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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这片区域，脚踏黄河

冲击平原，东临大海，西望太

行，大运河穿越数座城市而

过，文化多元，积淀深厚。与

这片土地关联或在这片土地上

生发了太多和华夏文明共命运

同呼吸的精彩故事，相关的文

化原点及文化经典，至今仍依

稀可见或有所流传，有待进一

步开掘。

2015年，范洪胜以盐山县作
协主席的身份，邀请了东部沿海河
北、山东两省九县市的文史专家聚
集盐山，就中国古代北方海上丝绸
之路起点问题进行了研讨。这段时
期，海兴、黄骅都曾组织了类似研
讨，而且均为全国性视角。

当年4月12日，在海兴举办的
唐代沧州港海上丝绸之路北方起点
学术座谈会上，海兴县文史学者孟
建华、刘立鑫发表沧州东部是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北方重要起点的研究
成果。路线大致沿大运河——无棣
沟——大口河——古无棣港。这一
推论与孙继民在《河北经济史》中
提到的“古代沧州无棣港既是中枢
转运港，又是河北海运的母港”的
观点不谋而合。孟建华说《金史·地
理志》记载盐山（包括今黄骅、海
兴、孟村及无棣北部）有4大物流
重镇：海丰镇、海润镇、利丰镇、
襆头镇（一说朴头镇）。以上区域，
曾多次发现沉船等遗迹，出土过很
多精美的宋金瓷器和大量瓷器残片。

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陕西师
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文玉根
据 1987年秋海兴大口河盐场发现
的西汉早期大型沉船推测，古代无
棣港开通的时间最晚在秦汉时期，
是隋唐丝绸最主要产区的对外贸易
出口，可为沧州乃至河北发展经济
提供历史借鉴经验。浙江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刘进宝得出结论，
汉代以来，沧州就是与东北亚交往
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地区，无棣港
在唐代就已很发达，在东北亚交往
或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重要
角色。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斌推断，北朝时期沧州麻姑遗迹
的存在，说明这一地区最迟在北朝
时已是很重要的海上通道，海上女
神麻姑或许也经历了一个自北方滨
海扩散到江南的过程。省社科院副
研究员陈瑞青认为，沧州港在唐代
前期得以恢复，后在边疆形势、藩
镇体制的形成等条件下，其地位日
益突出，成为北方重要的海运良
港。

以上论点，都指向一个问题，
即沧州这片区域，自古即是沿海出
口贸易地区。“而遗憾的是，如
今，除了沧州东部临海的几个县
市，沧州人的沿海城市意识，整体
上不够强，很多人并没意识到自己
的家乡是沿海城市。”范洪胜说，

“其实，这一观念也体现了我们与
南方沿海城市的差距，与后来历史
出海口变迁、淤塞也有关。”“沧州
文化研究受限于各地行政区划，往
往各行其是，融通性不够，需要突
破。”

大海，浩瀚无垠，视野无限
宽阔；文化，枝叶扶疏，根脉纵
横交错。沿海文化城市，本是沧
州人所应共有的集体观念；沧州
文化，同样是沧州人的集体诉
说。以大运河文化建设为龙头，
清扫文化和意识里的尘土，明晰
沿海文化城市意识，打破行政区
划限制，合分散为整体，在沧州
地域的高度上集合，才是建设文
化强市的恢弘气度。

文化意识先行
强化沿海城市观

本报讯 （记者高海涛） 近
日，沧州籍作家李浩新作《灶王
传奇》暨文学创作研讨会在石家
庄、北京等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举行。30余位省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嘉宾将《灶王传奇》放
置在李浩整体写作历程、“70

后”作家群体创作，以及新世纪
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写作的总体格
局中进行了衡估与评价。大家认
为该作品是李浩创作史上的一次
转身，既对先锋写作进行了拓
展，又承续了中国古典小说传
统，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
更多参考。

《灶王传奇》是李浩历时 10
年创作的长篇新作，现实与寓言
交织，传统与先锋并置。故事被
安排在明朝“土木堡之变”的历
史背景中，以一家小豆腐坊里的
末流神仙“豆腐灶王”为主人
公，描写了他目睹、经历的种种
人间烟火。作者试图在天马行空

