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农历庚子年十月初六 P5责任编辑 杨金丽

电话 3155702 电邮 bhzk0317@126.com周末关注
ZHOUMO GUANZHU

所爱即事业，这大概是范
凤驰生平最幸运的事，即使耗
费一生的时间，他也欣然前
往。

这位63岁的泊头文化人从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散落在
民间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挖掘
整理。后来，这份初心又融入
了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心，使
他全身心投入其中。

近20年里，范凤驰写下了
千万余字的珍贵史料。在他的
走访、梳理下，一个个湮灭在
历史烟云中的人物、事件逐渐
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痴迷读书
对文史研究情有独衷

沿泊头市裕华路一直向
西，七拐八拐进了一座老小
区。范凤驰的工作室就在这里。

打开房门，满屋子都是
书。书架上，是泛黄的老书
本、历史资料，卧室、客厅里
则是些新书，以及他已经出版
的书。说是工作室，其实与

“家”无异。除睡觉外，范凤驰
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这
里，或读书写字，或沉思凝望。

桌上，是还未正式出版的
《城工部在泊头》手稿，详细
叙述了原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
部的历史沿革。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
部，是负责平津一带城市地下
工作的机关，它在平津战役及
1949年和平解放北平中扮演了
关键角色……”说起那些红色
故事，范凤驰一下子打开了话
匣子。

“这本书 30万字，从接到
编书任务到整理完成初稿，用
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其中，
我采写了十多万字。”他说。

高效率的背后得益于范凤
驰对泊头文化的熟稔于心。千
年历史，早已深深地融入他的
身体和血液。

从河间师范学校毕业后，
范凤驰走上讲台，一干就是 12
年。期间，他一边教学一边继
续学习，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从唐诗宋词到现代文学名著，
这也为他后来从事历史文化研
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8
年，他被调往泊头市委办公
室，每天埋首公文，写作水平
不断得到锻炼提高。工作以
外，范凤驰开始尝试写文化评
论，《唐代送别诗的结尾例
谈》《李清照词的达情手法》
《评<白鹿原>》等一系列文章
见诸报端。

上世纪90年代初，范凤驰
把目光投向了泊头当地历史。

“泊头历史上，有两条官
道、两座驿站，交河县境内有
4座古县城遗址，这样的城市
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他
越了解越发现，自己生活的这
座城市历史底蕴深厚，还有许
多亟待挖掘的历史文化遗产。

苦心孤诣
守望乡土文化

2002年，范凤驰调任泊头
市文化局局长。他终于可以专
注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将全部

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当地历史文
化研究上。

可在整理挖掘史料时，他
忽然意识到，有些知情人已年
近古稀，再不抓紧时间整理，
有些东西恐怕就永远湮灭了。
于是，深植于范凤驰心底的文
化意识被唤醒，他开始行走于
运河两岸。

那时候没有汽车，出行全
靠一辆自行车。出行前，他已
经做足了准备，每到一个村
落，他就把年长的老人聚到一
起，在他们的记忆中拼凑出村
子的历史、名人、奇闻轶事、
古墓遗址等。就这样一个村一
个村地行走，历时 5年，45.5
万字的《泊头文史丛稿》和 40
万字的《泊头人文摭述》两书
诞生，内容涵盖泊头与运河的
发展史、文物古迹、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方方面面，填补了泊
头历史的空白。

他说，历史记载的泊头辖
属多变，在人们意识中是个新
兴城市，无多少历史可言。而
根据发现的遗迹推定，早在殷
商时期，泊头人民就繁衍生息
在这片土地上了。“先人们作
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造就
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不能
被淹没。”为此，他阅读了《畿
辅通志》《河间府志》《交河县
志》等大量志书。《泊头文史丛
稿》后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
版，并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在这部书的基础上，他又
开展了各个领域的细致研究，
继续编纂整理了《泊头红色记
忆》《泊头风物》《泊头文物古
迹》等多部历史丛书。泊头的
600多个村庄，大部分都留下
了他的足迹。有人说，他这是
文化的苦旅，是名副其实的历
史守望者，其中的辛酸苦辣，
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拨云见日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2014年左右，王武镇新建
伯李庄村书记想建村史馆，可
在整理村史时遇到了难处，他
找到了范凤驰。一听是修村
史，他欣然同意了。

