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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民俗文化达人，渠县新市镇的汪
才福老人可谓当地一大名人。搞收藏，开
展馆，放电影，办板报，当高音喇叭宣传员
……为了传承和宣传优秀民俗文化，可谓
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日前，记者和渠县民俗协会一道来到
新市镇，面对面探访汪才福这位民俗文化
达人的传奇故事。

1954 年，汪才福出生在新市镇飞燕村
汪家老院子。在汪才福的记忆里，小时候
父亲乐于为民排忧解难，经常在劳累休闲
时给乡亲讲传统民间故事，逗得大家捧腹
大笑的场面令他难以忘怀。从小受到熏陶
感染的他爱上了说唱和画画，读小学到初
一，多次参加学校快板、美术等比赛。

1970年12月，汪才福应征入伍。在部
队因年龄小和有文艺特长，连队办黑板报
基本上就是他的活。有一次，为避飞石保
护军用测量仪器，汪才福跌伤右股和左腿
关节，出院后被安排到营部供水站，为4个
连队和营部按时抽生活生产用水。空余时
间，汪才福就画一些宣传图片自娱自乐。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的娱乐工具很
少，部队十分缺少扑克牌，要到每年春节
时，嘉峪关市商业局才会在拥军活动慰问
中，送给我们部队十几副扑克牌。我发挥
自己的特长，自制了足以和真扑克牌媲美
的假牌，供战友们消遣娱乐。正巧大年三
十碰上团政治处王主任和一位干事来四营
巡视，发现我们营部人手一副扑克牌后，大
吃一惊，夸我有才，说政治处电影队正好急
需找这么一个小兵来搞部队电影宣传呢，
让我立马去团政治处宣传股电影队报到。”

1973 年，汪才福在部队放映了一部新
闻纪录片《考古》之后，对流失在人类漫长
岁月中的人类文明文化遗产——民间文物
艺术品产生了兴趣，从那时起就开始用仅
有的每月几元钱津贴和省下的全国粮票，
在偶遇民间藏品时就换回收藏起来。到退
伍时，汪才福居然收藏了两箱近百件文物
艺术品。“我的第一件藏品是 1973 年 6 月，
我送电影片子去师部，在嘉峪关遇到一位
新疆老人傍着骆驼休息，老人解开皮囊拿
出一个杯子倒酒喝。我眼睛一亮，不禁脱
口而出：酒杯太漂亮了！老人听到后便叫

我过去喝一杯。我走到老人身边，把自己
的饼干送给他下酒。老人走时，说把杯子
送给我，我不干，解放军有纪律规定的，我
只想让老人多呆一会，自己想把这杯子画
下来。老人急着赶路，说这个杯子反正是
沙漠里捡的，你那么喜欢就留给你好了。
我忙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十斤全国粮票硬塞
给了老人。后来经过专家鉴定，这个杯子
是清乾隆年间的紫砂陶器。”

文物传承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汪才
福从此睁大眼，望八方；竖聪耳，听万里，想
方设法收藏散失在民间的文物珍品，然后
保护起来，至今已40多年。他的文物展馆
中现存500余件文物艺术品：错版百元面值
人民币、姑苏夜景紫砂壶、棱角塔罐、寿星
仙鹿独角兽铜盖壶……收藏品里面有不少
珍品，其中一枚“渠县宪印”，是他 2005 年
时，历时3年之久，走寻了7个县市，耗资近
6万元从大竹一位民间收藏者手中买回的
康熙时朝廷授发给渠县县府的一枚官印。
该印为福建上等寿山石雕刻，印重 1.3 公
斤，高 12.3 厘米，印面长 7.6 厘米，宽 6.8 厘
米，印头为深浮镂空雕龙王吐水出珠和左
右二龙戏珠，印方四方为阴刻篆文“福如东
海”字样。当时这枚印用于专管县内治安、
盐商事务、税务等，具有极高收藏价值。

