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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央视《典籍里的中国》、河南春晚《唐宫夜宴》及很多包括戏曲在内的传统电视节

目火爆，传统文化经过数十年回归积累的力量，瞬间在牛年迸发。沧州籍文化名人白燕升，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就中国戏曲在当代的传承与传播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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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有数百年历史传承的优秀
传统文化，牛年一开场的火爆，预示
了传统文化发展趋势的许多美好。

白燕升说，百年前京剧火遍大江
南北，地方戏曲在各地形成稳定的受
众，许多城市成为戏曲深具影响力的

“戏码头”。如京津沪汉等国际大都
会，也诞生了“四大名旦”“四大须
生”、著名武生、著名花脸等代表人
物和新流派。用万人空巷时、民众闲
谈中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时，
戏曲还走向国外，远涉重洋，在异域
放射出中华文化的璀璨光华。

百年前的上个世纪初期，正是
“西学东渐”劲风猛吹之时，东方戏
曲文化在西方刮起旋风，也触动了很
多主张取消汉字、取消中医、汉字拉
丁化、中华传统文化一无是处的学者
们反思，为他们晚年在文化纠偏的思
考上带来深远影响。历史往往有很多

巧合，当前的戏曲繁荣及背景，与百
年前极其相似。数10年前，经过一段
所谓的全盘西化失败后，人们重新审
视传统，发现了民族文化的宝贵。完
全丢弃自己的DNA只靠他人输血，终
不会茁壮。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千百年来打
磨、沉淀下来的精粹，百年以来的戏
曲发展，可见一斑。

白燕升是戏曲传播的践行者，他
连续16年主持央视春节戏曲晚会，任
过总导演，又独立制作戏曲节目。针
对研究传承者多、研究传播者少的现
象有所思。

白燕升说，戏曲不能仅仅是研究
如何传承，研究如何传播同样重要。
传承需要千锤百炼，传播需要奇思妙
想。不仅要借助网络、微信、广播电
视等新传播方式，更要琢磨如何让这
种方式更加入“大众之心”，融入他

们的生活，要具备现代传播意识，要
有思辨力、创新力。疫情影响之下，
许多线上传统文化传播也发展开来，
这是一种文化传播上的创新。但仔细
思考，受众更多、有利于线上互动的
优势之外，还有疏离现场观众的缺
陷，而戏曲恰恰是离不开舞台、剧
场、与观众面对面的艺术。零距离、
亲和力、现场感是戏曲传播的核心。
目前这种传播方式，还有待于深挖。
戏曲传承和传播应与时俱进，但要给
予传统足够的尊重，守正创新，尊重
戏曲的根本。失去了戏味儿，戏曲就
会“失魂落魄”。

白燕升把戏曲定位为：传统文
化、当代艺术。

在他看来，戏曲遇到困境并不是
丧失了生命力，而是传统文化传承、
传播遇到了断层。戏曲附着于传统文
化语境之内，与传统文化共俯仰。缺

失了传统文化语境，人们如何理解戏
曲?老人们喜欢戏曲，青年人有疏离
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戏曲会走向衰亡。

传统文化数年以来的持续回归，
为戏曲发展又续接了语境。对白燕升
来说，他所秉承的精神不是空有态
度，乃是脚踏实地，不断尝试和践行。

白燕升感叹，传统文化应该回来
了，回到大众的内心，成为人们的精
神栖息地。

牛年开春的锣鼓，催动人们奋
进，带来了传统文化回归的佳音。传
统文化曲曲折折走到今天，是其精华
能够入人心的魅力感召，也是人们对
民族文化的眷恋和自信。

致力于传承，精思于传播，深挖
掩藏于人们灵魂深处美的通感，真知
且笃行，传承和传播者果能如此，包
括戏曲在内的传统文化，将能泯灭地
域、年龄、身份等差异，刹那入心。

戏曲传播戏曲传播 入心只在刹那间入心只在刹那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祁凌霄祁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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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氏是沧州有名的文化家族。据《沧州戴氏族谱》载，戴氏始祖戴荣，自“浙江绍兴府余姚

县，初迁山西洪洞，再迁直隶景州，明永乐二年（1404）迁沧州，居李村镇”。此后600年，戴氏

名人辈出，成为书香绵延的名门望族。为传承家族文化，沧州戴长锋建起戴氏家族微信群，有包

括东北以及南方省市、京津冀等地的300多位戴氏后人入群。微信上，他讲家谱、谈家风，受到众

多族人的欢迎。春节期间，天南地北的戴氏族人互送祝福，企盼家风传承、家国富强。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今年是
建党100周年，为歌颂中国共产党
百年以来波澜壮阔的光荣历程，牛
年新春伊始，沧海印社组织社员和
广大篆刻爱好者开展了“颂党恩·
报国情”主题篆刻创作活动。

