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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海北 运输路上的红色驿站

高玉辉原籍衡水阜城，从小就常听
父亲讲抗日战争的故事。他的两个叔叔
都是八路军，其中一位叔叔在战争中牺
牲。浴血奋战、誓死保卫家园的一个个
英雄画面，时时感染着年少的他。

1981 年，华北石油学校毕业后，
高玉辉来到任丘华北油田从事运输工
作。高玉辉说，自在天津上学时，就开
始读《毛泽东选集》，对伟人的崇拜之
情日渐深厚。婚后，岳父也是老八路，
一名营级教导员，身经百战。老人在战
争中左眼受伤，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了

我国开发较早的玉门油田工作。老岳父
的战斗故事，更加坚定了高玉辉红色收
藏的信念。

石油运输，天南海北。每到一处，
他都要到那里的旧书摊、古玩市场“淘
宝”。红色文献、雕刻徽章、红色物
件，只要是有纪念意义的，他都收入囊
中。

随着藏品越来越多，高玉辉的收藏脉
络也逐渐清晰起来。他认为，红色文献是
最宝贵的，物件可能随着时间而磨灭，但
思想精神却永远闪光。于是，几十年来，

他收藏的红色文化书籍越来越多。
400余册毛主席所著的单行本，从

1940年代到1970年代，基本齐全；《红
旗》杂志从 1958年开刊到 1988年改为
《求是》，一期不落；从 1950年到 1979
年的《人民手册》，也一本不缺；还有
从中共一大到十九大的文件汇编、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决策、第一次人大、
第一次政协、第一次团代会、各个行业
的发展历程，许多都保存完整。这些书
或资料汇聚了我党百年发展的红色历
程。

不惜重金 收藏红色书籍老物件

红色收藏是情怀，这样的情怀需要
资金。高玉辉说，这些年的收入除了维
持生活外，基本都用来作红色收藏了。

在收藏馆的第一个展柜中，有一
方木印，这是1933年，红军在江西苏维
埃地方政权的印章。十几公分见方的印
章，有着我党我军建设初期的历程故
事。这是2008年，高玉辉在江西南昌出
差时，在一家古玩店里发现的。当时这
方印摆在店里柜台的最醒目位置，以
6000元标价出售。一进店，高玉辉就爱
不释手，跟店主磨了半天价，店主为他

的红色情怀所感动，因为他只收藏，不
买卖，最终以 2600元钱半送半卖给了
他。二人因此结缘，成了红色收藏路上
的好友。

1948年的《毛泽东选集》也极为
珍贵。那是 2016年，在石家庄辛集的
古玩城里“淘”来的。高玉辉说，这套
毛选是东北出版社出版的，因东北与俄
罗斯接壤，当时借助俄罗斯较为先进的
印刷技术印刷，现有保存完整的所剩
无几。当时，他去了3次，才以6000元
买下。

晋察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是
七届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珍贵之处在
于，这书是在延安印刷的。当时国共合
作，用国民党的飞机空投到华北平原上
的。在沧州一位藏友那看到书后，高玉
辉来去三天，回价无数次，终于以
4000元成交。

还有从 1950年代开始印刷的《文
史资料》，在哈尔滨藏友那买到了全
集。《烽火燎原》《星星之火》《将帅回
忆录》等，只要在全国收藏圈里发现，
他都想方设法买回来收藏。

建起收藏馆 传承发扬红色文化

2018年退休后，高玉辉来到任丘美
好家园公司任职，公司董事长刘宝民是全
国模范退役军人，二人有着同样的红色情
怀。他们以红色文化为企业文化，逐渐建
起了红色记忆收藏馆。近两年，作为红色
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成为任丘各单
位、部门、团体参观学习的重要场所。

“新中国从河北走来，河北从冀中
走来。这里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料、战争

资料、历史资料，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
泉。”作家于永昌是收藏馆的顾问，自
去年在一次活动中与高玉辉相遇后，二
人便成了至交好友。他们一起研究戴培
元、耿长锁，一起走访冀中分区战斗的
足迹，收集了很多历史资料。并计划组
织研讨会，把冀中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
党的发展史相结合，用各种形式展现发
生在冀中大地上的红色故事，发扬红色

