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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立峰胡立峰胡立峰：：：“““姑姑胡荣卿养我长大姑姑胡荣卿养我长大姑姑胡荣卿养我长大！”！”！”
本报记者 齐斐斐

开创沧州
第一家妇孺医院

胡荣卿是沧州现代最早开创“新
法接生”的妇产科医生，在沧州开创
了第一家妇孺医院，是沧州医学妇产
科的首创者。

那是 1928 年，博施医院成为
“中国护理学会的注册护士培训单
位”。在博施医院工作的“护士”
们，完成4年的学习后，有资格参加
考试并获得了该学会颁发的官方证
明，获得毕业证书后，她们就能到各
地就业了。1929年 3月 20日，在博
施医院门诊举办了一个小型毕业典
礼，7名护士获得了护士资格证书，
其中就有在博施已经工作一年的胡荣
卿。她是山东武城县人，毕业于德州
美国公理会“卫氏博济医院”附设护
校。

1930年春天，当时博施医院院
长莱特开办了博施医院“城内诊
所”。在胡荣卿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
发展，只要来的人，她都予以专业帮
助，一有时间也会应邀出诊。仅一年
时间，胡荣卿就为 88例产妇接生。
在她的努力下，沧州的孕产妇的死亡
率大大降低，婴儿的成活率显著提
高。

1939年，在博施医院工作 10多
年的胡荣卿因战争原因离开了医院。
在 1997年版的《沧州市卫生志》上
有这样一段记载：1939年9月，胡荣
卿在李家花园开办了助产诊所，推广
新法接生，开展妇女保健。这就是沧
州第一家妇孺诊所。后来，几经辗
转，胡荣卿在沧州市人民医院任妇产
科主任。退休后去了天津，与在天津

音乐学院工作的侄女胡立峰一起生
活。1984年，因心梗在天津去世。

一生未婚
人们称之“胡大姑”

看着一张张博施医院的老照片，
胡立峰老人的记忆也一点点被唤醒。
由于年纪大了，老人的话语有些模
糊：“我姑姑是个特别勤奋、有爱心
的大夫，那时候经常半夜接诊，不论
风霜雨雪，她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产
妇家。”

老人记得，那时胡荣卿对铁路工
人家属格外关心和照顾，因为贫困，
她们生下的孩子只能用破布装上土给
孩子当尿布。胡荣卿觉得很不卫生，
就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买尿布和衣服
送给工人家属。胡荣卿虽然一生没有
结婚，但她接生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喊
她“胡大姑”。她也把一生的心血都
奉献给了妇产事业。

老人说，她母亲去世得早，姑姑
就把她接过来，培养她，供她上学。
那时候受姑姑的影响，她对学医有着
强烈的渴望。因在教会学校读书，胡
立峰的英文特别好，去北京道济医院
应聘时，还得到了当时院长的夸奖。
遗憾的是，她体检时查出肺上有钙化
点，不宜从医，就这样与医生行业失
之交臂。之后，华北大学音乐专业招
有志青年入学，参加革命。胡立峰带
着青春的激情，投入到革命的洪流
中。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后，被分配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离
休于天津音乐学院。

老人说，那时候她工作非常忙，
姑姑晚年时，她没有时刻陪在身边，
这也是她一生的遗憾。当听到博施博

物馆保存且还在挖掘胡荣卿的资料
时，她带着激动的心情，坐着轮椅来
到了沧州，圆了一生的梦。

接生几千例
从未出现一例事故

胡立峰的女儿罗微对沧州比较熟
悉。从5岁开始，她就经常来沧州与
姑姥姥同住。姑姥姥看病的画面，她
记忆犹新。那个年代，因为没有先进
的影像仪器，姑姥姥看病就靠听、
摸、看。

每天诊室里，来看病检查的孕
妇很多，胡荣卿总是笑脸相迎，温
和相待，从未大声说过话。她用一
条长约 40厘米的带眼儿木制听筒，
大头在孕妇肚子上，小头对准自己
的耳朵眼儿，通过木听筒来听婴儿
的胎心，用手摸胎位是否正常。在
那个缺医少药没有什么医疗器械的
年代，胡荣卿就是凭着对事业的认
真执着，接生几千个孩子，从未出
现过一例医疗事故。