这次活动的命题突出围绕中国
共产党百年风雨、百年奋斗、百年辉
煌等积极向上的内容：如“红船启
航，忆万斯年”“建党大业，惊天巨
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紧
扣党缔造、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人们参加主题创作的作品在6方以
上，紧扣主题内容的作品不少于 4
方，同时制作四尺对开竖式的精美印
屏。沧海印社社长韩焕峰和执行社长
李泽成等率先篆刻了主题印章，张克

祯、董传玺、冯玉龙等篆刻艺术家也
纷纷在微信群发出自己的主题篆刻作
品。人们的篆刻激情也带动了小朋友
们参加，张克祯的外孙女、李泽成的
孙女等小朋友也用稚嫩的小手拿起篆
刻刀，在印石上表达着天真无邪的感
情。

主题篆刻创作活动为期两个多
月，将于 3月底结束，7月底在市
群艺馆集中展出。据了解，自去年
以来，沧海印社举办了系列文化活
动，举办大型展览，组织社员创作
600余方抗疫篆刻作品，参加沧州
日报主办的“文化八仙桌”系列访
谈，把篆刻文化融入大运河景观带
建设，为繁荣沧州篆刻作出了贡
献，受到社会好评。

本报讯 （记 者 祁 凌
霄） 1月中旬，大运河泊
头段发现沉船，这是对古
代造船技术、运河河道变
化、水运等有重要研究价
值的考古发现。 28 日上
午，“文化八仙桌”系列
访谈将以这次沉船考古为
契机，邀请文史专家，结
合大运河沧州段沉船点及
典型性沉船挖掘，探讨大
运河千年水运及相关问
题。

据了解，1 月 20 日，
施工人员在泊头市区胜利
桥南 200米西侧大堤下清
淤时发现了沉船。经挖掘
清理，确定残船长 16.5
米、厚5至6厘米，由松木
船板拼接而成。船舱内清
理出“宋元通宝”“政和通
宝”“永乐通宝”等宋、明
时期钱币。相关文化层内
清理出酱釉罐、龙泉窑青
瓷罐、黑釉灯盏、定窑白
釉碗等 10余件完整瓷器，
另有骨簪、象棋子等元明
清时期文化遗存，青花、
三彩等瓷片标本数百件。
据出土遗存综合推断，沉
船的年代为明。

大运河自春秋时开
挖，隋代全线贯通，唐宋
发展，元代成为沟通海
河、黄河、淮河、长江、
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南
北的交通大动脉，被称为
仅次于长江的“黄金水
道”。作为大运河重要流经
地的沧州段有丰富的水运
文化遗存，沉船就是其中
一种。目前，沧州段运河
内已发现沉船点近 30处，
数年前东光连镇宋代沉船
的发现和挖掘，还打破了
河北无北宋沉船的考古记
录。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
讲嘉宾是市政协文史委原

主任刘增祥、市图书馆特
藏部主任吴树强。其中，
刘增祥是老一辈文史研究
专家，用数十年精力，系
统全面地整理著述了沧州
历史文化尤其是大运河文
化；吴树强是青年文史研
究者，主要从事古典文献
学和沧州区域文化的研究
整理，编辑点校了多种沧
州文史著作。

大运河沧州段明代沉
船的发现，透露了沧州历
史及大运河文化的哪些信
息？沉船不远处就是被百
姓称为“石王八”的人工
水利设施，此处河转弯、
水流急，险情不断，两者
共存，说明了什么？1998
年东光连镇发现的北宋沉
船曾引起考古界极大关
注，那次发现，带来运河
水运文化研究的哪些新成
果？这两次发现分别在东
光、泊头两处重要的运河
流经节点，沉船年代相隔
几百年，地点一南一北。
沉船发现对河道轨迹变
迁、水文变化、造船技术
演进、码头口岸、驿站驿
馆乃至城市发展、生活风
俗有何研究意义？大运河
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漕运，
沧州段在漕运上发挥了哪
些重要功能？漕运之外，
大运河还是客船、民船、
商船的重要水路，历史上
有哪些重要记述和发现？

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
中展开，欢迎热心读者扫
码入群，线上互动讨论。

时 间：28日上午
电 话：188337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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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门风贤良门风 一族荣光一族荣光

“中国人为什么有家谱？
饮水思源，每个人都渴望探寻
生命的源头，了解家族的过
去。家谱，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戴
氏家族微信群里，群主戴长锋
正在给族人们讲述家谱对于中
国人的意义。戴长锋说：“家
谱，不仅记录着家族的来源、
迁徙轨迹，还包含家族的生
息、繁衍、婚姻、文化、族
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
程。中国家谱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约有几千年的历
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三
大历史文献。”

戴氏家谱现保存完整、留

存最早的为清咸丰二年的版
本。家谱依孔氏家谱格式所
造，分为科第谱、生卒谱、姻
族谱等，内容丰富翔实，为戴
氏后人寻根问祖提供了准确的
文字依据。

提起戴氏一族的荣光，就
不得不从五世戴才说起。戴
氏家族迁沧后，世业耕读，
蓄德未耀，至五世戴才终于
发扬，自此科第不断。由戴
才嘉靖癸卯年 （1543） 科第
中举起，戴氏家族成为沧州
明清两朝的科第世家。在众
多 科 第 学 士 中 ， 为 官 者 95
人，其中武官 10 人、官居七
品 以 上 30 人 、 五 品 以 上 8

