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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特殊的诗经之旅一场特殊的诗经之旅一场特殊的诗经之旅
本报记者 杨金丽

7月2日，一支由河北省儒学会
组织的50人诗经之旅参访团来到河
间，参观诗经斋、诵读《诗经》，拜
谒毛公墓，畅谈诗经文化的发展与
传承，行程里满满地充盈着文化的
力量。

当天一早，一行人从石家庄出
发，来到河间后，首先走进位于河
间府衙内的诗经斋。这里收藏着诗
经文化研究者田国福集几十年心血
收藏而得的 700多种、近万册《诗
经》版本，不大的书斋堪称诗经文
化的大观园。这里的一草一木、一
书一册都含义隽永，步入其中，潜
移默化中就能感受到诗经文化的熏
陶。

就在诗经斋，大家提到的一件
小事诠释了君子的含义。

参访团成员除省儒学会学员
外，一些知名人士为特邀嘉宾。《河
北农民报》原副总编辑、著名作家
闻章即为嘉宾之一。他是河间人，
来到家乡很高兴，和大家讲起了很
多年前从一位本家爷爷口中得知河
间府衙对联的一段趣事。田国福听
后说：“闻章老兄，您怎么没有把这
副对联的故事全都讲出来？2002
年，我将这副对联编入 《河间遗
韵》书中，对联中错了两个字。您
看到后，给我写信指正，并说，万
一以后重修府衙，这副对联可错不
得呀。2012 年，河间府衙得以重
建，正是您当初的指正，才让我们
今天看到了正确的对联。您大家风
范，不指人非；我不能掩饰自己的
过失，也不敢忘记您的指正啊。”

毛诗故里，沐浴君子之风。何
为君子？就在坦坦荡荡的心地里，
就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中。

之后，一行人来到河间文庙，
按照传统的尊师礼仪“释菜简仪”
的形式，共同致敬孔子，并齐诵
《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
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
规矩之于方圆也……”大成殿外，
诵读声响彻云霄。

他们又来到三十里铺，虔诚地
拜谒了毛公墓。省儒学会经典研读
班还在毛公墓前诵读了《诗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
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
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公有知，听到2000多年后的
学子们还在吟咏传诵着《毛诗》，当
笑慰。

关于毛公书院与毛公墓，有两
个人再熟悉不过。一是闻章，二是
田国福。闻章是太平庄人，离三十
里铺不远，1962 年到 1965 年曾在
毛公书院上学，他的第一首诗也诞
生于此。那时的毛公书院还很完
整，门口左右各有石狮，20多步台
阶上去才是学校门口。里面青砖甬
道，两边桃树，之后是大殿、旁
殿。各殿都是飞檐斗拱、五脊六
兽，殿内四梁八柱，他们就在殿里
上课。院子里有断碑，正殿后是一
座高大的土丘，上面长满荒草矮
树。据说这便是“汉博士毛苌公”
的衣冠冢。40年后的 2004年，田

国福捐出 2万元市长特别奖，重修
了毛公墓。这座土丘成了今天人们
拜谒的地方。

拜谒后，闻章说起1984年的一
段往事。当年河北省文联在任丘召
开中青年作家座谈会，会上，著名
诗人公刘找到闻章，问他有什么可
看的地方，并请他带自己去看看。
闻章选了几处，其中就有毛公书
院。到了这里，校门前的篮球空地
上，民国时“毛公学堂”的匾额被
钉在篮球架上，字还是冲下的。闻
章只觉得羞愧难当，公刘却找到尧
山壁，建议所有参会人员都去毛公
书院看一看。公刘很快写出长诗
《河间·三十里铺》，发表在《长城》

杂志上。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此行
我是专程拜谒毛公祠/我准备向他虔
诚地酒敬三卮/并且谈谈自己对祖先
的感激与仰慕/如果他俯允，我还想
对他起一个誓……”