侄外孙女罗微回忆说，胡荣卿一
生特别俭朴，只有两件浅蓝色的衬
衫，两条蓝色的裤子，每天都是一身
素雅。她梳着整齐的头发，衣服破了
就补补，从来不舍得买新的。这样的
习惯影响了胡立峰一家，至今节俭朴
素已然成了她家的家风。罗微说，她
还经常和姑姥姥走街串巷去行医，一
路上，走到哪人们都认识这位救死扶
伤的“胡大姑”。

她们此行还为博施博物馆捐赠了
胡荣卿在博施医院工作时用过的盘
子、胡荣卿的家信、相框和大量老照
片，为研究沧州医学历史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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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说俺家乡好谁不说俺家乡好
曲兰兰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我走进
了一个女人的天命之年，经历了
生活的酸甜苦辣之后，心依然向
往着诗与远方。把看过的山水、走
过的路、热爱的事物、敬仰的人，
都一一镌刻在生命的每一道年轮
中，让这棵精神之树枝繁叶茂、花
满枝芽的是读书。它带给我温暖、
希望和力量，让我在柴米油盐的琐
碎里，仍坚守一份初心，在困苦磨
难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活得朝
气蓬勃、有滋有味。

读书，让我保持着对生命和生
活的热爱，是平淡生活里的糖。因
为爱读书，我喜爱万事万物，懂得
一滴水的坚持，感受一颗石子的温
度，在生活中始终保持微笑；因为
爱读书，我喜欢和家人朋友相聚，
谈天说地，交换蔚蓝与开阔，用心
呵护彼此，为爱珍重；因为爱读
书，我喜欢取悦自己，穿干净的衣
衫，说得体的话语，从而有了从容
淡定的心境，感到周围的人是暖暖
的、家是暖暖的。无论何时，日子
在细水长流里总是冒着丝丝的甜和
淡淡的香。哪怕一道醋溜白菜，也
要放在精致的兰花盘子里，上面再
点上一小撮鲜嫩的香菜……读书让
我懂得品味生活。

也有烦恼痛苦、孤独无助的时
候，不让身心的疲倦写在脸上，便
会想起很多名人故事。被称为“中
国最后一位女先生”的叶嘉莹，一
生命运多舛。幼年丧母，中年丧
女，婚姻不幸，惨遭迫害，是读书
支撑她走过所有的颠沛流离、灾难
困顿。她一生致力于中华诗词，90
岁还站在讲台上讲课，桃李满天
下，人如青莲心不染。她说，命运
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就
在哪里开花。她像一束华美的光，
照亮俗世的生活。

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场、
容颜和命运，是最顶级的养生。

罗曼·罗兰说，和书籍生活在
一起，永远不会叹息。读书，让
我们明白许多道理，控制好自己
的情绪，遇事转换角度，遇人看
之长处，能在平淡的生
活里活得从容不迫，深
情而浪漫。

因缘际遇，我认识一
对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小
夫 妻 ， 30 多 岁 ， 带 俩
娃 ， 大 的 八 岁 上 小 学 ，
小的六岁上幼儿园，夫
妻俩租住在一栋平房的

两间南房里。简陋的房间打扫得
一尘不染，布置得温馨而又有格
调。最惹眼的要数那个高大的简
易书架，上面排满了各种书籍和
大大小小的绘本，旁边的书桌上
摆着一副精致的茶具。我进去的
时候，女主人正把她女儿临摹的
向日葵画张贴到书桌上方的墙上。

我说：“你下这么大力气干吗
呀，又不是自己的房子。”她说：

“呵呵，你错了，房子是租来的，
可我的生活不是租来的。”

他看着我，笑得无比灿烂，接
着说：“我是个书迷，虽然全职在
家，可做家务不是我的全部。每
天照顾孩子，睡前给他们讲美丽
的童话故事；等孩子睡下，我还
要陪爱人喝两杯茶。”她指了指那
两个漂亮的茶杯继续说道：“他养
这么一大家子人也不容易。”

