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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年走完苏轼毕生之路年走完苏轼毕生之路年走完苏轼毕生之路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吕永森

狮 城 好 兵狮 城 好 兵

风采展示风采展示

《《泊头历史文化概述泊头历史文化概述》》
正式发行正式发行

本报讯（记者寇洪莹）日
前，《泊头历史文化概述》正
式发行。

该书是泊头第一本全面、
系统介绍泊头历史文化的书
籍，以年代为序，自殷商至
今，泊头重大历史文化全部收
录其中。书中重点介绍了每个
朝代的重大文化事件和重要人
物，概括出了泊头历史文化的
地域特征和发展规律。该书是
由泊头市文化学会会长范凤驰
历时几十年，考证、积累、编
撰的一套综合性文化书籍，囊
括了泊头 3000多年的历史文

化。多年来，范凤驰陆续整
理、编写了历史上一些泊头地
域的文化资料，包括文化现
象、文化故事、文明家族、文
学作品等。为将泊头历史系统
性记述，范凤驰研读学习其他
历史文化丛书，着手撰写，最
终成稿 40多万字，填补了泊
头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

该书是泊头文广旅游局完
成的重大文化课题，也是泊头
市文化学会为泊头文化事业作
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为大家
研究泊头历史文化提供了权威
依据。

他弃商从文，50岁后考取了三个大学博士学位，在中国为数不多。

他追寻苏轼，12年历经坎坷，成为900多年来，全国唯一一位走完苏轼一生行迹之路的人。

他编写百万字的《苏轼行踪考》，绘制1000多张彩色地图，字斟句酌，有理有据，是一部集学术、情

感、生命力为一体的著作。

他就是李常生，74岁，祖籍献县陌南镇魏庄村，现居台湾。

行动迅速，眼中有光，训
练场上的陈傲飞步履铿锵，全
班战士在他的带领下，个个生
如猛虎。

31 岁的陈傲飞是一名有
着 14年军龄的老兵，现任沧
州武警支队基层班长，先后荣
获个人三等功一次、班集体三
等功一次，多次被支队评为

“优秀士兵”，受到嘉奖，也曾
被支队评为“优秀教练员”

“优秀共产党员”。
在战友的眼里，陈傲飞，

人如其名，有着誓争第一的傲
骨，有着一飞冲天的梦想。他
的从军梦从小就有，影视剧里
警察破案时的有勇有谋、惊心
动魄，激发了他血性报国的热
情。高中毕业后，他选择当了
一名武警。

带着对梦想的执着，到了
部队，他不怕苦不怕累，处处
争第一，各项训练指标都名列
前茅。

军旅 14年来，陈傲飞一
直在基层中队。在管理上，他
认真研究本单位实际情况，规
范管理，确保安全。在为官兵
办实事上，他一心扑在工作
中，至今仍未成家。

入伍 14年，他一直保持
着永不服输的劲头，敢于同年
轻人拼搏较量，积极踊跃报名
参加支队军运会，并在 5000
米武装5公里的项目上取得个
人第四名的好成绩，包括其他
军体科目，始终能保持在大队
前列。

去年，陈傲飞被调整到泊
头任应急班班长，时逢三季度
考核，中队退伍了 3名骨干，
只有指导员带着一批新骨干迎
考。为了第一时间融入中队，
他主动推迟休假，按照新骨干
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清理外
监墙杂草时，墙上有钢丝网，
他怕划伤战士，一个人爬上外
监墙清理杂草；跑障碍时为了
给大家做示范手磨出了血泡。
就这样白天跑障碍、晚上搞建
设，加班加点大干半个月，最
终在三季度考核中得到了带队
领导和考核组的充分认可。

在刚刚结束的总队党代会
上，陈傲飞作为党代表出席会议。

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
扛。从军的路上，陈傲飞以一
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以一副铮
铮铁骨，一直冲锋在前、奋勇
争先。

王一川王一川
汽车兵的坚守汽车兵的坚守
齐斐斐

电话那头的李常生，说话不疾不
徐，所讲的故事朴实且生动。这种随
意的聊天，仿佛有种魔力，让人身临
其境。甚至有时都让人分不清，对面
是一位讲述苏轼故事的老者，还是那
位一蓑烟雨的东坡先生，或许是二位
一起，从郁郁葱葱的山林深处谈笑而
来……