要了解村史，就要先了解
村名的由来。第一次到村，他
把村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全部召
集齐，但由于年代久远，已经
被人们淡忘了，结果并不理
想。回家后，他又连续多天翻
阅明史，终于寻到蛛丝马迹。
再次回到村庄，范凤驰带着自
己查询的结果与村里族人的家
谱作对比。原来“新建伯李”
指的是明初名将李玉。他出生
在该村，一生保卫国家功勋卓
越，在明宣宗时被封为新建
伯，崇祯帝抚慰功臣后人，特
赐李玉后人居住的村为“新建
伯李庄”。

后来，范凤驰又帮助新建
伯李庄村民们调查了解李玉的
功绩、村庄变革以及后代名
人，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历史
脉络，村史馆终于顺利建成。

为研究泊头历史上的董子
书院，他几次下乡，遍访各个
村落；为建博物馆，他除了承
担馆内的文字介绍，还走访多
地搜集老物件；为帮助华北城
工部布展，他前后多次到北
京、天津、石家庄、沧州等地
的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
为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团，他埋
首书海多日不出门；他先后主
管建成了泊头烈士纪念馆、交
河革命纪念馆……

此外，范凤驰还兼任文联
主席，出版了 《汇水诗稿》
《旅痕无垠》等多部诗集和散
文集。

范凤驰每天早上 4点多起
床，或读书或写书，逢年过节
也不例外。在近 20 年的时间
里，他写下了超过千万字的恢
宏著述，为泊头留下了灿烂的
历史文化遗产。

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就这
样一步步行走着，从不停歇。

很少有人记得1987年海兴县的那次
公判大会。可王淑凤记得。

那天，她就坐在主席台上。风一个
劲儿地刮，带着渤海湾咸涩的味道。

十几个小伙子被押过来，都是十八
九岁的年纪。因为犯罪，他们被判处不
同的刑期。其中一个，被宣判死刑，立
即执行。他的母亲白发苍苍，哭得死去
活来。

王淑凤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那位老
母亲，眼泪也跟着下来了。风，冷而
硬，吹在脸上生疼。

当晚，王淑凤怎么也睡不着。一闭
眼，就是老人的哭喊声和一张张年轻的
脸。联想到参加的另一次公判大会上，
面对即将执行死刑的孙子，满头白发的
爷爷撕心裂肺的哭声，她怎么也无法平
静。她是县人大主任，也是一位母亲。
那些孩子才多大呀？怎么就犯了法？全
赖自个儿吗？难道家庭没有责任？学校
没有责任？社会没有责任？她在心里一
遍遍问自己。

1989年，海兴县成立关工委，王
淑凤兼任关工委主任。也就是从那时
起，她和身边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干部，
开始走上帮教之路。1997年，王淑凤
从海兴县人大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彻
底投入帮教团的工作中，一晃就是 30
多年。

三十一年尘与土，六万里路云和
月。帮教这些年，她辗转风餐，辛苦倍
尝，回首来时路，却始终无怨无悔。

为了谁，顶风冒雪而来

王淑凤所在的帮教团，有个特殊的
名字：海兴“五老”帮教团。那是因
为，团里多是老党员、老干部、老教
师、老军人、老模范。干脆，就以“五
老”为名了。

每到年底，是王淑凤和“五老”们
最忙的时候：沧州、天津的五六所监
狱，他们都要走一遍。

帮教工作也曾遭质疑、被冷落。监
狱领导最初以为他们是走过场，后来看
到他们帮教的过程，心悦诚服地表示：

“你们是真帮实教，对我们的工作太有
帮助了，希望你们常来！”

有一回到天津滨海监狱帮教，正赶
上下雪，王淑凤还感冒了。始终支持她
的儿女头一次劝她别去。她说：“里面
关着的要是咱孩子，去不？”说完，裹
了件厚棉服就出发了。她知道，年根底
下，几十名海兴籍服刑人员正眼巴巴地
盼着他们。

他们已经摸索出一套帮教方法来：
先播放家乡面貌改变的视频，再播放家
访时拍摄的服刑人员亲属的电视片，然
后由狱方和帮教团代表发言，接下来给
服刑人员每人一份礼物，最后是面对面
交流。

礼物不大，却透着妈妈般的关爱，
还各有寓意：这是肥皂，你们要洗洗
脸；这是毛巾，你们要擦擦身；这是笔
和本，你们要记下心灵日记……

交流环节，王淑凤向每位服刑人员
介绍情况时，从来不看记录本，就能流
利地说出每个家庭的情况，家人给捎了
什么话等。要知道，每个监狱，她面对
的，不是五六个人，而是十多个，甚至
二十多人。

