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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河间，整个
沧州的支前活动，都
轰轰烈烈、荡气回
肠。

《中国共产党沧
州历史》一书中，这
样记载沧州的支前活
动：“在支援前线的
热潮中，沧州支前民
兵和担架队、大车运
输队，随解放大军战
酷暑、斗严寒，转战
各地，修路搭桥，抢
救伤员，转运物资，
参加了察绥、平汉、
太原、大别山、青
沧、鲁南、淮海、平
津、渡江等多次重大
战役。后方广大群众
积极交公粮、做军鞋
支援前线……”

据市委党史研究
室工作人员介绍，在
冀中区，任丘辛中驿
村 100多名妇女奋战
一天一夜，为部队缝
制了 150 多套冬装；
青沧战役胜利后，几
十万农民连续几个月
开挖冀中运河，运送
支前物资，使其成为
冀中人民支援平津战

役的交通大动脉；建国县担架队跟随
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十一旅转战
两年多，跋涉4个省、47个县，翻越
34座高山，渡过 31条大河，参加 23
次战役，历经艰辛……担架队民工张
信成、张建成自告奋勇，每人抱起
40 公斤的炸药箱，冒着枪林弹雨，
炸开西城门，为解放蔚县立下大功。
在满城攻坚战中，担架队被敌人包
围，突围时被敌冲散，民工们自动寻
找队伍，经过3天，又集合起来，除
牺牲的两名民工外，没有一人掉队。

在渤海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谣：“吱咯吱，碾子响，家家户户碾米
忙。为了支前打胜仗，人人出力理应
当。”民兵们上前线、炸碉堡、破城
垣、毁桥梁，配合解放军开展战斗，
妇女们在后方制作被服鞋袜，进行农
业生产和拥军工作，毫不示弱。由振
华县和吴桥县组成的“振吴民工团”，
随军转战鲁、苏、豫、皖各省，行程
5000多公里。转运伤员时，他们怕伤
员挨冻，就脱下自己的棉袄盖在伤员
身上，自己只穿单衣。济南战役后，
部队奖给民工每人两包饼干，他们舍
不得吃，带到淮海战场上，给伤员当
了途中给养。很多支前队运送完军粮
后，又从火线上抢救伤员、转运伤
员，涌现了大量的功臣、模范。被誉
为“万里长征担架队”的南皮县担架
团，随部队一路南下，人不解甲，马
不卸鞍，随军渡过长江，打进南京。

陈毅元帅曾说：“我们在山东战场
上接连打胜仗的第一功，应记到支前民
工的账上……在特定意义上说，我们的
胜利是用小车推出来的，再加把劲往前
推，就推出一个新中国来……”

电视剧再现了当年支前队在解放战
争中跟随大部队历经艰辛、勇于奉献的
场景。当时解放区群众亲切地称沧州支
前大军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袅娜多姿的旗袍女子、勤
劳朴素的采莲姑娘、正襟端坐
的大家闺秀……11 月 28 日，
由沧州市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
委员会主办的“优游恬淡·万
物一府”刘志甜、张府成陶艺
展在禾家陶社开展。这是沧州
陶艺家和画家联合创作的首届
陶艺展，以“悠悠古运畔 苒
苒问闲情”为主题，200余件
茶器、花器及绘画等作品再现
了百年前的运河风情。

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全长
215公里，是大运河流经城市
中里程最长的部分。曾经沧州
人的生活，有着深深的运河烙
印，此次展览再次唤醒人们对
运河的记忆。

沿着新华路东行至新华
桥，走进大运河西岸的一处老
房子，浓浓的文艺气息扑面而
来——柔黄的灯光下，一个个
身着旗袍、长衫的女子与青花
瓷完美融合，或温雅恬静，或
俏皮活泼，或含情脉脉，或顾
盼生辉，让人一瞬间有种穿越
时空的错觉；又若张爱玲笔下
独具韵味的女子，从小说中走
到了瓷器上。