闻章说，公刘先生本名刘仁
勇，“公刘”的笔名来自《诗经》。
先生当年没有做到的酒敬三卮，今
天他们一行做到了。

最后，他们在国欣康养园举行
了诗经之旅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

田国福说，参加此次诗经之旅
的有老人，也有孩子。无论是谁，
大家对诗经文化都很虔诚。这份虔
诚打动了他，也让他看到了诗经文
化传承的希望。

20世纪 20年代，受李大钊影响，
莫子镇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吴桥第一
位共产党员，并建起吴桥首个党支
部。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本报与红
色文化研究者、爱好者一起，拨开历
史烟云，一步步还原了莫子镇的传奇
故事。

6月 26日，在莫子镇家乡、大运
河畔的安陵镇莫家场村，吴桥县老促
会举行莫子镇生平事迹陈列馆开馆仪
式，革命先驱的精神和风采将长留大
运河畔。

当天一早，莫家场村热闹非凡，
村民们围拢在莫子镇生平事迹陈列馆
前，期待着开馆后一睹这位家乡前辈
的风采。

上午 9 时，开馆仪式正式举行。
沧州市老促会领导、吴桥县主要领导
出席，吴桥县老促会会长李强主持开
馆仪式。

莫子镇在吴桥党史上地位重要，
长久以来，沧州党史上关于他的记载
却语焉不详。2021 年，《沧州日报》
推出《寻访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系
列报道，众多红色文化研究者加入进
来，大家一起努力，拂去历史的尘
埃，还原了莫子镇原本的面貌。

开馆仪式上，吴桥县安陵镇党委
书记王涛介绍了莫子镇生平事迹和陈
列馆的建设情况。莫家场村是吴桥县
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党支部书记
莫子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社会
活动家，也是吴桥县首位共产党员。
1920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加入了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党的组
织，在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的新中国革命青年社天津分社从事党
的活动。同年莫子镇被捕，被救出狱
后派往日本留学。1925年 4月，莫子
镇回国后，受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
会派遣回吴桥县，进行党的活动，发
展党的组织，1926年秋建立莫家场党
支部。1928年 6月至 1929年 6月，在
天津领导了反日货运动，在天津历史

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七七事变”
后，莫子镇在吴桥主持召开抗战后援
会，筹建抗日游击队“守望队”。1938
年，张国基篡夺抗日武装领导权，莫
子镇在南下途中被害，时年37岁。

现场，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赵
国岭、县委书记崔炳甫共同为莫子镇
生平事迹陈列馆揭牌。随后，大家一
起参观了陈列馆，缅怀革命先烈，追
寻红色记忆。

新建的莫子镇生平事迹陈列馆主
体建筑总体呈“L”形，南北向展室
为一展区，东西向展室为二展区。一
展区主要展示莫子镇生平事迹，包括
家庭出身、京城求学、名显津门、东
渡扶桑、隐身吴桥、成立组织、反抗
侵略、南行遇难等章节。二展区南墙
主要展示莫子镇生平大事记、东墙挂
着一面屏幕，循环播放对其后人的访
谈视频、史料等。这其中很大部分内
容来自《沧州日报》的报道。

2021年，《沧州日报》推出《寻
访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 系列报道
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吴桥县
安陵镇党委以此为契机，当年10月就
在莫家场村建起星火驿站。当年，莫
子镇就是通过运河北上京津，投身革
命，后来又沿着运河返回家乡，秘密
建立党支部，进行党的活动和抗日活
动。莫子镇生平事迹陈列馆开馆后，
不仅丰富了吴桥县党史，还将为大运
河再添一道红色文化景观。

此外，莫家场村较好地保存了莫子
镇故居。如果说陈列馆立体客观地展示
了莫子镇的生平事迹，莫子镇故居则保
留着这位革命先驱的气息与足迹。身处
这座古老的宅院，更能体会到莫子镇是
怎样从一位地主家的少爷，成长为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为了祖国和人
民，投身革命，宁愿被捕、坐牢，也决
不动摇的革命精神。