对服刑人员来说，最盼望的，不就
是家人的消息吗？所以，当王淑凤介绍
完情况，服刑人员都不由地泪流满面，
就连监狱的干警们也非常感动。

一位监狱领导在目睹帮教大会的情
景后，语重心长地告诉服刑人员：“这

位 70多岁的老太太，顶风冒雪来到这
里，为了谁？为的什么？还不是盼着你
们好好表现，早日出去，重新做人？！
如果不是心里装着你们，是不会对你们
的家庭了如指掌的！”

是什么，让她们彻夜长谈

在沧州监狱帮教时，崔某引起了王
淑凤的注意。

崔某只有二十出头，面庞白皙，身
体单薄，眼神中透着绝望和无助。临来
前，王淑凤和监狱联系过，知道他是新
来的，因为抢劫被判无期。他兄弟三
个，大哥在外地谋生，弟弟被判死缓，
在另外一家监狱服刑。感到前途无望，
崔某情绪非常低落，几次试图自杀。

王淑凤笑着把礼物递到他手上，像
三月拂面的春风：“有什么心事可以告
诉我。”

崔某抬起头说：“我父母身体不
好，身边又没人照顾，不知怎么样了？
我可能再也报答不了父母了……”说着
说着，声音哽咽了。

王淑凤很肯定地回答，没问题。
崔某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她，说

不清是信，还是不信。
几个月后，帮教团再来时，同行的

竟然有崔某的父母！相见的那一刻，一
家三口抱头痛哭。之后，崔某一扫消沉
情绪，在狱中表现越来越积极。

后来，崔某的父亲去世时，监狱破
例允许崔某回家见他父亲最后一面。

办完丧事后，崔某的母亲深受感
动，主动要求现身说法到监狱进行帮
教。那次帮教活动很成功，崔某泪流满
面，表示一定积极改造，很多服刑人员
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回到海兴后，已经没有回村的公交
车了，王淑凤邀请崔母吃住在自己家。
当晚，两个母亲抵足而眠，彻夜长谈。
崔母倾诉了整整一夜，流了一夜的泪，
有悔恨，也有孤独。一开始，她叫王淑
凤大姐，后来一论岁数，又叫大姨。临
别时，她一个劲儿地说：“遇见您，我
儿就有希望了。”

果然，崔某和他的弟弟积极改造，
后来都减刑提前出狱了。看着这个支离
破碎的家又有了温暖和爱，王淑凤感到
无比欣慰和幸福。

他们的事，必须一管到底

与崔某不同，戴某入狱两年了，他
的父亲连封信都没写过。

当王淑凤和“五老”们走进戴家
时，一切都明白了。

戴父是一位老党员，孩子出事后，
除了恨，就是痛，身体越来越不好，生
活也没了保障。戴某犯罪留给家人的伤
痛，很长时间难以愈合。

看到戴父的情况后，“五老”们嘱
托村干部帮忙为他办理低保。收到低保
后，戴父高兴地说：“我这就给孩子写
信，让他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戴父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孙女即
将大学毕业，学的是法医。老人想请他
们帮忙解决工作问题。

这可难住了王淑凤。不要说她都已退
休多年，就是在职，也不敢打包票。老汉
看出来了，说：“要是为难，就算了。”

要是自己的孩子，很可能就算了。
自己的事儿，她从来不愿意麻烦人。可
这是服刑人员的子女呀！既然叫他们一
声“孩子”，他们的事儿，就得管，还
要一管到底。

“五老”们找到县公安局。了解情
况后，县公安局拍板儿：先让闺女来上
班。

海风暖了，柳树绿了，桃花开了。
穿上警服，女孩儿英姿勃勃。她拍

了张照片，给父亲寄了去，还报告了一
个好消息：她考上了公务员，现在已是
正式干警。

生活有了希望，戴某在狱中表现越
来越积极，还因为救人立了一等功。

2013年12月20日，戴某假释出狱了。
出狱第一件事，是到海兴县老干部

局看望王淑凤和“五老”们。他打算去
天津塘沽重新创业。临走时，他说，以
后再去天津帮教，算我一个！

啥也别说了，跟我们走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走进吕家
的那一刻，王淑凤和“五老”们的心还
是一下子沉到了底。

屋顶塌了一片，凛冽的北风直灌进
来，炕上只有一领席。吕某正蹲在地上
抹眼睛。看见“五老”来了，他木然地
站起来，目光浑浊无神。

王淑凤的眼圈儿红了。这样的家，
还算家吗？

就在前一天，刑满释放的吕某来到
县关工委，找到王淑凤说，自己出来
了，但已经没有家了。吕某，曾在对越
自卫反击战中立过功，后因盗窃入狱，
妻子和他离了婚，儿子寄养在亲戚家，
不认他这个爸爸。

