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增祥：大运河沟通了四大水系，
畅通了南北交通和物流，滋润了两岸原
野，使分据南北的长江文化、黄河文化
更加紧密地融合互补，两两相长，成为
中华文明的两大柱石。这里既有物态
的、显性的呈现，更有非物态意象的内
涵。这就使得黄河文化更加丰满充盈、
永焕生机。而沧州的黄河文化，从4000
多年前起，就在大禹治水活动中诞生发
展，成为中华黄河文化的组成部分。

沧州还有被几千年历史所忽视的海
洋文化。这些文化形态是沧州地域文
化，确切讲是沧州地域水文化大库的珍
贵遗存。以往的探究研判往往单向挖
掘，难免单薄肤浅。整理地方优秀文化
应是全方位的，从而综合、深化、更新
认知。大运河、运河文化就是连接这些
文化形态的最佳渠道和路径。

运河文化、海洋文化、黄河文化都
是水文化的组成部分，挖掘、整理、研
究应上升至地域水文化的层面进行，以
水文化的整体思路开展。可以以运河文
化为主，黄河、海洋文化为辅，一主数
辅（如延伸研究长江文化对北方的融合
影响等），或能取得更多意想之外的研
究成果。

李学通：近现代才有黄河流域、海
河流域两个地理概念，相应的文化概
念，也是后来才出现的。黄河、海河、
海洋，对河北平原尤其是东部滨海的沧
州区域意义重大。黄河文化主要是农耕
文化，大运河文化、海洋文化则有政治
和商旅色彩，它们在沧州区域的实际形
成时间有先后，但又互有影响，从形成
先后和当下的影响来看，围绕大运河文
化整体看待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科学
性。

黄河虽然改道南流，但对沧州区域
的影响至今存在。也就是说，虽然黄河
改道以后，运河逐渐兴起，但整个沧州
区域文化的基本底色还是黄河的。运河
及海洋又在底色之上，涂抹了特有的文
化色彩，并与前者交融。深挖这些文
化，似应搞清各自特有的部分、交融后
又发展的部分，从而完成对区域文化彻
底清楚完整的摸底，还沧州文化一个真
实面貌，更要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
量，为当代城市建设服务。

白世国：历史上，黄河多次流经沧
州，最后一次流经沧州是宋金时期，可
以说，黄河孕育了沧州这方水土。

先秦时期沧州区域文化遗址时间
早、文化连续性强，且与夏商周时期文
化面貌一致，说明沧州地区的文化受黄
河影响，但未因黄河而隔断与其他地区
的文化交流。汉以后，特别是东汉末年
曹操“遏淇水入白沟”，形成了早期的
沧州段运河，一直到后来的大运河。沧
州段运河文化底蕴深厚，遗留文物较
多，与黄河对沧州的影响几乎是无缝衔
接。从天然水域到人工运河，体现出的
是先民对自然的改造，暗合“人定胜
天”的理念。此外，尽管运河的开凿更
多是出于军事、政治的角度，但同时又
促进了沧州农业的发展。由于“靖难之
役”，造成沧州一带人烟稀少，文化在
一定程度上出现残缺，研究黄河文化有
一定难度，但许多历史文献中还保存着
相应的记载。

沧州东部的海，尽管是天然屏障，
却并未阻拦开拓的脚步。从徐福东渡到
宋代沧州东部开埠通商，海洋文化以更
广阔的空间，促进了沧州经济和对外交
流。

因此，可以深挖黄河文化、大运河
文化对于沧州地区农业的影响或文化遗
迹，深挖海洋文化、大运河文化对于沧
州地区经济的影响或文化遗迹。从水文
化的角度，将大运河的历史长度延长、
拓宽，从而将黄河、海洋等系列历史文
化融合到当前大运河文化这一流动的文
化主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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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3155261 电邮 wuyetingchan@163.com文化看点
WENHUA KANDIAN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一百五十七期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主持人：

