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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玉强的微信名片上，写着这样一句
话：快乐不是因为你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
少。

生活中，王玉强就是这样，先后经历下
岗和妻子瘫痪的打击，但他不抱怨命运的不
公，而是与围棋结缘，教孩子们认真而快乐
地生活。

今年 50岁的王玉强，在上世纪 80年代
开始接触围棋。当时，因为中国夺得了中日
围棋擂台赛三连冠，吸引了全国各地很多年
轻人开始学习围棋，王玉强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沧州职院的刘红卫老师来中捷
技校任教，也带来了围棋，我们十多个小伙
伴就和刘老师学起了围棋。”时至今日，其
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沧州围棋界的中坚力
量，但只有王玉强一人成为围棋教练。

王玉强本来在中捷一家企业上班，下围
棋只是业余爱好。然而，由于企业不景气，
他下岗了。之后辗转几家企业，工作始终不
稳定。后来他想，为什么不以自己喜欢的围
棋作为职业呢？为了提高棋艺，2000年，
王玉强来到北京，在中国围棋协会第六届围
棋教师班学习，并拿到了二级围棋教练证，
成为沧州市最早拿到围棋教练证书的棋手。
回到中捷后，他开始一边上班，一边免费教
亲朋好友的孩子学围棋。

沧州棋手马天放被棋友们称为中国业余
围棋界的“四大天王”之一，可以说无人不
知，而引领马天放走进“黑白子”世界的，
就是王玉强。

围棋班开办之初，马天放的父母还在中
捷工作。一天，马天放的父亲马宝亮领着孩
子来到了王玉强家。那时，马天放只有四五
岁，安静而腼腆。

但马天放展现了超乎寻常的记忆力，
300多页的围棋辞典，小天放竟然能磕磕巴
巴地背下来。“当时，天放根本不懂书里的
内容啊，那种智力水平真是让人震惊。”王
玉强说。

王玉强尽心尽力地教授孩子。“天放的
天赋实在是太高了，我总是担心自己误人子
弟。”这样的师徒情延续了一年多，因为马
天放跟随父母离开中捷，到海兴定居而终
止。几年后，马天放夺得省全运会围棋赛个
人冠军后，马天放的妈妈还专门给王玉强打
来电话：“玉强，你的学生拿到全省冠军
了！”

2015年，马宝亮夫妻和马天放专程回
到中捷，看望了王玉强。马天放送给老师一
把珍藏的折扇，扇面上是围棋国手陈祖德的
题字，非常珍贵。

“学棋的孩子们都知道马天放的名字，
我说这是你们的大师兄，孩子们非常兴奋，
争着和天放合影。”

王玉强的妻子有严重的风湿病，并且因
病下岗，在家休息。2012年前后，妻子病
情进一步加重，瘫痪在床，让这个本来不富
裕的家庭陷入了困境。不得已，王玉强从企
业辞职，在家照顾妻子，围棋班成为家里唯
一的收入来源。

作为一名资深围棋爱好者，办班又早，
王玉强的围棋班本可以办大办好，但为了照
顾瘫痪卧床的妻子，他只是在自己家附近办
了一个小班。

围棋班不仅给家里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也给王玉强带来了欢乐。“我特别喜欢孩
子，能够教孩子学围棋，看到他们的进步和
成长，尤其让我高兴。”王玉强说。

棋友们对于王玉强非常支持，孩子们出
门参加段位赛，有的棋友出钱，有的棋友出
车。孩子入段了，棋友们会组织聚餐庆祝。
一位棋友在中捷的几家幼儿园里，都开办了
围棋启蒙班，他原计划开办一家围棋学校，
招收这些孩子，但了解到王玉强的情况后，
主动放弃了办棋校的计划，而是将想学棋的
孩子们推荐到王玉强的围棋班继续学棋。

在前不久的全省围棋段位赛，王玉强围
棋班的 9名学生参加，6人定段成功。这些
年里，已经先后有十多名学生定段成功了，
王玉强为中捷围棋培养了未来的希望。他表
示，希望以后能把围棋班办大，让更多的孩
子感受围棋世界的魅力。

王王玉强的玉强的
围棋情缘围棋情缘
本报记者 贾世峰

近日，我们来到肃宁县河北乡徐
家庄村赵文书家。听到我们的脚步
声，躺在床上的赵文书伸出手来，要
与我们握手，想坐起来跟我们说话。

“您老躺着跟我们说话就行。”我们紧
走几步，来到 94岁的“革命母亲”赵
文书的床前。

“现在的生活很好，孩子们都很
好、很孝顺，这就是福啊！”赵文书
说。我们围在老人的身旁，亲切地与她
拉起了家常。老人前年不小心摔了一
跤，伤到了右腿。孩子们照顾老人很细
心，老人虽然不能下床，但精神很好，
身上的衣服、盖的被子都干干净净。