作品的主人刘志甜给她们
起了一个别样的名字——运河
姑娘。

“在人们眼中，现代的沧
州姑娘朴实、憨厚又时尚，但
我想，百年前生长在运河边的
沧州姑娘，应该是秀气、勤劳
又有韵味的。”刘志甜说。

大运河，流淌进沧州人血
脉的母亲河。每一个土生土长
的沧州人都有一段关于她的记
忆，刘志甜也不例外。40岁
的她，从小听着母亲讲述的运
河故事长大，老城、街巷、故
人、船只……抹不去的沧州记
忆化作她笔下一幅幅生动的美
术作品。

今年年初，刘志甜与青年
陶艺家张府成相遇，一个从小
学画，如今已是专业的美术老
师，一个是多年执着于陶艺的
青年艺术家，关于梦想，关于
运河，两个年轻人不断擦出艺
术的火花。二人决定将绘画与
青花瓷相结合，主题就定义为
运河姑娘，而且要把作品展览
给沧州的百姓看。

“论文化底蕴，沧州很深
厚，运河、武术、杂技等，每
一样都值得去深入挖掘。”张
府成说。

传承传统工艺，弘扬运
河文化，是他多年来的追
求。他在景德镇学习制瓷工
艺，从找泥到烧瓷，72道工
序，张府成学了 3 年，如今
已是一名高级陶艺师。成立
清风市集、集合各类手工艺
者、办艺术展……多年来，
张府成一直把目光聚焦在沧州
的本土文化上。这一次，也不
例外。

“绘画与陶瓷的结合，加
入了很多沧州的本土文化、运

河元素，突破了传统青花瓷的
纹样。”张府成坦言，这是一
次探索与冒险，但展出效果却
很惊艳。

没有刻意地宣传和邀请，
许多文化爱好者“不请自
来”，连日来的陶艺展，观者
络绎不绝。爱好摄影的人们，
把每件作品都用镜头记录下
来；喜欢美术的学生，把展览
直接变成了写生现场；向往运
河的老人，在这里仿佛看到了
百年前运河的模样……这一
切，让刘志甜和张府成惊喜又
意外。

而为了准备这次展览，二
人也付出了很多。

刘志甜说，展出的每件瓷
器作品都闪烁着浓郁的民国风
情，绰约多姿的旗袍美女、古
朴简约的中式摆件，每一件都
要真实还原历史。为此，她买
来几十本史书资料，不断地学
习。每一个生动的运河姑娘形
象，都饱含了她对大运河的思
索和对艺术的追求。

“我想，运河姑娘是沧州
人的代表，她不仅是柔美、
优雅的，骨子里还是勤劳、
坚韧、独立的，所以设计的
形象中既有大家闺秀，也有
打草、晒白菜的劳动妇女，
怀抱莲蓬的姑娘，以及树下
悠闲吃糖葫芦的女孩。”刘志
甜说。

而对于张府成来说，这次
烧制的青花瓷也与以往不同。

受限于气候因素，青花瓷
的烧制本来在华北地区就很少
见，再与绘画相结合，难度不
言而喻，但张府成却要不断地
挑战和尝试。

“运河姑娘这一系列的部
分作品，烧制中要经过两次上
釉，130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
从釉料到温度，一个细节不
成，便全部失败。”张府成说。

在刘志甜与张府成看来，
展出的每一件作品都有自己的
故事。驻足瓷器前，犹如读一
本小说，在变幻的线条下，去
感受釉彩与窑火的蜕变，领略
每一位运河姑娘的万种风情。

河水潺潺，时光渐渐，运
河记忆就这样在这个小小的陶
社中不断升腾、延伸着。

运河运河岸边岸边
200200余件陶艺再现运河风情余件陶艺再现运河风情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摄影 魏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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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警卫员原是河间人毛主席警卫员原是河间人
本报记者 杨金丽 照片由王少华翻拍