据悉，活动由县老区建设促进会
主办，安陵镇承办。开馆仪式后，还
进行了文艺演出。

在运河区沧州商城商圈，有个
独特的小屋与众不同：这里不卖商
品，不做生意，每天却人流络绎不
绝。来到这里的人们，只有一个目
的：无偿献血，帮助他人。这就是
位于中爱·世贸商城的爱心献血屋。

日前11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
这里。走进去，迎面八个大字非常
醒目：“点滴热血，汇爱成川”。一
个年轻的小伙子刚献完血，胳膊上
还打着绷带。小伙子叫张震超，今
年22岁，是沧州师范学院齐越传媒
学院大三学生。他是和同学董子行
一起来献血的。

张震超说，2021年，他报名参
加运河区文旅大会当了志愿者，在
志愿者培训活动上，他听说了无偿
献血的事情，觉得很有意义，就想
参加，因为疫情，一直到现在才实
现。他说，一个月前，同学董子行
陪自己来献血，结果自己体检不合
格，同学却合格了。“原来要献血必
须有个好身体，这一个月来，我加
强锻炼，今天来了一体检，合格
了，心愿终于实现了。”他高兴地
说。

献血屋工作人员段月娟说，像
张震超、董子行这样来献血的年轻
人不少。记者来之前，另一位年轻
的“献血达人”张智博刚刚献完血
离开。张智博参加无偿献血，是受
母亲刘英新、舅舅刘群英影响。刘
英新献血目前已高达百次以上，刘
群英更是沧州无偿献血界的元老，
20多年来一直名列献血榜榜首。多
年来，他献血拯救过的生命也高达
上百位。他不仅自己献血，还言传
身教，带动家人亲友加入献血大

军，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献血屋从早晨 8时 30分一直开

到17时，几乎哪个时间段都有人来
献血。

中午12时许，运河区司法局工
作人员赵永亮快步走进了献血屋。
48岁的赵永亮累计献血 158次，是
献血屋的常客了。他一走进来，工
作人员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熟
络地套上鞋套、走上献血床，工作
人员拿出采血器材为他采血。他
说：“照旧，还是采两份血小板。”
血液从他的身体内通过采血管，点
点滴滴注入采血袋中。赵永亮非常
轻松从容，到最后，他竟然睡着了。

“永亮可真了不起，他是沧州第
一批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
奖获得者，还是我市红十字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大队的副队长，这些年
不仅自己无偿献血，还影响带动了

很多人投入到献血的队伍中。”段月
娟说。

正说着，一位中年大姐笑盈盈
地走了进来。“荣华姐来啦！”工作
人员们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她一股
脑地放下手里的东西，说：“午饭就
吃包子，韭菜素、茴香肉，今天一
早做好的，上锅一热就可以吃了！”

大姐叫张荣华，50岁，献血已
127次了。“在我先后失去女儿和丈
夫、遭遇不幸的时候，是献血屋让
我实现了自我救赎。有一年过生
日，我来献血，大家知道后，专门
给我包饺子庆生，我特别感动，从
此就把献血屋当成娘家，把这里的
工作人员当成了家人。”张荣华说。
当天，因为两次间隔的献血时间不
够，按规定，她还不能献血。她单
位离这不远，即使不能献血，也常
来献血屋看看大家。

一位刚刚献完血的女子突然有
些不适。工作人员和张荣华赶紧扶
她躺在椅子上休息。大家端水的端
水、拿面包糕点的拿面包糕点，张
荣华更是以身说法安慰她不要担
心，休息一下就没事儿了。女子叫
李春焕，34岁，是附近的商户，这
是第一次献血。“每天从献血屋前
过，就想，能献血的人真伟大，没
想到今天我也加入这个队伍了。”李
春焕说。张荣华和她分享哪些食物
补血，身体虚弱怎么补充营养。李
春焕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很快恢
复。离开前她说：“献血屋就是一个
温暖的家。谢谢大家，以后我还会
来的。”