沧州区域先有黄河文化，后有
大运河文化，东西贯通、南北交
汇，传承至今。沧州东临大海，西
靠太行，天然屏障，但不闭塞，使
地域文化免受毁灭性打击又与外部
保持沟通，保持了完整性和连续
性。如何深挖，将之融合到大运河
文化这一流动的文化脉络中？

深挖运河文化深挖运河文化深挖运河文化 绽放城市魅力绽放城市魅力绽放城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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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黄河文化、海洋文化、大运河文化，在历史变迁中，都因当时的社会实际有增有减。
在深挖中，怎样传承塑造当下链条里的时代和区域特色？22
刘增祥：沧州黄河文化的研

究远未形成系统，多散存在于传
说及神话中，呈碎片式记忆。要
挖掘系统可信的黄河文化，就应
把盘古传说及东光、吴桥等地的
神话、谚语、故事、歌谣中的文
化碎片搜寻出来，再检搜史料，
加以归纳思辨，形成具有沧州地
域特色的黄河文化，在新时期经
济建设、文化复兴、社会发展中
发挥积极作用。

古代多次海禁，形成对海洋文
化发展的桎梏，但海洋文化依旧在
桎梏中发展。简言之，徐福东渡、
鉴真东渡为扶桑带去了华夏农耕文
明和文字、哲学和宗教信仰；马可
波罗、利玛窦、汤若望渡海来华，
沿着运河北上到畿辅大地，带来了
外域的几何、天文、计时等科学技
术，此类以大海为凭借的交流，都
是对人类文明的提升。

具体到沧州，应再度审视徐福

东渡的重要意义，进而奠定中华海
洋文化的滥觞。这需要眼界更加开
阔，可与秦皇岛、山东诸城、江苏
赣榆以及日本加强横向联系协作，
向他们索求地方史志和民间文学书
籍。还可到当地探查访问，采访人
文，丰富细节，进而打造鲜活生动
的文化蒙太奇，完善沧州海洋文化
历史传承链条，以赓续和发展沧州
的海洋文化。

李学通：“汉代之前，北中国的
第一大水脉黄河流向比现在靠北，
那时的黄河绕太行山流经燕赵大平
原……是农业富庶的重要保证。那
时候，北中国是整个世界上最令人
向往的地方之一，在各个领域里扮
演了历史的主角，三秦、燕赵、齐
鲁等北方区域都是经济最为发达的
地区。”

历史学家谭其骧从区划设置的
角度说明汉代平原农业经济的发达
程度：“黄河流域今天一省大致相当

于汉朝十二、三个郡，所以那时的
郡很接近现在的地区或设区市。但
在当时经济开发程度还相当落后的
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就不同了，由
于地广人稀，郡的辖境很大。譬如
现在的今江西全省相当于西汉一个
豫章郡；而西汉的会稽郡更大，包
括今江苏太湖流域、上海市、浙江
的大部分和福建全部。历代地方行
政区划面积往往可以反映各地的开
发程度，今天还是如此。”可见，拜
黄河所赐，西汉时河北平原已是全
国最发达地区，且达到鼎盛。

公元 69年，王景治河关上一扇
门，沧州黄河文化似乎中断；东汉
末年曹操北伐开凿白沟运河，统一
河北，又给沧州打开一扇文化之
窗。公元213年，曹操又修利漕渠从
邺城通白沟，这样，曹操先后在河
北开凿5条运河。中科院资深研究员
黄盛璋著文称：“曹操是我国历史上
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为了进行统一

中国的战争和漕运的需要，他先后
领导组织劳动人民兴修了 6条运河
（一在河南），对当时和后代水运起
过一定作用，对海河水系利用、改
造及其变迁、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因而在我国运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
页。特别是研究历史上曾起重大作
用、且一直沿至现在的南北大运河
的形成和发展，必须追溯曹操所开
的河北运河。”