注定一生的缘分

李常生，父亲十几岁时在献县参
军，在随国民党军队南下时，母亲在
常州生下了他，取名李常生。随后父
亲在厦门战役中去世，未满周岁的他
后随母亲定居台湾。

少年时的李常生与母亲相依为
命，在困苦中长大。自那时候他就得
知1101年7月28日，苏轼逝于常州藤
花旧馆。他1949年1月30日出生在今
常州桩庭桥附近，中间虽隔了 848
年，两地距离却仅1.4公里，这也在冥
冥之中牵起了他与苏轼的缘分。

大学期间，他读过好几遍林语堂
先生写的《苏东坡传》，苏轼一生的故
事让他迷恋，也触发了他研究苏轼、
苏辙的兴趣和喜好。

李常生说：“我与苏轼有着一种特
殊的缘分，总觉得，不去追寻苏轼，
不走完苏轼一生走过的路，是对他的
亏欠。”

从1988年开始，李常生经常回到
沧州等地，做城市规划和地产生意。
后来，又攻读了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
士，做古典建筑学术研究，遍览全国
二三百个山川城镇。

转而到了天命之年，奔波商海，
浮浮沉沉。在一路的拼搏中，李常生
经常慨叹，人生之意义何在？一个长
期藏于心中的强烈愿望在不断叩问：

“苏轼漂泊半生到底走过哪些路？领略
过怎样的风景？经历过怎样的风雨沧
桑，才能有如此旷达的心境？写出这
么多诗词文章，创造出这么多大家都
喜爱的美食？”带着这些日夜思索的问
题，李常生作出了他半生以来的重大
决定：弃商从文，重走苏轼之路。

其实早在30多年前，他在武汉做
建筑相关的事情时，就曾寻访过赤
壁。那是他第一次去黄冈，当时鄂州
和黄冈之间还没有大桥，到了鄂州还
要坐船才能到黄冈，然后找到赤壁。

望着眼前的绝壁山川，李常生的
脑海中闪过一句句千古名言：“白露横

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知，凌万
顷之茫然……”

他寻访当地人，得知以前的赤壁
下面的水池很深，赤壁很大、很宽、
很高，所以我们与古人所观之景有所
差距，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以前的东
西。

这也是促使他走苏轼之路、实地
考察的原因。在翻阅大量研究苏轼的
书籍文献后，他发现，前人记述多坐
而论道，遗误错漏甚多，且有以讹传
讹、悬疑日多之弊，于是他迈开了寻
学士行踪的脚步，设身处地穿越时空
与古人对话。

12年，踏遍苏轼行迹

这一走，便是12年。
正式踏上寻访之路，李常生年事

已高，他也曾想过要找个人结伴而
行，却一直无人能与他同频，从此跋
山涉水、衣食住行都是他一人独自行
走，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武汉大学文学院王兆鹏教授曾

说，李常生研究苏轼，那不只是痴
迷，是玩命。

他曾在路途中六次昏倒，差点送
命。“主要是因为吃不好、睡不好，而
且我还有糖尿病。”他说，有几次他寻
访到乡下偏僻的地方，走上一天都吃
不到东西；还有几次接连坐了近10个
小时的大巴；攀爬上千米的高山，也
是常有的事。尽管困难重重，他却从
未想过放弃，因为追寻苏轼，让他有
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觉悟。

苏轼的故事从四川眉山开始，在
河南郏县结束。读书、做官、游玩、
贬谪……李常生循着苏轼的足迹，一
个个走过，缀连起苏轼完整的人生轨
迹。“身临其境，才能实实在在体会到
苏轼的心境。”李常生说。

黄冈他去过 20 次，苏轼的那个
“东坡”在哪里？“东坡”在宋代时的
位置对应现在的位置是哪里？还有苏
轼笔下的沙湖在哪里？大部分人都不
知道。他反复研究各种文献，然后再
去现场看。

苏轼第一次出眉山的时候走水
路，所以长江三峡那一段，李常生很
认真地走。苏轼跟他夫人、弟弟和父
亲出川坐船的时候，他们比赛作诗，
沿途几乎提了几十个地方。但要找到
这几十个地方就不容易了，因为三峡
建了水库，很多地方已经被淹没了。