正在央视一频道热映的革命历史剧《香山叶正红》，11月30日晚播出的剧集中，多次出现河间元
素：河间府模范支前队，一口乡音满身豪爽的河间大妈，加上此前多次出现的毛主席警卫员柳二勇，让
全国观众一下子记住了河间。

毛主席警卫员柳二勇的原型是谁？他是河间人吗？当年河间的支前活动开展得怎么样？真如电视剧
所演，一直推着小车支前到长江边吗？记者采访了沧州、河间、大城红色文化学者，还原了电视剧背后
的历史真相。

11月30日晚，我市著名摄影师王少华发
来信息：“快看电视剧《香山叶正红》！里面
很多河间元素！最令人激动的是，毛主席与
他的警卫员柳二勇的画面，电视上说柳二勇
是河间人。另外还大篇幅地演绎河北河间府
模范支前队的故事，队长则是柳二勇的母
亲，一口乡音，听起来特别亲切！”

不仅王少华，很多观众边看电视剧边抑
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有的干脆在群里讨论起
新中国成立前沧州一带群众的支前故事来。

实际上，发生在河间乃至沧州的英雄故
事、支前故事，比剧中所演，还要荡气回
肠、可歌可泣。

作为毛主席的警卫员，柳二勇在《香山
叶正红》第一集就出现了，且戏份不少。此
后，几乎每一集都有他的戏。作为剧中一条
重要的辅线，柳二勇不仅衬托着伟人的形
象，他的形象也很饱满，其忠诚、机智、勇
敢的性格，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直到第 11集，我们才知道，柳
二勇是河间人。

剧中，柳二勇正在写信时，毛主席走过
来问：“你们河间有没有支前队？”

柳二勇答：“有呀！我们河间府的支前
队可有名气了，我娘就是支前队队长，她还
是支前模范呢！”

毛主席笑着说：“你娘是个老革命呀！”
柳二勇说：“听我娘说，我还在她肚子

里时，她就闹革命了！”
毛主席说：“那你也是老革命啦！”
此后，是毛主席帮柳二勇改正信中错字

的情节。
柳二勇是剧中的角色，他的生活原型是

谁？真的是河间人吗？
通过查找资料发现，柳二勇的原型应是

孙勇。1947年5月1日，党中央委派孙勇担任
毛主席的警卫员。他著有《在毛主席身边二十
年》一书。作者简介称：孙勇，1926年生于河
北省大城县（原河间县）贫苦农民家庭。1945
年10月入党。1947年5月被选调到毛主席身
边工作，先后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副卫士长
等职长达20年。1991年晋升中将军衔。

孙勇的故事，鲜为沧州人所知，就连河间
文史学者，也不清楚。为此，记者联系上廊坊
市大城县文史学者杨馨远。听完记者的介绍

后，他说：“按时间和籍贯来看，柳二勇的原型就是孙勇将军。”
在杨馨远的帮助下，记者看到了孙勇家乡北良村的历史

沿革。这个村在明永乐二年立村，清乾隆年间属河间县文香
地方。1928年属河间县八区。1940年8月属任河县抗日民主
政府一区。1949年9月划归大城县。在该村知名人物中，位
于首位的，就是孙勇。

杨馨远说：“孙勇是1938年参加贺龙部队的，那时候北
良村还属河间县，所以他以河间人自居。”

杨馨远介绍，孙勇有一身好武艺。上世纪 80年代，大
城县一位领导曾进京看望老人家，聊到身体状况时，老人半
开玩笑地说：“我打你这样的，七八个也没问题。”

老人忠勇仁义，无论是在毛主席身边，还是后来在邓小
平同志身边，都深受信任。毛主席曾将自己穿过的3件国庆
节才穿的军衣分送给贴身的卫士，其中就有孙勇。后来，他
将此衣服捐给军事博物馆作为永久纪念。

1964年，孙勇负责邓小平同志的警卫工作，因不昧良
心说话，“文革”中遭到迫害。

1978年，他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主管邓小平同志的安全警卫工作，著有《在小平同志身边二
十年》一书。

