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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马本斋一首长达560
字的叙事诗！这是迄今为止马本斋
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第一首诗！”昨
天，献县文史爱好者张纪岩惊喜地
告诉记者。

张 纪 岩 是 献 县 一 名 小 学 教
师，爱好文史，尤其致力于献县
明清、民国史的研究。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张纪岩打
算写一篇关于抗日英雄马本斋的
文章。在查阅资料时，他发现了
一本 1932年由国民党二十一师编
辑出版的《牟平战役纪念特刊》，
在其中意外看到了署名马守清
（马本斋） 的一首长达 560字的叙
事诗。

马本斋，原名马守清，回族，
中共党员，献县人。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的创建
人，抗日民族英雄。他率领回民支
队驰骋在冀中平原，英勇善战，威

名远扬。毛泽东称他领导的回民支
队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1944年 2月 7日，马本斋在山东莘
县病逝。马本斋逝世后，延安各界
300 多人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题写了挽联。
2009年，马本斋被评选为“100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

“看到这首诗，我非常激动。
目前，网上流传一首诗：风云多变
山河愁，雁叫霜天又一秋。男儿空
有凌云志，不尽苍江付东流。有人
说这是马本斋的诗，但不知是人们
的臆造还是确有其事，没有史料证
明，也没人说得清。看到这首诗的
那一刻，我激动得差点儿跳了起
来！”

为了进一步了解马本斋写作这
首诗的历史背景，张纪岩把《牟平
战役纪念特刊》仔细读了一遍。

“1923年 12月，马本斋由部队
推荐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马本斋归队，开始了长达 8 年的
山东转战经历。他先跟随张宗
昌，后加入刘珍年的部队，由排
长升到了团长。1928年，国民革
命军第二次北伐，刘珍年的军队
被北伐军收编。为争夺山东胶东
地盘， 1929 年，刘珍年与张宗
昌、褚玉璞爆发了牟平之战，最
终刘珍年战胜。马本斋参加了牟
平的战斗，战后离开部队，担任
烟荣汽车路局局长。1932 年，牟
平之战胜利 3 周年之际，刘珍年
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马本斋
以烟荣汽车路局局长的身份，写
了这首长诗作为庆祝，收录在
《牟平战役纪念特刊》里。”张纪
岩说，在这首长诗里，马本斋叙
述了牟平之战的经过，最后的

“此日重逢纪念辰，又当国难腾嚣
尘。长歌抚髀代击节，不尽区区报
国心”，表达了“九一八事变”
后，马本斋于国难当头之际，不能
报国的愤懑之情。这一年，刘珍年
被韩复榘排挤出胶东，马本斋也辞
官还乡。

附诗（节选）

闻说援兵已动员，久之消息转
茫然。北军同是一丘貉，待救何如
自着鞭。

三十余日围城里，将士同仇甘
效死。敌气日竭我日盈，请缨投袂
纷然起。

决胜从来在运筹，锦囊早貯破
敌谋。潜师暗袭诚奇计，不数田单
万火牛。

三千壮士夜衔枚，虎兕群挟柙
出威。撼树蚍蜉僵未觉，盘空鹰鶽

暗纾迴。
礅声起处枪声乱，乌合惊飞鸟

兽散。忽讶将军天上来，曳兵弃甲
争逃窜。

前军已捷后军随，风鹤声中自
解围。破竹势成难住手，风驰电扫
乱云飞。

长驱逐北下烟台，两日妖气一
霎开。白叟黄童齐额手，箪壶重迓
义军来。

首逆仓皇遁龙口，福山余孽旋
授首。胶东重见天日徽，完成北伐
功不朽。

我亦当时马前卒，追随鞭弥同
角逐。从知名将自有真，出奇别有
胜人处。

此日重逢纪念辰，又当国难腾
嚣尘。长歌抚髀代击节，不尽区区
报国心。

山东省政府建设厅烟荣汽车路
局局长马守清祝

献献县文史爱好者发现马本斋叙事县文史爱好者发现马本斋叙事诗诗
这是迄今为止马本斋有确切记载的第一首诗这是迄今为止马本斋有确切记载的第一首诗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日前，老建筑师马振江将自己绘制
的清末沧州城长卷在文化大厦进行展
示，长卷刚一亮相，就惊艳了世人。

长卷由 6幅作品组成，每幅长 12.5
米，高 0.8米，总高 4.8米，既各自独
立，连在一起，又是沧州古城全貌图。
通过笔墨，马振江艺术地再现了清末民
初沧州城的旧日风情。

75岁的马振江是地地道道的老沧
州人，现居新华区铁西小区。他们家世
代居住沧州城，从小听老人们讲述家乡
风土人情，他对沧州的老故事、老掌故
了如指掌。有人说：“知道老沧州故事
的人越来越少，您那么熟悉，不记录下
来，太可惜了。”这句话触动了马振
江。他想，自己文化水平有限，用文字
记录比较困难，何不用画笔描绘这一
切？马振江从小喜欢画画，花鸟、人
物、山水等，都画过。后来干建筑，从
小工一路干到建筑师，绘制图纸是基本
功。退休后时间充裕了，他把精力投入
到绘制沧州画卷上。

