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沧州大
运河文化研究会正
在筹备一项工作，
将研究多年的青县
平虏渠遗址，通过
各种史料、佐证，
定位其为中国北方
最早开凿的运河，
并计划在年内召开
研讨会，向国内外
发声，推出“南邗
沟，北平虏”的重
大学术观点，叫响

“平虏渠”这一中
国大运河北方历史
坐标。

成 立 于 2017
年的沧州大运河文
化研究会（以下简
称研究会），目前
有 100余名热爱运
河文化的会员，他
们长年行走运河，
挖掘运河文化，探
讨学术观点，为沧
州运河文化的发展
呼吁奔忙。几年
来，他们拍摄历史
文献纪录片，撰写
编辑出版运河文化
书籍，探讨研究最
新学术观点，推出
微信公众号……会
员也从几十人发展
至百余人，很多人
从喜欢到痴迷，因
为他们，沧州运河
文化更显辉煌灿
烂。

漫步南运河
口述变成文学

热爱运河、有深厚的文字
功底，这样的特质，在沧州
大运河文化研究会成员中并
不鲜见，官方微信公众号推
出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有关
于运河的十几篇佳作诞生。

何不将走访运河的文字编
辑成口述文学作品？研究会
会长刘宝锁一说出自己的想
法，当即得到众人支持。

团队开始了创作前的走
访。他们由南至北漫步南运
河，耗时一年，行程 215 公
里 ， 走 访 7 个 县 （市 、 区）
200 多个村子的几百位村民。
这些村民多为名村名镇、生
长在运河岸边的年长者，熟
知很多有关运河的民间传说
和故事。

2020 年 10 月的一天，研
究会一行 4人驱车来到吴桥县
宋门乡第六屯，这里是京杭
大运河从南到北流入沧州境
内的第一站，也是 《漫步南
运河》行程的第一站。

在这个村子，有一句流传
了 100 多年的谚语：“只有闲
死的，没有累死的。”老人们
以此激励晚辈努力上进，同
时也成为该区域褒奖勤奋、
贬 斥 懒 惰 的 口 头 禅 。 走 访
中，一位 97 岁的老人讲述了
谚语的来历，并讲述了祖辈
的故事。

团队成员赵金刚是吴桥
人 ， 他 不 仅 关 注 家 乡 的 运
河，对其他县 （市、区） 的
运 河 ， 同 样 倾 注 了 大 量 心
血。赵金刚深入挖掘运河岸
边古军屯的传说和故事，写
出口述文学 《运河岸边古军
屯》。赵金刚喜欢文学，他的
多篇作品在报纸刊发，加入
研究会后，开始痴迷运河文
化，多次行走运河，创作了
《那年那月冯家口儿》 等作
品。

大运河日夜不息流经沧
州，经过王希鲁村后，神奇地
画了一个大大的圈，也就是今
天的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
假如你在空中俯视，其形状恰
似一个宝瓶。大赵庄村民在

“宝瓶口”里种上了苹果、桃
子等水果和蔬菜，因土壤肥
沃，加之运河水的灌溉，这里
的水果蔬菜以及农作物年年都
有好收成。人们常说大赵庄村
人吃饭全靠这张“嘴”，其实
这张“嘴”就是“宝瓶口”的
入口处。刘宝锁在多次走访村
民后，写出了《三湾恰似宝瓶
口》，并收录到 《漫步南运
河》中。

《漫步南运河》 以口述历
史形式，记录了大运河 （沧
州段） 流域那些鲜为人知的
历史文化遗存及脍炙人口的
民间传说。“希望这本书能为
后人留下大运河文化遗产精
彩的符号。”刘宝锁说，目前
《漫步南运河》 已交付出版
社，预计今年 5月出版发行。

传统民俗传统民俗

情暖人心情暖人心
□ 北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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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志愿者团队图书馆志愿者团队

雷锋服务雷锋服务

永不永不褪色褪色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最近，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了 2021年文化和旅游领域学雷
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名单，沧
州市图书馆志愿者团队被评为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成为河
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志愿者团
队。

“阿姨，您好，您坐在这儿
等车吧。趁着车还没来，您可
以了解一下咱们沧州市图书馆
推出的扫码看书活动。”年关临
近，市区新华路公交站牌处，
几位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冒
着寒风，和路过市民分享扫码
阅读的便利。

这几名“红马甲”是沧州
市图书馆志愿者。走上街头为
市民推荐扫码看书，已成为他
们不定期的服务内容。细心的
市民会看到，在沧州市区 18个
繁华路段公交车站“遇书房·阅
读微空间”，时不时就能看到类
似的场景。

