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梅公祠是大运河畔一处消失了的著名
文化古迹，梅公祠的建造缘起、特点、规
模如何？

王立成：公祠与宗祠、家
祠不同，是公众祭拜圣贤的场
所，多为逝者祠，也有少数生
祠。梅公祠属于公祠中的逝者
祠。民国《沧县志》载：“梅
公祠在西关外河沿（今运河东
岸新华桥东北的小公园一
带 ）， 清 光 绪 三 十 四 年
（1908）为驻沧淮军乐字营统
领、贵州提督梅东益建。”

梅东益，字如筠，安徽怀
远县兰桥乡梅郢村人。同治元
年以武生投效淮军，随李鸿章
部转战南北，“积功洊擢副将
加总兵衔，赏著勇巴图鲁名
号，署山海路游击，声誉翕
然。”自光绪初巡防南皮县冯
家口时起，梅东益统率淮军乐
字营驻扎沧州近 30年。在沧
期间，他戡乱匪患，清剿义和
团，维护了沧州的社会治安。
他曾立义塾、施医药、重修名
刹水月寺、扶立缮饬沧州铁狮
子等。1903年冬，梅东益病
逝于山东潍县，享年 69 岁。
沧州人请立专祠以祭祀，“直
隶总督袁世凯闻于朝，准在沧
建立专祠，以彰忠进。”1908
年，由梅东益哲嗣梅树声出
资，沧县本地官方督办监造。
市博物馆库存梅公祠的随檩枋
柱上有题记：“钦加五品衔候
选同知贡生董建勋督监，花翎
五品衔试用县丞刘继顺监修。
岁次光绪戊申小阳月谷旦。”

梅公祠位于西关外河沿，
是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坐北面
南，房庑廊厦 50余间，硬山
式屋顶，由门楼、享堂、配
殿、两厢、耳房、碑碣等建筑
物组成。殿内有梅东益的画像
及楹联、题诗等，院内有立于
1908年 10月的敕建诰授建威
将军、贵州提督军门、巴图鲁
梅公祠碑。碑记由癸卯科举
人、齐东县令兰鸿翥撰文，赵
州柏乡县教谕、丙子科副举人

沧州李奉璋书。除祠东屋宇用
作梅氏守祠之外，祠堂还曾作
红十字会会址、日本人宣抚班
驻地，地区医院门诊部、宿舍
等。为拓宽新华路和扩建新华
桥，于1990年5月前拆除。

张永诚：梅公祠气宇轩
昂，标准很高。门楼高大，石
阶整饬。院内是一排高大的中
式平房，正殿两旁是配殿。正
殿廊柱抱厦，起脊挂瓦，磨砖
对缝。殿前台阶都是通头的条
石，打磨得平整规矩。大概
1950年左右，梅公祠内设沧
县人民医院，祠堂门楼被拆，
改建成沿街一层的楼座。沿街
一面是一排窄高的苏式窗户，
里面是带走廊的门诊部，后面
大殿改成病房和医用房屋。后
来，医院搬迁，梅公祠旧址改
成医院的家属宿舍区。

刘绍行：我看了沧州日报
张徽贞副总编的文章后，才对
梅公祠的历史有所了解。我妻
弟在梅公祠住了好几年，结婚
新房就在梅公祠正房内。那时
常去他家玩。当时院内临时搭
建的小房、鸡窝十分凌乱，住
的是文艺界、医务界及工商界
人士。妻弟一家住在梅公祠最
高的两间房内，房顶极高，横
梁粗壮、立柱格外气派。据妻
弟说，拆下的檩柱上还有文
字。

王吉仓：对梅公祠早就有
所关注，但知之甚少。梅东益
是安徽怀远人，引发沧州日报
为烈士寻亲活动的安徽好人年
介涛先生就是怀远人。这几
年，我作为寻亲团队的成员，
与大家寻找到的十几名沧州籍
烈士，就牺牲在淮海战役蚌西
北阻击战中的怀远县。“怀远
县”这一连接点，使我跨越时
空，对梅东益这位对朝廷、沧
州有功有益的人物产生了崇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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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性寻访古迹的兴起，不过是
近几年的事。这种新兴的文化现象，
其核心是拂去历史深处的尘灰、抚触
记忆中的乡愁。