精神。
杨伟奉是华北石油报社的一名记

者，多年来，感动于高玉辉的红色情
怀，一直记录着他的红色足迹，希望能
有更多媒体关注这个“红色宝藏”。

由于空间有限，高玉辉的很多收藏
品都无法展示，他希望建起冀中红色文
化博物馆，让更多人参观学习，把红色
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清晨的第一缕橙
光，照亮了任丘美好家
园院内的红色记忆收藏
馆。一幅幅毛主席画
像，一套套《毛泽东选
集》《人民手册》《红色
风暴》，一个个具有时
代象征的红色老物件，
在阳光映照下，明亮且
厚重。

高玉辉每天都会来
收藏馆，整理整理这些
泛黄的书册。40 多年
了，穿过时光的脚步，
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已
然成了他的老朋友。聚
集的红色光芒，也吸引
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
研究者。

61岁的高玉辉在任
丘华北油田工作几十
年，退休后，在任丘美
好家园公司工作。40多
年来，收藏红色文献2
万余册，红色物件1万
多件，倾注了割舍不断
的红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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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河间张春杰家中，目之所及都
是书。新年的窗花，映衬在书桌上，汩
汩的茶香，氤氲在书香中，彰显着沉静
与厚重。在《书香门第》的牌匾下， 张
春杰讲起了他与书的情缘。

父亲濡染的家风

52岁的张春杰是河间职业教育中心
的一名老师，新年休假，做得最多的事
就是读书。

张春杰说，小的时候，腊八节前
后，就有街坊邻居陆陆续续地拿来新买
的红纸，交给祖母或母亲等着父亲写对
联。那时的他常在一旁打下手。“忠厚传
家久 诗书继世长”是父亲常写的文字，
红纸上的黑色墨迹成了他的启蒙词句，
挥毫写字的父亲是他人生的首任教师。

父亲是一名老教师，在河间西告、
马村、南留路等村教书40余年，兢兢业
业，难于顾家。在张春杰的记忆中，母
亲常用父亲读河间师范时的课本教孩子
们认字读书。父亲每次回家时，带给他
的惊喜还是书。有花2.5元买来的《现代
汉语小词典》，有教习字的《邓散木钢笔
字写法》。初中时，父亲拿出《五方元
音》《中国文法要略》教他反切拼音、学
习语法，为听《陈琳英语》广播，还花
40多元为他买了收音机。

父亲订阅的《红旗》杂志及其中的

《杜鹃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如
今已成张春杰的藏品，而父亲珍存的那
套1951年版4卷本《毛泽东选集》和河
间市政府在2016年颁发的“书香门第”
牌匾，更成为世代相承的传家宝。

爱读书 把课讲“活”了

大学毕业后，张春杰在本村南留路
中学教学的最初两周里，教的是地理课，
半月后，因工作需要，学校将任教学科
换成了英语。“要教学生一碗水，教师得
有一桶水”，教学更能相长。于是，教学
之余，他努力学习《陈琳英语》《许国璋
英语》，坚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教
学节目《赖世雄说英语》，从中吸取教授
英语的知识与方法，自感受益匪浅。至
今对这三套教材仍情有独钟。

进入河间市职教中心初中部后，张
春杰从事了历史教学。他意识到个人并
非科班出身，更应提升自身素质。在听
优秀教师的优质课的同时，他走进学校
图书馆及时“充电”，阅览文史类书籍杂
志，《中国简史》《中国通史简编》《中国
大百科全书》《新中国经贸、外交40年》
等各类图书，他都认真阅读。教师阅读
的书多了，课也容易讲“活”了，学生
课上听着有趣、爱听好学，课下学着轻
松、身心受益，张春杰也被学生誉为

“有爱心懂教学的老师”。

初中部结束后，张春杰进入职高部
开始了专业课的教学。世纪之交，会计
制度变化大且快、他的专业课也搁置已
久，重拾就意味着再学习。他请教同仁、
观摩教学，紧赶着自己“恶补”专业、
学习电脑知识内容、网络结识学术大咖。
他参编的《Excel在会计中的应用》《出纳
业务操作》《财务管理教学论》等专业书
籍，先后在高教、东北财经、科学出版
社出版。