人、一品尚书 2人。
为嘉许戴氏重文兴族、

齐家治国的贤良门风，明清
两朝皇帝先后御赐“司农司
马 文 门 第 ， 太 师 御 史 贤 人
家”“渤海人闻源流远，条山
阀阅科第家”“座对贤人酒，
家藏太师书”“渤海源流君恩
厚，沧州阀阅旧家风”“渤海
人文第，条山阀阅家”等春
联，予以嘉勉。戴氏至今仍
保存有隆庆、万历、顺治、
康熙四帝颁给族人的两篇御
祭文和十道诰命……由此奠
定了戴氏在明清沧州“戴刘
吕王，于迟孙庞”八大家族
中的重要地位。

文韬武略文韬武略 能人辈出能人辈出

为何要建一个微信群？戴
长锋说，从小耳濡目染，经常
听长辈们讲述祖先们的故事，
顺治皇帝赐予八世祖戴明说的
印章，年少不经事的他经常拿
来把玩。只可惜，后来不知流
散何处。成年后的他，通过研
究家族历史，对家庭文化产生
了浓厚兴趣，尤其是五世祖戴
才和八世祖戴明说的文韬武
略，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

五世戴才，明嘉靖甲辰
（1544） 进 士 ， 他 “ 起 家 都
谏，剔历中外，三抚名藩，后
督四镇，功在朝廷，谟垂部
院”，累官两京兵部尚书、南
京参赞机务、赠太子少保。他
曾先后巡抚甘陕豫、总督陕西
三边军务十余年，“请币饷、

恳荒田、兴水利、简兵将、习
技击、饬烽堠”“建学明教、
振废省刑”；修筑墩墙以千百
计，招来降口若干，缴获羊马
器械无数。他从实际出发，采
取“筑墙建堡”“整饬兵饷”

“屯田盐法”等措施，使处在
中卫之南的裴家川由荒野成为
巨镇。为发展边疆经济、巩固
边防，他还奏请朝廷，在恢复
宁夏清水堂驻守、加强防卫的
同时，开设了延安、宁夏两个
与西北通商贸易的市场，既促
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繁荣
了经济，又稳固了疆防。戴才
三次莅陕，屡建功勋，践行了
自己“善治者以得民心为本”
的为官之诺。

八世戴明说，博学能悟、

殚心风雅，工文章、善书画，
与王铎、吴伟业、范箕生等人
齐名。其书画初以山水著名，
摹唐宋诸大家，得其神髓，
而尤精于米芾。陶樑 《红豆
树 馆 诗 话》 评 其 “ 画 竹 最
工，笔笔如金错刀，今之王
舍人、夏太常也。”大书法家
王铎评其为“博大奇奥，不
亚 古 人 ”。 顺 治 十 二 年
（1655） 仲冬，戴明说奉旨写
画，蒙赐冠裘各一、银章一
颗，上镌“米芾画禅，烟峦如
觌，明说克传，图章用锡”，
以示褒美。至今他的 《墨竹
图》《溪涧高隐图》等 16幅丹
青墨宝，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和
河北、天津、江苏等地博物
馆、美术馆及个人收藏。

畅谈家风畅谈家风 追忆传奇追忆传奇

走在沧州的街上，戴长锋
总是忆起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留
下的众多遗迹。戴家胡同、戴
氏家庙、戴家园、石牌坊、大
石桥等，很多已经湮没在历史
长河里，现存的也只有戴家坟
茔上的一通神道碑而已。除了
唏嘘、遗憾，戴长锋还做了一
件令族人敬佩的事，他个人出
资，重绘先祖影图，只为给后
世留下宝贵的史料。

之所以做这些，是担心岁
月长河中，家族辉煌将逐渐湮
没，贤良门风将无人继承，在

此初心下，他成立了戴氏家族
微信群。

每晚七点半至九点，微信
群里准时开讲。戴长锋与戴元
岐、戴永琪、戴汝庆、戴维强
等几位族人担当起传播、讲授
家族历史、文化的重任。《居正
当国——戴才致仕谜团》《经世
爱民情怀和国家治理战略眼
光》《重建广宁寺碑文》《戴才
重修沧城记》等一个个主题引
人入胜，族人们大呼过瘾。

戴士英说，通过讲解，了
解了戴氏家族辉煌的历史和灿

烂的文化，了解了先祖们为国
家和家族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深为自己是其中一员感到自豪。

戴金强说，感谢各位族人
奉献的一段段传奇故事、一个
个功名佳话。家史让国史更具
体，家风使国风更丰富。

天南地北的戴氏后人也因
这个微信群聚在一起，在探
讨、交流中，加强了联系，深
厚了感情。因为疫情，在线上
学习家族文化、传承良好家风
成为他们另一种缅怀先祖的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