长江三峡他曾坐火车走过，坐汽
车一站一站地走过，坐船走过，最后
把这几十个地名都找到了，每个地方
的经纬度他都详细地标出来。

“槎牙乱峰合，晃荡绝壁横。遥知
紫翠间，古来仙释并。阳崖射朝日，
高处连玉京……”苏轼的碧落洞始终
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碧落洞在广东
北江英州，现在是英德。李常生说，
那个山洞要经过一片稻田，再进山里
才能找到。这座山洞不宽，但很长，
洞里面有一条河穿过。山洞的墙壁上
和洞顶上，刻了很多诗词，大部分都
是宋代的诗词。宋代以后，去的人就
寥寥无几了，到现在已几乎无人踏足。

“见过这个山洞以后，再看苏轼的
《碧落洞》，才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有
去过的人永远不知道他写的那首诗描
述的是什么样子。光靠想象是不行
的。”李常生话语间还沉浸在美景与诗
词中。

惠州，李常生去了18次。他不是
去惠州这一个地方，而是把苏轼去
过的、提到过的五六十个地方都走
了一遍。杭州，他去过二十多次。
杭州西湖后面有座山，苏轼去过山
上的莲花洞，那个山上面现在有个
大公园，李常生在寻访中问了很多
人，都没有一个人知道莲花洞在哪
里。后来，他在山上找到了唐宋以
前祭祖、祭天的地方，角落里有一
个洞。那个洞已经变得很小了，有
一个破牌子上面写着“莲花洞”。李
常生说，一个地方必须去多次，才
能找到。找莲花洞的时候，他走的
路最多，那一天一共走了 45000步，

才终于找到。
海南儋州，他去过 7次，每一个

地方都走到了。苏轼在儋州所耕种的
地现在还在，上面种了很多蔬菜。李
常生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感受苏轼
当时种菜打渔的艰苦且自在的心境。

苏轼去过的很多地方，都没有陆
路可走。比如，苏轼提到广东北江有
一个飞来寺，这个寺盖的时候在北江
峡谷，有树，有山。飞来寺到现在都
没有陆路可走，只有船可以到。他就
一个人包了一条船去到飞来寺，观瞻
研究。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
冈。”这一千古悼亡词，每每读来都有
无限感慨。

苏轼的第一个妻子王弗葬在四川
眉山；第二任妻子王朝云葬在广东惠
州，第三任妻子王闰之和苏轼合葬在
河南郏县。李常生说，要明白苏轼这
首诗，必须去两个地方看——眉州苏
坟山短松冈和密州超然台。

这首词是在王弗去世10年后，苏
轼在超然台的一个夜晚所作。李常生
在一个中秋的夜晚，登台与明月相对
了 3个多小时，脑海中一直反复地想
这首词。“我在遥远的高台之上，你却
在冰冷的山冈地下，明月千里，牵着
我们阴阳相隔的心。”李常生说，苏轼
把情诗写到骨子里了。

编写百万字《苏轼行踪考》

12年中，李常生几乎走遍苏轼待
过、走过和作品中描绘过的地方，并
编写了 《苏轼行踪考》 一书。该书
120万字，附有近 1000张彩色地图，
标明与苏轼相关的每个地点，另有这
些地点的现况照片。

翻开《苏轼行踪考》，那一张张带
着经纬度、海拔高度等信息和细致注
记的手绘地图映入眼帘。这些地图，
都是李常生一步一个脚印实地考察后
亲手绘制的。地图中不仅有现代景
观，还严谨地考据了史书、地方志等
资料，进行古今对比，还原近千年前
的城墙、街道、田园等位置，勾勒出
苏轼生活的地理环境。无论是“乱石
穿空，惊涛拍岸”的赤壁石矶，还是

“出临皋而东鹜兮”的黄泥坂小路，都
从古远的文字变成了现实。

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苏轼，李常
生在68岁时考入了武汉大学文学院攻
读博士。谈起这位特殊的考生，武大
文学院王兆鹏教授赞不绝口。“老先生
对学习很执着，在研究苏轼方面也很
有心得。他十几年的走访历程非常不
易，令人钦佩。”他说，那时李常生和
其他博士生一样在校上课、作研究。

