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民逐水而居、尊水为上
善，不仅仅印证了水乃万物之
源，且水善相通。沧海桑田，
几多轮回，便催生了沧州运河
畔一户孙姓人家的善行传奇。

《沧州志》 载称“国朝平
定 之 初 ， 关 外 之 民 尽 徙 内
郡”。孙氏成甫由山西怀来逢
诏占籍河间沧州之孝友乡，并
在沧州府衙近处傍古运河辟地
构庐舍，垦田力耕，树桑莳蔬
果，早暮经营，靠勤劳富裕致

“孙半城”。他性素和，厚居
邻，笃行善道。邻里贫不自
给，孙成甫倾囊相助，死丧疾
病，则力扶持之，达千余人，
被乡邻尊为长者，善誉四方。
他言传身教于后人，故此，孙
氏世多行善积德之辈。

善是流动的，若水，漫延
开来可润泽万物，成一片福
田。善亦是永恒的，似路，铺
展可通达无极，乃至人心。

请名人雅士为自家厅堂题
写匾额乃明清之流风。孙成甫
之子孙敬，是读书入仕的“五
品郎官”，宦迹功业虽平，但
承传善行孝道，将其家旧有厅
堂作为宴友之所，后以“奉
亲”，言称“积善”，未正式命
名，也无匾额。他通过上司熊
本诚，请托翰林大学士曾棨为
该堂题词。曾氏感孙氏前辈乐
善好施之德行，遂题名“积善堂”，取 《周
易》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之意。

曾棨系明永乐二年状元，世称“江西才
子”，曾任 《永乐大典》 总编纂，善饮好书。
在这位侍从近臣的引领下，历经明永乐、洪
熙、宣德、正统四朝，43 位达官显贵争遗诗
赋以赞颂，成就了闻名于世的《明渤海孙氏积
善堂题赞手卷〈积善堂记〉》。

赫然其中不得不提及的是号称“黑衣宰
相”的逃虚老人姚广孝，颇有争议的双面人，
竟然在善的感召下题赠积善堂……

其时，响应者有贤相“三杨”、二沈兄弟
和曾启、陈循、李骐、曾鹤龄、萧时中5位状
元，名宿墨宝，泱泱大观，不啻为一场善行盛
宴，可呈沧州古运河畔一时风景。手卷以善为
媒，集大明大儒阁僚之风雅，国内罕见，实沧
州旷古之珍品。

《积善堂记》 沐 600 年风霜雪雨竟无恙，
一只手向另一只手传递的过程是伴随着烟火气
的，又何偿不是家族善行的福报？孙氏家族对
手卷保管传承立下了“非请勿动，防潮防虫，
四季恒温”的规矩。明清以来世事多变，积善
堂孙氏后人离沧南下至王寺村，入清后又经历
了太平军过沧州、倭寇入侵、军阀混战等变
迁，独《积善堂记》得以幸存而墨色如故。

孙氏后裔、古文学研究泰斗、北大教授楷
第先生功不可没。同执黄侃 1927 年在手卷
跋：“丁卯四年朔，蕲州后学黄侃敬观。”由此
推算，手卷在孙楷第家至少保管了84年。

上世纪60年代初，郭沫若闻知 《积善堂
记》 中有曾棨、姚广孝手迹，非常乐见，孙
楷第夫妇便携手卷到郭沫若家请其展看。郭
老细致阅览后连连称奇叫绝，还让在场的

《光明日报》记者将手卷拍摄下来，赠予孙家
留存至今。

《积善堂记》数次历险。一次是1943年元
旦，孙楷第到沈兼士家拜年，被蹲守抓捕沈先
生的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孙楷第被捕，急坏
了孙家人，积善堂手卷恐怕不保。后来日本人
抓捕沈先生失败后，不得不将同案人释放，积
善堂手卷有惊无险。再就是后来孙先生将《积
善堂记》手卷上交，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才完璧
归赵。

盛世多义举，善根自流芳。终于，孙氏后
人遵楷第先生遗嘱又经同乡著名作家王蒙奔
波，《积善堂记》手卷被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宝
收藏。孙氏族人将所得200万元奖金捐赠建成
王寺村希望小学。