的“非典型”故事背后，开掘、
省思、穿越古今，在具有普遍性
的人事、人情、人性中，探讨现
实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神话、
历史、民间的外壳中，讲述具有
现实意义的中国式寓言。

李浩，海兴人，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沧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河
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
四侠”之一。曾获第四届鲁迅文
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
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届
《十月》文学奖，首届孙犁文学
奖，第九届、十一届、十二届河
北文艺振兴奖等。

李浩新作研讨会在石举行李浩新作研讨会在石举行

沧州铁狮子是中华瑰宝，20世纪以来有关的历
史影像，呈现了沧州保护铁狮的努力和经验教训。
释读瑰宝旧影，以促奇迹长存，也能从中窥探到城
市风情的变迁。目前，戊戌年年历《狮情沧州》搜
罗铁狮子影像最为齐全，不少影像是首次披露，记
录了铁狮子的沧桑与伟岸。

《狮情沧州》的历史影像中，有一部分无日期参
照，需据保护工作的历史辨析断代。

《狮情沧州》记载着目前有图像的最早一次修
复。清光绪十九年，沧州代理知州宫昱、淮军驻沧
乐字营统领梅东益等人专门派瓦工将被飓风吹倒多
年的铁狮子扶起、修饬。史载：“州牧龚（宫）某，
至其地相验，乃鸠集乡人，费多日之力，扶之起
立，凡所用支撑之木柱、碾盘，皆是时所置，而断
落之口鼻，终无法修补。”本次整饬的显著之处有：
铁狮子腹部下方有砖垒，莲盆下方有碎石屑填充起
到支撑作用。这也见于1916年天华照像馆所拍铁狮
子或1916年《东方杂志》上“直隶沧县之铁狮”照
片。

上世纪30年代，铁狮子腹部砖砌垒、背上碎石
屑填充物被清除，改用石条块填充支撑莲盆。此情
形，有照片存世，见于《狮情沧州》。如美国人利特
博士拍摄的铁狮子旧影、1951年5月14日于旧州摄
影照、1952年6月6月古迹旁师生合影照、1953年5
月11日旧沧州铁狮影像。

1957年左右，维修人员去掉莲盆处垫石，改用
工字钢架支撑，重新在铁狮子腹部砌上砖垛，前腹
铁眼处安一木棍支撑。虽存在时间极短，但也有图
像留存。1957年11月，铁狮子周围成功建坡檐八角
亭，至 1965年 5月覆瓦保存完好，有“沧县东关中
学教工合影1965年5月10日”照片为证。后来图片
显示，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八角亭上瓦片
已散乱狼藉，到 1975年春季，廊亭拆除。拆除后，
地面残存椭圆八角水泥池。这期间有大量相似照片
存在。

拆掉廊亭至上台子之前还有一些细节：拆廊初
期，廊柱仍散置于铁狮旁，拍摄时常入镜；1978年
文物工作者对铁狮子进行了外范测量，铁狮外表画
满格线和编号数字，此种状况一直存续到上世纪80
年代初；上世纪70年代后期，有人在铁狮莲盆东侧
写有“展狮留影”四个大字，一直存续到上台子之
前。这一带有显著文字特征的照片存世不少。1983
年6月16日至8月5日，十三化建公司完成铁狮子基
座修建工程，基座在原铁狮坐落处以北 8米外。这
时的照片可见位于铁狮子臀部后修建的基座。

1984年 11月 11日—12日，铁狮子吊装上台，
自此开始立于高处，人们多于台下拍照，爬到铁狮
上的几率减少。附近村民也以铁狮子为旅游抓手，
为游客提供马匹、车辆等道具，来参观者日益增
多。政府有关部门也加强了规划，于1985年底修筑
起围墙，并建成办公室两间，聘用专职人员进行巡
护。有些照片显示铁狮子在空旷的围墙院内，即是
从此以后的情形。1987年 6月，铁狮子涂上防腐材
料，照片中，铁狮子一改沧桑斑驳，乌黑锃亮。

