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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波

“一座城四面墙，一群珠宝里面
藏。若用小手拨一拨，噼里啪啦它就
响”，这个谜语曾伴随着几代人的童
年。谜底算盘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
的计算机”，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已淡
出历史舞台，但仍然受到很多人的喜
爱。河西区马场街三合里社区居民王
福山，工作时与算盘打交道，退休后仍
坚持收藏算盘，研究算盘文化。从20
世纪80年代至今，已收藏了200多把
不同年代、材质的算盘。他用算盘精
细工作，在拨动算珠中感悟生活的智
慧，见证时代的发展变迁，在收藏中传
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他希望有更多
的年轻人看到算盘、认识算盘、会打算
盘，将这一古老的计算工具传承发扬
下去。

与算盘结缘
在与记者见面前，王福山就将自

己收藏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算盘摆在
了桌面上，装有算盘的几个皮箱也被
拿了出来，满满当当摆在地上。“我与
算盘的缘分还得从小时候说起。”王福
山说，小时候家里孩子多，他被送到老
家待了一阵子。那时候，他的爷爷是
村里的生产队长，每天工作中算盘不
离手。王福山整天跟在爷爷身后，印
象最深的就是爷爷用算盘统计各家各
户的工分，在大队部发放各类物品，分
毫不差。在幼年王福山眼里，算盘是
一个神奇的东西，珠子轻轻拨打，就能
把账目算得又快又准。渐渐地，他对
盘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爷爷去世
前，将自己的算盘送给了王福山。“这
是我的第一件藏品，20世纪50年代生

产的电胶木算盘，距今已经有几十年
的历史，对我意义重大。”

算盘都有故事
命运似乎早有安排，参加工作

后，王福山进入国棉厂，成了一名车
间工人。偶然的机会调入车间统计
岗，师傅送给他一把工作用的算盘。
“这把算盘一直陪我干到退休，是第
二把对我意义重大的藏品。”后来，不
管是调到会计岗，还是被借调到原纺
织工业局计划统计处，又回到厂里做
财务工作，王福山每天的工作都是和
算盘打交道，算盘的“噼啪”声一直伴
随了他几十年。“我的算盘打得又快
又好，是单位里的一把好手。”他颇为
自豪地说。

到了90年代初，工作中开始使
用计算机。王福山意识到，算盘会逐
渐被“键盘”取代，遂萌生了收藏算盘
的想法，既能作为自己的爱好，也可
以传承珠算文化。但王福山收藏算
盘，并不讲究升值，也不倒腾藏品，纯
粹是喜欢和快乐。他的很多藏品，都
得力于亲朋好友相助。身边的亲戚、
朋友、同学、同事、邻居得知他的爱好
后，将家中闲置的算盘送给他，帮着
他一起搜集算盘。通过收藏算盘，王
福山还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有的藏友知道他懂算盘、爱算
盘，会将自己的珍藏托付给他。“我有
位老友，一次将我叫到他家中，拿出
一把珍藏多年的红木算盘送给我，说
只有我留着这把算盘他才放心。不
久之后老友去世。我才恍然大悟，是
他知道自己身患重病，才将珍藏托付
给我。”王福山拿出那把红木算盘，边
摸索边回忆。

如今，王福山已经收藏有200多
把算盘，有木制、胶木、铝制、铜制、银
制的，既有近1米长的教具算盘，全木
17档7珠的大算盘，也有小如指甲盖
的“算盘婴儿”；既有花梨木、红木等高
级材质的“重量级”算盘，也有外孙子
小时候玩过的塑料算盘；既有实用性
的中号算盘，也有极具艺术性、观赏性
的如意算盘、玉石算盘。虽然大小不
一、层次各异、价值不等，但王福山都
视为珍宝，妥善安置，时时拿出来拨
打，享受身心愉悦地放松。

传承珠算文化
“七子之家隔两行，十全归一道

沧桑。五湖四海盘中算，三教九流珠
上忙。柴米油盐小黎庶，江山社稷大
朝堂。八方天地经营手，六六无穷今
古章。”王福山说，“这是我的好友送
的算盘诗。算盘承载着我国劳动人
民的生活体验与悠远文明，真实反映
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算盘
的每句口诀都凝结着博大精深的东
方智慧。虽然算盘退出历史舞台，但
也恰恰是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一个
缩影。传统珠算被联合国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正说明了算
盘的重要历史作用。”

