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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沧州，公路四通八达，到
处都是绿树成荫、花木葳蕤、车水马龙
的现代化城市气象。而沧州的第一条柏
油路，就是老百姓们熟知的新华路。

沧州是一座古城，长芦盐运驰名全
国，津浦铁路、大运河穿越市区，从来
都是水陆要冲。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前，新华路包括四部分：运河西、老西
门大街、大水坑及城墙东至火车站空闲
地。日军侵占沧县后，修筑了东起鼓
楼、西至运河长约1000米的土路。1939
年，日军从东城墙向火车站修路约 800
米，将这条路命名为“赖川路”。1940
年，日军在“赖川路”西端与东城墙交
接处，开了一个新东门，并在鼓楼至新

东门的大水坑上，架起一座木桥。
1947年 6月 15日沧县解放后，市面

上工厂和商店不断增建，机动车、蓄力
车、人拉车逐渐增多。当时每天从火车
站运来的大量生活用品，向西运向各地
的通道只有两处：一是军桥（今解放桥
前身），二是白家口摆渡。当时街道狭
窄，来往车辆行人抢桥待渡，十分拥
挤。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1951年，相关
部门决定在南运河白家口修建新桥。新
桥建成后被命名为新华桥。从此，保沧
路与火车站相通，不必再绕道军桥了。

1956年，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沧
镇人民政府决定拓宽修建新华路。为确

保工程质量，特聘省公路工程队技术员
唐明远负责灰土施工的技术领导，技术
员高绪杰负责表层工程。开工时，从省
公路工程队调来两台压路机，供筑路使
用。新华路施工中的难点是，这条路经
过的原日伪在东门里修建的木桥，及原
西门外护城河桥要予以拆除填平。为了
防止新填水坑日后翻浆，当时采用了先
铺一层片石，再铺炉渣，上面再铺白灰
土和碎砖，用机器碾压结实。

整个柏油工程，从 1957 年 7 月施
工，8月竣工。东起火车站，西至新华
桥，长 2.1千米、宽 7米，使用资金 27
万元。工程竣工后，正式命名为新华
路。从此，记录着日军侵略暴行的

“赖川路”，被深深埋在新华路的灰土
层下。

新华路是当时沧县专区沥青路面
最早的一条公路。虽然不长，却像一
粒宝贵的“种子”一样，成了当时沧
州地区沥青路面的萌芽。新华路后来
经过扩建，平坦光滑，气派宏伟，至
今都是沧州市区的重要交通通道。在
很长时间内，新华路不只是市内河
东、河西人民来往的走廊，更是沧
盐、沧黄、沧石、保沧几大公路交通
运输相互衔接的纽带，对邻近各地城
乡物资交流、提高人民生活、发展国
民经济、输出土特产品等，都起到了
切实有效的积极作用。

硝 烟 岁 月 ， 英 雄 不
凡。来到孟村回族自治
县 王 帽 圈 村 王 文 礼 家 ，
看 着 一 张 张 泛 黄 的 证
书，祖父王立朝身经百
战的英雄事迹如在眼前。

58岁的王文礼说，他
从小就听爷爷讲战争故
事，从十几年前就开始
整理爷爷的事迹，时常
感动得热泪盈眶。

王 立 朝 1898 年 出 生
在盐山县王帽圈村 （现
孟村回族自治县） 一个
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乡
里 私 塾 ， 受 其 “ 学 文 、
学武国家用”传统思想
影响，青少年时期就奠
定了学好文化报效祖国
的念头。

1924年春，他弃文投
军入吴佩孚部当兵，后因
直奉混战失败回乡。1926
年夏，复投吴佩孚任文
书。 1927 年被冯玉祥改
编，任梁春恺军骑兵团参
谋。 1928 年改投阎锡山
部，先后任宪兵上士、排
长、连长等职，因闫、冯
讨蒋失利还乡。1930年又
投阎锡山残部孙殿英处任
四旅参谋。后因不满军纪
混乱及军队的腐败而辞职
回家。

1936年，同村在沧县
中学读书的学生、共产
党员吴瑞桐秘密和王立
朝取得联系。使他更加
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于是四处奔走
秘密串联，发展党员。

