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上工作服，他是厂房里的工
人；脱下工作服，他便成了热爱读
书和写作的文艺青年。

49 岁的周晓峰是一名国企职
工。手捧书卷，品读经典，与书中
人物交流，是他工作外最轻松愉悦
的休闲时光。

年少成“名”

年少时，周晓峰就读于驻沧空
军某部子弟小学。因为学校远离市
区，交通不便，他的学习和生活简
单闲适，除去正常上课，大部分时
间都在读书、学习。

那时，他们一家蜗居在一间12
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除了床铺便
是书桌，以及一个四层的木质书
架。上面两层是父亲的藏书，《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红旗谱》等。剩下
的则归周晓峰所有，《儿童文学》
《故事大王》《鲁宾逊漂流记》等。

“那时候条件有限，想看更多
的书就和同学交换。”周晓峰说，
读书让他忘了时间，有时看得入
迷，直到看不清书上的字时，才
发现天已经黑了。那些优美的文
字和深邃的思想就这样悄悄地植
入他的心中，让他对书籍越发着
迷。

一次，市里举办作文比赛，参
赛学校众多，周晓峰所在小学精挑
细选，组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
周晓峰获得了学校唯一一个个人二
等奖，从此，一鸣惊人。学校专门
举办了颁奖仪式，他的获奖作文还
被印刷出来当成范文，人手一份学
习。

从那时起，阅读成为周晓峰生
活的一部分。

学以致“用”

工作后，周晓峰需要撰写工作
报告、年终总结。不同于之前写作
文，公文写作更加专业。好在多年
养成的读书习惯，为他打下了扎实
的基础，业余时间他还参加了文学
专业的自学考试，系统地学习公文
写作课程。一有时间，周晓峰就泡
在图书馆里，阅读和摘抄经典文
章，积累好的素材。很快，就入门
了。

因为读书和写作，周晓峰在单
位里备受关注，不仅是厂房一线的
技术能手，还是单位里小有名气的
笔杆子，领导也对他刮目相看。每
当单位有大型宣传活动，领导们总

是第一个想到他。周晓峰笑着说，
是读书给自己带来的好运。

以笔写“心”

2004年，周晓峰开始投稿各报
刊，没想到作品点赞声不断，这
下，大大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一
篇篇稿件寄出去，然后翘首以盼。

他说，儿时写作是爱好，长大
后，写作成了他一生追逐的梦想。
而他眼中的幸福，便是低头看书，
不断追梦而行的过程。

多年来，周晓峰认真学习，潜
心创作，散文、诗歌、时事评论、
对联、故事等题材均有涉猎，见报
的文章已数万字，作品见诸于各大
报刊杂志。2016年，他创作的《母
亲河》一文获得“美丽河北·我的
家乡”主题散文征集大赛三等奖；
2013年，河北公安厅举办的安全文
明用语创作大赛，他的作品获得二
等奖。

周晓峰看似粗犷，但他的内心
却充满细腻的情感，虽然不善言
辞，写出的文章却清新脱俗。城市
变迁，别人看到的是高楼大厦，他
却联想到旧城的记忆；运河边散
步，别人看到的美景，而他却回望
历史，探寻百年前运河的模样。就
这样，写下了一篇篇动人的文章。

“人都是需要点精神食粮的，
而看书和写作就是我的精神食
粮。”朴实的话语表达着内心的情
怀，这个在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
因为读书，在劳累之外，感悟到的
是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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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沧州歌曲火遍大江南北，业内人士畅谈——

如何让如何让
本土音乐更上层楼本土音乐更上层楼
齐斐斐

党在沧州党在沧州组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组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齐斐斐

“打小我落生在平原，就没有
见过山。烀着红薯攃粘粥，酱豆腐
就窝头……”连日来，走在沧州的
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有人在哼唱
这首《沧州 沧州》。此歌在抖音
一上线，单点赞就过了万，着实火
遍大江南北。

在听着这首走心歌曲的同时，
我市词曲行业的老师们也对如何创
作一首真正属于沧州的好歌，各抒
己见，希望能为推动沧州本土音乐
创作贡献更大力量。

李炳天是一名边防武警少将，
工作之余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和文学
创作。退职回乡后，他以家乡为背
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
唱沧州、颂沧州、画沧州，为弘扬
沧州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
在歌曲创作方面，他推出的《沧州
之恋》《运河谣》《小小子坐门墩
儿》等 50多首歌谣深入人心。几
年来，李将军致力于结合沧州本土
特征，词曲多传承沧州文脉，体现
沧州地区文化特征，抓住主流正能
量为歌之魂，在形式上不断创新，
贴近百姓心声，以期引起人们的共
鸣。他认为，一首好歌，就要唱出
人们对沧州的情与爱。

沧州本土作曲家常连祥，从事
作曲几十年，好作品频出。他认
为，一首真正唱响的好歌，就是要
把沧州人的精神展现出来，用典型
的内容突出典型文化，旋律上应朗
朗上口，彰显本土特征。同时还要
契合时代发展，追求新鲜感，既能
弘扬主旋律，又可利于传播。常老
师说，一般创作歌曲的“火”与