王福山说，算盘每一组7颗珠子
代表着北斗七星，而其上梁、中梁、下
梁和左框、右框则代表天干地支，告诫
人们做人要有规矩；“三长两短”的梁
框，告诉人们做事要有章法，这是很好
的道德传承。“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
算机，算盘文化不能消失。随着我年
龄越来越大，以后我会将收藏的算盘
捐赠给国家，让更多的人记住和传承
算盘文化。”

73岁的老财务工作者王福山四十多年来收藏200多把算盘

算珠声声响 见证大发展

本报讯（记者何欣）元旦刚过，春
节即将来临。燃放烟花爆竹稍纵即逝
的美好背后，却潜藏着很多的消防安
全隐患。2023年12月31日深夜，因
燃放烟花爆竹，导致津南区双港镇金
地格林小区D区19楼一户居民家的
阳台起火。接到居民报警后，津南区
消防救援支队梨双路消防救援站指战

员迅速到场扑救，很快将明火扑灭，没
有人员受伤。

据救援现场指挥员李萌介绍，
2023年12月31日23时26分，梨双路
消防救援站接到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
指挥中心调派，立即派出4辆消防车
和18名指战员迅速赶往现场。增援
的河西区消防救援支队微山路消防救

援站5辆消防车和20名指战员随后也
赶到了现场。

到达现场后，经侦查发现，该小区
D区19楼一住户阳台上的空调室外机
起火。由于该住户家中无人，辖区派出
所民警和社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均无
法与户主取得联系，现场指挥员立即组
织消防员做好个人防护，对门锁进行破
拆，待门打开后，第一时间断电，迅速将
阳台空调室外机的明火扑灭。现场清
理完毕，确认现场无危险后，消防救援
人员与报警居民、派出所民警、物业公
司工作人员交接后返回消防站。

燃放烟花爆竹致一高层住户家阳台起火

消防闻讯而动 及时处置险情

近日，本市河西区上

海道小学举办“徜徉津门

故里、品味津沽文化”主题

活动，学生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写福字、画长龙体验

民俗文化。

本报记者 周伟摄

写福字
享民俗

本报讯（记者刘畅）昨日，热心市民刘
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滨海新区妈
祖文化园附近的东堤路海岸上，多个电子
围栏报警装置被人为损坏。

记者来到滨海新区妈祖文化园附近，
在东堤路路边的海岸上看到，防波堤旁的
岸边设置了20余个名为“激光入侵探测
器”的电子围栏报警装置。不过，这些报警
装置几乎都被人为破坏，不仅电线被人剪
断，部分装置的喇叭也被人砸坏。

记者就该情况联系了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值班人员表示，会联系相关部门
进行处理。 刘畅 摄

（奖刘先生信息费25元）

电子围栏遭破坏

本报讯（记者何欣）2023年岁末，受寒
潮影响，本市天气异常寒冷，一场大雪更让
“城市美容师”的工作量成倍增长。为了让
环卫工人在工作时抵御寒冷，多些温暖，1
月1日清晨，迎着新年的第一缕曙光，静海
义工队“用衣暖心”小队的十几名义工带着
一千多件棉服，来到静海区静海镇东五里
村的“环卫之家”，对环卫工人进行慰问，感
谢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

当天一早，静海义工队“用衣暖心”小队
的义工们从四面八方赶到静海义工队仓库，
将平时募集的一千余件爱心棉衣整整齐齐地
装了满满三辆皮卡车，随后开车来到位于静
海镇东五里村的“环卫之家”。据了解，“环卫
之家”是静海区城管委等部门利用东五里村
一处闲置房屋资源改造的，内有微波炉、暖水
壶、医疗箱、储物柜等多种生活用品。

来到“环卫之家”后，数十名环卫工人已
在此等候。“根据您的身材，这件棉大衣比较
合适您。”义工们现场为环卫工人试穿、发放
棉衣，帮助他们每一个人挑选合身的棉衣。

静海义工队队长徐泽军说：“环卫工人
每天冒着严寒为大家清扫公共卫生和积
雪，我们静海义工队能为你们做点后勤保
障工作，也是应该的。”

义工慰问送冬衣
情系环卫送温暖

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本报讯（记者何欣）昨日，热心市民杜
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反映，在河西区紫金山
路与珠江道交口附近，路边人行道上一个
垃圾箱的箱体锈蚀破损，影响市容环境。

记者赶到现场看到，在紫金山路东侧，
距珠江道100米左右的紫金山路蓝水园公
交站旁人行道上，一个垃圾箱箱体底部与
基座连接处严重锈蚀，导致箱体破损，内桶
暴露在外。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河西区城管委，工
作人员表示，会尽快派人到现场查看处理。

（奖杜先生信息费25元）

垃圾箱锈蚀破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