之后，他又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博士学位。

李常生说，“苏轼传”写得最好的
两个人，一个是林语堂，一个是李一
冰。但这两本“苏轼传”的缺点是，
他们没有去过当地，没有地理概念的
时候往往会写错很多东西。因为没有
去过，描写苏轼行迹路线就会写错。
他们常常犯这个毛病。还有一个缺
点，就是作者写书的时候四五十岁，
对苏轼六十岁以后的心境理解得不够
透彻。林语堂是用英文写，翻译成中
文，历史的味道、文学的味道就逊色
很多。

2019年，朱光亚先生曾为《苏轼
行踪考》作序，中道：李君者，走完
东坡居士华夏踪迹第一人也。因于真
实场景对话学士，将古之文献叠加于
今日地理环境，追寻学士一生坎坷，
所知愈真，所识愈淳。

王兆鹏教授在序中说，常生先生
重文献考据，更重田野调查和实地勘
查。经过长期不懈的实地勘查，他对
苏轼的行踪遗迹特别是行踪路线，多
有新的发现和创获，纠正了文献记载
和前贤时彦考订的不少失误错讹。这
是一部有学术深度的著作，也是一部
有情感温度的著作，更是一部有生命
力度的著作。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
如有意，暮禽相与还。李常生目前居
住在一片山林中，除了每天与书本写
作为伴，还放羊、喂鸡、种菜。妻子
常对丈夫说：“你愈来愈像苏轼了。”
是啊，走过了同样的路，怎能不成知
己呢！

8 年，他与军车朝夕相
伴，全力做好汽车班工作；8
年，他曾多次参加国家重大安
保任务，次次圆满完成保障任
务；8 年，他与战友亲如兄
弟，是大家心中的好班长。他
就是王一川，一个与军车相伴
了8年的优秀士兵。

2014年，王一川刚满 17
岁，脸上洋溢着青春的色彩，
心中怀揣着从军的梦想。他家
乡在南皮，叔叔也曾参过军，
从小看着身着军装的叔叔的飒
爽英姿，参军报国的种子早已
在心里生根发芽。那一年，在
家人的支持下，他成了北京某
部的一名新兵。

风雨时光，王一川在部队
的大熔炉里淬炼成长，因为表
现突出，新兵连结束后，被调
往汽训队。2016年又被调到
司令部管理科，现任汽车排汽
车班一班副班长。2018 年，
被评为“优秀士兵”、 2022
年，被评为四有“优秀士
兵”，并多次受到嘉奖。

从2015年至今，他连续8
年参加全国“两会”，党的十
九大、党的二十大和“9·3阅
兵”、国庆70周年阅兵、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
京冬奥会等重大活动的执勤保
障任务，以及每年接送新兵的
运输保障任务。

作为业务骨干，为熟悉行
车路线，他坚持每天背记一段
地图，把各种路线牢记于心，
做到心中有“地图”；经常学
习车辆维护保养书籍、观看车
辆维修视频，熟练掌握单位大
小车辆的维护和检查方法，配
合制定了车辆日常维护保养和
故障排查流程；注重研究行车
安全，结合季节变换，及时搜
集路况信息，搞好分析研判，
提示风险隐患，形成安全行车
笔记，为日常行车安全提供参
考。

作为组织骨干，他在工作
中始终坚持身先士卒、率先垂
范，无论苦活累活，总是冲在
前面，始终把战士们的冷暖愁
盼放在心上，设身处地为身边
的战友着想。大家有了心事、
遇到困难、身体有什么不适，
他都能尽力帮助解决，跟进做
好思想疏导工作。

他还注重传帮带年轻同
志，为搞好新驾驶员培养，认
真总结以往经验，精心制定新
训驾驶员培训计划和大冷藏车
的培训任务，始终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培养出一批批业
务过硬的驾驶员。

热爱，坚守，又一个清
晨，王一川和战友们又出发了。
汽车轰鸣，年轻的汽车兵们苦
练本领，保家卫国，勇毅前行。

陈傲飞陈傲飞
应急班长事事争先应急班长事事争先
齐斐斐

李常生李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