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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

一个收藏上海石化历史的人
! ! ! !时下，各类艺术品收藏方
兴未艾。不少人钟情于古瓷、
字画、旧家具、珠宝、古钱币乃
至各色磁卡的收藏。而我，四
十年来，孜孜不倦收集着“上
海石化”的厂史资料……

老同志对号入座
!"#$年 %月 #&日，是我一生最

难忘的日子。这天，位于金山区北随塘
河路的 !'号，闹猛得不得了。众多的
老同事、老邻居、老朋友，还有戴着红
领巾的学生到我的“石化厂史展览馆”
来参观。共十个展示台，集中展示了上
海石化从一期工程建设到六期建设不
同寻常的历程。(&大主题，)!个专题
实物史料，将 (""多平方米的展馆陈
设得满满当当。最令我感动的，是当年
第一批参加金山工程建设的老石化建
设者的到来。
这天下午三时，馆里来了数十位

白发苍苍的老同志，他们大多年岁已
高，有的还撑着拐杖。我打开了展厅内
的所有的照明，正想为他们讲解，却发
现他们已取出老花眼镜，在展台一期
工程建设的照片里寻找“各自的目标”
了。我哑然失笑，是呀，他们本是这些
历史的当事人，许多还是领导呢，哪需
要我多费口舌！
不多会儿，他们大多都“对号入

座”。唯有一位 (*+!年就参加工程建
设的老干部任惠生，因出门急，忘了带
老花眼镜，当其他人都已经找到“当年
的自己”时，他在旁边干着急。有人赶
紧借给他一副老花镜，指着一张照片
说：“你看老任，年青时多英俊，白面书
生一个啊！”
我见一位撑拐杖的老同志倚在展

台边，马上搬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老
同志却不肯坐，一手撑着拐杖一手拉着
我的手说：“阳生啊，你还年轻，希望你
把这件事做下去。”我连声应道：“好的，
一定，一定！”老同志开心地笑了：“我今
年 %&岁了，想不到我们这些老骨头还
能在这里回味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
啊！”一旁的几位老前辈频频点头，轮流
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

一封介绍信开端
不少参观过“石化厂史展览馆”的

人都说我是“有心人”，说起来，我的
“有心”是从一封介绍信开始的。

(*+)年，我刚到上海石化不久就
奉命赴外地培训，行前到工地指挥部
开“调换粮票”的介绍信。现在的年轻
读者可能会纳闷：出差到外地培训，还
要开介绍信“调换粮票”吗？那可是真
的，不信问问你们的父辈。当时是“计
划时期”，不但吃粮要粮票，购买其他
副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证
的。去外地出差，就需要将上海本地粮
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否则，倒了外
地，你有钱也买不到饭吃。
当我从外地出差回来，这张介绍

信就被我收藏起来。世界上许多事情，
开端都是很不起眼的，我也想不到，就
是这张薄薄的介绍信，开启了我收藏
上海石化的宏伟厂史！虽然想不到后
来会收藏到这么大的规模，但收
藏这张介绍信我却是“有心”的。
为什么？因为金山工程是毛主席
和周总理亲自批准，为解决当时
八亿人民的穿衣问题建设的大型
工程，是共和国历史上率先大
规模成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生产装置的特大型的石油化
工建设项目，而金山工程的建
设者用他们的智慧和心血，)
年多时间就在这片盐碱地就建
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石油化
工化纤联合企业，必将会在中国
现代工业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
凭着直观朴素的感觉，我觉得这
张介绍信我得好好保存，起码它
见证了我这个小小螺丝钉参与
了这个宏大工程，若干年后，可以
引以自豪！

! ! ! !作为上海石化厂的一个普通员工，我的收藏之
路走得不易。

(*%*年的春天，是上海石化发展史上关键的一
年。万众瞩目的 ),万吨乙烯工程处于最困难时期。
流动资金短缺，账面上只剩下 +"""元，工地停工待
料。眼看工程因资金困难面临夭折的危险，成千上
万的石化职工积极购买爱厂储蓄债券。

