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商丘日报40年的办报历程中，有众多令读者追捧的
拳头栏目。其中《文化周刊》里的《郑剑出鞘》专栏，就让读
者耳目一新。其观点之鲜明、文笔之犀利、语言之幽默，让
读者阅读后拍手称快。袁正建，就是这个专栏的作者。

“我一直游走在新闻与文学之间，算是一个‘两栖人
’。能进入新闻队伍，成为新闻人，也和我年轻时热爱文
学有关。”近日，袁正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袁正建考入商丘师范学校。在
校期间，他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怀揣着一个新闻
梦想。那时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报纸杂志，学习写
作技巧，渴望着有一天能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作品。

毕业后，袁正建当过初中、高中语文老师，虽然工作
繁忙，但他从未放弃对新闻事业的追求。1985年，随着市
委机关报《商丘报》的创刊，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发表习作
的阵地。他开始积极投稿，无论是新闻稿还是文学稿，都
力求精益求精。这些稿件不仅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也为
他日后的新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4年是袁正建新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
年，商丘日报社面向全商丘地区公开招考新闻从业人员。
面对激烈的竞争，袁正建凭借扎实的写作功底和出色的表
现，从2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商丘
日报社工作。

进入报社后，袁正建做过校对员、广告业务员，先后
担任广告部主任、综合新闻编辑部主任、文化周刊部主任
等。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报社
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主持广告部工作期间，袁正建对报纸广告有着独到
的见解。他认为广告是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就
像冰糖葫芦上的竹签，能够串起新闻、经济、文化等元
素。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公益广告的传播，认为公益广告
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他称“好的广告就是艺术产
品”。工作中，他积极推动广告业务的拓展，为报社的发
展和新闻事业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在2009年《商丘日报》版面改革中，时任总编辑的郭
文剑提出增设可读性强的《百味人生》版。袁正建抓住机
遇开始了杂文随笔和生活感悟类文章的写作，自此之后，
《郑剑出鞘》专栏横空出世，该栏目每周刊发一篇杂文随
笔或文学评论，先在《百味人生》版、后在梁苑副刊刊发。袁

正建说，这是“游走于新闻和文学之间，撷几朵生活的浪
花”。此栏目他一直坚持创作 11年，发表各类文章 500多
篇。袁正建，俨然成了一名“亮剑”出鞘的“侠客”。

这个专栏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记录了社会百
态和人生感悟。袁正建坚持每周撰写专栏文章，即使是在
外出考察期间和为父母守丧期间都没有间断过。一篇篇短
小精悍的美文既有表述又有评论，既有观后感又有生活随
笔，既有闲情偶拾又有观光游记。

一时间，《郑剑出鞘》专栏成为《商丘日报·文化周
刊》的“拳头产品”，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新闻专家的好
评。其中，《无糖薄荷糖》《不靠谱我咋相信你》《吹牛者
难免会漏风》等作品，单看这精炼风趣的标题，就能察其
文风之幽默、胸怀之坦荡。这些嬉笑怒骂的文章让人在嫣
然一笑中铭记在心，给人以启迪和激励。毋庸置疑，袁正
建敢于直面现实，笔锋犀利，入木三分地抨击生活中的假
恶丑，这是《郑剑出鞘》的一大亮点。

《郑剑出鞘》又紧扣时代脉搏。《好家风是一笔珍贵的财
富》，直言不讳地道出家风传承的意义；《退场之前》，警示官
员在没有退场之前都要严于自律，切莫犯规……这些作品，
充盈着时代精气神，流溢着生活气息，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品读《郑剑出鞘》，人们会发现字里行间，无论褒与
贬、扬与弃、鼓与呼，都是一种“铁肩担道义”的使命和

“激浊扬清、抨击时弊”的担当。这些文章不仅赢得了读
者的认可和好评，也多次获得河南省报纸副刊一二三等
奖。为了将这些文章更好地呈现给读者，袁正建还将其结
集出版，形成了30多万字的《郑剑出鞘》一书。

除了新闻工作之外，袁正建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收藏报纸。每次外出，他总不忘购买当地的报纸，这已经
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在旧书摊上，每当看到旧报纸，他总
是眼前一亮，仿佛发现了什么稀世珍宝。这些报纸不仅记
录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也承载着他对新闻事业的
深厚情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收藏，让更多的人了解报纸
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在袁正建家的书房和阳台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报
纸，它们或崭新如初，或略显陈旧，但每一份报纸都散发
着独特的历史气息。这些报纸中，有创刊号、纪念号、特
刊，还有号外，袁正建将它们分门别类地装在档案袋里，
每一份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袁正建最珍视的藏品，莫过于 2006年 3月 3日《河南
日报》出版的 20000期特刊和 2003年 10月 17日《光明日
报》报道的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特刊。“里面报道的不

少人、不少事都离我们远去，作为时代见证的报纸却被保
留下来。”袁正建说。

2012年 7月 2日，香港新一届政府就职的消息被各大
报纸报道，袁正建也毫不例外地收藏了当天的《人民日
报》《河南日报》《大河报》《京九晚报》等多家报纸。在
他的收藏中，还有很多已经停刊的报纸，如《成都晚报》
《安阳晚报》《经济新闻报》等，这些报纸虽然已不再出
版，但它们的存在却为袁正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

在袁正建看来，新闻人要有新闻和文学两个“翅
膀”。只有在新闻作品中融入文学元素，才能延长新闻的
寿命和影响力。他始终坚信“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
刚开始”。因此在退休之后，他更加专注于文学创作。目
前，他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并兼任河
南省杂文学会理事、商丘市杂文学会执行会长等职务。他
还经常参加全国、全省作家的采风活动，不断拓宽自己的
创作视野和思路。他的诗歌作品意境深远，先后在很多报
刊及新媒体上发表。他在河南日报顶端新闻文学频道注册
之后，坚持发布《每周一诗》专栏，现在已经发布作品
170多首。他最近出版的诗集《城外——袁正建新诗选》
更是他文学创作生涯的又一里程碑。

随着商丘日报创刊40周年日期的临近，报社报史馆的
筹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在这关键时刻，已退休
在家的袁正建应邀担任报史馆的文字撰稿成员之一。作为

“老报人”的他，仍然在用实际行动为新闻事业发挥余热。

商丘日报原编委、周刊部主任袁正建：

以笔为剑 书写人间百态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袁正建（左）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融媒体记者 贾晶晶 摄

袁正建在 《商丘日报》 开设的 《郑剑出
鞘》栏目头像。 董海英 设计

2019年7月，袁正建（右）在濮阳市西辛庄村采访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濮阳市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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