在民俗民间文化遗产杂项文物艺术收
藏过程中，汪才福受过骗，上过当，交过近
百万元的学费，为此负债累累，离过婚，还
被迫下海学习取经。一路走来，可谓酸甜
苦辣，唯有自知。

1978 年底，退伍后的汪才福考取了当
时新市公社电影队。1980 年，全国各乡成
立文化站时，汪才福开始兼任公社电影放
映和文化宣传两项工作。在从事电影宣传
放映工作中，他对华夏民俗文化产生了浓
厚兴趣，“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好学、
善良仁爱、正义忠孝的优秀民族，我们应该
把好的民俗文化代代传承！”1982 年，汪才
福作为达县地区代表在四川省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次文化电影双先会上做了“活跃
在文化站里的宣传尖兵”的主题发言。

有了目标之后，做事执着的汪才福几
十年如一日，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出门学习、
考察、收集文化信息，收藏民间文化遗产品
件，记录先辈优秀民俗文化史事，利用自办
的渠县新市观音阁民俗文化中心义务广播
和墙报、专栏，把新市镇这个三市四县交界
的边陲乡镇的社会文化正能量宣传及民俗
文化宣传搞得有声有色。为中小学生提供
德育基地，为民义务广播宣传党和政府的

中心工作，提示劝诫村民搞好家族团结、敬
老爱幼，杜绝安全隐患保安宁。宣传方式
也多种多样：吹拉弹唱自编自演，书画创作
报道宣传，文物展览科教放映。

几十年来，汪才福自己创作了上千份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稿件。三堡村村民
张某和唐某当年因为小孩问题发生纠纷，
相互动刀两败俱伤，事后，双方各自找帮
手，扬言要打回来。汪才福知道后，马上以

《新市人民一家人 打架斗殴要纠正》为题
在广播上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和劝导，最后，
两家重归于好，冰释前嫌；重阳节到了，“九
月九重阳节，尊敬老人讲美德：年年都有九
月九，孝敬老人祝长寿，炎黄子孙好传统，
华夏美德传千秋……在生不孝逗人恨，死
后干叫笑死人。诚善相待要和善，衣食住
行要关心，屋檐水滴现窝窝，代代都要传孝
心。”；奉劝大家讲文明树新风，“吊岩那边
李家沟，有个细娃李斑鸠，嘴巴说话不干
净，经常骂人不知羞……大爷一听消了气，
和风细雨讲道理。细娃从小要学好，今后
待人要客气，斑鸠从此落了教，学习文明讲
礼貌，割草又见老大爷，多远他就眯眯
笑。”；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也编写了
大量的宣传稿：“新市父老乡亲们，为了大
家同安宁，要照政府通告行，冠状病毒肺炎
病，疫情传播形势紧，千万不要乱出门……
不聚会来不串门，也不打堆龙门阵，不传谣
言立场正。”

为了进一步搞好民俗文化宣传，年近
七旬的汪才福拿出自己毕生积蓄，在新市
镇建起了上千平方米的民俗文化广场，成
为渠县民俗文化优秀示范点，当真是：

新市镇的汪才福，现年已达六十六。
民俗文化上了路，一生追求不停步。

一首“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唱响了大
江南北，展示了新时代军人的豪迈气概
和刚毅形象，也体现了年轻人对现代军
人的崇敬和向往。当我唱到这首“好男
儿就是要当兵”时，一下子让我又回到了
上世纪60年代当兵的日子里。

1965年12月，我如愿以偿地实现了
当兵的梦想。刚满18岁，个头瘦弱矮小
的我，脱掉便装，第一次穿上棉军装，虽
说很不合身，但我的心中别提有多高兴。

我们乘汽车从大竹出发到重庆转乘
火车到达新兵训练地——邛崃县平落
镇。三个多月的新兵训练中，我最怕凌
晨出操和紧急集合。天还没亮，漆黑一
片，打被包时不是你扯到我的被包绳就
是我抓住了你的被子角。穿上衣服背起
被包简直是连滚带爬地跑到集合点。连
长会带领全连新兵或沿着公路跑步，或
爬山走小道。一个多小时下来，一个个
累得噗哧噗哧地直喘粗气。裤子穿反了

