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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在我们身边，收藏邮票、钱币、
字画的人很常见，爱好收藏烟盒就
显得有些另类了。已踏入不惑之年
的杨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单位里，
他是一名普通工人；在家里，他是一
位慈爱的父亲；在自己的世界里，他
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男孩”。

“没啥玩”的童年
迷上捡烟盒

杨闯今年 41岁，家住湛河区马
庄街道华西社区，是原神马帘子布
厂一名管道维修工。6 月 21 日上
午，杨闯如约接受采访。记者进门，
杨闯就泡了一壶工夫茶。他沏茶时
很专注，屏气凝神，眉宇间散发着中
年男人的沉稳，像个大哥。

“你的收藏在哪儿，赶紧让我看
看。”记者有些迫不及待。闯哥把记
者带到了书房，角落里斑驳的立柜
前挂着一张红布帘子，掀开布帘，柜
子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五彩斑斓的
烟盒，让人眼花缭乱。立柜顶上几
个黑色塑料袋里也是烟盒，包装很
严实，拎在手里沉甸甸的。正在记
者惊讶之时，闯哥从柜子角落里掏
出厚厚一沓拆开展平的烟盒，全部
是软包装，其中不少已经泛黄，有
些沾着油迹，有些贴着透明胶布。
很多香烟品牌记者只是在儿时听
大人说过，最耳熟的要数大前门
了。

“我小时候真没啥玩，也没钱，
要不咋会迷上捡烟盒哩。”闯哥从
小在矿区长大，纸面包算是当时孩
子不可缺少的玩物了，他算是摔纸
面包的佼佼者。那时纸面包大多
由烟盒纸折叠，正是如此，他逐渐
对花花绿绿的烟盒产生了兴趣。
1982年，闯哥只有7岁，他开始收集
烟盒，到如今已有34个年头了。

怕耽误学习
他的收藏曾被家人毁掉

闯哥坦言他小时候学习并不优
秀，但并不是因为迷恋收藏烟盒。
学生时代，他的收藏来源多数是靠
捡拾，也有亲朋好友的赠予，工作之
后有了经济收入，他也会购买各类
香烟充实自己的收藏。据不完全统
计，如今闯哥收藏的烟盒种类已达
千余种，数量超过3000个。

记者细细欣赏了一番闯哥的收
藏，对他早些年收藏的软包装烟盒
产生了很大兴趣。“我上小学时大多
数烟一盒就几毛钱，最便宜的红花
只要 4 分钱，一盒中华也就几块
钱。”闯哥的早期收藏中有不少是河
南本地香烟，如中原、彩蝶、喜梅、白
河桥等。当时烟盒的印刷质量不
高，不像现在普遍使用铜版纸，所以
纸张很容易受损，个别价格低廉的
香烟的包装纸比较粗糙，摸起来感
觉掉纸粉。

闯哥说，小时候捡到新烟盒后
很兴奋，到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
烟盒拆开，用熨斗烫平，受损的地
方用胶带粘好，然后夹在书中收
藏。他还专门用笔记本记录各种
香烟的规格和产地。后来这个本
子在搬家时遗失了。

1985年，闯哥要升初中，家人担
心收藏烟盒耽误学习，硬是把他小
学期间收藏的五六百个烟盒尽数
毁掉。“我们那时候都很老实，听家
长 的 话 ，既 然 不 让 玩 ，咱 就 不 玩
吧。”说这话时，闯哥还是显得有些
惋惜。初中上了没多久，闯哥又捡
起了自己的“老本行”，身边不少同
学也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收藏烟盒、

糖纸一类的小东西，但绝大多数人
没有坚持下来。1992 年，高中毕业
的闯哥报名参军，临行前将多年的
收藏转交给上高中的侄儿。他在部
队服役的三年时间也没有放弃自己
的兴趣爱好，不少战友从四面八方
带来不同的烟盒给他，充实了他的
收藏。

妻子帮她找回收藏乐趣

1995 年，闯哥复员返乡，随后
进入神马帘子布厂工作，还好侄
儿替他完整保存了收藏，他的兴
趣得以继续，只是那几年闯哥慢
慢对曾经的爱好兴趣不如以前浓
厚了。

2003年，闯哥成家了，婚前因为
要整修新房，他把多年的收藏安置
在地下室，相当一部分受潮发生了
霉变。

“说到这儿，真得好好谢谢你嫂
子。”闯哥说，妻子了解到他曾经的
兴趣爱好后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还
主动帮他修补受潮霉变的烟盒，这
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支持和鼓励。闯
哥捡回了收藏烟盒的兴趣，这一次
他更加理智了。