1937 年“七七事变”
爆发。王立朝在家乡组织
青壮年 50 多人筹集钢枪
33 支成立“救国军”，后
带队到旧县北街 （今千童
镇） 同马振华、付炳翰、
王俊峰、刘子芳等集会，
树起了“华北民众抗日救
国会”的大旗，番号为

“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支
队第三十一支队”。

1938年夏秋之际，肖
华司令员带领永兴支队开
进冀鲁边区，把救国会

“三十一支队”番号改为
“平津支队”。王立朝先后
任“三十一支队”特务营
营长、支队教育参谋、第
九路军副指挥、第十七路
军副指挥、“平津支队”
作战参谋等职。

王文礼说， 为坚持
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
人，王立朝多次深入匪
区。1938年 6月，反动武
装刘延臣四大队 （原盐
山 县 保 安 队 、 公 安 队 、
县大队改编而成），盘踞
在黑牛王。毛集、五桃
木 村 与 我 抗 日 力 量 对
垒，我军多次与刘部联
系劝其抗日，对方不仅
无抗日之意，而且变本
加 厉 在 黑 牛 王 、 王 信 、
前后堂、毛集村等地增

设据点，修筑工事，骚
扰我军，经研究决定拔
除这一障碍。

王立朝率部跟随杨靖
远攻打黑牛王、前后堂
之敌。肖华率永兴支队
攻打王信、毛集。时值
天 降 大 雨 ， 道 路 泥 泞 ，
经过 3小时激战，歼灭反
动武装 700 余人，活俘敌
大队长。

有一次，王立朝单独
带领部队，夜间执行任
务，没想到入了敌人的
埋伏，队伍已被敌人打
乱。危难之时，他不顾
个人安危，组织队伍突
围，自己断后，经过一
夜激烈的战斗，最后子
弹打光，人也疲惫地倒
了下去。他的战友胡殿
青见状，背起王立朝愣
是在敌人十几条枪尾追
下，逃了出来。直到第
二天下午，二人才找到
了原部，因此二人也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0 年 8 月，“冀鲁
边区回民支队”成立，王
立朝调回任参谋长，后改
任参谋部主任，率回民支
队转战南北，艰苦征战于
冀南鲁北广大地区，指挥
了多次战斗，为抗日作出
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原冀
鲁边回民支队奉命进军
东北。渤海军区党委根
据形式决定组建“渤海
军区一分区回民大队”，
任 命 王 立 朝 为 大 队 长 。
他 带 领 这 支 革 命 部 队 ，
出色地保卫了革命根据
地 ， 巩 固 发 展 了 解 放
区。 1943 年，王立朝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孟村回族自治
县建立，次年王立朝调孟
村县政治协商会议任常
委。1984年病故于孟村县
医院，终年 86 岁。病重
时，时任中央民族学院院
长的刘格平还给王立朝写
信，怀念出生入死的战斗
情谊，并祝安好。

从一位爱国军人，成
长 为 一 名 中 国 共 产 党
员 ， 王 立 朝 一 生 为 民 ，
终身报国。正是有了像
王立朝这样千千万万的
革命者，才有现在的和
平安宁。

本报讯 （记 者 杨 金
丽） 日前，青县快乐阳光
爱心协会开展了“为患病
女孩筹集医疗费”活动，
为门店镇大功村因病致贫
的郑焕朝家送去爱心款
7000多元，并到该村另一
受助女孩儿苏雅家看望。

当天，爱心协会成员
们和木门店镇有关工作人
员来到郑焕朝家。郑焕朝
全家四口人。郑焕朝患腿
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妻子患糖尿病长年吃药，
女儿郑均英 18岁，患筋骨
失氧症，无法行走，因病
休学在家。儿子患有心脏
病，5个月时做过手术，现
在上小学。今年5月，郑均
英要进行第六次手术，医
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为6万
元至 7万元。得知情况后，
青县快乐阳光爱心协会发
起了为郑均英募集医疗费
的活动。志愿者们积极响