“我小时候，赶上了小日本侵略中
国，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还到处
躲藏，日子真是苦啊！”老人拉着我们
的手，讲起了过去的事儿。赵文书 15
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
在村里老党员王迎春、王景山、左汉

章等人的带领下，赵文书与王彩霞、
王建民等人组织妇女给八路军做军鞋
和军袜。

“行军打仗最费鞋，鞋底纳得越密
越结实。”赵文书说，她们做的军鞋都
是千层底的布鞋，要好几层夹纸布摞
在一起，用麻绳搓成的粗线，一针针
勒紧纳平。那些日子，她们不分白天
黑夜，抓紧一切时间纳鞋底。有时困
得上眼皮打下眼皮，一不小心就被针
扎破手指。她们用嘴吮一下血，又继
续做鞋。忙的时候，手都被麻绳勒肿
了，手指被勒破了，可没有人休息，
都裹上布继续干。

赵文书说：“我们只盼着战士们能
穿上这些军鞋，早点儿把日本鬼子从
中国赶出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她
们都会及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那时，为了打地道战，村里组织
村民挖地道。我和其他几名党员带领

村民分班、分片地挖地道。”赵
文书回忆说。有一次，在挖地道
时，挖着挖着，呼隆一声，塌方
了，有人被埋在了地下。她组织
大家用双手挖土，最后把被埋的
人一个个拉了出来，还好没有人
员伤亡。原来，由于挖的地道紧
邻老唐河的河坡，土质松软造成
了塌方。

“无论我们遇到多大困难，都要为
打日本鬼子出一分力。”赵文书说，在
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村里挖成了四通
八达的地道网，为八路军打走日本鬼
子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新中国成立后，赵文书当过生产
队队长。在乡技术员的指导下，她带
领村民种植小麦、玉米等优良品种，
生产队里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农民
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改革开放后，赵文书年龄大了，
但她还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植
树造林活动中，她领着孩子们利用村
里的空闲地栽树，绿化村庄。

赵文书和丈夫共有 5个儿女，现
在重孙子、重孙女都有了。“老人爱吃
饺子，我们就经常给她包饺子。”儿
媳妇说，老人觉得带馅的饭，馅容
易掉到床上，怕给他们添麻烦，总
是不愿意让孩子们给包。可孩子们
知道，老人家一辈子不容易，养儿
育女，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照顾好
老人义不容辞。老人卧病在床期
间，孩子们买来了防褥疮垫，还变
着花样做她爱吃的饭。这让赵文书
老人非常高兴，总是夸自己的孩子
们：“个个都非常孝顺，能生活在这
样一个好时代，能有这样一个好家
庭，我很知足。”

““革命母亲革命母亲””赵文书赵文书：：

日夜为战士做军鞋日夜为战士做军鞋
本报记者 曹广欣 李佳芳 摄影 张玉平

人物简介：赵文书，肃宁县河北乡徐家庄村人，1928年出生，194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报讯 （记者齐斐斐） 6
月 4日上午，沧州日报社妇委
会特邀请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妇 一 科 主 任 张 士 表 来 到 报
社，为女职工们开展了一堂
实用、全面、精彩的健康讲
座。

张士表主任通过对照妇科
体检报告，逐项为大家解析了

每个年龄段妇科病症及预防治
疗的方法。对于日常女性如何
享健康生活，做品质女人，做
了深入讲解。

沧州日报社妇委会自成立
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有利
于女性工作生活及身心健康的
活动，让女职工们在快乐中工
作、在健康中生活。

采访札记
采访赵文书，我们还是有些顾虑的，老人毕竟

94岁高龄了，还摔伤了腿。可是，走进家门一看，
躺在床上的赵文书老人精神很好，愿意与我们交
谈，特别是说起抗日来，思路清晰。

生在战争年代的赵文书，把那个时代的故事，
把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印在了脑海里。她的亲身经历
能够讲出来，就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教育课。

生活在幸福时代的赵文书，把今天的故事，把
对共产党、社会及家庭的感情深深地印在了脑海
里。她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这种心态也给我们上
了一堂教育课。

赵文书享受天伦之乐赵文书享受天伦之乐。。

“ 大 刀 王 五 ”（1844
年-1900年），名子斌，字正
谊。本为汉族，后改回族，
沧州南门外人，人称“天下
第一侠”“京师大侠”。他是

“双刀将”李凤岗的徒弟，入
门拜师颇费了一番周折。因
为李凤岗为回族，六合门当
时有“隔教不传武”的规
矩。为了学武，王正谊“改
族入教”，后成为李凤岗的高
徒。

有关其名“大刀王五”
的由来，一说为师兄弟排
名，开始称“王小五”。成名
之后，由于其擅长大刀，遂
称“大刀王五”。还有一说，
即李凤岗有四个儿子，李凤
岗收王正谊为义子，所以称
为“王五”。

