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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佳芳 通讯员郑
志利）近日，记者从沧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获悉，我市已对大运河
沿线 176处文化遗存点进行实地踏
勘。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大运河
沧州段文化遗产名录》。

《大运河沧州段文化遗产名录》
共收录 176 处文化遗存点。其中，
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 处、
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8处、沧州市
文物保护单位 6处、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8处。《名录》分为中国大运河
（沧州段）文化遗产总录、遗产分布

图、市运河区、新华区、吴桥县、
东光县、泊头市、南皮县、沧县、
青县、黄骅市文化遗存点 11 个部
分。

据了解， 176 处文化遗存点
中，运河区文化遗存点 29 处，包
括沧州文庙、沧州盐场遗址、四
合街民居、肖庄子古砖室墓等；
新华区文化遗存点 3处，包括补山
楼、清真女寺、清真北大寺；吴
桥县文化遗存点 16 处，包括安陵
城址、第六屯村摆渡口、顺河街
石碑、澜阳书院等；东光县文化

遗存点 28 处，包括南霞口沉船
点、小圈村遗址、连镇马家宅
院、霍维华墓等；泊头市文化遗
存点 26 处，包括窑厂村砖窑窑
址、泊头清真寺、胜利桥摆渡、
泊头火柴厂等；南皮县 7处，包括
冯家口石佛、北口沉船点、齐屯
子遗址等；沧县文化遗存点 25
处，包括兴济减河遗址、兴济张氏
墓群、捷地分洪设施、大白杨桥岳
飞祠、肖家楼瓷器采集点等；青县
文化遗存点 40 处，包括盘古庙遗
址、马厂炮台、清州古镇遗址、周

官屯钱币窖藏遗址、赵兵部墓、柳
河屯沉船点等；黄骅市 1处，为海
丰镇遗址；此外，还包括大运河本
体。

沧州段南运河全长 253 公里，
沿线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遗产。随
着国家全面推动新时代大运河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创新性发展，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制定了沧州市大
运河全流域文化遗产资源调查方
案，组织全面开展大运河文化遗
产资源专题调查，复查历年来发
现的运河文化遗产。《大运河沧州

段文化遗产名录》 中有数百张高
清航空照片，工作人员还用航空
遥感摄影测量方法制作了数字正
射影像图。

“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从不同侧
面反映了沧州段运河沿岸城镇布
局、工商业发展、军事建筑及文化
传播的发展过程，是运河价值得以
体现的载体。这次摸清了运河沿线
的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和现状，对后
续的规划、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物保护
科相关负责人说。 横叉、竖叉、下腰，刘福荣纤细的

身体柔软而有力。在印象中，练瑜伽应
该是青春洋溢的年轻人。但刘福荣却是
个 66岁身材瘦小的小老太。而且，她
半路出家，自学完成。

“半夜的时候最安静，是静心练习
的绝好时间。”刘福荣家住运河区锦绣
家园小区，每天凌晨2时就起来练功的
习惯，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刘福荣第一次接触瑜伽是 1979
年，那年她 24岁。当时她在沧州汽车
站一家商店做售货员，无意中在杂志上
看到了一篇介绍瑜伽的文章，虽然只有
千余字和几张照片，但她一下子就被吸
引住了。从那时起，刘福荣就走上了长
达40余年的瑜伽练习之路。

那时，练习瑜伽的人还很少，学习
资料也不好找。刘福荣四处搜寻，找来
了介绍瑜伽的光盘和录像。回到家，她
边看边跟着学。可是，一开始就犯了
难。瑜伽对腰、腿的柔韧性要求很高，
一般练习者年龄越小，身体越柔软，练
习越容易。而刘福荣 20 多岁才开始
练，身体比较僵硬。她每天凌晨就起来
练功，压腿、下腰，拉筋的疼痛让她直
冒汗。每次练完基本功，刘福荣的衣服
都会拧出很多汗水。