以上论述，多属专业领域，一
般沧州群众并不了解这段至关重要
的历史。实际上，传承塑造当下链
条里的时代和区域特色，离不开这
些“基因”，因为这是沧州地域文化
的底色。这些底色加上后来的大运
河文化等，一起绘就了沧州文化的
斑斓五彩。当下的地域文化建设，
要突出这些沧州特点，把握新时代
出现的文化因子和动向，从而在有
序、完整的传承中，形成具有时代
性的沧州特色。

白世国：民众的直接广泛参
与，是保持文化活力的源泉。故
而，有关部门应引领成立有关民
间组织，增添文化新平台。大运
河沧州段所经流域文化底蕴深
厚，沿线乡镇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整合域内文化资源，因地制
宜成立有关民间组织，发挥带头
作用，其意义会更加彰显。比如
沧县姚官屯镇，就借助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和市旅发大会的契机，
成立了昆仑拳武术研习所、民俗
文化研习所、大运河文化研究会
等。如果有关乡镇能提供群众主
动参与、展示的平台，大运河文
化会更加丰富，城市表情会更加
生动。

建立与运河有关的主题博物
馆，将会充分综合、归纳、展示
运河文化。比如位于运河区西砖
河的博物馆。藏馆是道光年间木
质结构建筑，通过历史文物、名
人书画、历史文献3个展厅多方
位展示运河文化。其中，文物厅
由汉唐、宋元、明清3个主题时
期文物遗存组成，以实物形式，
勾勒出大运河变迁历史，直观而
生动。东光的大运河谢家坝水工
智慧博物馆，则从水工智慧角度
展示了大运河文化的另一方面。
充分调动群众的创作力，建立特
色博物馆，发挥集纳展示功能，
在生动城市表情上，具有必要性
和可行性。

主持人：

光大于沧州的《诗经》是中华文化原典之一，是世界华人认同的民族“语言”；武术、杂技
是沧州极具世界影响力的特色文化。融合这些原典、突出特色、以大运河文化为纽带、提升当代
沧州影响力，有哪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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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祥：各种文化都是依存于
客观事物之上的意识形态，是人努
力塑造的成果，是精神价值的体
现。在历史长河中，各种文化相互
融合，随时代演进消长变化。如沧
州的黄河文化，随着大河改道南
流，渐渐沉寂，但海洋文化、运河
文化或历久弥新，或焕发新颜。武
术和杂技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特色
文化，沿着运河北上南下，进而出
海远洋，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奇
葩。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沧州人建
成能源输送大港，又创造性地辟出
渤海新区，建设成包括化工、钢
铁、医药等多种产业的生产基地，
成为冀南重要经济增长极，使得黄
骅大港成为一带一路的起航点之
一，为沧州的海洋文化发展增添了
全新的血液和动力。

大运河在千年风云中，输送了
无以数计的漕粮、草秣、砖石巨
木，留下了许多巨子人杰的足迹，
形成了一条贯通南北的人文廊道。
沧州区域曾经历了无数铁马金戈，
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
大剧。这是珍贵遗产，应予充分挖
掘，再以实物建筑充分显示。如：
可建“诗经传承展示馆”“窦建德事
迹展示墙”“沧州历代军事战史博物
馆”“历史名人畅咏运河诗文图文
馆”“南运河土特产品馆”等，立体
层示沧州运河光灿夺目的历史。

白世国：沧州武术与大运河水
乳交融。大运河的开放性，造就了
明清以来沧州众多的门派，名人辈
出，影响深远。近年来，沧州武术也
跳出单纯的技艺传承，成为探寻沧州
历史、弘扬沧州文化的重要载体。

