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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GZHOU JIYI

铁路新村这片民居铁路新村这片民居铁路新村这片民居，，，曾是日军兵营曾是日军兵营曾是日军兵营？？？
本报记者 杨静然

以以““崇文重教崇文重教””闻名闻名，，为为《《河间府志河间府志》》作序作序，，深受百姓爱戴深受百姓爱戴————

一位河间知府的深情告白一位河间知府的深情告白一位河间知府的深情告白
赵华英 杨静然

清乾隆年间的《河间府志》，在明
清各版府志中规模宏大、内容翔实，至
今仍是研究沧州各县市、河北阜城、山
东宁津等地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部45万字的府志由三任河间知府
合力而成，在地方志的编撰史上也很少
见。其中，知府杜甲为这部志写了序
文，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河间的不舍、
对百姓的深情。而河间百姓对他也十分
爱戴，离任时，70多位学生作诗送别。

拨开历史的云烟，让我们一起探寻
杜甲在河间发生过哪些故事。

上任之初先建书院

杜甲是扬州江都人，字补堂，号晚
晴 ， 曾 考 入 国 子 监 。 乾 隆 六 年
（1741），杜甲任通州知州，《通州志》
记载，他“洞达治体、政皆裨民，擅长
听讼、剖断如神”。后来，他又先后在
宁波、绍兴、杭州任职。乾隆十七年
（1752）六月，杜甲上任河间知府。

杜甲重视教育，来到河间任职后，
第一件事便是修缮瀛州书院。

河间曾有两大书院——毛公书院和
瀛州书院。毛公书院始建于元代，位于

城北三十里铺，较为偏远。瀛州书院为
府级书院，始建于明代，但原址早已废
弃。乾隆十三年（1748），瀛州书院被
安排到河间府学文庙一侧的房子中，空
间狭小，也不方便学习。看到狭窄老旧
的书院，他不禁感慨万千。

在河间这样一个以礼乐闻名的古
郡，一种迫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涌上杜
甲心头。《杜使君治行记》记载，他到
任河间后，对官员们说：“此献王旧
封、毛公董子之故乡，书院为长育人材
地，太守责不敢弛！”

杜甲对文教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
任通州知州时，他就曾捐出俸禄，与士
绅筹资修缮当地的书院，还聘请主讲，
给生员发放伙食津贴，通州的百姓深受
其惠。

来河间后的第二年，他上书朝廷，
申请重建书院。得到批准后，他立即挑
选地点，购置材料，聘请工匠。建书院
时，杜甲又带头捐款，各县主官、学者
纷纷捐钱，3个月后，瀛州书院建成。

建成后的瀛州书院设有讲堂，有供
奉董仲舒的董子祠、供奉毛苌的毛公
祠，读书房、藏书房、厨房等一应俱
全，还有供师生游乐的池塘、草亭等休

憩景点。
杜甲还亲自撰写了 《瀛州书院碑

记》，树碑记事，感叹河间“一郡之
大”，必须有一所专业书院作为培育人
才的“养士造士”之地。这样，博大精
深的诗经文化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河间府志》背后的使命担当

河间历史源远流长，历任知府都十
分重视编撰修志。

乾隆十八年 （1753），河间知府王
检主持纂修，此事刚刚开始，王检却离
任了。继任知府杜甲继续编撰工作。

乾隆二十四年（1759）冬，杜甲聘
请江南赫赫有名的才子黄文莲重为考证
编修。成书时，杜甲因辞官回家，最终
由继任的河间知府刊刻印行。

从到任河间知府到离任，清代笔记
集《扬州画舫录》记载了杜甲在河间的
主要事迹：“立书院，修献王旧封，平
魏阉祖坟……”除此之外，书中还记载
了杜甲赈灾、修墓，可见这位河间知府
的智慧、才能与仁义。

杜甲离任前，黄文莲找到他说：
“《河间府志》就要刊印于世了，您也
作一篇序吧？”