应，共筹措善款 7650 元。
当日，爱心协会一行为郑
家带去米面油等生活品，
送上善款，鼓励女孩儿坚
定生活信心，以乐观心态
战胜病魔。协会会长卜凡
龙当场决定和一个朋友每
月资助孩子生活费 300元。
他表示，协会一定会尽力
帮助这个家庭，并呼吁社
会奉献爱心。

志愿者们还来到协会
曾救助的该村另一名患病
女孩苏雅家看望。苏雅从
小失去爸爸，妈妈改嫁
后，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长大。2014年，16岁的苏
雅查出患上了骨巨细胞
瘤，手术费用 20万元至 30
万元。爱心协会为她筹措
治疗费 3万多元，并为她
发起了募捐，3天时间凑齐
了 16 万元医疗费。手术
后，苏雅重返校园，考上
大学，现正准备考研。

这是一座静卧在滹沱河故道上的石
桥，日夜不倦聆听着水声。400多年尘
世沧桑，石桥陈痕斑斑，每一块石头都
经历了悠悠往事。自沧州市西客站出
发，沿沧河路西行 7公里到杜林村，就
能看到它的雄姿。桥东有河北省政府
2004年立的石碑，标注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登瀛桥。

滹沱河上建石桥

时光倒流回明万历年间。杜林为交
通要冲，是长芦（今沧州市）通往瀛州
（今河间市）的陆路必经之地。自南而
来的滹沱河穿镇而过，乘船溯游而上，
可至顺德府、广平府，顺河而北可达京
津。长芦盐场的海盐由此输往各地，客
商往来应接不暇，格外繁华。每逢汛期
波涛汹涌，两岸虽有渡船，但往来极为
不便。

创建石桥的缘由，有则轶闻。最
初，人们靠摆渡过河。有一天，东边村
子的一位妇女正在田里劳作，娘家人送
信说老母病危，妇女慌忙动身前往渡
口。上了船，才发觉分文未带。船到河
心，船家收取费用，妇女道明缘由，苦
苦哀求，说回来时加倍奉还。船家不
依。两岸百姓皆愤愤不平，西岸一老汉
对船家大喊：“你先把她渡过来，我出
钱！”船家凶巴巴地说：“谁过河，谁出
钱。”那妇女情急无奈，放声痛哭。一
时群情激奋，纷纷斥责船家不通人情。
船家只得把船摆到西岸。那老汉掏出几
枚铜钱，丢给船家，慨然道：“我要在
这里修一座石桥，以便行旅。”自此，
老汉联合同道四处募捐，筹备建桥。

轶闻真伪已不可知。但在水陆交汇
点上修建石桥，绝对是顺应民心的义
举。方志资料记载石桥的倡建及主要募
捐人叫刘尚用，建桥得到长芦盐运使阮
尚宾、河间知府刘毓宽的大力支持，商
旅行人纷纷解囊，僧道也为建桥四方化
缘。石料来自滹沱河上游的太行山区，
轻则数百斤，重则数吨、数十吨。路途
之遥远，凿石、搬运之艰辛，建桥工程
之浩大，难以想象。但建桥者们怀着造

福苍生的决心，百折不挠，历尽千难万
险，于明万历二十二年建成石桥，耗费
白银2万两，名登瀛桥。

时至今日，人们在桥下观览登瀛
桥，依然为它坚固的结构、精美的造型
所震撼。桥体由三个大拱构成。为节省
石料，也为减缓洪水冲击，中间大拱的
拱肩上各有一个小拱。中拱拱顶两侧各
有一石雕龙头探出桥体俯视水流，张牙
舞爪，有呼之欲出之状。另外，两大拱
拱顶雕狮首，暴目裂眦，威仪凛然。两
小拱拱顶雕刻的是摇头摆尾的神兽。这
些石雕寓意消除水患，喜乐平安。

天启年间和清末民初的修缮

登瀛桥桥面两侧的望柱、石栏上的
雕刻经历数百年风雨侵蚀，大多已损
毁，有的残缺不全，有的模糊不清，仍
难掩其艺术魅力。

登瀛桥的望柱上，蹲坐姿态各异的
石猴、石狮、麒麟等，姿态各异，仿佛
迎送往来行人，守望着平安。望柱下方
有隐约的刻字，“天启五年，沧州善人
何遇夏施栏板一块，价银二两”“大同
衢中所千户刘继胤、母王氏施石柱一
根，银四十一两，明天启五年立”“天
启六年，山西信商……施栏石一块”