喜得长卷（复制品）瞻览，带给我的是一
种无尽感，它不是一览无余的，而只能一节节
展开，一段段观看，像运河风景，跌宕起伏，
又意境非凡。

一纸长卷的奇遇犹如蜿蜒曲折大运河的前
世今生，于家于国，善之光织就的仅仅是一件
跨越时空的文物吗？！

清末张之洞，中国近代史上
的历史巨人；南皮县双庙村，南
皮县城城南一座小村。十数年
前，这座小村并不因是张之洞故
里而与普通乡村有何区别。如
今，政策引导，文化勃兴，这座
小村缘于历史巨人的改革思变之
旅，出落得与众不同。

小村变“小镇”
变化慨而慷

本世纪初，双庙村不过是个
数百人的小村，穷且封闭。吸引
全县人向这里聚集的，仅仅是因
为这里有南皮的最高学府——南
皮一中。那时，这里唯一亮眼的
建筑群，是村北南皮一中的教学
楼。学校东墙外密密麻麻斜倚的
玉米秸，每到深秋残冬，横七竖
八，杂乱苍黄，一眼望不到头。
与村内常常积雪积水的唯一一条
南北“大”公路映衬，让人如干
枯黝黑的老榆树上蜷缩避寒的麻
雀一样，无端产生阵阵恓惶。幸
好，一中朝东的大门两侧，还有
被来来往往学子们抚摸得滑不溜
的清代石狮，时时闪烁着历史沧
桑的光芒。

这道沧桑历史的光芒，曾令
无数少年学子心动，也照亮学子
们困而学、学而用的心路。如
今，这道文化之光，也照亮了这
座小村。当地积数年之功的文化
建设，使这个小村仓廪实而重文
化。

如今的双庙村是张之洞文旅
小镇。“小镇”，不是行政区划，
是国家文化建设中赋予特色文化
村镇的一种称谓。2021年，这里
喜添国字号荣誉，成功入选第二
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名单，是
全市仅有的两个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区之一，也是全省重点发展的
100个旅游村之一。

整齐的小区，农户门外停靠的
各式各样的汽车，宽阔干净的马
路，鳞次栉比的青灰色古建筑，清
波一泓，亭台倒映，碧树参差。如
果了解这个村的过去，再来看这个
村的当下，会产生天翻地覆的感
慨。

因为国家政策，促动了文化
复兴，增强了民族自信；也因为
百年前为民族自强而思变革新、
放眼世界和未来的张之洞，小村
在建设者们努力之下，旧貌换了
新颜。

巨人留“巨迹”
留痕促自强

双庙村是张之洞的根。这里
留下少年张之洞回乡守制，与知
心朋友励志救国谈兵说文的阔论
高谈，也留下了壮年张之洞捐赠
赏银和俸禄建造乡学亲自踏勘的
足迹。

张之洞曾说：“古来世运之明
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
里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
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
以裨助之者。”仕途显赫之后的张
之洞，不仅在两湖、四川、山
西、广东大兴新式教育，培育人

才，也没有忘记在家乡撒播新式
教育的种子，建起新式学府——
他亲手创建的慈恩学堂（南皮一
中前身），直到现在依然是南皮培
养人才的基地。南皮一中院内张
之洞的塑像，时时提醒着后人，
欲兴家国，先育人才，人才辈
出，世风日益，兴国安邦，在此
一举。张之洞在培养人才上的论
断和实践，是宝贵的历史文化经
验，这一经验，至今看来，都值
得大力继承弘扬。

张之洞去世后，葬于双庙村
祖茔，长眠于故土。在双庙村村
北，十余年前重新修建的张之洞
墓园，享堂巍巍，巨碑矗立。民
国先驱黄兴、我党元老董必武都
曾在“张文襄公遗爱碑”上题
名，昭示后来者对这位先驱的敬
意。而后来伟人们所评价的“以
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
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讲到重
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更肯定了
张之洞对民族进步作出的穿越时
空的巨大贡献。有意思的是，坚
强的革命老战士徐特立上世纪 80
年代还常向人说起，张之洞《书
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
语》即读书之门径，得此二书，
终生受用不尽。于此而得的读书
方法，一生受用不尽。

救危亡，育人才，办教育，
改币制，兴工业，御外强……张
之洞一生为民族自强艰难跋涉的
路，在双庙村的有关场馆里，被
浓缩于记忆，鲜活于故乡的土地。

凸显人物特性
启迪后人深思

在张之洞故里，张之洞的遗
迹俯拾皆是，除了在本乡本土搜
集，建设者们还走向全国各地。
凡与张之洞有关的，尽收尽揽，
张之洞的创举，多有文献、照
片、遗物的展陈。年仅 11岁的张
之洞作名篇《半山亭记》的场地
半山亭，也被建设者们按贵州安
龙县半山亭仿建。