当时我在销供部工作。有一天上班，发现厂区
大门旁黑板上贴着的三期工程建设债券的样张被
海风吹得有些松动了。我马上到办公室取来粘胶纸
将债券的四只角牢牢地粘在黑板上。这是面额分别
为 '"""元、("""元、'""元、!""元、(""元的债券。
在粘债券的当儿，我突然眼前一亮，这上海石化三
期建设债券不就是石化人不花国家一分钱，一心把
乙烯工程搞上去的有力佐证吗？可不能漏了这宝
贝，必须把它收藏起来！

为了这几张宝贝，我每天上下班都要多看上几
眼，生怕这几张宝贝被误以为是有价债券而遭到窃
贼光顾。于是，我特地在黑板上写了“债券样张”四
个大字作为“友情提醒”。一连几个休息天，我都骑
着自行车来看厂区看望它们。厂里门卫寻我开心：
“侬又不值班，星期天来查我岗哦？”其实，伊不晓
得，我最怕这债券样张被人剥了去，那我就前功尽
弃了。

爱厂储蓄债券活动结束后，我小心翼翼用身板
挡住吹来的海风，轻轻地将粘胶纸揭开，又轻轻地
将它们夹进携带的工作手册里。回到家里，我小心
翼翼地将 '张债券插进玻璃纸封套里，给它们穿上
漂亮的水晶衣服。妻子在一旁看了一声叹气：“老吴
啊，如果侬帮我做家务事这么有心就好了。”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采用“人盯人”战术和
“死乞白赖”的方法，收集了成千上万有关上海石化
的厂史资料，但建厂初期围海造田的资料却只有寥
寥数份。建厂初期，在金山工程指挥部的指挥下，当
时金山县、浙江平湖县 ($个公社、'万多民工战风
斗雨，仅用了短短的 )!天时间，胜利完成了全长
%-$公里，底宽 $#-$米、顶宽 ##米、标高 *-! 米，总
土方量达 #!,万立方米的大堤，为围海建厂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这是金山工程建设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的一笔！而这其中战天斗海、风风雨雨的真实记录，
都浓缩在各公社的油印战地简报里。

但收集简报谈何容易！各公社和我们石化厂不
是一个单位，何况时隔多年，这些油印简报早就散
失殆尽。但我不死心，利用每个厂休日在地区六个
废品站翻扒不已。有一次，邻居罗先生报信：位于石
化八村的废品回收站今天中午收到了几麻袋好像
建厂初期的资料。闻此讯，我精神一抖，午饭也顾不
上吃，骑上自行车就直奔而去。真是天助我也！当我
逐一打开麻袋，就在第二只麻袋里发现了一叠油印
战地简报，细细一数，竟有 #+&期。古人是“漫卷诗
书喜欲狂”，我是“漫卷油印简报喜欲狂”！回收站的
职工看不懂了，讲：“这些过时货有啥用场？”我轻轻
一笑，付了钱就把这一叠宝贝放在车兜里喜滋滋地
带回了家。

他哪里知道，金山工程中围海造堤是建设上海
石化的第一仗，'万多民工兄弟战天斗海，少了这浓
墨重彩的一笔，就像电视连续剧缺了一个精彩的开
头啊。他更加不晓得，有了这 #+&份简报，再加上我
早已收入囊中的几十张围海造堤的照片，就是一个
完整的系列组合！

! ! ! !上世纪 %,年代初中期，是上海石化文学创作
最红火的阶段。工余之暇，许多喜欢舞文弄墨的职
工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凝结在一篇篇散文
随笔和小说里，这就有了由当时石化工人文化宫
主办的《创作交流》。

我晓得，作为企业文化的传承，《创作交流》也
是厂史资料不可或缺的一角。为了收齐由上海石
化文学创作组 #*%!年编印的《创作交流》，我和
《创作交流》的编辑李诗人搭上了关系，先后觅到
了 !&本《创作交流》。但惊喜之余，发现少了创刊
号和第三期，这让我耿耿于怀。当年主编该油印刊
物的是夏智定先生。据夏先生的好友通风报信，已
是香港作家的夏智定手头有一套完整的《创作交
流》，按照行话说已是“孤本”。

当时在香港《大公报》做编辑的夏先生，每年
夏天要到石化十二村旧居小住一段时期，我就去
他工作过的编辑室打探夏先生的“动向”。和他过
从甚密的同事不解地问我：“老吴，这两本《创作交
流》对你有这么重要吗？”这一问真是问到了我的

