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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畔大运河畔大运河畔 书香悠远书香悠远书香悠远
本报记者 杨静然 齐斐斐 摄影 魏志广 王秀丽

参加读书会的还有沧县关工
委“五老”报告团的成员们，他
们分享读书心得，讲述运河故
事，读书会现场高潮迭起，掌声
不断。

沧县关工委主任娄锡文多年
致力于“无衔将军”张仲瀚的研
究，为展现将军的风采与传奇，
曾 8 次远赴新疆，为其著书立
传、办展览。她说，读史使人明
志，在沧州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曾留下无数将帅的足迹，重温这
些红色故事，能汲取到奋发向上
的精神力量。

66岁的杨福才从小习武，曾
遍访武术家，在他看来，沧州武

术的兴盛离不开大运河。他为大
家讲述了众多武林高手在抗日战
争中的杰出贡献。

“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
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心海
浩瀚的蔚蓝……”由临海路小
学李濡辰、綦琦、郝禹胜等小
学生朗诵的 《青春中国》 将读
书会推向高潮，赢得了在场观
众阵阵掌声。

虽然年少，但他们对流淌千
年的大运河也有自己的见解。“大
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是世
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
河”“沧州是大运河流经最长的城
市，也由此衍生出中医文化、武

术文化、杂技文化等特色文化”
“运河通航了，也让家乡变得越来
越美”……

最后，沧州女摄影家协会主
席杨美华讲述了摄影师们对运河
的热爱。“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
河，也是摄影师镜头中永恒的拍
摄主题。”

日渐长，风正暖，正是读书
好时节。因为读书，人生处处柳
绿花红。目前，我市正在创建文
明城市，读书是传递文明、涵养
精神的最好方式。沧州日报读书
会倡导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让书香濡染我们一路前
行，人生才会更加丰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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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流河镇盖宿铺村
102岁老党员王金荣，抗战
时期用笸箩摆渡冀中八路军
干部过河，开辟运东根据地
的故事，随着本报的报道已
广为人知。而实际上，王金
荣抗战时期还做了很多的事
情。

近日，市老区建设促进
会会长赵国岭来到盖宿铺看
望、慰问老人，听老人讲述
了更多惊心动魄的革命传
奇。

挑铁路

“七七事变”后，日军
很快掌握了津浦铁路，使之
成为日伪军运输物资和兵力
的重要交通线。

1943 年，在抗日战争
最残酷的时候，22岁的王
金荣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那时，日军实行大扫
荡，青县共产党组织遭到重
创。八路军干部、大城新九
区区长刘敬修来到盖宿铺，
秘密发展了 6名共产党员，
其中就有王金荣。

“那时党员的身份严格
保密，谁也不能告诉！”王
金荣说，他们接到的第一个
任务是，建立秘密渡口，用
冀中区特制的大笸箩秘密运
送八路军干部渡河。因为纪
律，他甚至不知道他们中大
多数人的姓名和职务。他不
惧生死，一干就是两年多，
直到抗战胜利。

王金荣很快成为盖宿铺
村的秘密民兵队长。他们接
到的另一任务是：想方设法破坏津浦铁路线。

盖宿铺紧挨运河，离津浦铁路也不远。破坏的方
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挑铁路，二是在铁路上埋地雷，
炸铁路。

采访中，王金荣说：“我们在津浦线上炸过运物
资的铁甲车，炸得满天花！”

劫“满铁船”

“满铁船队”是日伪军的商业船队，主要是将搜
抢民间的棉花、粮食等物资运往天津，再把天津的民
用物资，包括布匹、糖类、肥皂等日用百货及军需用
品运送城镇，反复牟利、吸干中国老百姓的血汗。

1945 年春，一支由 20 多只船组成的“满铁船
队”经常来往于大运河上。共产党五区区委决定集中
兵力，分南北两段堵截敌人的商船。其中，南段战斗
就选在从盖宿铺到北蔡庄的一段运河上。盖宿铺村北
有一大片河滩，正是截击战的最佳地形。王金荣参加
了这次战斗。当时他有一支枪，名叫“大撅枪”
（音）。这种枪虽不如三八大盖先进，在战斗中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这次截击战，民兵配合八路军作战大获
成功，截获了几十车布匹、肥皂、背心、汗衫等物。