馆员张悦便是其中一位。
自 2016年加入图书馆志愿者服
务团队后，她先后多次与同事
走上街头、走进社区，推广扫
码读书，宣传图书馆活动，让
更多市民走进图书馆，开启新
的阅读模式。一次在御河路公
交站牌处做志愿服务，一位外
地人对扫码读书的方式感到新
奇，连连称赞沧州的做法好。
随即扫码分享朋友圈，并表示
回去要和家人一起阅读扫到的
电子书。“能让更多人爱上阅
读 ， 我 们 的 服 务 就 很 有 价
值！”张悦说，做志愿者服
务，最欣慰的事就是有人认
同，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在沧州市图书馆，像张悦
这样的志愿者有 150人。他们
参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志
愿服务活动达千余场次，累计
服务时长达 2400个小时，服务
约计 20万人次。2021年初，被
省委宣传部命名为“学雷锋活
动模范岗”。

沧州市图书馆于 2013年成

立学雷锋志愿站，并持续开展
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走进图
书馆，你会发现，馆内志愿服
务站、服务岗非常醒目，轮
椅、医药箱、老花镜、爱心
伞、针线包等便民服务器材设
备也是一应俱全。如果赶上活
动日，不妨坐下来听一听健康
保健、消防安全、心理疏导等
知识普及讲座，定会受益匪
浅。不管你有什么需求，都可
以直接向馆员寻求帮助，他们
会竭尽全力提供服务。

沧州市图书馆秉承“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者精神，还让志愿服务

“走出去”，组织志愿者到老
年公寓、特教学校，开展送
书上门、公益讲座及京剧表
演、诗歌诵读等文化活动。
流动服务车开进工地、城中
村学校，免费为农民工提供
借阅服务，丰富了农民工的
业余文化生活，成为建筑工
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不定期走上街头，在公交
车站“遇书房·阅读微空间”
指导群众开展数字阅读。同
时，志愿者团队还积极投身
沧州市文明城市创建中，他
们深入包联社区，清除乱堆
放垃圾及小广告，入户开展
政策、科普知识宣传，积极
参与文明城市创建交通执勤
志愿行动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图书
馆还派出 100余名志愿者下沉
社区一线，圆满完成疫情防控
任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
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代的雷锋
故事。

腊八节，市区一家包子店
在门口贴出通知，在此就餐的
农民工可以免费喝腊八粥。当
热乎乎的包子端上餐桌，再配
上一碗浓香扑鼻热气腾腾的
粥，三九天的严寒和在外打工
的艰辛被抛之脑后，人们心里
说不出的温暖。

这一天，一些企业和单位
食堂，也将平常的大小米粥或
汤改成了腊八粥、以满足职工
腊八节的需求。而众多普通市
民也在家里熬腊八粥、腌腊八
蒜，感受传统节日的仪式感。

一碗腊八粥过后，年味渐
渐变得浓郁起来，整个年俗随
之拉开帷幕，春节的脚步也越
来越近了。耳畔回响起儿时的
顺口溜：“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
天，沥沥拉拉二十三。”从腊
月二十三的祭灶神到二十四的
扫尘，再到除夕守岁贴春联、
初一拜年……每一个年俗都渗
透着古老的传说和中华民族的
智慧。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腊八
粥”随时都可以吃上，鸡鸭鱼
肉不再奢侈，扫尘更是信手拈
来。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忘不
了传统的习俗，克服一切困难
在这一天完成一种仪式。

在这种仪式感中，很多人
找到了童年的回忆，孩子们体
会到传统节日的趣味。阖家团
圆、走亲访友的民俗，更是加
深了亲朋好友之间的情感交
流。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
温情也在点滴的细节中体现。

有人说：“民俗是民间的
一种信仰，只要这个民族还
在，民俗就不会消失。”静下
心来想想：除却高楼林立、车
水马龙，我们还需要有一片宁
静的地方给心灵以栖居。

放慢匆匆的脚步，去体
会传统民俗的乐趣，留住年
味，记住乡愁，让我们一起
守护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
家园！

挖掘挖掘挖掘、、、研究研究研究、、、奔走奔走奔走，，，在沧州在沧州在沧州，，，他们极力推广运河文化他们极力推广运河文化他们极力推广运河文化———

春风十里春风十里春风十里 不如与运河相遇不如与运河相遇不如与运河相遇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飞跃南运河
影像记录历史

大运河滋养了沧州的千年
文化，如何将母亲河的历史更
详细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部历史文献纪录片，让研究
会很多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2017年 10月，一支十几人
的团队开始走访拍摄历史文献
片《飞跃南运河》，南起山东四
女寺，北到天津三岔口，全程
390余公里。其中，沧州境内南
自吴桥第六屯、北至青县李又
屯，共 215公里。拍摄过程中，
大家起早贪黑，不辞劳苦，历
时186天，将南运河沿线村庄的
地形地貌、历史遗存、水利设
施、文化遗产及地方风土人情
等一一展现。