痛处。#*%!年创刊的《创作交流》一共出了 !%期，
!&期我已集齐，就少了创刊号和第三期，这个心结
实在难解啊！

其实我托朋友跟夏智定先生谈过，反馈的信息
是：“这套东西只有这么一套，如果有第二套，我一
定给小吴。”唉！我想也是，哪能夺人所爱呀！

我已差不多断了念想，可夏先生也许是被我的
痴情和执着打动了，在一次金山石化文友聚会时，
老夏喝了点小酒，谈兴颇健。突然，他指着我说：“搞
创作的人一定要有韧劲，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要有像吴阳生那样盯牢我不放的那股劲！”他还说：
“这套《创作交流》在别人看来一钱不值，不屑一顾，
但吴阳生把它当宝贝，交给他保管，我一百个放
心！”当时我激动得差点要跳起来了！难道这就是所
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

第二天，我应约到老夏石化十二村寓所，捧回
了这完整的一套《创作交流》。那个开心啊，我是一
路哼着“纤夫的爱”这首歌回家的，“我俩的情我俩
的爱，在纤绳上荡悠悠，荡悠悠……”

! ! ! !在我收集成千上万的厂史资料中，最珍贵的要数
已故上海石化新闻摄影师史云老师多年来摄制的 &,,

多张黑白照片。这是他病重期间，在病床上亲口托我
保管的。这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对我的深情嘱托，虽
然时光流逝了 !,多年，那情那景恍如还在眼前。
记得那年得知史云老师病重，我匆匆赶往总厂

医院探望。躺在重症病房里的史老师，正在吊点滴，
看到我，他艰难地点了点头，示意我坐在他旁边。病
重的他，眼睛深深地凹了进去，人整整消瘦了一圈，
他可曾经是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啊！为了反映石化建
设者的风采，在火热的建设工地、在高耸的炼塔、在
长长的输油管线，在蜿蜒数十里的油码头……处处
留下他忙碌的身影。他是上海石化对外宣传，为中央
和沪上主流媒体提供新闻照片最多的老新闻工
作者。那天史老师轻轻地拍拍我的手说：“小吴，
我整理的这两本像册送给你收藏，千万不要半途
而废啊！”
当我从床边柜捧起那厚厚两大本相册，看到

史老师黯淡的眼神突然明亮起来，他指着翻开的相
册告诉我，这一幅刊登在人民画报，那一幅刊登在解
放军画报，还有这一组照片被沪上几家主流媒体转
载。我知道，他把对上海石化这块热土全部的爱和情
全都留在了这 &,,多张照片上，把他心中的希望寄
托在我身上。和史老师挥泪道别，走出病房，我的眼
泪仍止不住地流！

多年来，我的收藏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妻子就
算一个。本来还算宽敞的两居室，被我收罗来的宝贝
挤得满满当当，还扩展到阳台上。妻子半开玩笑地
讲：“介许多年侬没有赚一分钱回来，却觅来一房间
破烂。”某公司的老总孙先生，将自己原本租来准备
投资用的房间，无偿借给我当展馆使用。一家婚庆公
司免费资助了保存史料的镜框。我感恩，没有许多人
积极伸出援手，没有众人及时的通风报信，我的厂史
收藏不会形成今天的规模。我想改一句歌词：“军功
章里有你一大半功劳”而不是“一半”！

上海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先生对我的收藏给予
了鼓励和肯定。他说，用个人的集藏来反映一个大企
业的文明发展史，这在上海没有。如果真正搞出来，在
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平时一份信函、一期杂志、一张
照片、一件实物、一叠油印的战报并不起眼，但一旦成
了系列，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整体的价值必定凸现
出来。反映一个大企业的艰苦创业史、科技进步史、文
明发展史，就如一颗珍珠并不绚烂，但一串五光十色
的珍珠就显珍贵了。用一个企业的发展史来展示社会
发展的历史，这本身也是社会文明成果的体现。
上海石化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这方土地，敬

重在这方土地创造历史和奇迹的人们。我还有一个
心愿：在上海石化 ',周年厂庆时，用更多的藏品筹
办一个上海石化大全展，来展示上海石化不平凡的
过去和今天。

漫卷简报喜欲狂

精诚所至金石开

一份真挚的嘱托

第一件藏品!介绍信

石化新闻摄影师史云摄制的黑白照片

! 全套"创作交流#" 油印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