“景城善人……捐墁石三丈”……岁月
久远，大都已漫漶不清。为修建登瀛桥
而奔走、施舍的人千千万万。

石栏上的文字，传递了一个信息：
桥面上的石栏、石板、墁石等是明天启
五年、明天启六年所立。估计是明万历
二十二年登瀛桥主体完工后的续修或局
部重修。由此可见，修建登瀛桥对于当
时的人们来说是一项多么浩大、旷日持
久的工程。

滹沱河水势汹涌，多次改道。光绪
二十年，桥被河水冲塌，来往的人们望
河兴叹。这时期，清王朝苟延残喘，官
府也不想做这费心费力的事情。

光绪三十三年末，青县戴起营（今
属沧县）的王荫桐眼看百姓往来不便，
生发修复石桥的宏愿。民国《青县志》
对他的记载是“字虞琴，邑诸生，家贫

负义气，燕赵间豪爽流也……”王荫桐
不是普通的读书人，他身居草野，心怀
天下，急公好义，颇有名望。

已近古稀之年的王荫桐带领大家踏
上募资的艰辛路途。因募捐不足，工程
时修时停。宣统三年，也就是民国元
年，皇帝退位，天下变了。王荫桐等人
依然在募捐、修桥。

没有人知道王荫桐等饱尝多少艰辛。
他们历尽千辛万苦，1914年终使卧波残虹
变通途。看着人们往来于石桥上，王荫桐
笑了。他欣慰，为家乡、为后代做了一件
善事。但因修桥债台高筑，王荫桐卖掉家
里的田地和房产，变得一贫如洗。他住进
关帝庙，随僧道募捐化缘偿还如山债务。
这位迟暮老人发出“桥债未完心不死，岂
知日日坐针毡”的慨叹。

1929年，王荫桐去世，享年 90岁。
为筹资，王荫桐把生命化作一团火，给
饥寒交迫的乡亲们送去温暖。为修桥，
王荫桐把生命化作闪耀的流星，让乡亲
们看到生活的光亮。

寂寞石桥成乡愁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登瀛桥依然是沧州通往河间、献县的交
通枢纽。1957年前后，沧县陈圩管理区
在登瀛桥旁设立“二等”站，由工商部
门管理，有若干辆自行车载客，类似于

现在的出租车。外出的人及归来的人，
可乘坐二等车。随着时代的变迁，登瀛
桥旁的二等车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作为一道乡村风景，乘二等车的日子
刻印在人们记忆深处。

登瀛桥所在的杜林镇一直较为繁
华。杜林庙会，更是以货全而闻名。远
远近近赶庙会的人照例要到登瀛桥上走
一走，看一看，摸一摸石猴、石狮，给
神龛里的神佛擦拭灰尘，希冀给自己带
来好运气。登瀛桥名声也随着赶庙人的
足迹，传播得更远。1990年代初，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繁盛一时的杜林庙会
逐年衰落下去。但登瀛桥的名声不减，
常有人慕名寻来，观览它的雄奇壮阔与
古朴沧桑。

上世纪70年代末，交通部门在登瀛
桥北约 1公里处修建了公路及钢筋混凝
土的大桥，车流如潮，客观上减轻了登
瀛桥的负担。为加强保护，人们在登瀛
桥两端设置了限高设施，只允许小型车
辆及行人通过。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也
日益增强。曾有人在枯水期，来桥下挖
掘铜钱，被村民驱离。

历经 400年余年风霜雨雪的登瀛桥
逐渐沉寂下来，沉稳、安详地守候在乡
村一隅，像一位迟暮的老人。曾经的辉
煌，曾经的悲欢已成过眼云烟，登瀛桥
以静默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把自己
站成了风景。

青县快乐阳光爱心协会青县快乐阳光爱心协会
帮患病女孩筹集医疗款帮患病女孩筹集医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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