起来，
你会惊奇地发现：帽子上有学雷锋志愿
者的标识，上衣是印着雷锋图案的文化
衫，肩挎印着雷锋图案的背包，背包中
装有封皮上印着雷锋图案的笔记本，胸
前佩戴一枚雷锋纪念章，手腕上戴着镶

有雷锋图案的手表，腰间拴着印有雷锋
图案的钥匙链，裤袋里放着印有雷锋图
案的钱包，钱包里夹着印有雷锋图案的
电话磁卡……”

因为藏品众多，种类繁杂，他还给藏
品进行了分类，包括报纸、刊物、书籍、生
活用品、纪念徽章、年历、电子音像、磁卡、
票券等20大类。

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至今，我们的生
活中随处可见这些有着雷锋印记的物
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老物件日渐
减少，褚士奇越来越意识到他的雷锋藏品
的价值和使命：它们是几十年来群众性学
雷锋活动的历史见证。

把雷锋专题收藏划分为20大类
LEI FENG DE BAO KU

自制夜读油灯

新中国成立后，雷锋成为一名小
学生。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学机
会，每天上学要走十几里路，遇到刮风
下雨的天气，也总是早早起床，没有雨
靴就穿着自己做的木屐或草鞋赶去学
校上课，从不迟到。为了更好地完成
学业，雷锋常常利用自制的那盏小煤
油灯看书到深夜，如果油没了，就去邻
居家串门子借光看书。这盏小油灯就
是雷锋曾经挑灯夜读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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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学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学
习他立足基层服务百姓的那份热心与善
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精神
的重要内容。这些年，为人民服务一直
是我的宗旨，我们为山区学校解决吃水
问题、为贫困家庭建立爱心林、帮助留守
妇女学手艺、帮助走失老人回家、为困境
儿童圆梦……生命不息，志愿服务不止。

生命不息，
志愿服务不止
——全国学雷锋最美志愿者王永玲

CHUAN CHENG ZHE SHUO

营口市博爱救援救助工作服务中
心理事长王永玲（图左）。

摞起来有一人高的雷锋相关报纸、十几
个书架的雷锋书刊、各种印有雷锋头像的搪
瓷缸、十几盒金光闪闪的雷锋纪念章、雷锋
邮票……来到抚顺市雷锋物品收藏家褚士奇
的收藏室，仿佛走进了“雷锋的世界”。100多
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样样物品都与雷锋相关。
除了我们可以想象和想象不到的老物件，也有

现今流行的雷锋文化衫、鼠标垫、手表等新产
品，林林总总，数以万计，他的藏品数量在全国
雷锋物品收藏家中数一数二。

褚士奇的名片上印着十余个头衔，其中6
个与雷锋有关：中华雷锋文化促进会会员、抚
顺学雷锋典型联合会副秘书长、抚顺市雷锋小
学等全国多所院校的校外辅导员……

褚士奇与雷锋有什么渊源呢？他说，他没
有见过雷锋，却有幸在雷锋的第二故乡抚顺工
作生活40余年，与雷锋结缘、收藏雷锋藏品成
了顺其自然的事。

“来自雷锋的第二故乡”，像众多抚顺人一
样，这是褚士奇的骄傲，也是他传承雷锋精神的
一种天然的责任。

“超级粉丝”褚士奇谈收藏经历

上万件纪念雷锋藏品装满我的家
本报记者 张晓丽

他是一名雷锋的“超级粉丝”，是
辽宁省民间个人收藏雷锋资料数量最
多的人，同时也是一名学雷锋志愿
者。在收藏、研究、办展之余，褚士奇
与几位雷锋事迹见证人组建了学雷锋
志愿者团队，服务社区，服务基层。他
们培训了许许多多的学雷锋小志愿者
讲解员，培养他们成为一批讲雷锋故
事的能手，以此来传承雷锋精神。

褚士奇

“雷锋迷”褚士奇和他的雷锋主题藏品。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