无人指导，自己摸索着练，刘福荣
走了不少弯路。有一次凌晨3时，刘福
荣感到身体有些不适，跑到卫生间就吐
了。刘福荣的丈夫看她脸色发白，问她
怎么了。刘福荣说：“没事，我昨天晚
上吃得有点不对劲儿。”其实，刘福荣
自己清楚，她当天练习用力太大，练过
劲了。

刘福荣慢慢意识到闭门造车不行，
必须要向专业人士学习。1981年，刘
福荣辗转北京、淄博等地，向有经验的
瑜伽老师请教。当时，刘福荣的孩子才
1岁多，她便把孩子交给家人带。为了
多挣些外出学习的经费，她每天早早到
食品厂批些蛋糕点心卖，卖完之后再赶
去车站商店上班。

之后，刘福荣练习更加刻苦，也更
加大胆。持续高强度的练习给她带来了
伤痛。有一次，刘福荣做一个高难度的
动作时，不小心韧带拉伤，当时就疼痛
难忍，不能动弹。后来，经过一年多的
吃药、按摩，她才能继续练习。从那以
后，她的腰骨发生了变形，直到现在，
刘福荣的后腰还能看到一块十分明显的
隆起。

刘福荣十分乐观，她认为只要能把
动作练好，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她
有一个拿手动作叫盘腿走路。这个动作
要求双脚交叉勾在大腿两侧，双膝顶地
支撑整个身体，双臂展开维持身体平
衡。这个动作的关键是对膝盖的摩擦。
每次双膝顶地之前，刘福荣都要把气提
到丹田，腰部挺直提供力量支撑。为了
把动作练好，刘福荣还跑到公园的草地
和石路上摩擦膝盖，破皮、流血、红肿
是经常的事儿。现在，刘福荣不仅可以
盘腿前进，还能盘腿转圈，动起来十分
轻巧和灵活。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有舞蹈学
校得知刘福荣瑜伽练得好，纷纷请她去
教课。“我一路走来，吃了很多苦，很
乐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帮助喜欢瑜伽
的朋友们。”刘福荣的学生从幼儿园到
高中生，各个年龄段都有。她对学员精
心呵护，自费买来小商品奖励他们，提
高他们的学习热情。

提起这些年教过的学生，刘福荣如
数家珍，格外激动。“曹美卓 4岁开始
跟我学，现在在美国读研究生。”她一
边说着，一边播放曹美卓前几天发来的
学校演出视频。“还有岳阳，她参与创
作的大型舞剧《精忠报国》于 2018年
在河南艺术大剧院演出。”

刘福荣常对自己说：“一天不练，
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
不练，观众知道。”在刘福荣看来，瑜
伽这项活动既静心、又养生。虽然练习
路上有很多汗水和泪水，但她收获了更
多的快乐和健康。

你是否记得语文课本中，明朝
文学家魏学洢的《核舟记》？明代
民间微雕艺人王叔远雕刻了核舟，
再现出“东坡赤壁游”的景象，让
人叹为观止。在南皮刘八里乡小吴
家村，也有位玩核雕的小伙儿，小
小果核在他手中变成了艺术品。

一件作品刻几千刀

“一毫米的间隙可以刻五六

刀。”在几平方米的小工作室内，
33 岁的吴学新正在 30 倍放大镜
下，依据手中橄榄核的皱脊纹理，
塑形创作着作品“竹林七贤”。橄
榄核只有拇指一半大小，质地光滑
坚硬，想要留痕已是不易。而要在
上面作画，精细到每片竹叶，更是
难上加难。吴学新给自己起了“鬼
刀”的艺名，取鬼斧神工之意，对
更高技艺的向往和雕刻作品的严格
要求，可见一斑。

据了解，核雕是我国传统民间
微型雕刻技艺，现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核雕把桃核、杏核、橄
榄核、核桃核等雕刻成工艺品，可
穿成挂件、摆件、手串等，精巧玲
珑，供人玩赏。