我的眼睛有点湿润。被文字滋
养过的心灵能将温暖与爱绵延，
相信她的儿女会健康成长，感知
这个世界的美好。

因为读书，她不爱抱怨生活的
苦，不会因物质的贫乏而丧失对
生活的热爱和信心。而是积极主
动地改变，带着向往生活，成为
更好的自己，也更好地成就他人。

读书，是用爱和智慧回报生
活、滋养自己，给他人力量。爱
上 读 书 ， 生 活 里 处 处 都 是 小 确
幸。爱上读书，有能力、有力量
迎接生活的风浪。读书的日子是
幸福的，心灵不断长出深情和感
动，爱和智慧日日拔节，改变着
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当我们把文字的美好，变成
心灵的美好、生活的美好时，全
世界都是美好的。我们会随着春
风一起游历大江南北，会像燕子
一样，带着希冀和梦想在心灵的
天空翱翔。我们的心会像花朵一
样盛开，让春天更有色彩，我们
会是那束闪闪发光的暖阳，让世
界 一 片 明 亮 ， 无 数 的 爱 汇 成 江
河，滋养我们一生前行。

有书相伴，可抵岁月漫长。

读书读书 生活里的糖生活里的糖
吴雅丽

4 月 16 日，在“国际古迹遗址
日”到来之际，民间文物考古爱好者
与当地文化爱好者一起，再次来到沧
县薛官屯乡杨官屯村西南的古遗址上
探访遗迹，并参加由沧州纪晓岚研究
会主办的燕留城遗址考察学术交流
会，继续探寻这里是否就是历史上的
燕留城遗址。

《沧州日报》 1月 6日、2月 17日
先后推出两期关于春秋古城燕留城遗
址是否在沧县杨官屯的报道后，在沧
州乃至河北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尤
其是文物专家根据遗址现场发现的遗
物，提出这里可能就是燕留城的观点
后，更引发了人们的兴趣。4 月 16
日，一行20多人再次探访杨官屯古遗
址。参加这次考察的，多为民间文物
考古爱好者。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
授、《东光历史文化丛书》执行主编
郭凯峰，业余爱好历史文化研究及田
野考古，曾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多
篇论文，在业内享有一定知名度。沧
州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系党总支书
记王天行、市国学研究会韩书运、市
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刘全凤等，也都是
民间考古爱好者。大家在沧县农民文

化爱好者刘之龙、罗忠林的指引下，
来到沧县杨官屯、后李寨村，按照
《古燕留城外形图》的方位标识，踏
过荒草阡陌，由北向南寻踪考察：北
台子—修家坟—张家坟—张仙台子—
娘娘庙台子—盟台……大家在透着历
史气息的乡间古道上边走边探访遗
迹，把脉一块块灰陶、瓷片、砖瓦碎
片，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寻觅历
史上的那段佳话。

在娘娘庙台子遗址上，当刘之龙
介绍黄河古道周定王河曾流经这里，
并拿出古河道地图时，韩书运兴奋地
说，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古代城池必
须有古道、有河流。古河道的发现，
为确定燕留城遗址又提供了重要依据。

张家坟处有一道壕沟，与修家坟
相通。这里全是砖瓦碎片。纪晓岚研
究会副秘书长李冬在砖瓦碎块里发现
了一小块古代青铜器的残件。虽然未
经专家鉴定，还无法确定年代，人们
还是兴奋不已。

之后，大家来到陶令园，参加在
这里举办的燕留城遗址考察学术交流
会。会上展出了刘之龙、罗忠林在古
遗址上捡拾的石器、陶器、瓷器、砖
瓦等大量碎片。王天行将刚从古遗址
现场采集到的遗物，分门别类整理
后，标好名称和发现地点，全部转交
给纪晓岚研究会保管。郭凯峰说：

“这些遗物很重要，应该好好保存，
以待进一步考证。”他说，来之前，
曾对杨官屯古城遗址采用多种研究方
法，进行了一番历史文献的梳理研读
与古代地理地图的检索比对，初步推
定杨官屯遗址是燕留城遗址的可能性
很大，参加这次实地考察后，尤其是
结合这次最新发现的有关遗物遗存，
这种可能性更大了。

交流会上，文化研究者穆远方等
畅所欲言。市国学研究会会员韩书运与
大家分享了他刚刚完成的作品《黎明前

的燕留城》。洋洋洒洒四千言，有对齐
桓公援燕伐山戎之战性质的探讨，有邺
城与燕留城两座城池的比较分析，有对
春秋时期政治道德的论述，也有对燕留
城遗址考察过程中的思考。