张之洞纪念馆里，展柜中是
1901年汉阳铁厂生产的钢轨及生
产钢轨的原矿石、汉阳造步枪以
及炮弹。据介绍，汉阳铁厂生产
的钢轨最早投入使用在卢汉铁路
（京汉铁路） 上。2012 年 11 月，
专家在检查铁路线时发现其中一
段路线仍是 110 年前“汉阳造”
的钢轨，至今还在正常使用；张
之洞在湖北市政改革中修建监狱
留下“汉阳造”瓦片，上有中英
文对照和注册商标，历经百年，
完好无损。百余年前，这些物件
所承载的与当代人并不隔膜的现
代化理念，令人叹为惊奇。

张之洞文旅小镇管委会主任
杨勇说，自来到这里工作，更深
入地了解了张之洞为民族自强所
付出的心血，也深感肩上责任重
大。他说：“我们努力全方位展示
张之洞的人生，展示他在民族自
强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张之洞对
于轻工业、服务业、金融业、交
通事业的发展贡献，在军事、教
育、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实践，
都通过模型或复原图、实物等形

式展陈出来，力求让人们场景式
融入，在融入中思考，在思考中
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走好当今
建设之路。”

建设者们的心血是有价值
的，但在凸显人物特性上似乎还
远远不够，在思想上给人的震撼
和启迪还不足。“需要认识上、
文化素养上、管理制度上再提升
台阶，需要有志于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的各界人士再努力。”杨勇
说。

作家张春景认为，在近代，
张之洞具有世界性影响，无论是
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
上，张之洞开拓革新、披荆斩棘
的精神，都是后人可继承的宝贵
财富。张之洞是沧州乃至河北和
全国的历史文化名人，用好“张
之洞”这张名片，将对弘扬沧州
历史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小镇里
的一些设施命名，不妨再思考。
如基本建于张之洞故居遗址上的
村史馆，若命名为“劝学馆”。其
声名和意义，当会大得多，毕竟
《劝学篇》是影响当时及后世的名
篇，是张之洞的改革思想精华之
所在。欲了解张之洞的思想，读
《劝学篇》最为直接，也与这里的
南皮一中相互呼应，共为人才培
养下一个贴切的注脚。

大学之大在大师，那么“小
镇”之大，绝不仅仅在大人物的
官位或声名，而是通过对“小
镇”精心打理所展陈的遗迹，理
解张之洞那个时代，理解几代人
为民族自强、民族复兴不懈的努
力，继承发扬历代志士为民族进
步在思想和实践上积累的财富，
从而用于今日。

配套衣食住行
吸引客来观光

目前，张之洞文旅小镇还在
继续建设中，此间慕名前来观光
的人们很多。在“小镇”上，外
来者还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乡情
民俗、工艺品展示，錾铜、剪
纸、画瓷、书法、绘画等，品种
不少，式样很多。外地的一些美
术工作者，还在小镇里开办了工
作室。本地人学成而归带来的外
地文化和思想观念也在小镇里生
发，与当地文化汇聚交流，呈现
富有时代气息又不离传统和乡土
的特色。

这种汇聚，无疑使这座“小
镇”生动起来，充满生机，“小
镇”从原来小村的闭塞自守，变
得开朗豁达。不过这种聚集还稍
显杂乱，章程的梳理，融合的贴
切，还需要整合、切入，还需要
常态化，方能特色凸显。

马路宽敞了，街道明亮了，
各种建筑设施齐备了，还需要衣
食住行等配套设施的跟进，以满
足观光者的需求。当地作家张国
中的话直白而朴素：“来了人得有
地方吃饭，而小镇里的小饭馆满
足不了这个需求。”“在彰显张之
洞文化的特色之外，还要突出文
旅的特色，让观光者有愉快的购
物体验、文化感受，给他们提供
更多的服务。”