吴学新铺开工具袋，里面满满
插着各种尺寸和形状的刻刀，有圆
刀、尖刀、平刀和斜刀等。吴学新
说，由于不同雕刻手法的需要，刀
的类型也要多种多样。雕刻的过程
中，一个核雕工艺品需要几千刀才
能够完成，每一刀的位置要反复斟
酌，力度、下刀位置都得恰到好
处。

“核雕虽然用材简单易寻，但
一个成功的核雕作品费体力也耗
精力。”吴学新说，人物是雕刻中
最难的，特别是开脸、开眼，其
神韵体现了雕刻功底。为了让作
品形神兼备，吴学新甚至买菜时
也留心观察着，人群里哪个人物
有特点，他的面部结构和表情是
怎样的。

自学成才十年铸技艺

吴学新从小就对雕刻有着执念
般的热情。七八岁的时候，他经常
独自一人跑到没人的地方，找一些
废旧砖块，用削铅笔的刀子，一笔
笔刻出龙和凤凰，再用彩铅给“作
品”涂上颜色。

正因这份热爱，吴学新选择了
美术专业，雕刻技法有了提高。但
在核雕这条路上，吴学新也并非顺

风顺水。
2010年，吴学新踏出大学校

门后，想专门从事雕刻行业。他整
日窝在出租房里潜心做核雕，一个
月没有出门，也没跟外界联系。当
时，他对市场行情一窍不通，加上
没有师傅指导，做出的作品不尽如
人意，也不敢拿到市场上去卖。跟
他相处了5年的女朋友觉得他不现
实，跟他分手了。

一个大小伙子不外出打工挣
钱，天天倒腾着不知道是什么的小
玩意儿，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让家里
人很难开口说话。迫于家庭的压
力，吴学新之后找了份在毛巾厂做
图案设计的工作，可心里始终放不
下核雕。

闲暇之余，他经常拿出工具
创作，被刀刮破手是家常便饭，
雕刻刀滚下桌子把脚背扎透，他
也只当做破个口儿，不敢告诉家
里人。

一天，吴学新在网上看到，河
北廊坊永清是最大的北方橄榄核雕
刻基地，他便带着自己的核雕作品
和以前打工挣的一点钱，去了当地
一个小作坊学习。

“早上八点上工，凌晨一两点
钟才睡，吃饱了就赶紧趴在工作
台上做核雕。”吴学新说，经过两
年时间的打磨，他积累了丰富的
雕刻经验，技法更加纯熟。2014
年，吴学新回到家中，把自己雕
刻的作品发到了网上，得到不少

好评。

办起工作室义务教徒弟

十余年来，吴学新创作了 300
多件核雕作品，主要以龙为创作题
材。不起眼的果核在他的精雕细琢
下变成了霸气威武的龙，极具张
力，让人印象深刻。现如今，他不
仅成立了个人工作室，还带了5名
徒弟。

“传统手工艺需要更多人传
承、保护。”吴学新常常开展公益
培训课程，免费教学和现场指导。

与吴学新一起交流核雕技艺
的，有 76岁的老人，也有 18岁的
年轻人，职业涉及司机、银行职
员、大学生、老干部等各行各业。

“大家都喜欢核雕，在一起就是互
相学习。”

“这几年把玩文玩的人变多
了，佩戴核雕工艺品的人也多
了，学习制作核雕的朋友也可以
获得一点额外的收入。”对这项手
艺的未来，吴学新信心十足，通
过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免费向
感兴趣的人授课，既提升了技
艺，实现了创收，也让核雕得以
弘扬。

谈 到 未 来 ， 吴 学 新 表 示 ，
“雕刻之路无止境，唯有匠心
付 一 生 ”。 他 会 继 续 坚 持 下
去，将这项非遗技艺传播得更
广更远。

上周一，一位女士在永济东
路发现一只受伤的小流浪狗，一
场暖心的接力救助由此展开。

这位网名“未来可期”的女
士加入小动物保护协会救助群
后，上传了几个小狗的视频和图
片。她在一个垃圾场听到狗叫，
觉得太可怜，便过去把小狗救下
来。“我在沧州打工，没有固定
住处，厂里又不允许留狗，求好
心人收留，我可以出车钱。”