把 6幅作品从上到下按顺序排好，
正是一幅沧州古城图。大运河从城西穿
过，从北向南可以看到水月寺、码头、
府衙、鼓楼、渤海书院、城隍庙、文
庙、石牌坊等地标性建筑。每一处建
筑，都展现得细致入微，大到建筑全
貌，小到墙上文字，都刻画得非常到
位。除了地标性建筑外，画中还描绘了
众多的胡同、民居和人物。街巷上，除
了建筑，画作上活灵活现的人物格外引
人关注。卖古玩的、开药铺的、倒两筲
的（卖水的）、练武术的、耍杂技的、
做小买卖的、吹糖人的、吵架斗嘴的、
抬轿拉车的……世俗风情，应有尽有。
每一个人物的着装、配饰和表情，都和
身份相配，每组人物展现的都是不一样
的故事。马振江说，这些故事，大多是
从老辈儿那听来的，也有儿时的经历，
他巧妙地移花接木，把它们都画进了画
卷中。这些胡同、民居，都以写实为
主，从上面看，如鸟瞰图一般，可以看
到古城沧州的全貌。

“这座高大的府第是刘凤舞的宅
子，门前有牌坊。刘凤舞是清末沧州一
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经商、办学、做公
益、战火中守护沧州城。这是一户普通
人家，小弟弟爬树爬到树顶，吓坏了，
不敢动了。哥哥登梯子上房去接他。这
有个八抬大轿，里面坐的是官员，他要
去那边解决纠纷。这里，正有人大打出
手。他们还不知道，官员正往这赶呢。
这处民居的主人有3个女儿，一天他设
宴款待3个女婿，席间让女婿们以桌上
菜肴入诗，写出诗的可用餐，写不出来
的，不让吃饭，结果闹了个大笑话。这
是清真南寺。那时候南寺三面都是水
塘。早晨霞光万丈，南寺倒影在水中，
景色十分迷人。夏天，沧州有‘头伏饺
子二伏面’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过
去沧州坑多，头伏天，教育孩子不要下
坑洗澡，这是‘教子’，就成了头伏饺
子；二伏天，要和孩子常见面，就成了
二伏面……”在马振江的介绍下，透过
岁月浮沉，这幅画立时活色生香起来，
100多年前的沧州风情尽在眼前。

马振江介绍，画卷基本按真实创
作。创作前，他先构思画卷内容，让他
们上下关联且合情合理。他的笔下，一
组人物和另一组人物之间的故事还有关
联。马振江熟稔各种对联、笑话、习
俗，讲解时，马振江还会根据画卷内
容，穿插各种故事。经他讲解，画卷更
加富有情趣。

建筑师建筑师绘制绘制
沧州古城长卷沧州古城长卷
笔墨间满是狮笔墨间满是狮城风情城风情
杨金丽 陈立新 摄影报道

今年 90 岁高龄的宋长
金，是青县木门店镇前仔仪
村的老党员。国庆节的日子
里，老人回忆起参加开国大
典礼花制作的事情，依然豪
情万丈：“那是我今生最骄傲
的事情！”

走进老人家中，宋长金
拿出“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庄重地佩戴在胸前。别
看老人已经90岁高龄，却身
体硬朗，耳不聋、眼不花，
精神矍铄，还能下地干活
儿。“我是 1955年入党的老
党员，一生最难忘的事，就
是在 1949年为开国大典制作
礼花！”老人说，只要想起
10月 1日那天晚上，天安门
广场上绚丽夺目的礼花，他
心里就无比激动和自豪。

宋长金是土生土长的青
县人，17岁时，跟村里一个
姓杨的同伴儿一块去北京讨
生活。1948年秋，他听说北
京礼花厂招工人，就进厂当
了一名学徒工，跟着师傅赵
品山学礼花配药。配药是制
作烟花非常关键的一步，技
术要求非常高。宋长金主要
学习的是摔药、制作药饼、
药球。开始，师傅对礼花的
配方讳莫如深，不向任何徒
弟泄露。后来看他勤学好
问，为人诚实，逐渐喜欢上
了这个农家少年。后来，师
傅把礼花配方全部教给了

他，让他放手去干。
“为新中国开国大典制作

礼花，是从 1949年 4月底开
始的。”宋长金对此记忆犹
新。他说，接到这一任务，
北京礼花厂非常重视，把配
药的任务交给了他。

“当时我只有 18岁，这
让我既惊喜又激动，还有点
儿紧张。”为了保证质量，厂
里决定，由过去按配方直接
配置，变为细分三道工序，
试配、实验、制配，每一道
工序都要求很严。宋长金和
工友们一共生产了彩龙、礼
花弹、大地花等 40 多种礼
花，共一万多个。这些礼
花，有的可以在50米的高空
中绽放，有的高达 100 米，
最高的可以达到300至500米
的高度。