他们联系上村干部、镇干部，又把
吕某的亲属们叫到一块儿，开了个协调
会。“别的不说了，咱得帮他把房子先
盖起来！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房子很快就破土动工盖起来了！新
房上梁那天，王淑凤来了。吕某流下了
感动的泪水：“我没了娘，从今以后，
你就是娘！今后我要是不好好做人，就
对不起你！”

临走时，王淑凤悄悄把他叫到一
边，掏出一个信封塞给他：“你现在正
是用钱的时候，拿着，跟谁也别说。”

房子盖好后，吕某计划去外地一家
化工厂打工。王淑凤不放心，临行反复
叮嘱，化工厂有毒呀，可别为了挣钱不
要命！

再次见到他，是他第二次中毒躺在
医院里。王淑凤说：“啥也别说了，跟
我们走，工作的事，我们想办法。”

她想起了戴某。戴某曾说在塘沽揽
了个工程，手下有几十名员工呢！

电话打过去，戴某说，工程干完
了，但又说，他给留意一下，也许别的
单位缺人呢！

让王淑凤想不到的是，打完电话的
第三天，戴某就开着车回海兴接吕某去
塘沽上班了。他说，正好有个单位缺保
安，活儿不累，就是钱少点。管吃管
住，一个月2000元。

吕某听了，高兴地直说：“不少
了，不少了……”

他只身去塘沽时，身上只有 40元
钱，除了一套保安服，连换洗的衣服都
没有。戴某给他留下 1000元，让他应
急用。

因为工作认真，吕某被任命为保安
组组长，后来又成为副队长、队长。还
因为保护单位财产立了功。他娶了媳
妇，和儿子的关系也好了，一家人小日
子过得和和美美……

工作之外，吕某一年无偿献血两
次。病人家属非要给他报酬，他说什么
也不要，只是说：“我受过别人的大
恩，想报答，没机会，就让我回报社会
吧！”

这一切，他都打电话告诉王淑凤，
好像一个游子在向妈妈倾诉，他感到这
样做心里才有根。

非要报答，就回报社会吧

在王淑凤身后，有个人一直在默默
支撑。他，就是老伴儿呼金岭。

他是“五老”帮教团里年纪最大
的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平时，帮教
团里干活受累的事儿，他抢在前面；出
头露脸的事儿，他一个劲儿地往后靠。
谁也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硬
朗的一个人，竟然病倒了。

即使在伺候老伴儿最后的那段日
子里，王淑凤还经常接听刑满释放人员
打来的电话。她的语调永远那么轻柔，
像母亲一样，熨贴着他们那颗曾经躁动
的心。

接听电话，是她与老伴儿之间的默
契约定。每次看到王淑凤通过电话耐心
地劝解对方，呼金岭就觉得真好，因
为，那也是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呀！

2015 年，呼金岭去世了。葬礼
上，来了8个刑满释放人员，他们一致
要求，为呼老披麻戴孝。

王淑凤不同意。他们说：“您和呼
老拯救了我们，我们却无法报答。就让
我们尽一点孝心吧！”

王淑凤还是不同意。她知道，丈夫
和她一样，做这一切，不为名，不为
利，不为报答，只为自己的心。这份初
心，属于她，属于丈夫，也属于帮教团
的所有人。她要守住，无论何时何地。

葬礼结束后，戴某发来了短信：
“沙发缝里有一万元钱，一定收下，是
给伯伯办后事的。”

王淑凤让在塘沽工作的亲戚把钱原
封不动退了回去。

后来，戴某生病，一度产生了绝望
的念头。王淑凤让学美术的女儿给他画
了一幅山水《鸿运当头》，鼓励他重燃
生命的希望。

30年帮教路上，王淑凤遇到过多
少戴某、吕某、崔某？

答案是，太多太多了。每个人背
后，王淑凤都有一长串和戴某、吕某、
崔某一样感人的故事。30年帮教路上
的这份精神厚度、情感深度，没有亲身
经历的人，恐怕很难想象。

他们都记着王淑凤说过的话：“我
们最盼望你们能自食其力走上正道。如
果能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就更好了。”

2014年 11月 26日，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王淑凤作为省老干部先进
集体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

北京归来，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走在
帮教路上。

最喜欢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每
当这时，84岁的老人会像孩子似的张
开双臂，和阳光来个大大的拥抱。然
后，开始新的一天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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