乡土文化的传承者

说起对文化的研究时，张春杰有些
激动。他说，乡土文化以广阔的社会生
活为资源，以区域性的文化为载体，文
化底蕴一旦融入生活的体验，乡土文化
的热爱意识与传承愿望便自然萌生，彰
显出其强大的亲和力和生命力。

诗经，在河间有着其他地方所无法
比拟的地域人文环境，一以贯之、孕育
出河间独有的文化现象。张寺营村，河
间第一党支部在此诞生；齐会战役，贺
龙元帅与120师战绩传遍华夏；河间籍央
视记者张军，成“登临地球三极河间第
一人”；金银滩原子城、新疆核武器基地
奋战，河间张英为“两弹一星”授勋大
会特邀嘉宾……张春杰对河间的古今文
化如数家珍。

张春杰有感于对河间历史的热爱，

立足于乡土文化的弘扬，在《河间市政
协文史资料》发文《张之焕轶事》，替民
国代总统丧葬中所谓的“人殉”证伪；
与“河间五老宣讲团”成员孙正开合作，
投稿《文史精华》《文史博览》，为齐会战
役中牺牲的八路军烈士“寻亲”；助力
《沧州日报》采访、发表《北京有座“张
树桢高地”》，纪念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全面抗
战后第一位殉国、衡山忠烈祠存名的河
间英烈；在河间市史志专家的指导下，
参编《谈古论今话河间》《古今河间掠
影》《河间市革命老区发展史》。

生活寓教育，社会即学校。“学生最
为熟悉的社会环境莫过于自己的家乡，
教师若能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中适
当引入乡土文化，将不失为建立历史与
现实间联系、不忘阅读初心的教学实践
探索。”张春杰感慨地说。

《木兰花慢·泊头舟中
寄都中饯别诸君》

耕 桑 留 恋 意 ， 回 首
望，只云烟。算昨夜燕
沽，今宵赵泊，明日齐
川。益时不逢李广，更看
谁射虎了残年。书罢闲看
打桨，吟余静听鸣舷。

篮舆稳度好春还，美
酒载盈船。正处处碧波，
村村绿野，树树青天。梦
中风涛奇诡，乍推窗。

黄绍箕的这首词大概
是他南下任职或探亲过程
中写下的。上下阕句读及
韵脚都不合格律，显然有
误。

黄绍箕的 《鲜庵遗
稿》，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藏有民国初年的刻本，徐
世昌《晚晴簃诗汇》里亦
收录有黄绍箕的诗作，这
些，一时半会儿都也无从
查找。

辗转曲折，只在 1935
年浙江温州所刊印的《瓯
风杂志》（23-24合刊）上
找到了黄绍箕的这首词。
全文如下：

耕 桑 留 恋 意 ， 回 首
望，只云烟。算昨夜燕
沽，今宵赵泊，明日齐

川。益时不逢李广，更看
谁射虎了残年。书罢闲看
打桨，吟余静听鸣舷。

篮舆稳度好春还。美
酒载盈船。正处处碧波，
村村绿野，树树青天。梦
中风涛奇诡，乍推窗镜月
枕边圆。去住知谁主客，
思量孤负华筵。

上下阕句式、韵律基
本相似，惟起首略有变
化。如此，才是它的原
貌。

1933年，一群温州学
术界名流在瑞安组织成立
瓯风社，并创办《瓯风杂
志》，传承地域文化。瓯
者，温州瓯江也。故其
《凡例》宣称：“本志材料
蒐辑，准以浙江旧瓯海道
属 （今温州、丽水地区）
区域为限。”这个刊物编
辑之一是毕生致力词学、
被胡乔木誉为“一代词
宗”“词学宗师”的夏承
焘先生，黄绍箕作为温州
名人，其词作被收入《瓯
风杂志》，也就是理所当
然的了。据我所知，《瓯
风杂志》收入黄绍箕词 10
首，《木兰花慢·泊头舟中
寄都中饯别诸君》就是其
中之一。