1949年 9月 30日晚，制
作好的礼花运到北京天安门
广场。作为礼花厂 3名代表
之一，宋长金跟随运送礼花
的车辆来到天安门前。第二
天就是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
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礼
花腾空怒放在天安门上空，
宋长金心情异常激动：“能亲
自见证开国大典这一令中国
人民兴奋不已的时刻，我真
的是太骄傲了！”

1950年春，宋长金离开
北京回到家乡青县务农，曾
担任过生产队长。前仔仪村
过去制作烟花的技术是从湖
南浏阳传来的。他回乡后，
更新了烟花的制作工艺和技
术。

如今，老人身体健康，
生活富足，儿孙孝顺。国庆
当天，他骄傲地和孩子们讲
起72年前为开国大典制作礼
花、并亲历开国大典的一幕
幕，激动得几次红了眼圈。

青县九旬老党员深情回忆参与青县九旬老党员深情回忆参与
开国大典礼开国大典礼花制作的过程花制作的过程

““那那是我今生是我今生
最骄最骄傲的事情傲的事情！”！”
杨金丽 杨海利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杨金丽） 9 月 29 日上
午，李女士坐出租时不慎丢失手包。
一个多小时后，在她还毫无察觉时，
出租车司机将包送还，并婉拒了李女
士的酬谢。李女士深受感动，希望能
找到这位拾金不昧的好司机。

李女士今年 69岁，9月 29日 10
时许，她和好友孙女士一起从青县博
雅小区坐出租车到佳美服装店购物。
两个人购物大约 1个小时后，一名年
轻的小伙子赶了过来，问他们：“大
姨，你们刚才坐出租车是不是丢车上
东西了？”李女士和孙女士看了看身
边的背包，都说：“没有呀！”小伙子

又问：“谁叫李某某？”李女士说：
“这是我的名字呀！你怎么知道我的
名字？”小伙子拿出一个手包来，
说：“大姨，你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
你的包？”李女士一看，正是自己的手
包！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身份证、医
保卡、银行卡、医院的化验单、现金
等，一样都不少。她想起，刚才下车
前，她和好友抢着付车费，手包可能
就是那时拿出来丢在车上的。

“手包里的东西都很重要，要是
丢了，那可是大麻烦。”李女士非常
感激，拿出钱来表示感谢，小伙子一
见，连连摇手说：“东西送给您，我

就踏实了，不用谢，不用谢。”说
着，急忙跑了出去。

李女士和孙女士也追了出来。小
伙子说：“发现您的手包落在车上
后，我担心您着急，又担心您离开商
店，找不到您，没顾上载客，直接开
车过来给您送包。这都是我应该做
的，真的不用谢。”说完，小伙子就
启动车辆，离开了。

孙女士连忙提醒李女士：“赶快
拍下车牌！”李女士连忙用手机拍下了
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车牌：冀 J9B7S5。
昨天，她找到记者，希望借助媒体，
找到这位拾金不昧的好司机。

本报讯（杨金丽）在第 18届中国吴桥国
际杂技艺术节闭幕式上，大型光影情景杂技
剧《大运河记忆》华美亮相，惊艳世界。

开篇，在老者的追诉回忆中，波光潋滟的
大运河中，一位红衣女子荡舟而来，三维立体
的舞台空间充满诗情画意。沧州码头、船帆纤
夫，一只飞舞的风筝为媒，情牵江湖女儿与纤
夫哥哥。大运河边月圆之夜，莲花与芦苇的絮
语下，两个年轻人再次邂逅，深深地坠入爱
河。一壶沧酒，侠义千秋。大鼓说书人讲述起
清末民初沧州运河岸边的风情画卷：打把式卖
艺的、开镖局的、跑船运的、码头纤夫，形形
色色的运河人物、运河故事，在多维空间的杂
技舞台上渐次呈现。时光如梭，进入新时代，
同样的运河，同样的城市，焕发出崭新的风
采。在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沧州！沧州！》
歌声中，演员们依次谢幕，同时也向世界展示
了古老斑驳的沧州、时尚现代的沧州，多姿多
彩的沧州、民乐客欢的沧州。

整台杂技剧奇美精绝，多媒体技术、多元
艺术的巧妙结合，让人目不暇接，惊叹连连。
这台杂技剧融入了历届杂技节多个获奖节目，
本届杂技节银狮奖节目《兰陵战歌—中幡》，
也在剧中有精彩的呈现。

“为了这台节目，我们千锤百炼，才有了
最后演出的成功！”沧州杂技团团长高卫星说。

寻找拾金不昧好寻找拾金不昧好““的哥的哥””

《《大运河记忆大运河记忆》》奇美惊艳奇美惊艳
侠义沧州形侠义沧州形象引世界瞩目象引世界瞩目

本届杂技节银狮奖节目本届杂技节银狮奖节目《《兰陵战歌—中幡兰陵战歌—中幡》》在剧中有精彩呈现在剧中有精彩呈现

宋长金老人已90高龄

老人保存的制作礼
花的工具

《《大运河记忆大运河记忆》》富有诗意富有诗意

马振江展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