那些为了修建书院日夜操劳的日
子，那些与河间贤人雅士品读诗书的日
子，历历在目，令杜甲触目伤怀。他深
情写下：“转眼之间，我来到河间已经7
年了。但凡府境之内的属邑、城郭，我
要么去过一次，要么去过两三次，各地
风土景物之美丽或朴实，百姓财物之增
加或者减少，人情风尚之丰盛或俭约、
强悍或柔和，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见到各地的贤士、大夫，大家都以礼相
待、尊崇请教，河间府的文士慕名找到
官署，与我谈诗论事的不在少数。忽而
又想起到乡村访民问情的时光。每次见
到老人、孩子幼童，就亲切地过去和他
们交谈。在河间任职的日子，令我开心
惬意。”

杜甲的父亲曾任河间府之吴桥县
令，杜甲年少时曾在吴桥生活，河间府
名人戈涛评价说，杜甲到河间府任职，
见郡人倍感亲切，“殷然有故旧之义”。

在序文中，杜甲还写到：“让人感
动的是，面对一个即将离任的知府，河
间府的各界人士没有漠然相待，而是朝
夕探访我，赠送酒食送行的朋友络绎不
绝……”

翻开《河间府志》，河间的风土人
情、民俗民风、纷纷记录在册，千百年
的典章文物，无论从史传中援引，还是
从传闻中采集，自己曾经手披目检，字
字句句都有感情，这些资料也许能对保
存河间古郡的历史有所帮助。想到这
些，杜甲内心感到十分欣慰。

河间文士赋诗送行

杜甲为《河间府志》所作的序文，
并非简单地介绍地方风物，而是字字发自
肺腑，述说着对这片土地的一片深情。

令他惊喜的是，离任时，河间府城
的士绅官员纷纷为他送行，表达不舍之
意，甚至还特意写了一本“送行诗
集”——《送杜补堂太守归广陵》。“补
堂”是杜甲的字，“广陵”为杜甲家乡
扬州的“古称”，诗集由河间府名人戈
涛作序。

戈涛是河间府献县人，乾隆十六年
（1751）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诗为
名，与纪昀等六人被称为“河间七
子”，对家乡感情很深，与知府杜甲也
多有来往。在这篇诗序中，戈涛对杜甲
评价很高。

戈涛写到，杜知府来到河间，对百
姓惠爱关心、勤廉劳苦的功绩，不可一
一尽数。最让人敬重的，是他崇文重教
之举。河间府本来没有书院，有之，自
杜公始也。瀛州书院的厅堂、凉亭、池
塘，都是杜知府亲自营造；补贴师生的
津贴是杜知府多方筹集，老师是他礼聘
而来，书院中奉祀的毛苌、董仲舒等大
儒，也是他亲自审定，如今河间府的学
生能够在此安心读书，能够与毛苌、董
仲舒两位大儒比邻而坐，都是知府的功
劳。

杜甲离任时，瀛州书院的70多位学
生自发为杜甲建起牌位，奉祀于讲堂之
上，并纷纷作诗相送，并邀请戈涛为诗
集作序，于是便有了这本“送行诗集”。

王金明王金明：：
爱爱收藏的收藏的““王司机王司机””
本报记者 寇洪莹

“老式电视机、铁犁、耙
子……这些都是上世纪 50年代
到 90 年代的老物件。”5 月 27
日，泊头市苏屯民俗收藏馆内，
王金明正结合这些珍贵的老物
件，向参观者讲述美丽乡村的变
迁过程，讲述老一辈人艰苦奋斗
的故事。

王金明今年 52岁，是泊头
市苏屯村的一名农民，也是这座
收藏馆的创建者。他告诉记者，
展馆里展出的实物都是他收藏
的。从 1993年开始藏书，后来
扩展到各类民俗物件，30年来
共收集了 1000多种门类、万余
件藏品。

记者眼前的王金明，一身黑
色休闲装，脚穿一双黑色老布
鞋，举手投足间有一种江湖侠
气。“我最开始干农机维修，贴
补家用，从 2006年开始，给别
人开货车，2009年自己买了一
辆货车，搞物流运输。”走南闯
北，王金明赚来的钱大多用在了
收藏上。2021年王金明的儿子
成家后，子承父业，也开了货
车。从此王金明就不再出远门，
在家里专心做起了收藏。也是从
那时起，他开始筹划利用自家平
房建收藏馆。