张国中说，观光者在这里产
生消费的欲望，而“小镇”的配
套设施又能满足这种需求，那么

“文旅”二字方名至实归，“小
镇”才能产生文化和经济的双重

效益，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

增加文化关联
互动大河文明

张之洞文旅小镇是沧州大运
河文化建设的一大举措。这里西
距大运河并不远，而北部一城之
隔就是历尽沧桑的古皮城。不用
说王铎、郑板桥登临的诗篇留
存，传说中绿珠坠楼的遗址见
在，曹丕与文学侍从们的南皮游
宴，更是促发了建安风骨向邺下
文风的转变。魏晋风度，中国文
化史上一段至为重要的潇洒风
流，与传说中长眠于城西不远处
的中华诗祖尹吉甫发出诗文相和
之声。

古皮城附近有春秋霸主齐桓
公驻留的遗迹，再往北，沿运河
进入沧县地界肖家楼村（原属南
皮），传说为北皮城遗迹。上世纪
出土了万余枚战国明刀，明刀不
同的铸造特征，明显出现燕齐文
化的交融。乐毅下齐七十余城的
战国征伐，体现的不仅是军事战
争，还体现出经济战略。沧州区
域燕齐文化交融之痕，如今就静
静地沉睡在天津博物馆里。

把“小镇”放到沧州区域大
环境里看，“小镇”西有大运河纵
横南北，北有古黄河故道长堤蜿
蜒而东。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
的交叉，汇成两条大河塑造中华
文明史前承后继的杰作。黄河文
明与大运河文化，在这里累积聚
集。而以张之洞为名的文旅小
镇，是否可以当作聚集的制高点？

“可否考虑建一片碑林，张之
洞留下来的碑刻很多，书法也极
多。如果建，花费不会太多，而
有关张之洞的碑林，在全国也是
头一份。”张春景说。张之洞曾研
究过赫赫有名的《刁遵墓志》，在
金石、书法上的造诣也不输先
人，不让后人。设想如果成行，
那么集文化艺术和政治经济于一
体的碑林，将在当代沧州区域文
化史上，刻下深深的印痕。

双庙村原称双妙村，如能凸
显文化特性，彰显思想价值之
大；配套服务设施，服务旅游者
之求，则张之洞文旅小镇将如鸟
之双翼，车之双轮，妙事成双，
飞腾驰骋于区域文化建设的时空
和大地。

鸟之双翼鸟之双翼 车之双轮车之双轮

看张之洞文旅小镇如何以小见大看张之洞文旅小镇如何以小见大看张之洞文旅小镇如何以小见大
本报记者 祁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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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哈薇薇） 10月
15日，张锡纯纪念馆在黄骅市大
仁村正式揭牌。众多地方知名文
化学者受邀出席揭牌仪式。揭牌
仪式由当地学者、张锡纯先生外
祖后人刘佳昊主持。

中西医汇通学派先驱、近现
代中医学界泰斗张锡纯，青少年
时期曾长居大仁村外祖家。外祖
家深厚的儒学和医学文化对他产
生了深刻影响，为他日后走上医
学道路奠定了人生基石。张锡纯
纪念馆，坐落于黄骅市大仁村西
将军巷福全堂，系清咸丰初年青
砖土坯结构古宅。整栋院落正房
四间、东厢房两间、南房两间、
大门楼一间，迄今已有 160余年
历史。这里是张锡纯的外祖故

居，张锡纯也曾在这里教书、行
医、著书。

故居的正房正厅供奉着刘氏
先贤，展示着大仁村刘氏世系；
东屋陈 列 着 张 边 务 村 张 氏 世
系；西一屋为张锡纯著书室；
西二屋为张锡纯接诊室；南屋
为张锡纯训蒙之学堂；东屋展
示张锡纯的生平事迹。张锡纯
纪念馆的开馆，为人们追忆大
医张锡纯、弘扬和传承中华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实物
实证。

张锡纯玄孙、张锡纯学术嫡
系传承人张远泰激动地说：“我高

祖曾在这里训蒙、行医、著书，
得到亲人们的关爱和支持，我表
示衷心的感谢；对黄骅市大力弘
扬寿甫先生的医德和学术思想，
表示衷心的感谢。”沧州区域文化
研究所所长孙建感慨地说：“从张
锡纯先生的医学成就和贡献来
看，他不仅是盐山的、黄骅的、
河北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我们不能丢弃先辈高尚的德操、
高深的见地、高超的技能，而盲
目崇拜外来的东西。文化自信，
是民族振兴的精神脊梁。只有精
神脊梁坚挺的民族，才有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长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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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纪念馆开馆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