寻古探幽古已有之。然而与时下
的大众性寻访并不完全相同。陈子昂
登幽州台，是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者、时光迁流的怆然泪下；王安石探
褒禅山，锤炼的是不畏人言不怕险阻
的坚毅；苏东坡两游赤壁，是屡遭贬
斥不能建功立业的多情自嘲，进而是
超然物外寻求解脱的自我慰藉；顾炎
武走遍天下，更多的是要塞屯兵、险
处伏备的军事目的，察访天下郡国的
利病，出自他反清复明的理想。传统
的寻古探幽，自有其情感寄托，也有
其考证辨析，不过这多数生发于建功
立业、著书立说、吟诗作赋，所寻访
的古迹，与其家乡、身世少有关联。

今日兴起的大众性寻访，是一种
组合联动的新形式，多以身边、故乡
的历史遗迹为主。身边、家乡文化遗
存的历史灰尘里，埋藏着寻访者祖
辈、父辈甚至自己的人生足迹，累积
着家乡的文化碎片。人性本就好奇，
这是探古寻幽的源动力，在传统文化
回归大潮的激荡下，在岁月变迁、故
土常易的时代进程刺激下，大众好奇
的目光，聚焦在对自己、祖辈、家乡

“前世”追寻的脚步上。
现代城市化进程，为当代人提供

了便利的工作生活条件，但似乎遗漏
了对人的精神，尤其是乡情、乡愁的
人文关怀。在快速的生活节奏里，人
们频繁迁居，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曾
经熟悉的人、那些曾经发生的事，都
慢慢疏离以至于消失。而可以承载曾
经记忆的，便是那些老房子、古遗
迹。如果这些遗迹也没有了，即使故
地重游，何处又是我家？对沧州人这
个群体而言，如果没有了那些承载文
化记忆的可触可感的历史遗存，那么
乡情、乡愁将栖息何处？现代意义上
的钢筋水泥建筑固然齐整，但坚硬冰
冷让人疏离隔膜，难以融汇眷恋故土
的深情。

大众性寻访，寄托着人们的乡
愁，表达着人们对故土文化难以割舍
的情怀。这是寻访的精神皈依。专
家、学者、爱好者、民众的多方联
动，使这种探寻，不再限于几声感
叹、几篇诗赋，而是形成一种相对严
谨准确的结果。在这种寻访模式下，
覆盖在沧州历史文化上的岁月尘灰被
一点点拂去，逐渐清晰，有的还成为
遗迹保护或复建的蓝本。

在寻访中，个体与大众，人与城
市，家与故乡，过去与现在，现在与
未来，交织成有机的组合与续接。透
过大运河上曾经的烟水，乡关、乡情
穿越了时空，一步步向我们聚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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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成王立成
王立成：历史遗迹是沧州人努力奋

进、与运河依托共生的文化见证。运河
两岸曾帆樯林立、货物聚集、人声鼎
沸、工商繁荣、城镇兴盛，历史建筑随
之而起，运河的文化传送带作用得到充
分显现。不同时空维度下人员的迁徙，
带来生活模式、思想观念、生产活动与
沧州本土文化的高度融合、交织发展。
那些历史遗迹倾注了沧州人的心力与情
感。如梅公祠选在运河岸边就充分考虑
到了防火排水、运送建筑材料等便利条
件。文学、艺术、音乐、民俗包括以水
为核心的沧州文化特征在历史遗存中得
以凸显。这是沧州人代代积累传承的文
化和情感结晶。

张永诚：我在大运河畔住了大半辈
子。现在许多消失了的古迹，曾是我玩
耍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有我深深的美
好的记忆。古迹一旦消失，那种数十年
累积起来的情感也就失去了依附的空
间。寻访古迹的蛛丝马迹，唤醒了我曾
经的记忆。

