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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寻红色印记踏寻红色印记 追忆长征精神追忆长征精神
本报讯（张萌萌） 长征，永远铭

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红军长征留
下大量珍贵遗迹，见证诉说着一部惊
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日前，民革沧州
市委组织部分党员赴江西于都、瑞金
等地开展了“矢志不渝跟党走 携手奋
进新时代”主题教育活动。

江西赣州东部，于都河水悠悠流
淌，滋养着这座叫于都的小县城。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 8.6万人就是
从这里集结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今，在于都河畔
矗立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供
人们瞻仰致敬。纪念碑不远处，坐落

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馆内一
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文献实物、一
个个沙盘模型，记录着中央红军长征
前后那段可歌可泣的壮烈历史。一行
人追寻着历史的足迹，重温着那段血
与火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着伟大的
长征精神，从中汲取着前行的力量。

他们在纪念馆的一面墙前，长久
驻足，默默凝望，那是“长征出发地
红旗谱”，上面挂着几十位出生在于都
县的红军战士的照片。这些战士经过
多年的浴血奋战，都成为了共和国的
开国将军。苏区时期，仅 30余万人的
于都城，就有6.8万余人参加红军、10
万余人支前参战，中央红军长征的队
伍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是于都籍子弟
兵。长征精神在这片红色热土上，血
脉相传、生生不息。纪念馆内还保留
着无数英烈用过的遗物：被单、草
鞋、箩筐、藤篮、锅碗、渔船……一
样样都饱含着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
一件件都带着令人动容的红色记忆。
走近这些文物，仿佛走进了那段历
史，走进了那段往事。

怀着崇敬的心情，大家又先后奔

赴瑞金、福建古田等地寻访长征足
迹。红军检阅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旧址、古田会议遗址、
毛主席纪念园……每到一处，大家的
内心都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大家纷纷
感慨：过去更多的是在课本上、在电
视里了解长征故事，当如此近距离地
探访这段历史、追寻革命伟人的足迹
时，内心的震撼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的。他们无不被革命先烈灼热的信仰
信念、炽热的家国情怀所感染。

民革沧州市委驻会副主委杨国忠
说，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
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
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我们重温长征精
神，为的就是走好新的长征路。坚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听党话，
永远跟党走”的信念。这次，他们还
先后与民革赣州市委、民革龙岩市委
进行座谈。围绕如何抓好基层组织建
设、如何提高履职尽责水平等内容，
进行交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必定
会为今后更好地参政议政、服务沧州发
展凝聚新的力量。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不仅浇灌了两
岸良田，养育了勤劳智慧的民众，还滋
润了两岸学校建设和发展。从永济桥一
路向南，各级各类学校应运而生。

沿河两岸，有沧州最早的庙学教
育，有书院、义学、私塾，有在祠
堂、寺庙上建起的新式学堂，也有津
南最高学府、最早的新式学堂、最早
的女子学校。除了官办教育、家庭私
塾外，这里还有长芦盐运使、外国传
教士创办的学校……几百年的历史长
度，数不清举子学人的求学故事，让
它们在沧州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

这些学校有鲜明的大运河痕迹。
它们创建年代不同，最早的已历600多
年。即使同一座学校，不同年代也常
有校名更迭、校址变迁。探究、考证
这些学校以及背后的故事，大家常常
为一个个新的发现而欢呼雀跃。

庙学·书院

从解放桥向东，走不多远，就到
了文庙。老树新绿，掩映着红漆的大
殿、黄绿的琉璃、青灰的檐兽。这座
代表明清艺术的建筑，就是沧州庙学
教育的所在地。

庙学，即官学，这是中国科举年
代最重要的教育形式。

运河漕运的发达、经济的繁荣，
为沿线城市举办教育提供了条件。沧
州庙学兴盛，文字记载始于明代，而
这正是沧州城迁来运河边的时候。

民国二十二年 《沧县志》 中记
载：“孔子庙在治城西南隅，始建者无
可考。明初创修，规制渐备。由明而
清，历代均有增修。”文庙不仅在地理
位置上成就了沧州“幞头城”的城市
布局，数百年来还培养出无数学子，
让沧州成为人文懋著之地。明代，沧
州跻身 18座“运河名城”之列，既得
益于经济的发展，又有文化教育之
功。而这些都得益于运河。

文庙内的洪武学校格式碑文，内
容涉及招生来源、名额、师生待遇、
学习科目等。明清时期，沧州庙学设
学正、训导。作为主管庙学教育的文
官，他们还负责生员的教学、指导和
考核。

保证文庙正常运行的是学田制
度。明清两代，历届沧州官员和长芦
盐运使多为文庙置办学田。清末，学
田已达 200多顷。500多年，学田地租
从未被贪污吞没，由此可见教育在人
们心中是何等神圣。

