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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记者 张海玉

书房是一个家庭心灵栖息的地方，忙
碌了一天的家人，在这里卸下疲惫，拿起一
本好书，放松身心，充实精神世界。所以，许
多人都喜欢精心装扮书房，给家庭营造浓
厚的书香氛围。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
每个家庭的书房，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
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书房的美好
变迁，折射出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
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新月异。

“蜗居”十几平米，书房仅是梦想

说起对书房的感情，今年77岁的曹正礼
有着别样的情结。他住在石岭路社区东岳海
花园小区，是原青岛市盲人学校校长，一生
酷爱写作，出了许多关于研究盲人教育的书
籍。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与书为伴。谈
到家里书房的变化，曹正礼感慨万千。
上世纪70年代，曹正礼刚参加工作不
久，他们夫妻俩人与父母、两个儿子共同挤
在延安路上一个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一家
老少三代六口人只住着一间十四平米的小
房。除了父母的一个炕和他的一个床及一个
用风箱烧煤的大锅灶以外，连一张桌子也放
不开。“书房”只是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梦而
已。热爱读书的曹正礼，为了能多学习，他选
择周末在单位看书。
1982年，曹正礼搬到了通山路一处60

多平方米的小套三房子里。虽然厕所只有一
个平方、厨房只有3.5个平方，但感觉已经
“到了天堂”，自认为一辈子也不会再搬家
了。虽然没有书房，但是有了一个日思夜想

□半岛记者 张杨 整理

对于“80后”来说，改革开放这个
词应该有些模糊，除了老照片的追忆
和前辈人的讲述，更多的应该是从生
活水平的提高认识了改革开放。就在
前段时间，我所在的单位组织了一场
“追忆改革开放”老照片征集活动，不
少年长的员工纷纷拿出了自家收藏
的老照片，讲起了当年的岁月。现在
提到“三大件”想必很多年轻人都不
知道，但在我们国家还未进行改革开
放的时期，“三大件”可是我爷爷奶奶
那代人不可或缺或者说格外珍贵的
一份家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手表、
自行车、收音机“三大件”是一个家庭
的奢侈物件，当时并非所有家庭都能
够轻易消费得起。如今转眼间已到了
2018年，所谓“三大件”也随着改革开
放的进行发生了质的变化，“老三件”
变成了我父母那代结婚必备的“新三
件”——— 冰箱、彩电、洗衣机。改革开
放影响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不只是物
质生活层面，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层

面。那一代人热衷于看电影，这是那
时的一种时髦。热衷于迪斯科，那是
一种潮流。
“80后”没有多少电子产品，网络
也没有普及，但童年依然过得很精
彩。放学后，约上三两个好朋友，一起
抓沙包、跳橡皮筋、丢手绢……早些
年我常年在外工作，逢年过节想到了
家乡的亲人，以前坐大巴，火车回去
探望，如今通过互联网手机视频就可
以与家人聊天对话，这些正预示着我
们祖国的点点滴滴的变化。如今经过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发展，大飞跃，
城市基础道路建设，交通设施大大改
善，高速公路比比皆是,家乡高楼大厦
拔地而起。四十年前，人们的思想非
常简单。改革开放后，在生活方式、消
费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可
喜的变化。在家一个电话，热菜美食
送上门；超前消费，车贷、房贷已
经被大部分人接受；各种
健身器材进入家庭，人
们的幸福指数在不
断提高。

□半岛记者 张杨 整理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年幼时喜爱
童话故事，热爱写作。1966年跟随老
伴儿来到了青岛，为中国的海洋事业奉
献了一生。在我眼里，海洋是神秘的，也
正是这份神秘，让我爱上了科幻文学。在
改革开放之前，写作科幻小说当时被看
作是“唯心主义思想”，所以科幻作品极
少。中国科幻小说的首个黄金时代则是
刚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1983年。当
时科幻小说被认为有助于培养科学精
神，有关部门曾指定作家撰写这类题材
的书籍。从1982年第一部短篇小说《神秘
的电波》开始，我陆续创作并出版了长篇
科幻小说、中短科幻小说集及科普小说
共8部，小说题材大多数都是有关海洋
的。我从小海边长大，后来在海洋局工作
了一辈子，与海洋事业有深厚的感情，
通过故事展示海洋科学精神，倡导海
洋环境保护。1999年，国家海洋局为
我颁发“老有所为奉献”奖。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没有勇气

重拾写作梦想，改革开放帮我圆了

梦。我国由于历史、政治等多方原因，
海洋学科起步相对较晚。改革开放之
后，国家海洋局提出了“查清中国海、
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宏伟科
学考察计划。这一消息无疑对我们第
一代海洋人是非常振奋人心的。直到
2006年，“大洋一号”经过 297天、
43230海里的环球考察在青岛顺利返
航，预示着这一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我和老伴儿都为海洋事业奋斗了一
辈子，也非常热爱，见证了我国海洋
事业的发展，见证了一代代海洋人的
不懈努力。1996年时，我决心把“海洋人”
的奋斗历程，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让年
轻人了解我国海洋事业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到上个世纪末的发展历程和
先辈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六年后，
我的纯文学长篇小说《眷恋蓝土》终于在
海洋出版社出版，全书32万字。小说不仅
写出三代“海洋人”为了他们所挚爱、眷
恋的蓝色国土的奋斗历程，同时也展现
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亲情和爱情。我就是
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海
洋、热爱海洋、增强海洋意识。

从前“蜗居”没书房，如今有了百姓书屋
书房变迁见证改革开放40年发展之路，人民生活日新月异

[ 改革开放40年 ] 的写字台，读书、写字很方便。那时，他每天
写作至深夜，安静的环境使他更加沉淀下来
专心做研究。在这张写字台上，曹正礼撰写
和发表了多篇论文与三本专著，1994年被评
为“青岛教育名家”。

书房从小变大，学者心满意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神州大地，
老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7年，曹正礼一家搬到了市南区一处相对
宽敞的套三的房子里。冬天有了暖气，生活
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时，曹正礼专门
挑选了最好的房间用作书房，光线充足，视
野宽敞。他还买了台电脑，用以图片制作。
2008年，他与老伴搬到了如今居住的东岳海
小区，房子更加宽敞了，书房也变得更大了。
书柜里摆满了丰富的图书资料，装备也更先
进，为他“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创
造了优越的条件。“有了这么好的书房，我感
觉我一生都比较满足了。”曹正礼满足地说。

“百姓书屋”建在了家门口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社区设施不断完
善。居民的书房不仅局限在家里，在家门口
也有了“百姓书屋”。近几年，金家岭街道着
力打造书香金家岭，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
建设了金家岭社区图书馆、大埠东社区图
书馆、麦岛图书馆、石老人社区图书馆等社
区图书馆，为居民阅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金家岭社区居民孙宽亮就爱带孙子

孙女去社区图书馆看书。一岁多的小孙
子爱看漫画书，他就认真地给小孙子讲
解漫画书上的人物和风景。他坚信，阅读
是一种耳濡目染的过程。

[ 居民感悟 ]

乘改革东风，以文学圆梦
讲述人：张静，康城社区，80岁

“80后”眼中的改革开放
讲述人：杨扬，大埠东社区，32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曹正礼才有了自己的写字台。(翻拍）

曹正礼如今的书房更加宽敞、设备更加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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