这次战斗不久，日军疯狂报复，血洗盖宿铺，打
死了没来得及逃走的无辜老人。这就是王金荣老人口
中的“盖宿铺开火”事件。

挖地道

日军血洗盖宿铺，村民们能及时逃走，得益于村
里挖有地道。村民们钻进地道，就能逃到村外的庄稼
地。挖地道也是王金荣的任务之一。

除了在本村挖地道，王金荣和村里的民兵还经常
帮着附近的村庄挖地道。采访中，王金荣还讲了一个

“地道里参军”的故事。有一次，他和村里的另一名
民兵程宝明去别的村挖地道。王金荣干完活儿就出来
了，等了大约半个时辰，程宝明穿着军装出来了。他
告诉王金荣，自己参军了，一会儿跟八路军去找部
队，就不回村了。只留下这么一句话，就离开了。

王金荣再见程宝明，他的头颅挂在青县城门楼的
高杆上——他已壮烈牺牲。

抗战胜利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王金荣继续与
国民党部队斗智斗勇，巧妙周旋，为青沧战役的胜利
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 15年，带领乡亲们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盖宿铺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转眼百年岁月倥偬。除了耳背外，王金荣依然身
体硬朗，思路清晰，声若洪钟。与王金荣同村的青县
民政局干部刘洪泰，每次回老家，都会找王金荣老人
聊天话家常。日积月累，他了解到老人抗战时更多的
惊险故事。但老人毕竟年纪大了，有些事经常“断
片”，需要有人提醒，才能把这些故事讲述完整。老人
虽然生活在乡间，但他丰厚的人生传奇就是一部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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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流韵书香远”读书
会活动现场，4位女摄影师穿
梭拍摄，忙得不亦乐乎，为这
次读书活动留下了难忘瞬间。
她们来自市女摄协，在女摄协
主席杨美华的带领下，早早来
到活动现场——大运河边的沧
曲书舍，用镜头记录运河，记
录运河儿女今天的生活。

“今天的拍摄活动特别有
意义，参加读书会的有将近古
稀之年的老人，也有少年儿
童。不管什么年龄层次，大家
都表现出对书香的热爱和向
往。”杨美华说，拍摄过程中，
自己也深受鼓舞，决定以后不
仅自己要多读书，还要带动女
摄协的姐妹们一起读书，共同
提高摄影水平和文化修养。

读书会在沧曲书舍的曲廊
中进行。廊下水流潺潺，鱼儿
游戏；廊上大家围坐两侧，聆
听老师们的读书推荐和分享。
当大运河文化爱好者陈立新分
享完小说《大刀记》后，一下
子触动了杨美华的心弦。原

来，她的父亲就曾战斗在《大
刀记》故事的发生地——冀鲁
边区，在这里抗击日军、浴血
奋战，直到去世，弹片还留在
了身体里。当她用镜头一次次
聚焦陈立新，拍摄他拿着放大
镜一段段地朗诵《大刀记》中
的精彩片段时，透过镜头，她
仿佛回到了父亲战斗的那个年
代，看到了当时运河两岸老百
姓生活的一幕幕场景。

大运河是沧州人的母亲
河，女摄协多次组织拍摄大运
河，参与了市区段运河通航、
园博园采风等重要拍摄活动。
目前，她们正与市老区建设促
进会举办“运河碧水秀 沧州老
区美——沧州市女摄影师老区
新貌摄影作品展”活动，几位
摄影师是忙里偷闲来参加活动
的。读书会活动历时两小时，
杨美华、刘运娥、王秀丽、孙
博玉几位女摄影师拍摄热情始
终很高。她们时而站在高处，
时而蹲下身来，只为选择更好
的角度，拍出更精彩的照片。