自汉至元的 1600多年间，沧州士
子科举者寥寥无几。到明代，考中进
士的有33人，清朝进士77人，两朝共
有进士、举人600多人。这一切不能不
说得益于庙学。

沧州还有浓厚的书院文化。离运
河不远，隐藏着两个历史悠久的书
院：明代的天门书院、清代的渤海书
院。

在高楼林立、商业繁华的新华路
与清池大道交叉路口的东北角里，藏
着一个秘密的地方，这就是沧州衙署
遗址补山楼。紧邻其东，原有一座小
小书院，这就是史料记载的沧州城第
一家书院：天门书院。

《沧县志》中记载：“天门书院，
在州治东，规制整齐。万历二十七
年，巡盐御史毕三才、运使何继高等

创建。凡附近州、县优行诸生，不拘
民、灶（盐户），取入院会课……天门
书院有号房七十五间……清雍正初，
升沧州为直隶州，知州重建学院，置
考棚八十楹。其时拔取者鼎甲连绵，
位跻通显，人文之盛，畿辅首屈一
指。迨雍正九年，沧州改隶天津，学
院遂废。”如今，它已痕迹全无，湮灭
在一片耸立的高楼中。

天门书院被废 70多年后，嘉庆年
间，另一所书院面世。这就是现在实
验小学的前身：渤海书院。

实验小学校史馆中，那些展牌和
老照片，复活了渤海书院的昨天：清
嘉庆年间，在老沧州城内张家胡同
北，渤海书院破土动工开建；道光、
同治年间，渤海书院3次重修；光绪年
间，书院增修考棚，19年后，这些考
棚派上了大用场，天津府试科举考试
在这里举行；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是
沧州城内最负盛名的教育机构，为沧
州培养出大批才俊……历经200多年历
史烟云，渤海书院依然未改教书育人
的本色。

在天门书院被废、渤海书院成立
前，运河湾处，有一座沧曲书舍。这
里流水环抱，花红柳绿，景色绝佳。
它由州人张延绪创办，由名师讲学。
其时，文人雅士相聚于此，研究学
问，纵论古今，畅谈国事，意气洋
洋。这座书舍，曾在雍正朝科举考试
中连续取得佳绩，因此青史留名。而
今，新建的百狮园中，沧曲书舍以灰
瓦白墙的形象再现运河之畔。

社学·义学

明清时期，除了庙学与书院外，
还有私塾、社学和义学。

沧州一直有重文尊儒、诗书传家
之风。有条件的家庭设立私塾，延师
讲学。一般家庭的子弟则到社学开
蒙。“各坊、里俱有社学，选文行兼优
儒生充社师，训诂蒙童。”《沧县志》
上关于社学的记载很简单。清代沧州
城内外共分五坊，坊内又设里。行走
沿河，穿过曾经的严崇坊、北钟英
坊、南钟英坊等，脚下的土地、眼前
的建筑，也许就是曾经的私塾、社
学，行走其间，似传来朗朗书声。

说到沧州城市的底色，不能不提
一个“义”字。历史上，沧州从来不
乏义士、义民；教育方面，义学也值
得一提。义学是专门资助贫寒子弟上
学的学校。沧州官宦士绅多兴办义
学。长芦盐务批验所大使王凤冈、沧
州驻军统领梅东益、辞官回乡后的王
雅东、当时的一些名人能人刘凤舞、
范清谷等，都办过义学。县志中记载
了名字的义学有三所，包公祠义学、
秉仁义塾、长芦义学（本报上期曾报
道）。3所义学，秉仁义塾位于实验小
学中，包公祠义学、长芦义学都在运
河旁。

南川楼附近有一所训盲学校，也
属于义学范畴。训盲学校的前身就是
先斯院。据考证，这里是全国最早的
盲人学校。

《沧州市教育志》编写者陈建英，
为我们讲述了这所学校两个版本的故
事。按照史料记载，明崇祯五年，湖
北举人韩应龙被任命为长芦盐运使，
来到沧州。当时沧州灾害频繁，十室
九虚。本来只有督盐之责的韩应龙，

“目击而心悲”，捐出俸银，在南川楼
附近创办先斯院，用来资助无家可归
的人员以及残疾人。

清康熙年间，长芦盐运使署迁到
了天津，先斯院却保留了下来。这里
的盲人口口相传，留下了另一个版本
的故事：沧州有个盲人曾帮助过一个
穷困潦倒的书生，书生后来做了大
官。他本想报答恩人，却遍寻不得，
于是在运河边建起先斯院，用来资助
更多的盲人。后来这里开办学校，教
给盲人生活技能，算是一所特殊教育
的义学。这个故事，还曾被纪晓岚记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

2015年，记者曾与陈建英一起，
在南川楼一带寻访过先斯院。而今故
地重游，这里已是一片火热的建设场
面。在古香古色的南川楼风情街上，
一株老槐树被特意保护了起来。“就是
这株树！先斯院的老槐树！”陈建英兴
奋地摩挲着老槐树。当年，训盲学校
专招10至15岁男盲童，开设算卦、说
书、弹弦等课程。如今，它已消失在
历史的尘烟中。