《沧州绝招》的拍摄，也在图片中显示出来。
1990年冬，景区成为影片拍摄地。铁狮子台基进行
了外壁塑包装，台子正南搭建了有机玻璃擂台，外
围侧面贴有本地赞助商的广告如“沧州啤酒90年消
费者信得过”。电影杀青后，1991年拆卸了台子外
壁搭建挂附的建筑物，以 4层台阶形式存在台子西
侧，人们多在其上与铁狮子合影。

后来的 1994年 8月，铁狮子台基外壁开始完成
新型包砖工程。1995年 2月，安装铁狮子腹下内
撑，此后铁狮子影像便有了“拐杖”。关于铁狮的外
撑，《沧州铁狮与旧城》一书记录为 1995年 11月，
有关注释是“1995年，铁狮被支撑加固后状况。”
但《狮情沧州》刊载的 1996年 1月 15日照片显示，
铁狮子腿部无外撑，可见前者有误。大致在1996年
4月前，铁狮子有了外撑。从此，铁狮子在台上全
副“拐杖”之状持续至今。这期间铁狮子的照片猛
增，时间愈发清晰。

值得一提的是，铁狮子上台子前，彩色照片寥
寥无几，上台子后则日渐增多。进入新世纪，彩色
照片满天下，年轻人对黑白照片越来越陌生，此中
亦可识见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

沧州一狻猊沧州一狻猊

上世纪上世纪8080年代初的铁狮子年代初的铁狮子

以大运河文化建设为龙头，勾连起大运河文化、黄河文化，挖掘海洋文化，提升集体性沿海城市文化

意识，在此基础上，打造沿海文化强市，目前已成为不少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共识——

近期，盐山徐福千童研
究会副会长范洪胜的新思考
——《以文塑旅 文旅融合
利用好千童文化打造沧州环
渤海旅游产业基地》，就整合
沧州地域文化，提出很多可
借鉴性意见；此前，市政协
文史委原主任刘增祥在本报
举办的文化访谈中，就黄河
对沧州文化的塑造，披露了
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最近
几年，沧州东部的海兴、盐
山、黄骅等地，在海洋文化
之海上丝绸之路出海口的探
寻上，有不少新考古发现和
全国性大型学术研讨；近
来，各县市的文旅开发，也
初显规模。随着大运河文化
建设的兴起，黄河文化、海
洋文化、大运河文化呈现交
汇相融之势。以大运河文化
建设为龙头，整体提升沧州
沿海城市文化意识、繁荣文
旅产业，迈出重要的一步。

近日，身在北京的范洪
胜与记者电话中夜谈，倾吐
了整体开掘沧州文化的心
声。范洪胜认为，情感是文
化与人的重要媒介。沧州地
域文化寄托了狮城百姓的乡
愁，文化研究者对此要敏于
察觉，以敬畏之心，探寻地
域文化和本地人群的情感关
联。运河人家里，必充溢着
大运河情愫；诗经故里，吟
诵不绝。大运河文化建设激
发了自其开挖以来沧州人对
这条长河累积的千百年的情
愫，从当前向历史回溯，尤
其自明清时期开始，这些情
愫形成越近越清晰的文化心
旅，鲜有中断。若立于大运
河畔，遥望长河尽头，当生
出回溯至大运河未开挖之
前，沧州区域文化又缘何而
来、大运河文化与之如何续
接之问。

这种回溯和反问，恐怕曾
在许多沧州人的脑海中闪过，
大运河文化建设如火如荼，促
发许多关爱沧州文化的人做进
一步探寻。在本报举办的文化
访谈中，曾有一些读者疑惑：
沧州地处苦海沿边，能有多厚
的文化历史？丝绸本是南方之
物，北方尤其是沧州，何来丝
织业的繁荣？这些疑惑具有普
遍性，但问题是，靠祖辈口耳

相传的历史，所及不过百年；
普通群众又有多大的精力去饱
读历史深处的故事？历史渐行
渐远，那些精彩，已成为沧州
人脚下厚厚黄土下的层层文化
累积。因此，需要带着敬畏，
掸去历史故事上的蒙尘，挖开
大运河通航以前的文化沃土。