“不火”，大部分都是“无心插

柳”，在抽象复杂的创作中，一首
歌若能激荡人心、鼓舞士气，引起
大部分人的共鸣，那就是一首好
歌。

李落落从事歌曲创作几十年，
在做好全国流行歌曲创作的同时，
立足深挖沧州文化，创作属于沧州
的歌曲。目前，她和创作团队正开
展“一首歌，一座城”工程 ，用
现代手法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力求
创作经典。她认为，一首能唱响的
歌首先应该是“简单”的，好听、
好记、好学、好传播。好听首先是
旋律要抓人，好记就是可以让人过
目不忘，好学就是歌词简单，好传
播是要顺应时代发展。李落落说，
现在一首歌流行一年的时代已经一
去不复返了，因为网络传播快，自
媒体发展迅速，一首歌就像一滴水
融入大河的奔流中，想要激起更大
的浪花，就要求创作者立足本身，
体现更多地方特色和创作手法。体
现情感是歌曲创作的魂，一千个人
心里会有一千个沧州，能挖掘同一
性，抓住人心才是好作品。

作词者胡风华，曾为全国多位
歌星作词，以真挚的情感、细致的
白描，让歌曲更有韵味。胡风华
说，沧州的方言和音乐元素，沧州
的历史和未来，沧州的地域特点和
全国的大发展应该都结合起来，把
人们的兴奋点调动起来。当下，需
要音乐人创作更多好作品，讴歌新
时代，传递正能量。

一首歌，一座城。希望广大音
乐创作者们能百家争鸣，创作更多
唱响狮城的歌曲，让我们的家乡更
加名扬四方、幸福兴旺。

有这样一个地方，深藏于市井
楼宇间，进了那扇门，便仿佛到了
另一个美丽的世界。锦帛似云，花
木葳蕤，一群女子，身着旗袍，静
心闲坐，一杯茶、一本书，静享时
光。

这便是熹葳旗袍读书会所在地。
阳光午后，刘玉华第一个来到了

熹葳工作室，这是她工作的地方，亦
是生活的地方。这是读书会的第二次
集体活动，水果小食卧在朱黄色的条
几上，散发着幽幽果香。不一会儿，
十几名身着旗袍的女子携书而来，把
最近的读书收获分享给大家。

其中一位女子叫付作香。读书会
的成立正是她和刘玉华碰出的火花。
2019年元旦，在一次形体模特联谊
会上，二人相遇。当时付作香担当主
持人，模特们身上穿的都是刘玉华的
杰作。袅袅娉婷，优雅内敛，一件件
做工精美的旗袍惊艳了众人，也勾起
了付作香的旗袍梦。刘玉华温文尔
雅、温润如水的气质，一下子吸引了
她。

缘分因旗袍而起。活动结束
后，付作香就来到了熹葳工作室，

让刘玉华量体裁衣，做了第一件旗
袍，传统的如意滚边儿、鸳鸯盘
扣，不但彰显了含蓄优雅的女性
美，也诠释了深厚的东方文化。二
人相识相知，无话不谈，在日常读
书学习中，多有交流。一次偶然说
话间，刘玉华说何不成立个“旗袍
读书会”？二人一拍即合，并邀请
了市科协原主席卢竞芳担任名誉主
席。

当旗袍遇到书香，就像春风吹开
了花朵，一切都盎然起来。一夜间，
20多位爱读书的女子加入到读书会
来，兴趣相投，志向同一，大家对读
书“众乐乐”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
悟。

李笑然从事房地产代理工作，
一直忙于奔波的她参加了旗袍读书
会，只要有空闲，就读书，在微信
群中与大家交流，收获很多。吴俊
莲是第一次参加读书会，她分享了
《孝庄秘史》这本书，讲述了他和儿
子在疫情期间身在国外、用文字陪
伴最难熬的日子。回敬冬是一位朗
诵爱好者，她分享了一篇《女人是
岁月中的花朵》，她说，一个女人如

果没有岁月的磨染是不完美的，保
持自我，有自己的生活，一切都会
顺利释然。孙国新是位坚强豁达的
女性，40岁又二次创业，每天都要
看书到深夜，家庭关系处理得当，
事业蒸蒸日上，一切都顺理成章。
王冬梅退休后进入了新的行业，她

说阅读让她打开了新的世界，遇到
了更好的自己。

一月一次的分享，大家都意犹未
尽。刘玉华说，希望读书会能影响更
多人，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在浮躁
的社会中，能独享一隅宁静，让自己
更沉静更充实。

周晓峰周晓峰：：读书人最好运读书人最好运
杨静然

仲春时节，记者来到盐山县千
童镇 （原先的旧县镇） 的华北民
众抗日救国会、救国军、冀南六
专署办公旧址，寻找革命先驱们
的战斗足迹。那段群情激昂的红
色历史，像一团火焰在我们心中
跳动。盐山县文史研究者吕少军
的讲述，把我们带回了那段烽火
岁月。