在视频里，有一只不到一个
月大的小流浪狗，小狗的右前肢
耷拉着，裹着布条，但见到人
后，依然会摇着尾巴表示欢迎，
让人看着怜惜。很快，“未来可
期”发出消息：小狗被一网友接
走了。

“那条腿那样，应该得截肢
了，小狗太可怜了。”由于治疗
需要一笔费用，群主号召大家捐
助，参加小动物保护协会救助群
的都是爱狗的市民，很快，你
10元、我20元，他50元，一笔
笔捐款汇集到了群主那里。

“对于我们来说，一二十元
只 是 一 杯 饮 料 、 一 次 零 食 的
钱，但对不会说话的小动物来
说，就是救命的钱。”一网友
说。

在众人的捐助下，治疗费凑
得差不多了，群主带着小狗找到
了一家宠物医院，医院的庞大夫
细心地接好了小狗的断肢，只收
取了少量的费用。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小
狗不用截肢了！”接走小狗的网
友上传了小狗治疗后的视频。视
频里，小狗的断肢上绑着护具，
明显精神了很多，也干净了很
多，依然在向着镜头摇着尾巴，
表示欢迎。

这个消息让大家非常欣慰、
高兴。“治好了就可以给它找人
收养了，小狗挺漂亮的。”“让它
和其他‘毛孩子’一样开心快乐
成长。”网友们纷纷留言。

救助流浪猫狗，帮助寻找走
失的宠物。据群主介绍，救助群
每天都很忙碌，这只小狗只是被
救助的上千只流浪动物中的一
只。很快，群里的网友又开始为
救助另一只流浪狗和帮助市民找
寻两只宠物狗忙碌起来。

六六旬小老太旬小老太
坚坚持练瑜伽持练瑜伽
本报记者 孙 杰

本报通讯员 孙淑娟 孙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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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南宝通 张 坡 本报记者 李佳芳

张树声 （1881-1949 年），字
骏杰，沧县捷地乡大堤口人，行伍
出身，与冯玉祥义结金兰，为冯玉
祥盟兄。

清朝末年，他与冯玉祥同在清

军第六镇十一协任哨官、营长。
1911年与冯玉祥一起参加滦州起
义，失败后到上海加入青帮、洪
帮。

民国后，张树声加入冯玉
祥部，驻军廊坊，历任陆军第
十六混成旅参谋长、第三团团
长、第十一骑兵团团长、察哈
尔东镇守使、国民一军骑兵第
一师师长、察哈尔军务帮办、
徐海招抚使、西北革命军东路
军团副司令。

西北军失败后，张树声回到上
海，以青帮“大”字辈兼洪帮太极
山、长白山山主的身份，在上海、
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蚌埠、
徐州、开封、汉口等地广收青、洪
帮徒弟，传徒时将祖师创帮主旨及
帮会之种族革命精神隐含于规矩仪
注中。

张树声喜爱并倡导武术，以强
身强国为夙愿。张之江创立中央国
术馆时，张树声任馆长帮办（副馆
长），参与筹建工作。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张树声加紧招收帮会门
生弟子，并相继编写出版《民族精
神》《民族精神续录》。时任国民党
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和中央监察委
员张群为书写序，冯玉祥也为书题
诗，这些大人物的捧场，使张树声
名气大增。张树声拥护国民政府抗
战，并担任“人民动员委员会”常
委。

1949年 9月 17日，张树声病
逝。

曹广欣 周 娜 整理

张树声张树声：：拥护抗战的青帮掌门拥护抗战的青帮掌门

建设武术文化名城
擦亮武术之乡名片

吴学新核雕作品吴学新核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