“一切顺其自然，如果太刻意，
那么兴趣爱好就变味儿了。”闯哥
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开始明白了
收藏的真谛，并不是要追求经济价
值，而是一种寄托情怀的方式，就像
是写日记一样，每个烟盒的背后都
或多或少有个故事。如今，闯哥每
逢出远门都会带回几种外地香烟，
但不多买，一是经济原因，再就是要
做到顺其自然。他也会流连于一些
古玩杂货市场，看到有自己喜欢的
烟盒，大多只是一番欣赏，绝不会花
钱购买。

“印象中西藏的烟我还没有，全
国其他地方的都有了。”闯哥说，国
内大多数常见的香烟品牌他都有收

藏。说着，闯哥从里屋拿出一个褶
皱的台湾产长寿牌香烟盒，也就是
张震岳在《爱的初体验》唱到的：“想
要来一包长寿烟，发现我未满十八
岁。”他说这个品牌的香烟他收藏的
有十几种，但距离全系列收藏的目
标还很遥远。

闯 哥 还 说 ，他 收 藏 的 烟 盒
中，外国品牌也占了一定比重，只
是每种品牌的所辖系列产品收藏
的还不太完善，这也算遇到了瓶
颈。

他的收藏
成了记忆的见证

一般搞收藏的人都会有自己的
专业“小圈子”，闯哥是个例外。“我
从没认为我的收藏达到了可以互
相交流的地步。”闯哥说，在外行人
看来，他的收藏可谓是丰富，但让
内行人看，水平顶多算是一般。对
于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他并不
会随便声张，有时候在饭局上偶然
提到，细心的朋友会留个“心眼”，
遇到较为少见的烟盒会向他提供，
他对朋友的帮助也常怀感激之情。
闯哥三岁多的儿子现在也会帮他捡
烟盒了。

对于未来的打算，闯哥说：“要
是能把我多年的收藏归类整理一下
就好了。”由于平时工作繁忙，闯哥
很少有时间能细细整理多年的收
藏，所以显得很凌乱，有时自己要找
某个品牌，也要翻来翻去花费很长
时间。

“等我退休了，我得好好整理一
下我的收藏，怎么说也是一辈子的
见证。”比如看到了两毛钱一包的
邙山牌烟的盒子，他就会想到儿时
的街角巷尾，下象棋的大叔光着
背，抽着烟，紧锁着眉头。闯哥说，
每次有人到访，都会对他的收藏感
慨一番。

小时候没啥玩，捡烟盒成了他的爱好，如今收藏烟盒，也是在收藏记忆

杨闯：方寸纸盒蕴含快乐世界

□记者 李霞

本报讯“照顾公公婆婆
是我应尽的本分，没想到还
能获奖。”6月27日下午，在
新华区西市场街道矿前街社
区会议室，当得知自己被推
选为“矿前街社区好媳妇”
时，该社区居民师赛景说。
当天，该社区表彰了 3名好
婆婆和3名好媳妇。

“我们老两口也是遇到
好人了，媳妇待俺俩真是没
得说，虽说儿子没了，可儿
媳妇可比我们的亲女儿还
亲哩！”见儿媳妇获了奖，师
赛景 72岁的公公曹明义也
激动得当场抹起了眼泪。
他告诉记者，儿媳妇赛景今
年 44 岁，10 年前儿子去世

后，她靠着打零工，不仅将
他的两个孙子照顾得很好，
而且还一直照顾年迈的他
和老伴。尤其是近几年来，
右眼失明的婆婆又因为双
腿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她
更是贴心照料，从没一句怨
言，她这个好媳妇，是当之
无愧的。

在当天的表彰会上，社
区党支部书记张富全还依
次为居民介绍了好婆婆、
好媳妇的事迹，好媳妇郑
彩兰不离不弃以柔肩担起
家庭重担、好婆婆谢友芳不
仅家庭和睦，而且还关心邻
里，热心社区公益事业……
一个个平凡而感人的事例，
得到了现场居民阵阵热烈的
掌声。

矿前街社区表彰好婆婆、好媳妇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6月24日，湛河
区姚孟街道姚电社区开展
侨务法律咨询活动，向辖区
居民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并
接受咨询。

当天上午，姚电社区办
事服务大厅内，来自湛河区
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徐东
卫在工作台前接受居民的
咨询。“我的手机资费有问
题，向通信公司反映多次
了，就是不给解决，您看我

该咋办。”一位女士向徐东
卫介绍了生活中遇到的“难
题”，随后，她得到满意解
答。现场，法律工作者不仅
接受有关侨务方面的咨询，
还对居民日常生活中遇到
的法律问题给予指导。

据姚电社区负责人介
绍，社区居住着近 40 位侨
眷、侨属，40多位台胞、台属，
日常生活中涉及侨务领域的
法律工作比较多，所以社区
组织了此次活动，集中为大
家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侨务法律宣传走进姚电社区

▲杨闯展示自己多年来收藏的烟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