跑车是他的主业，但“爱收
藏胜过爱开车”却是不少亲戚对
王金明的评价。还有人调侃他

“不务正业”，王金明闻此，一笑
了之。

那些年，王金明的货车主要
跑宁波线，卸货后，车一开到停
车场，王金明就去周边的旧书、
旧货市场去转悠。看上心仪的东
西，总要买几件回来。回到家后
他也不闲着，去十里八村溜达，
和老人们聊家常，谁家有旧物
件，他就去跟人家主动聊。集腋
成裘，东一件淘、西一件捡，慢
慢攒起了不少老物件儿。为能将
这些老物件顺利拉回，王金明置
办了一辆小皮卡车，后边的车身
专门用来放大物件。

这万余件藏品，这些年平均
下来每天都要收集1件多。其中
的艰辛和不易，只有王金明自己
清楚。

有一次，阳信那边有老物件
要处理，王金明一听说这个消
息，可高兴坏了。在别人眼里不
值钱的“破烂”，在他这可是宝
贝。于是，王金明欣然开车前
往。那一趟，收获颇丰，一车装
不下，折返了好几次，才把那些
老物件全部运回家。

王金明的父母是地道的农
民，那时家庭条件不好，王金明
只上到初中。走上社会，没有参

加过与文化有关的工作，也没有
读书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但是他
就是喜欢书，尤其是一些老书、
孤本，这些年他收藏的书有四五
吨。他将这些书仔细罗列在书架
上，悉心照料着。工作之余，不
放过任何一个与书亲近的机会。
他读书，读地域文化的书，2010
年，王金明更是整理关于自己家
乡的历史资料，编了一本《苏屯
村史略》，自费刊印了 200 本，
供村民阅读。

不仅是书，收藏过程中，王
金明也爱上了民俗老物件，饮、
食、衣、用、居等各个方面皆有
涉猎。小到纳鞋底的锥子，大到
拖拉机头，各类老物件应有尽
有。它们见证着时代的发展、生
产力的进步，每一个老物件都有
它的故事和时代意义。

疫情期间，王金明空闲在
家，又对这些老物件动起了“心
思”。他就地取材，淘来的门
窗、彩瓦、钢管等都派上了大用
场，短短几个月，就建成了占地
200多平方米的四间陈列室。他
分类摆放，归纳整齐，场景还
原，增强了大家的体验感。民俗
馆由“实用器皿厅”“生活用品
厅”“生产工具厅”“匠人工艺
厅”“农家起居厅”“地方志图书
厅”“农耕石器坊”七部分组
成，陈列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民
间留存下来的生产生活物件，真
实反映了当地民居、民俗、民
风、文化。

他取名为苏屯民俗博物馆，
苏屯一进村左转就到，离大运河
不远。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王
金明“一肩挑三职”，既当馆
长，还当讲解员、管理员。

这两年里，这个小小的博物
馆里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村
里的乡亲们更时不时领着孩子们
来参观，教育孩子们珍惜来之不
易的幸福生活。有一位参观者曾
评价王金明说：“以前只知道王
金明开车、养车，看着挺粗犷
的，没想到还有这么细腻的一
面，他给大家搭建了一个精神家
园。”

这些年来，王金明为收藏付
出很多。直到近年，老物件、民
俗文化越来越受重视，亲戚朋友
才逐渐理解他。家人说：“以
前，觉得他是‘不务正业’。现
在来看，是我没有认识到这件事
的意义。如今，老物件越来越少
了，哪怕再怎么寻找，一些历史
的痕迹也找不到了。”现在，哪
里有老物件，亲戚朋友就会告诉
王金明，有人来参观，家人们还
主动当起了向导。

是什么地方，时刻吸引着
我？像有魔法，是我的乐园——
黄河路小学后面的那条小路。

这是一条 800米的红色橡胶
跑道，每天我都会坚持来这里
跑步，不论严寒酷暑。冬练三
九，夏练三伏。在那里有我洒下
的汗水，也有我飞扬的快乐。

春天，小草探出了头，小鸟
在树间唱歌，和风暖阳让你想畅
快淋漓地跑一场。那就赶快动起
来，我要长个啦！

夏天，这里绿树成荫，小草
铺满了大地，那条红色的跑道更
红了，大杨树像伞一样为我遮挡
酷日。清晨我和小鸟一起跑步，
晚上我和妈妈在洁白月光下漫
步，说着笑着玩着，亲情在微风
中流淌。