此词韵律工整，状物
写景抒情无不自然贴切，
除“李广射虎”一句用典
暗指朝政时局外，全词都
是寻常词语，毫无造作玄
虚字，的确是一篇好词，
也算是为泊头、为运河留
下了一个值得吟唱的印
迹。

前 两 天 收 拾 书 橱 ，
又拿起了 《南渡北归》。
这是我第二次掀开这本
书，也是第二次掀开中
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
迁的帷幕。全书分为南
渡 、 北 归 、 离 别 三 部
分，书里有我们熟悉的
名家大师在战乱期间的
人事纠葛和详细的历史
注释。写作期间，作者
岳南曾三次到西南边陲
实地考察，只为了更贴
近历史、更走近大师们
真正的生活。

抗战期间，冯友兰、
梅贻琦、梁思成等大师
冒着日军的重重炮火，
夜宿晓行，一路步行到
昆明。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
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
昆明，成为我们所熟知
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仓皇南渡是为了保
存教育力量，昆明地处
西南，又有铁路可以通
往 他 国 ， 一 旦 内 陆 沦
陷，还可以为民族复兴
保 存 最 后 一 批 文 化 种
子。众位大师将所有资
料打包装箱，能带走就
带走，不能带走的也按
顺序排好，等到日后再
继续工作。陈寅恪被称
为“大师中的大师”，他
有数箱珍贵的手稿和资
料尚未发表，却在南渡
中遗失、损坏甚至被盗
窃。几十年心血不见，
陈寅恪突然昏厥一病不
起。但他仍然回到了教
书育人的岗位，潜心研
究著书讲学。

清华教授赵忠尧也
是 万 千 教 授 的 一 个 缩
影，他恳请梁思成再送
他回一次清华园。战乱
纷飞的北平，他怕珍藏
的镭元素落入日军的手
里，他将自己打扮成乞

丐，和梁思成告别后独
自前往长沙。没人知道
他手里的咸菜坛子里，
是剑桥大学赠送的镭元
素。

无数位大师，无数个
故事，串联起来成为这本
《南渡北归》，时间跨度近
一个世纪。虽是书籍，但
言语间更像是可以触摸的
真 实 ， 时 而 为 命 运 担
忧，时而为战局捏汗。
师生同行，一起躲避日
军炮弹、静坐听雨、讲
学求知的日子，虽颠沛
流离，但浓厚的爱国主
义和心中的信仰支撑着
他们负重前行。在昆明
和蒙自，三校师生一起
学习生活，倒有种百家
争鸣的感觉，山河蒙难
而文化不衰。

不 是 知 识 性 的 讲
述，倒像是在听这些大
师们的个人故事、人生
轨迹，他们在有平凡生
活的同时，内心饱含的
是家国情怀。在战火纷
飞时，仍心系民族和国
家 。 再 次 观 看 这 段 历
史，看到的还有大师们
的风骨，封面上虽然写
着 “ 大 师 远 去 再 无 大
师”，但他们的学术成果
和精神却没有随着时间
远去。

“南渡之人，未有能
北返者”。虽有幸北归，
却因为内战爆发和政见
不合，再度分道扬镳，
这是唯一可惜的地方。
众多大师在昆明和蒙自
不顾外界战乱，沉下心
来做学问，衣衫破旧却
傲 然 立 在 中 国 大 地 之
上，经由岁月洗礼仍然
熠熠生辉。今天，相信
仍然会有新一代的一批
大师带领我们，在新的
征 程 上 追 随 先 辈 的 脚
步，助力民族复兴。

山河蒙难山河蒙难 而文化不衰而文化不衰
———读—读《《南渡北归南渡北归》》

刘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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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辉高玉辉高玉辉
222万册红色书籍万册红色书籍万册红色书籍 404040年收藏情怀年收藏情怀年收藏情怀

1 月 26 日，《沧州日
报》七版刊登了对《“大
运河与泊头”历史文化丛
书》之《泊头历代诗文》
黄绍箕书写的一首《木兰
花慢·泊头舟中寄都中饯
别诸君》的考据解析，经
作者多方考究，又发现这
首词背后更多的故事。

悦读悦美
YUEDU YUE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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