在第 11集末尾部分，一位名叫赵玉
甜的大妈，带着河北河间府支前队登
场，并在第12集大放光彩。

按照剧中人物关系，赵玉甜是柳二
勇的母亲，她豪爽、勇敢，一口河间乡
音，带领支前队的同志们，把各种支前
物资从家乡一路运送到长江前线。听说
部队需要船工，她立即动员支前队员们
报名当船工：“咱们河间府支前队一直是
模范支前队，这么多年来跟着部队走了
不少地方。部队缺粮咱运粮，部队缺子
弹咱运子弹，现在部队缺船工，咱们可
以当船工啊！愿意留下来渡江的，表个
态！可有一样，这次渡江是打仗，子弹
可不长眼睛，有可能丢了性命。大家可
想明白了！”

看到大家纷纷报名后，她说：“好！
不愧是咱河间府的汉子！”带着大家去找
团长。

团长摆明利害，不同意他们当船
工。赵玉甜说：“娘嘞，咋不是俺们的任
务了？俺们送粮食推小车是支前，划船
过江咋就不是支前了？俺们是河北河间
府的模范支前队，对吧？这一路上俺们
送粮食，那天上飞机投炸弹，咱们眨过
眼吗？皱过眉吗？俺是军属，军属帮军
人，那不应该的？！”

赵玉甜的形象生动鲜活，既朴实，
又有担当，身为支前队队长，有一种大
脚走四方、满身英雄气的革命女杰气
概。在众多人物形象中，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一部具有史诗风格的红色题材
电视剧，《香山叶正红》讲述的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毛
主席带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入驻香山“进京赶考”，解放
全中国，筹建新中国，搭建起新中国四梁八柱的故事。
剧中第 12集密集地出现河间元素，令沧州观众大为惊
喜。其中，赵玉甜与团长对话中，有句台词：“不是河北
的河间府，哪里还有第二个河间府？”简直成了河间最好
的宣传词。

实际上，作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地区之一，河
间有着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著名的齐会歼灭战就发生
在这里，白求恩手术室也曾设在这里。作为革命老区、
老解放区，这里的老百姓思想觉悟高，在解放战争中，
支前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河间红色文化研究者孙正开，为记者介绍了当时河
间的支前情况。他说，为了支援新的解放区政权建设，
河间抽调出200多名地方干部奔赴各解放区。为了解放全
中国，河间青壮年踊跃参军。行别营镇大汉村当时只有
二三百口人，却父子、兄弟齐上阵，一下子就有 20多人
参军。河间民兵成立的担架队跟随大部队作战，最远到
过海南。支前队不仅运粮草、提供物资支持，还在前线
挖战壕、破桥梁，部队需要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多年前，河间红色文化
研究者孙正开曾采访过吕正
操、孙毅两位将军。回忆起
河间支前队，两位老将军感
动得一次次热泪盈眶。吕正
操说：“我要向冀中的妇女
们表示感谢。她们赶着马车
运物资，婆媳、妯娌、姑嫂
齐上阵，太辛苦了！谁见过
女人赶大车的？没有！可男
人都上前线了，女人支前赶
大车，我在冀中见过！”

电视剧中，赵玉甜讲述
了人们支前运送物资的详
细情况。现实情况是，老
百姓不仅捐粮食、米面、
草 料 、 军 装 、 军 鞋 等 物
资，就连棺材，都是后方支
援。米各庄镇北留路东村有
位黄大爷，就将自己的棺
材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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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
轰
烈
烈
的
史
歌

““运河姑娘运河姑娘””走上陶瓷走上陶瓷

电
视
剧
中
，支
前
队
长
赵
玉
甜
台
词
中
满
是
河
间
元
素
。

《《香山叶正红香山叶正红》》中中，，毛主席指导柳二勇改正信中错字毛主席指导柳二勇改正信中错字。。

为了这次展览为了这次展览，，陶艺家与画家多次深入探讨陶艺家与画家多次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