新学·新校

19世纪末，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
和戊戌变法，沧州出现了新式教育。

从解放桥一直往东，过文庙不
远，路边一座学校。陈建英说，这就
是曾经的牛市街小学，沧州新式教育
的肇始地。

那是清光绪末年，留日学生李少
峨回国后，受县署委派，在渤海书院
旧址创立高等小学堂，不久迁到牛市
街新建的校舍。此后，新式学堂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在沧州大地上。

熟悉情况的老人介绍，牛市街小
学的校舍是古典式的青堂瓦舍，由三
个大四合院组成，教室之外还有操
场、礼堂。学生 600来人，开设国文、
算学、修身、音美、历史、地理等课
程，趋向科学与实用。学校有校旗、
校徽、校歌、校训、校服等。据早期
革命家沈士敏回忆，他正是在这里开
始认识世界的，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
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牛市街小学历史上几度改名，如
今已与东河沿上原有的顺河小学合并
为回民小学，校址搬到彩虹桥旁。老
校址如今由运河区特殊教育学校使
用。同行者中，陈建英等三人曾在顺
河小学读书。小时候的事情总是记忆
最深。他们一边站在校门前，请摄影
老师拍照，一边开玩笑：“我们和运
河，是青梅竹马的感情。”

在新华桥与解放桥之间，河西岸
曾有新桥小学、白家口小学、菜市口小
学。其中，白家口小学就建在法华寺
内。当年旧学变新学，民间的祠庙改学
堂的事并不新鲜。法华寺始建于明成化
年间，拆除后其木料建了新华桥。

说到新式教育，不能不提当时的
津南最高学府——省立二中，也就是
今天的沧州一中。它创建于 1913年 2
月，是沧州现代学校教育转型的标志
性符号。实际上，它离运河的直线距
离只有几百米。省立二中当初创办
时，连校舍都没有，还是借用的牛市
街小学的教室。后来经过交涉，最终
选定在沧州北门外驻防旗军演武厅教
场建立新校舍。从此，旗军训练场成
了孩子们求学的校园，朗朗书声代替

了铁甲长矛。前些年，沧州一中迁了
新校址，如今沧州八中在这里继续办
学。

新式学堂创办后，受新思想的影
响，人们开始让女孩读书。当时风气
初开，男女不能同校，女校于是横空
出世。

按县志记载，沧州共有女校 13
所。最早的女校是哪一所？目前还没
有定论，但应在这3所中：由秉仁义塾
改成的县立女子完全小学校、梅公祠
内的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堂、马场街女
校。这些地方都在运河边，最远的也
不过千米。

与训盲学校隔河相望，原本有一
所乐善园小学。如今，这里是博施博
物馆，成为大运河畔的景点之一。

19世纪末，英国人来沧在运河边
南关口西岸建博施医院，同时在医院
西侧建乐善园小学。“七七事变”后，
学校终止。1960年，沧镇中学迁到此
处，后改名为沧县四中。1961年改名
为沧州二中，之后迁出。这就是现在
的沧州二中。

乐善园小学青史留名，并不限于
此。这座教会学校也是沧州早期革命
的秘密活动基地。1931年，地下党员
张德让在此任教，这里成为宣传马克
思主义、进行早期革命的秘密活动基
地。早期津南共产党的领导人潘漠
华、廖华等，多次来此。早期从事革
命的何启君、戴其萼等，在乐善园小
学读书时就入了团。

博施博物馆馆长于龙华得知这次
活动后，欣然邀请大家到博物馆举办
座谈会。以这里为圆心看沧州教育，
饶有意味：其东，是复建后的沧曲书
舍；隔河东望，是曾经的训盲学校；
其南，紧邻沧州市职业技术学校；其
西，是育红小学。这个小小的圆圈进
了太多的东西：从明代到今天，从历
史上的书舍、义学到现在高标准现代
化的校园。

春光明媚，大运河边的校园操场
上，一群十几岁的学生正上体育课。
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在塑胶跑道上疾
驰而过。几百年来，多少青年才俊正
是从校园出发，实现自我，报效家
国，走上新的人生。历史、今天、未
来，就投注到这个阳光洒落的跑道上。

在陈建英在陈建英、、陈国胜的指导下陈国胜的指导下，，博施博物馆特意为本次寻访运河沿线学博施博物馆特意为本次寻访运河沿线学
校制作的地图校制作的地图。。追寻红色足迹追寻红色足迹 高春燕高春燕 摄摄

乐善园小学曾在博施医院西侧乐善园小学曾在博施医院西侧，，如今这里建起了博施博物如今这里建起了博施博物
馆馆。。寻访运河沿岸学校的座谈会在此举行寻访运河沿岸学校的座谈会在此举行。。 吕国良吕国良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