秋天，跑道两侧的大杨树会

落下一只只金黄的蝴蝶，在空
中跳舞。我就在金黄色的路上
踩着落叶飞奔，好像进入了一
条金光大道。

冬天来了，万物沉寂，只
有雪松精神抖擞，像边防战士
傲然挺立，激励我每天坚持长
跑，妈妈也会在一旁为我加
油。如果刮大风就可以偷懒
了，我坐在车子的后座，抱紧
妈妈，我们去兜风啦！这就是
我最大的乐趣，跑道的尽头是
一段连绵起伏的路，妈妈骑着
电动车带着我加速驶过。“呦，
呦呦！”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这
里充满了我们的欢笑，我的心
飞上了云端。

我很喜欢这个乐园，给了我
快乐和自由，给了我妈妈的温
暖，也给了我坚毅的品格。

我的乐园我的乐园
王熠城

几天前，市民赵培新无意中聊起的话题为记者提供了
线索——铁路新村附近的一片民房，曾是日军驻沧兵营。
71岁的赵培新退休前曾在原房管局工作，对沧州地区房
屋的分布和性质十分了解。在他的带领下，本报记者和文
史爱好者一起来到了铁路新村附近。

工农路南侧，顺着“铁路南楼小区”旁的小路一直南
行，一边走一边寻索，在一排房屋前，赵培新停下脚步
说：“应该就是这里。”

虽然墙皮已经有些脱落，但还是能明显看出这排平房
与旁边民居的区别——整排房屋连为一体，几根笔直高耸
的烟囱嵌在屋后，远远望去，十分醒目。

看到一群人在街巷里寻访，61岁的韩伯伯停下了脚
步。听说是来找寻日军当年的兵营，老人一下子打开了话
匣子：“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听老人们说过，这片房子是
日本人侵占沧州时盖的。”他说，这里曾是日军的住所和
仓库。包括已经拆除的铁路医院，都曾被日军占领。

随后，老人指引着我们继续向巷子深处走去。这时，
年逾古稀的李宝营打开了家门，他是这排老房子的住户之
一。老人曾在沧县橡胶厂工作，十分肯定地说：“包括我
居住的房子在内，往南3排平房，都是日军盖的。我还听
老人们说，当年，日军的司令部就在这里。”老人记忆
中，房子是 1937年—1942年期间盖的，新中国成立后，
这里曾是刘表庄公社，后来变为粮站宿舍，但从没拆除重
建过。

还有的老人说，这里曾是日军的粮库、弹药库，房子
上还有他们架设机枪的洞口。

“知情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但住在这一片的人都知
道，这里曾是日军驻扎的兵营。房子就是他们侵华的见
证。”一位老人说。

微风吹过，荒草萋萋，南面几排房屋已杳无人迹。伴
随着老人们的讲述，时光仿佛回到了80多年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很快
占领了北平、天津，并沿平汉、津浦铁路线迅速南犯。9
月 12日，日军占领青县城，在青县流河镇、北王庄进行
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此时，沧州城已经岌岌可危。

同时，日军南侵也遭到爱国官兵的奋起反抗。日军以
飞机和重炮轮番轰炸，而守军没有重火力掩护，全凭机
枪、步枪、手榴弹、刺刀和大刀与他们浴血奋战。3个昼
夜，中国军队拼死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在坚守数日后，
沧州城（时沧县城）还是于9月24日被攻陷了。

运河两岸硝烟弥漫，沧州城就这样沦陷在日军的铁蹄
之下。日军占领沧州后，迅速掠夺侵占各种资源——建水
厂、发电厂，控制铁路运输等。

文史爱好者们纷纷推测，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在这一带
驻兵布防，很可能是由于这里位于沧州北部，距离铁路线
近。

老住户相继搬走离开，史料中记载不详，寻访虽遇
困难，但仍在继续。希望广大读者为本报提供相关线索
和资料。

附近居民讲述房屋历史附近居民讲述房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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