刘绍行：我生长在大运河岸边，即
原牛市街现南湖公园一带，对运河有
深厚情感。来往的船只，纤夫光脚赤

背艰难行走的场面，船舶靠岸上货卸
货的场景，菜市口木架老桥改建解放
桥时乘坐摆渡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城内运河上有几座桥，运河有几道弯
儿，哪儿水流急哪儿有漩涡，何时游
泳，几时捉鱼，何时岸边捉小甲鱼等
景象都深深印在脑海里。那时风大浪
急，水是土黄色的。清晨推水的、挑
水的，吆喝声传遍大街小巷。运河水
二分钱两桶，倒入水缸后要加上点白
矾，搅几下泥沙沉入缸底水才变清，
喝在嘴里清爽可口……那年，那月，
那天，那时，在原生态大自然古运河
岸边生活的情景让人怀念。

王吉仓：因家族情感，我寻访过御
史王国祚的家族墓地。经过多年努力，
王御史墓地近期被列为第五批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我还抄录参与整理了王御史
的《三录汇编》。我对沧州运河两岸历史
遗存关注最多的是朗吟楼、南川楼及名
宦花园，包括《三录汇编》记载的北新
庄园及他游览过的其他名园。我的寻访
以家族文化为出发点，扩展到对运河两
岸历史遗迹的寻访。家族文化情感，在
此延伸到地域文化情感上。

主持人：

除梅公祠之外，沧州还有水月寺、鼓楼、
文庙，诸多的名宦花园、典型古建筑等历史
遗迹或遗存，其中有哪些值得品味和回忆？

王立成：沧州是富有底蕴
的文化名城，历史遗迹或文化
遗存众多，值得深入挖掘、保
护性开发。以与梅东益有关的
水月寺为例，民国《沧县志》
描述：水月寺原在城外西南
隅，观灯桥之东，后周广顺中
建。明宣德十年僧人泽安移建
于城北盐场东偏。正统年间建
千佛阁，嘉靖年间铸大佛 3
尊，高丈6尺。清康熙五十七
年，僧人辉一重修。雍正七年
复修。乾隆五十四年，州人宋
成文、董宝仁、王维桢、陈方
楷等重修寺内十方院。光绪二
十一年驻防乐字营统领、提督
梅东益等重修。光绪二十三年
重修后，琳宫梵宇焕然一新，
正殿大佛三尊皆金身，两壁海
岛水陆，烟云缥缈，中殿山门
巨像巍然，可谓沧邑寺庙之
冠。现在，水月寺风采已不复
旧观，但文化传承力量依然巨
大，水月寺大街、水月寺小
学、水月寺小区等，无不打上
深深的文化烙印，承载几代人
的历史记忆。尤其门前“水流
花放，月白风清”楹联，禅意
十足，意境高妙。

张永诚：沧州不仅有梅公
祠，还有丁公祠、包公祠，拆
除的时间并不久远。丁公祠，
人称丁大人府，在小南门百货
公司往北几十米。记得是高台
阶、高门楼，四合院式的高大
古建。沧州解放后，于姓人家

在那里住，户主人称于二爷，
是市场街道的街长。于二爷的
孙子，是我小学同学，在修钟
表店上班。据说于家祖上和丁
大人是结拜兄弟，丁大人被朝
廷派往南方，这个祠堂就托付
给于家管理居住。丁大人是清
末沧州驻军丁德昌。沧州还有
包公祠，在小南门顺城街的西
头往北走几十米路东。据说原
来祠内还保存着包公用过的轿
子、坐过的椅子。

刘绍行：解放桥至新华桥
东侧河堤一带，有鸡市街、锅
市街、书铺街，当铺胡同、立
砖胡同、北曹家胡同、光明胡
同、百货老仓库、关帝庙等一
片老街旧居，今已不存。保留
原貌的是新华桥至北环桥东侧
的一带。这一段的古树老宅、
老胡同依然保持着大运河的历
史沧桑和原始的风貌。

还有小街子，一般人都不
太了解。实际这条仅有200余
米、最宽处也就2米的小街子有
一定历史。它就在新华桥北端，
东临水月寺街。我童年时常到
那儿玩，窄土路东是水沟芦苇，
再往东北就是水月寺。除了小
街子河堤上住户外，周边没有
几户人家。人们站在家门口往
东一看，水坑芦苇连成片，荒
坟碱地满眼，再往前，冰窖、
瞎子庙一目了然。现在这种场
景再也看不到了，但小街子尚
留原始原貌。