1878 年，“王五”在北
京前门半壁街创办了源顺镖
局。源顺镖局活动范围广
大，北及山海关，南到清江
浦。

“大刀王五”开设源顺
镖局，结识了礼部二品官
员谭继洵。谭继洵之子谭
嗣同因染白喉沉疴而身体
羸弱，于是跟随“王五”
习武健身，后来谭继洵离
京出任湖北巡抚，谭嗣同
随父南行。 1898 年，谭嗣
同奉召进京，立即到源顺
镖局拜会“王五”。此后，
谭 嗣 同 与 康 有 为 、 梁 启
超、林旭等人常在源顺镖
局密商变法要事，“王五”
则选派精壮武师负责谭嗣
同住宅护卫和衣食住行，
襄 助 谭 嗣 同 参 与 戊 戌 变
法。后维新事败，谭嗣同
赠 “ 凤 矩 宝 剑 ” 于 “ 王
五”后赴刑场。

“王五”邀集包括沈阳
长顺镖局镖头——“王五”
同行同乡且同为六合门人的
石金省等各方豪杰前往搭
救，但因迟到一步，谭嗣同
已英勇就义。“王五”冒着
生命危险，为谭嗣同涤血收
殓，又于居所密室设灵堂祭
奠七日，置盛棺，并亲自扶
柩南下浏阳，让谭嗣同入土
为安。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
国运动在北方兴起，慈禧借
义和团之力驱逐外国侵华势
力。“王五”率众积极参
加，与义和团众并肩作战，
攻打西什库法国教堂。后
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
禧出逃，清军反过手来帮助
洋人围剿义和团。1900年 9
月的一天，清兵将源顺镖局
团团围住。“王五”执刀迎
战，刀杀清军数十人，终因

寡 不 敌 众 被
捕。不久，他
被八国联军枪
杀于前门东河
沿，时年56岁。

曹广欣
周 娜 整理

二医院妇科专家二医院妇科专家为报社女职工为报社女职工讲讲健康健康

源顺镖局与源顺镖局与““大刀王五大刀王五””

建设武术文化名城
擦亮武术之乡名片

“咱们村机井没有铺设地下管道，村民浇地还在
用塑料袋水龙。我提议：这次不让群众拿一分钱，由
党员带头捐款，解决群众的浇地难题。”5月29日，在
献县河城街镇沈东城村的“两委”会议上讨论浇地的
事儿，村党支部书记沈红兵首先带头捐出5000元钱。

“为村民办实事，我支持。我捐 3000元钱！”预
备党员沈永鹤当场把钱放到了桌子上。“我捐 2000
元。”村民代表沈永广跟着响应……

没想到，这个村的“两委”会议变成了捐款动员
令。党支部委员沈永利、党员沈致远各拿出了 1000
元，在村里当过40多年党支部书记的老干部沈致平，
退休老干部、老党员沈振华各拿出了 500元……在

“两委”会上，党员和村干部当场就捐出了1.2万元。
捐款仍在继续。在散会后的当天下午，一些村里的

企业家和村民听说这件事后，纷纷表示愿为家乡贡献一
份力量。沈杰、沈跃朋、沈永辉、沈永兵各捐出了
2000元钱，沈伟、沈路路各捐出 1000元……一些村
民代表拿着钱直接送到了村委会。

“需要1.7万多元的工程，一天的时间收到了2.36
万元的捐款。”沈红兵说，看到还有后续的干部群众
积极捐款，他只好向大家解释，钱已经够了，不要再
捐款了。

说到为什么要提议大家捐款，沈红兵说，村里
1978年打的这眼机井，把 300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
一开始，人们用阳沟浇地。后来，人们把阳沟平了，
改用塑料袋水龙浇地。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铺设
地下管道，群众意见很大。可让所有村民集资，部分
群众确实有困难。为此，他才在“两委”会议上提出
了捐款的事。没想到，大家非常支持。

钱的问题解决了，村里马上购买了管道等材料，组织
工程人员施工作业。这几天，铺设管道的工程顺利进行。

“不让捐款了，俺就出工，无论如何也要为村里
出力。”正在干活的村民张素霞说。像张素霞一样，
一些村民主动出义务工。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6月
4日，工程基本完工。

“把管道铺到地头，浇地真是太方便了，再也不
用导塑料袋水龙了。”村民赵文花看着哗哗的机井水
流到了地里，心里乐开了花。

“村民浇地的难题解决了，剩余的钱用于修补村
里的公路，确保大伙儿捐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
上。”沈红兵表示。

“““两两两委委委”””会会会
变变变成捐款动员令成捐款动员令成捐款动员令
本报记者 曹广欣

沈红兵沈红兵（（左一左一））查看管道施工情况查看管道施工情况。。

村民义务出工铺设管道村民义务出工铺设管道。。

管道口就设在地头管道口就设在地头，，浇地方便了浇地方便了。。

王玉强带领孩子们参加全省定段赛王玉强带领孩子们参加全省定段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