纪晓岚研究会会长李兴昌说，燕
留城遗址考察活动，要以理性、科学
的态度和历史的观点来进行，同时
要注意古代遗址的保护。希望有人能
站出来提出反证，达到正方与反方辩
证的效果。事不辩不明，希望通过辩
论，找到更多线索。

我出生在泊头过去人称“西六
穷”的一个小村。近些年，我亲眼目睹
了家乡在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
春风的吹拂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彻
底摘掉了穷帽子。

前几天，我乘公交车踏上了回乡
路。下了车，漫步乡间，道路平坦宽
阔，电动车、轿车川流不息、一派繁
忙。水泥路两旁，月季花散发着诱人的
芳香，白杨树笔直挺立。放眼望去，成
片的麦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过去春耕
时，牛拉犁耕地，马拉耧播种。收获
时，就拿玉米来说，都是把玉米秸一棵
棵刨下来，再掰下玉米，用小拉车运回
家。运到院中，还得剥玉米，晒干后搓
玉米、碾玉米……从播种到收获，那
真是粒粒皆辛苦，如果遇上灾年，口粮
都不够。

如今，农村都是机械化生产，人
们起早贪黑、挥着沉重的锄头劳作、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一路走，一路看，一排排白墙红
瓦的房子鳞次栉比。墙面上的内容也醒
目耀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生态宜居美丽
家园”“一村文明风，满目和谐情”“百
善孝为先”……路面干净整洁，垃圾
箱排放有序，一间间干净的公厕拔地而
起，色彩丰富的植被错落有致，处处可
闻鸟语花香。人行其中，好似在画中
游。

记忆中的老家，是另一番景象。
一进村，一股粪便的臭味扑鼻而来，家
畜家禽都散养。几乎各家门前都有猪
圈，土坯厕所也在各家门口，不分男
女，一到夏天，蚊虫乱飞，气味难闻。
上厕所的时候要一边拉着裤脚，一边用
手赶着蚊蝇。如遇下雨天，上厕所更是
一桩难事儿。而最尴尬的是厕所没有
门，大家走到围墙前，都会咳一声，里
面如果有人就会回应一声。破旧低矮的
土坯房，尘土飞扬的街道，高低不平的
胡同……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如今已经过去了。
到了弟弟家，屋子宽敞明亮，客

厅、卧室、餐厅样样俱全、装修精致。
姊妹几人吹着空调，看着电视，谈论着
今天的幸福生活。

过去，买菜去几公里外的集市，5
天一集，一买最少5天的口粮。现在，
村里建起了绿色养殖基地，采摘园一个
个拔地而起。鸡、鸭、鱼，绿色蔬菜，
水果等应有尽有。村里人也开始讲究起
营养平衡了，各种美味佳肴成了乡村生
活的日常饭菜。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迅
速崛起，更让乡村百姓能够吃到任何想
吃的美食。

另外让人感触的就是吃水。过
去，吃水得去几公里外的砖井挑水，水
面总是漂浮着一层小虫子。如今，家家
户户都喝上了净化后的自来水。

现在，村里人不仅物质生活水平
有了提高，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起来。

村里建起了广场、棋牌室、图书
馆、健身器材，还有露天电影……人
们跳起了广场舞，下棋、打牌、看书，
生活环境改善了，农民素质也提高了。

乡村完善了医疗体系，县医院、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构成了农村医
疗卫生服务网络，老百姓看病几乎
不用出村。如今，农村实行养老保
险和新农合政策，农民不仅享受看
病报销补贴，还可领到养老金。不
仅如此，村里还建起了养老院，老
人们根本不用为养老问题发愁。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曾经农村
人向往的城市生活，如今已经变成
了现实。而城市居民已经被乡村环
境所吸引，返乡投资、建设家乡者
络绎不绝。

交通、住宅、穿着……看着这里
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禁感叹：谁不说
咱家乡好？

沧州记忆
CANGZHOU JIYI

杨官屯古遗址又有新发现杨官屯古遗址又有新发现杨官屯古遗址又有新发现
燕留城在此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燕留城在此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寻踪燕留城遗址寻踪燕留城遗址

人们在杨官屯遗址考察人们在杨官屯遗址考察 孙希旺孙希旺 摄摄

胡立峰胡立峰（（左左））和女儿罗微参观博施博物馆和女儿罗微参观博施博物馆

胡荣卿胡荣卿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