镖局文化是武术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清代沧州成兴镖局，名列
全国十大镖局。沧州武术，“镖不喊
沧”，绕不开成兴镖局。成兴镖局，
是沧州武术的一张鲜亮的名片。成
兴镖局镖师李冠铭、刘化龙、李凤
岗、大刀王五、刘德宽、佟忠义、
李庆临等都是威名赫赫的武林人
物。成兴镖局也是六合拳重要的传
承地之一，传播至北京、青岛、上
海等地，曾任中国武协副主席的王
子平就是六合拳传人。

成兴镖局的历史跨越了晚清和
民国初年两个时期，其创建、发
展、衰落，与当时社会经济、运河
运输、铁路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所以大运河与武术的融合，
不能绕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镖局。
可通过整理、复建等手段设置镖局

文化展馆、武术名人馆、兵器展
馆、演武厅、账房、库房、客房
等，再现清代晚期镖局的独特风
貌，使沧州武术有地可看，也使武
术传播更有具体形象。

沧州有大量的武术人才，各
族、各门派老拳师，掌握本门派特
有的武术文化和拳械套路，是沧州
众多拳种的有机组成。过去，沧州
众多拳种就是沿着大运河而传播
的。如果在大运河两岸，有容纳这
些门派的公共性武馆，就会形成沧
州武术的整体合力与向心力，提升
沧州武术的整体形象，加强沧州武
术与运河沿线城市的联系。通过共
同举办非遗挖掘、竞赛展演、武学
论坛、武术培训、武术旅游、功夫
影视等活动，盘活多地资源，产生
文化和经济效益。

主持人：

任何文化，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塑造和精神价值的体现，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决定
着城市文明高度，在这方面有哪些建议？44
李学通：依托黄河、海洋、大

运河的诸多文化，其形成和传承过
程，就是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
过程，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无论
成败，均为后人提供了无数宝贵的
经验和文化财富，相应的精神价值
即在这个过程中沉淀或凸显。

比如黄河的治理。黄河以“害
河”著称于世，有史记载以来，平
均每3年就有两年成灾，然而中华民
族却在与黄河之害的抗争中发展壮
大起来，留下无数可歌可泣、气壮
山河的光辉诗篇。“大禹治水”成为
流传千古的佳话，“瓠子堵口”亦是
人类古代史上的壮举，都与沧州密
切相关。“大禹治水”的故事人们耳
熟能详，大禹播“九河”于河北平
原入海，从此岁月流年，地进海
退，沧海桑田，慢慢形成沧州如今
的平原地貌和相应的文化。

“九河”屡经变迁，历代与之相
关的河道治理、水文化，积累了沧
州丰厚的精神文化遗存。比如“瓠
子堵口”。公元前 132年，黄河在今
濮阳西决口淹没 16郡，西汉朝廷派
名臣汲黯堵口未成，23年后汉武帝
亲率百官上阵才终于堵口成功。“北
行 经 魏 郡 、 清 河 、 信 都 、 渤 海
（郡）入海，复禹旧迹”，恢复大禹
治水在今河北入海的基本走向，被
决口改道中断的黄河经济文化回黄
转绿，港口、鱼盐经济二度梅开。
大河之北，恢复春秋战国开埠以来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直
到西汉末。因黄河滋养，河北平原
春暖花开。

所以，挖掘这些深藏在历史
中、不广为人知却又是沧州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积累城
市文明的高度和厚度，都有很大意

义。
刘增祥：进入新世纪，党中

央提出保护大运河，建设绿水青
山幸福家园的号召，沧州区域在
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万众一
心整饬河道，加固美化堤岸，使

几百里南运河面目焕然一新。城
区复建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亭阁楼
塔 ， 南 运 河 的 人 文 景 观 大 为 改
观。相信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全
程竣工之后，沧州的运河及运河
文化定会再现青春。

主持人：

生动性是文化发展的力
量，创造性是文化存在的价
值，作为大运河流经地的沧
州，不乏生动和创造，如何采
撷、探析、归纳、综合，使城
市建设呈现勃勃生机、城市表
情更加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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