（一）

冀鲁边区，是抗日战争爆发
后 ， 由 河 北 省 津 南 地 区 的 部 分
县，与山东省北部的部分县合并
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山东抗日
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战略区。“七七
事变”后，津南工委根据上级党
的指示，要求各县委和基层党组
织，迅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尽
快组建抗日武装。工委委员马振
华、邸玉栋、王俊峰，沧县 (东南)
县委书记刘子芳，以及盐山县地
下党员傅炳翰、张耀曾等四处奔
波，发表抗日演讲，筹组抗日武
装。他们联合当地知名人士和爱
国知识分子周砚波、崔吉章、李
子英、杨铮侯、王立朝、王昭明
等参加抗日斗争。

1937 年 7 月 14 日晚，马振华、
傅炳翰、周砚波等，在盐山县李连
家村周砚波开办的学校开会，分析
形势，认为国民党迫于广大民众抗
日浪潮已同意抗日，全国抗战的局
面已经形成。在当地，有刘子芳组
建的 50人贩盐武装；有经过工作、
已经掌握并初步改造的崔吉章部约

60余人的“绿林”武装；还有盐山
县张耀曾、王立朝、李子英拉起的
各有 30余人的民团武装。与会人员
认为，应趁日军尚未到达，迅速成
立公开抗日组织，宣传党的政策，
扩大党的影响，领导广大群众和各
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会议
经过讨论，确定以“华北民众抗日
救国会”作为公开的组织名称，同
时建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与
会人员还研究了组建武装的枪支、
粮饷问题。周砚波当即表示献出几
十亩地，用以购置枪械，其他人也
都进行了为数不等的捐献。

（二）

7月 15日，在盐山县旧县镇(今
千童镇)北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华北
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
日救国军”宣告成立。周砚波、王
俊峰、傅炳翰等参加了大会。国民
党盐山县长李天民作为统战代表也
到会讲了话，并发给救国军小米，
暂作军粮。大会号召广大劳苦大众
和各阶层人士联合起来，团结一
致，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
枪，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大会推举周砚波为救国会会
长，傅炳翰任秘书长。救国会下设
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秣委
员会和后方家属优抚委员会及锄奸
部。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设总指挥
部、政治部、供给处和卫生队，下
辖两个大队。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
导的抗日武装正式建立。

（三）

在津南工委领导下，华北民众抗
日救国军不断扩大，各县抗日武装在
县委组织下迅速发展。1937年 8月，
宁津县委书记李广文等组织了100余
人的武装，到盐山县圣佛镇加入救国
军，编入二大队。刘子芳、崔吉章在
堤东村、旧县镇一带分别组织了100
余人的武装，编入救国军一大队。杨
正泉、崔岳南等组织的武装，编为救
国军特务团。9月上旬，救国会、救
国军负责人在盐山圣佛镇召开会议，
对救国军部分领导人进行了调整，马
振华任政治部主任，王见新任副主
任，张策平任参谋长。9月下旬，国
民党山东第五区专员赵明远的副官刘
景良，带部分武装到旧县镇投入救国
军。10月初，因为救国军缺少军事干
部，经救国会、救国军领导人研究，
救国军总指挥部改为司令部，由刘景
良任司令，仍受救国会军事委员长统
辖。

10月上旬，日军侵占盐山，随
即兵分两路，向南进犯。一路经盐
山、乐陵，一路经庆云、阳信，合
围惠民。救国军驻旧县镇的王昭明
部和驻乐陵的王见新、张策平、郑
之英部被日军冲散。日军撤离后，
救国军攻打并进驻乐陵城，将救国
军一、二大队改为一、二团。崔吉
章任一团团长，傅炳翰任政治部主
任，李子英任二团团长，李广文任
政治部主任。

10月下旬，各地组建的抗日武
装向旧县镇、乐陵城集中。无棣县

委书记石景芳及共产党员关星甫、
丁润生等带领 190余人，宁津张策
平、郑之英等组织的第二批武装100
余人，均到旧县镇编入二团。乐陵
县委书记杜步舟部200余人与盐山杨
铁珊、王恩庆组织的武装合并，编
为第六团，杜步舟和山东省委派来
的红军干部周凯东分任正副团长，
张墨仙任政治部主任。东光县开明
绅士、武举刘子仁，率全家参加抗
日，投靠杜步舟部，后编入救国军
六团。其子刘虎臣、孙子刘松畴都
为抗战作出了贡献。10月 18日，崔
岳南、范普权、路牟班率新组建的
特务团150余人到达乐陵城，路牟班
任团长，马振华任政治部主任。这
时，救国军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
1500余人的武装。

吕少军说，近几年，盐山县多
次组织了冀鲁边抗战将士后代“重
走父辈路，寻根冀鲁边”系列活
动，踏着先辈的足迹，重温峥嵘岁
月，学习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
民族精神，这段历史我们将永远铭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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