主持人：

大运河畔的历史遗迹，寄托了一代代沧州
儿女怎样的情感？

王立成：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并不
偶然。寻古可以知古明史，触摸文化发
展的历史脉络，重温先民的生活状态，
充实丰富本土文化内容，增强文化自
信，从而推陈出新，找准文化定位。古
迹遗存作为一种有形的文化资源，在保
护到位的前提下发掘开发，则能促进文
旅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改善人
民的生活条件。现代信息传播具有蝴蝶
效应，一旦寻访发掘有了成果，效仿者
会纷至沓来。多种原因使寻古成热门，
但寻访开发过程中也存在不足、甚至破
坏，这需要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协调联
动，科学精准寻访开发，绝不能竭泽而
渔或一拥而上，否则得不偿失。

王吉仓：访古要寻源，追古要思今，
更要思进。历史遗迹或遗存多数与著名人
物、历史事件关联。古迹，多为前人寓居
之所，或假其地以成功或借其室以寄踪。

其后，地以人传，以事而著，互相依存，
后人拭目往寻，会生见贤思齐之念、动幽
幽怀古之情。我老家孟村的赵石桥，临近
天官王翱的故乡王帽圈、革命家刘格平的
故乡大堤东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王
翱、刘格平的故事，自然就产生崇拜、
学习之心。再后来，到上世纪 90年代，
王氏修谱，我知道了家族有名人王国
祚，沧州、孟村、黄骅有“王御史村”，
这大大丰富了我的历史文化知识。寻访
目前成为不同群体参与的共同行为。我
作为文化爱好者，参与找到王御史敕封
碑，促成敕封碑从仵龙堂拉回原址保
护，并在新华公园内确定文物保护区，直
至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在媒体和
诸多专业人士帮助和支持下完成的。多方
联动的寻访方式，对还原历史遗迹、促成
现有遗迹的保护，准确考察并丰富历史文
化有积极的作用。

主持人：

人们热切寻访古迹遗存是近年来兴起的一
种文化现象，大家是如何理解看待的？

王立成：古运河畔，沧州城厢，
古老大地上曾经建筑无数，可惜年深
岁久，多数已化为风尘，了无踪迹。
少数残存者境况也各不相同，保存完
好、状貌依旧者有，残缺不全、破烂
不堪者有，整体复古再造者有。兴亡
存废是历史演变常理，不能怨天尤
人，愆罪于前人，也不能有宝不识，
任其自生自灭。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要对各类文化古迹梳理考查，用心、
用力，不能囿于程式。通过全方位保
护、有效资源整合、合理有序开发，
努力打造集名胜古迹、自然生态和文
化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名城，同时积极
反哺文化遗存的修缮和保护。通过文
字、图片等，引导人们了解历史、尊

重历史、营造氛围，达到开发与保护
和谐共嬴的局面。

王吉仓：对已经消失的古迹，部
分少量可以复建。尚存的文化古迹，
应予以适当保护。例如，近期公布第
五批市级文保单位，就是政策层面上
积极保护的方式。复古不能泥古，创
新不能隔断历史。应当统筹兼顾、协
调发展。有的古建筑复建后，周边现
代化高楼林立，极不协调，应引以为
鉴，进行反思。复建古建，建筑格
局、格调应当内部协调更要与周边环
境协调。

刘绍行：包公祠、梅公祠都不在
了，太可惜了。留下了就是历史，拆
除了就是遗憾，再建不过是复制品。

如现在的鼓楼，重建后都被高楼大厦
包围，失去了历史岁月的沧桑和灵
气。古迹重修重建要留出一定空间，
不能与小区商楼重叠。大运河也应留
出一段原始原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应聘请有眼光和文化素养的专家来规
划设计，没有个性和古意的千篇一律
是不可取的。大运河历史悠久，应从
历史文化方面来设计大运河两岸的景
观，再现大运河两岸传统古老的历史
面貌。

张永诚：希 望 保 留 好 历 史 遗
迹，结合当下广大市民的情感和文
化需求，审慎恢复古迹。恢复的古
迹，应经得起大众的推敲和历史的
考验。

主持人：

对于已经消失或尚存的文化古迹，广大市
民有哪些愿望和期待？

张永诚张永诚

刘绍行刘绍行

王吉仓王吉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