“从脚本到拍摄，再从字
幕、配音、后期制作，都有研
究会成员参与，大家各显其
能，共同完成了这部历史文献
片。”摄制组总导演、研究会副
会长郎文生说。

拍摄中，最令郎文生感动
的是运河沿岸百姓对老物件的
珍惜与情感。在青县二十里
屯，不少村民收藏着与运河有
关的有意义、有故事的老物
件。其中，一位 73岁的退休教
师收藏的一块船板很有来头。
据传，晚清时，二十里屯有个
渡口，当时屯里一户人家有一
艘大木船，曾通过渡口给天津
送过蔬菜。1941年，大木船被
日本鬼子炸毁，驶船的人对船
有感情，连夜寻找散落的碎
片，找到一块船板后便保存下
来。如今，后人虽已不在，但
这块船板依旧安然无恙，一句
简单的承诺，在老教师是多年
的精心守护。随着运河开发和
建设，老教师将船板交到了村
委会，还整理出与之有关的故
事。这些故事，成为文献片重
要的素材。

运河沿岸的百姓，勤劳、
朴实、重感情。每次走访，都
能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感受到
一种情怀。对此，研究会成员
宗增顺也深有感触。十几年时
间，他从南到北拍摄了上千幅
运河作品，其中以“人”为主
的占了多数。一次快过年时行
走运河，在吴桥一个村的集市
上，看到人们蒸枣糕，好几层
的枣糕热气腾腾，满脸笑容的
妇女正在忙碌，带着小红帽的
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宗增顺便
用镜头将其记录下来。“这就是
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值得珍
藏和记录。”宗增顺说。

探秘南运河
研究汇聚力量

要说对运河的感情，研究
会会长刘宝锁和秘书长陈铁
江，可谓深到骨子里。小时
候，刘宝锁家住市水月寺旁
边，陈铁江家住书铺街，距
离运河仅二十几米的距离。
他们夏天游泳，冬天滑冰，
还经常下河摸鱼，和小伙伴
们在运河边玩耍。

陈铁江依稀记得，那时运
河里船只靠岸后，船工们下
船卸货、吃饭，很是热闹。
带船帆的船只通过解放桥，
桅杆都要放下来才能过去，
纤夫拉着船只前行，他和小
伙伴就跟在后面跑。正是那
种美好的记忆，让陈铁江痴
迷于对运河文化的研究。他
负责的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微
信公众号，得到了大运河沿
线 20多个城市专家学者及众
多普通百姓的关注。

“运河给我最深的印象就
是每年冬天河水结冰，听着
冰层嘎嘎作响，夜晚伴着这
种奇妙的声音入睡，感觉很
香很甜。”刘宝锁说，也许是
一种特殊的缘分，让他在工
作中也与运河产生了交集。
他先是到原沧州古运河文化
建 设 投 资 发 展 公 司 任 总 经
理，退休后又担任大运河文
化研究会会长，这期间，他
无数次行走运河，潜心研究
沧州运河文化，主编 《中国
大运河（沧州段）文化志》。

盐场遗址、盐运码头就在
新华路至永济路段的东岸，
这是刘宝锁生活和成长的地
方。他因此对运河盐文化情
有独钟，在这个区域，他一
次次走访，一件件梳理，一
遍遍查阅资料，和赵金刚共
同创作了 《运河边上的盐码
头》。“运河加速了沧州盐业
兴旺，而盐业又带动了沧州
经济发展。”刘宝锁说，这几
年他一直在搜集整理有关沧
州盐业和盐运的资料，希望
能在这一领域有所贡献。

每一个人对运河文化的热
爱都有自己的理由，他们同
心合力，潜心研究，让沧州
运河文化大放异彩。

今年，团队准备将研究多
年的青县平虏渠遗址，通过
各种史料、佐证，定位其为
中国北方最早开凿的运河，
将进一步发掘平虏渠在中国
大 运 河 中 的 历 史 地 位 和 价
值，并计划在年内召开研讨
会 ， 向 国 内 外 发 声 ， 推 出

“南邗沟，北平虏”的重大学
术观点，叫响“平虏渠”这一
中国大运河北方历史坐标。以
此丰富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建
设内容，凸显大运河文化服务
当代的鲜明特色和时代风采，
为着力展现沧州深厚文化底
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打造
一个响亮的沧州运河文化品
牌，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向着
这一目标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