也是经常的事，但也得等到出完操回到
营房才能调换。除此之外，还时不时搞
紧急集合，当你睡得正香的时候，一阵急
促的哨音把你从梦中惊醒，限在10分钟
以内必须整队完毕。你动作慢了，部队
都跑多远了，你去追谁？有时动作慢被
包也没打好，跑着跑着被包就散了只好
抱起跑，同时还要挨批评。

我们排长曾学勋，四川资阳人，1958
年入伍参加过中印自卫反击战，黝黑的
国字脸常带一点微笑，但是批评起人来
是很凶的。一次早操点评，他说：“当兵
就要谁备打仗，训练就是为了打仗，就要
雷厉风行，拖拖拉拉的怎么打仗，枪子是
不认人的，你跑慢了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一番道理讲得大家心服口服。

3月1日，我们都戴上了红色的帽徽
领章，从那时起才算正式服役，成为真正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是西藏军
区补训团招收入伍的高原兵。由于当时

进藏只有川藏和青藏两条国道，加之冬季
高寒地段大雪封山大部队行进较难，所以
只能在內地训练到第二年开春进藏。

4 月初，我们乘坐 18 团敞篷汽车从
邛崃出发。汽车一发动，兵站广播就响
起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的进行曲，我们热血沸腾，不约而
同地跟着唱了起来。翻过二郎山到达泸
定时，全部下车徒步重走泸定桥，还请了
老红军讲述了当年红军爬铁索桥的经过
和毛主席在桥上问一个红军小战士怕不
怕的故事……随后，我们每天行驶两个兵
站，历时半个月到达驻地——西藏林芝。

二营的驻地在林芝的打子山沟，但
部队都在外地执行任务去了，驻地只有
留守人员，一是看守营房，二是种菜。我
被分到二营六连，来接我们的是副指导
员王崇明，四川大邑人，他看我个子小还
有点机灵的样子就把我留在了留守班。
留守班有一个排长，名叫他巴，藏族人，
看上去忠厚朴实很有亲和力。我经常主
动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因此，他巴排长
特别喜欢我，每次出公差或到当地走访
都会带上我。藏族老乡非常好客，见我
们到他们家了，老阿妈又是倒酥油茶，又
是倒青稞酒，忙得不亦乐乎。

1966 年 5 月，我们开始搞百日大开
荒。在河床上有许多小荒岛的泥洋河开
荒种麦子。开荒中，我们真正显示了吃
苦耐劳。因为是用铁锹撬土，常常脚手
都打起血泡，但从没一人叫苦。进入那
些小岛，有的地方要坐船，有的地方要架
木桥。一次架桥，我二话不说，外套一脱
扑通一下跳入冰冷的泥洋河里。虽然冻
得全身发紫，但我同战友们一起坚持到
把桥架好了才上岸。对此，留守党支部
还把我的事迹编成小品宣传。除了开荒
生产，还要坚持练军事，做到开荒军训两
不误。为了练投弹，晚上熄灯号都吹了，
我还在营房坝子里练投弹，几个月的苦
练，一个500克的木柄手榴弹我从原来只
能投十来米进步到投五十多米远了。一
次王副指导员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意
见有啥想法？我说我想申请入党，他说
好，你写个入党申请书找两个正式党员
做介绍人就可以了，要努力争取哟。

几年的军营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
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和严谨的生
活作风。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我
已离开部队 50 多年了，但那兄弟情、战
友义和军营美好的日子却永远铭记在我
的心中。

一个老兵的回忆
□凌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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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汪才福“板眼”硬是多
□本报记者 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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