女摄协女摄协：：镜头记录书香运河镜头记录书香运河
杨金丽 齐斐斐

发现发现··运河运河

春风萦耳畔，书香

沁心间，人间最美四月

天，正是读书好时节。

在 2023 年 “ 世 界 读 书

日”到来之际，沧州日

报读书会与众多读者相

聚沧曲书舍，与运河共

赴一场书香之旅。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

“运河流韵书香远”，也

是沧州日报读书会开展

的“书中的大运河”系

列主题活动之一。

大运河凝聚了悠久

的历史，交织着沧州古

朴醇厚的民风民俗。学

校师生、文化爱好者和

沧州市女摄协的摄影师

们相约运河畔，品读悠

悠运河情，徜徉于流动

千年的历史中。

两岸柳绿，陌上花开。4
月的百狮园春意盎然，那一草
一木一树，一花一水一桥，都
是动人的美景、浪漫的诗篇。
沿路向东南行，竹林环绕间，
一座青砖黛瓦的建筑映入眼
帘，这里是沧曲书舍，本次读
书活动的举办地点。

沧曲书舍曾是沧州历史上
真实存在的一个学堂，据史料
记载：“雍正三年春，州人立
沧曲书舍。州人张延绪就其城
南别墅，延河间左方焘、州人
李之崋相继讲学其中，多士云
从，构室肄业。”民国《沧县
志》将沧曲书舍列入了古迹，
曾现“南北名人，声应气求，
极一时之盛”。运河赋予它清
幽的环境、充足的生源、传播
声名的通道。

遥想当年，在河之曲，多
少名流雅士、文人墨客汇聚，
品读诗书，文心脉脉，一旁便
是静静流淌的大运河。两百多

年后的今天，这幅画面重现。
热爱读书的运河子民来此，一
如当年的先贤雅士，带着期
许，带着诗情画意，在这里抒
写豪情壮志。

古木回廊、曲水流觞，亭
台楼榭、雕梁花窗……置身沧
曲书舍，大家仿佛穿越古今，
来到了两百多年前的运河岸
边。

悠扬的乐声想起，打断了
大家的遐思，临海路小学王
杰、刘堃宇、崔静等老师带来
诗朗诵《英雄》，读书会由此
拉开帷幕。

“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
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
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
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灵
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
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高亢激昂的朗诵，让在场的嘉
宾、读者不禁心潮澎湃。

大运河，我们的母亲河，
她毫不吝啬地把最长的一段留
给了沧州，让沧州成为运河沿
线城市中流经里程最长的一座
城。她流淌千年，孕育滋养了
狮城儿女，沉淀了太多的情感
和故事。

“沧州以运河为界，运河
以西为冀中军区，运河以东为
冀鲁边区。长篇小说 《大刀
记》描述了冀鲁边人民在旧
社会受尽了封建欺压和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的血泪历史，
塑造了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反抗
封建欺压、推翻黑暗的旧社
会，为消灭日本侵略者不怕
流血牺牲的光辉形象。冀鲁
边一带曾经发生过许多可歌可
泣的红色故事……”随着一
段讲述，观众的记忆飘向抗
战时期，讲述者是文史爱好
者陈立新。

熟悉陈立新的人，都称他
为“运河迷”。多年来，他拍
摄运河、行走运河，挖掘运河
故事，记录两岸风土人情。光
影闪过之处，都是带着温度的
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

对于沧州市国学研究会副
会长卢竞芳而言，运河则更显
亲切。她家几代人都生活在运
河边，母亲刘玉身曾著书《晚
晴集》回忆运河往事。

卢竞芳记忆里的运河，烟
火弥漫，充满乐趣。

“母亲在运河边长大，家
门前就是当年的杂货码头。她
小时候总是坐在门前大柳树下
数来往的船只，然后用心记下
每条船的特殊标记，看五颜六
色的货物，听南来北往的口
音。母亲最喜欢的便是凿冰、
放河灯……”在她的讲述里，
一条河的桨声帆影变得生动鲜
活如在眼前。

在河之曲 当运河遇上书香

悦读悦美 大运河的诗与远方

运河两岸 最是书香能致远

花絮花絮

市老促会会长赵国岭（左二）到青县看望102岁
老党员王金荣（左一）。 王少华 摄

陈立新与大家分享小说陈立新与大家分享小说《《大刀记大刀记》》

卢竞芳讲述妈妈与运河的故事卢竞芳讲述妈妈与运河的故事

临海路小学的学生们表演诗朗诵临海路小学的学生们表演诗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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