对读者的疑问，刘增祥解
释，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证
明，黄河文化时期，沧州丝织
业的确很繁荣，文献里的统计
数据，早已指明了当时沧州丝
织业质量和数量在全国名列前
茅的地位，这在目前大运河沿
岸的地名中也有遗存，如桑
园、“茧城”等。海兴文化学
者刘立鑫说，黄河文化时期，
外国使节曾在沧州长驻，专为
收购丝绸，海兴曾发现与丝绸
贸易有关的墓葬。范洪胜说，
苦海沿边，系海水倒灌所致的
局部地区和时期，并非沧州地
域全部历史。而河北省社科院
副院长、唐史专家孙继民，亦
认同这些说法。在沧州东部考
察时，孙继民站在无棣沟的遗
址上对记者说，不要小看沧州
东部这片历史，它的精彩，都
藏在历史的深处。初唐永徽年
间，沧州刺史薛大鼎疏浚无棣
沟，沟通海上丝绸之路，还
有意识促成沧州丝织女工与军
役成婚，丝织业随着军人工役
的转移而南迁。沧州这片大
地，成为盛唐繁华和南方丝织
业繁荣的有力支点。

薛大鼎疏浚无棣沟后，沧
州诗人刘长卿在《夜泊无棣
沟》中写到：“无棣何年邑，
长城接楚关。河通星宿海，云
近马谷山。僧寺白云外，人家
绿渚间。晚来潮正满，处处落
帆还。”沿海东部百姓歌之
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
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
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这些彼时盛传的诗词歌
谣，那些光滑夺目的丝织品，
如今，经过历史的风吹雨打，
都化作了沧州人脚下的沟沟壑
壑。无论是运河人家开窗揽
月，看那一条长河，还是庄稼
把式上地耕田，犁开苍黄的热
土，有识之士翻书考证，写出
一行行文字，对沧州文化的内
在情感，都相同相连、相互偎
依。

敬畏之心
还原多彩文化华光

依托大运河
汇聚古今大河文化

丝织工匠的南移及后来的金元
政权专门对各种工匠的掠夺、河道
水系的变迁、连年不断的战乱等，
导致沧州先民和“薛大鼎们”所创
造的区域繁华，一度黯淡。此时，
大运河续接开辟了沧州的另一番精
彩。目前，大运河所带来的精彩又
被新时代的沧州人所续写，大运河
文化建设如火如荼，成为繁荣沧州
文化的龙头。

“借助国家大力倡导大运河文化
建设这一形势，以之为核心，集纳沧
州大河文化，形成方阵。沧州历史文
化会更为完整，也更利于建设文化强
市。”范洪胜说，“大运河对元明清以
来沧州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
基本形成了共识，就沧州而言，黄河
流经沧州及所形成的支流、遗存，

‘九河’具体何指？还需深入探寻。
如沧州东部有鬲津河、无棣河两条大
河，鬲津河今称漳卫新河，无棣河，
又叫无棣沟，入海处叫大口河。它们
也是九河下梢的姊妹河，是徐福东渡
的入海航道。”

这些古河，至今多有遗迹。可
以想像黄河奔流入海，以其洪荒之
力，冲击大平原所形成无数大大小小
的支流。如此，“九河”也可理解成

沧州区域河流众多的概称。这些古河
道几乎贯通沧州区域，甚至延伸到境
外，伴随而生的文化遗存，随处可
见。如孟村、盐山、南皮一带的齐
堤，从阜城经泊头过南皮和沧县交界
地带、至海兴入海的沙岭，离千童城
不足100公里处，秦皇最后一次东巡
病倒的渡口平原津等。

这些古河，纵横奔腾之际，浇
灌了沧州农业、带动了手工业、便
利了盐业运输，同时衍生了相关的

多样文化。在这一点上，它们对沧
州文化的贡献与大运河相似。“故
而，借大运河文化建设的东风，应
该汇聚历史长河，融汇成沧州的大
河文化。”范洪胜说。

不仅汇聚古代，在当代，沧州
水文工程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沧县肖家楼倒吸虹工程、青县周官
屯穿运枢纽等，都可一并汇聚进
来，融汇成沧州文化一脉相承、奔
流不息的精彩。

美丽的大运河景观美丽的大运河景观

沧州黄河文化遗存考古沧州黄河文化遗存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