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秘

A08版
2011年3月14日 星期一 编辑江锐 美编 童珂 组版豆豆 校对 陈文彪

90年前，1921年3月15日，当代影响最大的名记者穆青

在安徽蚌埠诞生。他原名穆亚才，幼时名为穆伯达，祖籍河

南周口，1932年11岁时回到河南杞县老家。他出生清贫的

知识分子家庭，幼时和父母随祖父在蚌埠生活。 王中义

为了还黄山出版社摄影集的债，穆

青攀悬崖，登绝顶，跋涉18天，拍摄了数

百幅黄山照片。下山后还专程来蚌埠探

望。穆青到蚌埠，受到李少初、李紫秀夫

妇及亲朋好友的热情欢迎，市委对他也

非常重视。他一再向市委负责同志表

示，自己只是回来探亲的，一不要陪同，

二不要宴请，自己随便走走就行。市委

只好派杨军华同志陪他“随便走走”。谁

知 道他比小杨的路还熟，太平街在哪，

清真寺在哪，从哪条小路近，都说得一清

二楚。他熟门熟路地来到家门口。听说

“伯达”回来了，老邻居一下就围了过来，

穆青随手拉过一个小板凳坐在大家中

间，和老邻居拉家常。

穆青在蚌埠还参观了蚌埠二中，学

校领导想请穆老为校图书馆题名，陪同

的同志感到很为难，一个小小的中学图

书馆怎么好劳动穆老呢？穆青知道后，

并未推辞，认认真真写下“图书馆”三个

大字。1996年下半年《蚌埠日报》试办

《淮河晚报》又请穆老题写报头 。当

时，很多的新办报纸也都请求穆老题

字，但都被穆老谢绝了，然而对于《蚌埠

日报》穆老答应下来，并半开玩笑地

说：“如果全国有那么多报头都是我‘穆

体’，那不是舆论 一致了么？但是家乡

的报纸我得写，我是从蚌埠出来的！”他

还请杨军华转告《蚌埠日报 》全体同仁

“好好办一份让家乡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晚报”。

同样，他写了好几幅“淮河晚报”供

选用，并且告诉杨军华哪几个字他最满

意，叮嘱“可以拼贴着用”。

穆青的曾祖父穆松泉本姓李，与李紫秀的祖父李永泉是

胞兄弟，生下后过继给穆家，只改姓，未改名，仍为“泉”字辈。

后代的辈分也随李家，穆青的父亲叫穆子钰。李紫秀原名李子

秀，与穆青是“未出五服”的亲姑侄。

大约在1915年，穆青的祖父穆干卿率全家从河南迁居蚌

埠，住在太平街清真寺回民聚居区。穆青的祖父自小聪明，自

学成才，熟读古书，与人为善，是乡里远近闻名的秀才。穆青从

5岁时跟着祖父学习认字，学习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古

诗词。祖父以仁爱为本的教诲，经常省吃俭用、把铜钱发给穷

人的情景，使穆青从小耳濡目染，心中播下了对穷人同情和爱

的种子。

穆青的父亲穆子钰，也是忠厚老实之人，平和的外表下蕴

藏着正直的民族气节。穆青的母亲勤劳善良，具有中国妇女的

传统美德。

在祖父的引荐下，穆青7岁时在蚌埠小南山附近的清真

寺，跟马忠启老人学拳。当时名叫李可立的李少初一家，是土

生土长的蚌埠回民，是穆家门对门的邻居。马忠启老人为人热

情豪爽，经常给穆青讲一些忠贞侠义之士的故事，这对穆青以

后远离家乡、投笔从戎有一定的影响。穆青晚年回忆自己的革

命生涯和战地记者的经历时，经常感叹：“我打仗行军，采访跑

步，身体都能吃得消，到现在身体都很好，得益于小时候打了好

几年的拳。”

小穆青在蚌埠时，经常和他父亲的好朋友、洋车夫文成在

一起，他的为人对穆青有很大的影响。文成不仅车拉得稳、跑

得快，而且心地纯正、乐于助人。穆青从他的身上感受到普通

老百姓的纯朴善良。

解放后，担任新华社记者的穆青多

次利用到安徽采访之机，寻访在蚌埠的

亲戚。

当时的李可立已经改名为少初。

穆青更不知道他后来娶了自己的“七

姑”成了姑父，穆青多次跑到太平街，

寻亲未果。直到“文革”后 70 年代末

期，李少初通过河南的亲戚才辗转和穆

青联系上。80年代初，赴京参加全国

伊斯兰教代表大会的李少初终于又见

到儿时的伙伴。此时，小伙伴成了老伙

伴，穆青在家中和少初彻夜长谈，说不

尽的家乡情，道不完的少年事。此后，

李少初每次进京都要抽空到穆家畅叙

一番。除了叙旧，家乡的发展变化也是

二老的谈话主题。穆青与蚌埠的亲友

联系上后，相互的交往多了。

1983年蚌埠太平街清真寺修复，此

寺原名“回教堂”，匾额为穆干卿的手书。

易名“清真寺”，需要重题。穆青幼时好

友、时任安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蚌埠市

政协副主席的李少初想到了穆青。可是

穆青担任新华社社长不久，非常忙。李少

初考虑再三，还是给穆青写了一封词义婉

转的短信。穆青接到信后，很快题写了两

幅字供选用，他在信中说，“记得寺里大殿

原名‘回教堂’，是家族所题 。今天我来

写‘清真寺’义不容辞！”

从新华社一线岗位退下来后，古稀

之年的他不服老，写下了著名的诗句

“赤子深情终未改，欠多少，父老相思

债。鬓堆霜，丹心在。”“年逾未识到，绿

水青山任逍遥。神州锦绣画不尽，再剪

晚霞做征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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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当代著名新闻记者。曾担任学校进步团体“文学艺术同盟”主席，出版文艺刊物《群鸥》，用穆肃的笔名发表文

章。“七七”事变爆发后，16岁的穆青到山西临汾，进了八路军学兵队学习，后留师部做宣传工作。1942年8月进入党中

央机关报《解放区报》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7月任新华社编委会委员，农村编辑组组长。1977年1月任新华社党的核

心小组副组长,10月兼任新华社总编辑。

和老乡们在一起

正在挥毫泼墨正在挥毫泼墨

他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