时钟的指针很快指向了下午一
点半，这中间不断有人进进出出。
赵永亮也献完了血小板，走出来神
色自若。他说：“献血对身体素质有
要求，自从参加无偿献血后，我更
加自律，身体也越来越好。按规
定，献血的年龄不超过55岁，但对
长期献血者，可以放宽到60岁。我
会一直献到60岁。”

吃了些东西后，工作人员请赵
永亮帮忙在“沧州市捐献机采血小
板光荣榜”上张贴照片。他愉快地
答应下来，爬上梯子，按照人名把
对应的照片贴在上面。光荣榜以捐
献次数排名，分 100次以上、80次
以上、60次以上等若干项。记者看
到，捐献 100 次以上的就有 20 多
人。进入光荣榜的，最少也捐献了
30次以上。一霎时，整面墙密密麻
麻，贴满了无偿献血者的名字和照
片。旁边，“点滴热血，汇爱成川”
几个大字被衬托得更加醒目鲜亮。

献血屋献血屋献血屋：：：点滴热血点滴热血点滴热血 汇爱成川汇爱成川汇爱成川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采访卢昆帅时，他刚忙完一天的
军事工作，却丝毫没有倦容。25岁的
小伙子一身军装，身板挺直，年轻的
脸上洋溢着青春与阳刚。入伍 8年，
他的军营岁月写满了荣耀：6次被表
彰为优秀个人、2019年被表彰为“优
秀共产党员”和“军事体育先进个
人”、2020年荣立个人三等功、2021
年荣立个人二等功。

卢昆帅是任丘市麻家坞镇坞坊村
人，2015年入伍，现为某旅基层连班
长。工作中，他既踏实能干，又有创
新拼搏精神，为连队建设作出了突出
贡献。

军营是一座大熔炉，助推着他的
每一步成长。刚参军时，因为年龄
小，很多事情都不适应。但他从小就
自强自律，对自己不擅长的训练项
目，别人练一遍，他练三遍五遍，很
快就脱颖而出了。

在旅部军事体育运动会前的个人
项目摸底考核时，卢昆帅在爬绳时不
小心擦伤了脚脖子，一训练就伤口迸
裂，流血不止。为防止伤口感染影响
后续项目，短时间内他无法正常展开
实地训练。怎么办？他通过视频教程
学到了通过加强上肢训练、减缓脚脖
压力的爬绳方法，后来带伤比赛，不
负众望，在比赛中获得爬绳项目金
牌，为所在部队争得了荣誉。

这次受伤，从另一个角度也成就
了他。他告别蛮练，更注重训练的方

法和技巧，并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自
己身体体能的训练方法。他连续 3届
获得旅部军事体育运动会个人单项金
牌、团体项目一银一铜、旅部第四届
岗位练兵比武竞赛个人单项铜牌。

卢昆帅原来性格偏内向，不善言
辞，也不太愿意和人打交道。进入部
队后，他开始改变自己，和战士们敞
开心扉，越来越开朗阳光。2021年当
班长时，他才23岁，简单地以为管理
就是下命令。老班长告诉他，管理是
门学问，不能简单粗暴。只有真心为
大家着想，才能换来战士们真心相
待，才能带好一个班。闻此，他恍然
大悟，在工作中不断摸索、实践，以
身作则、真诚待人，最终赢得了大家
的信任和支持，带出了一个特别能战
斗的模范班。

在部队，他感到知识的重要，利
用业余时间加强学习，写下 6万余字
的读书笔记，综合素质不断提升，多
次被评为带头模范。

8年时间，卢昆帅练就一身过硬
的军事本领和优秀的指挥管理能力，
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全部献给了部
队。一枚枚闪光的奖牌和勋章背后，
是他心底无私、报效祖国的军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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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亮说赵永亮说，，无偿献血利人且光荣无偿献血利人且光荣，，他会继续下去他会继续下去。。 魏志广魏志广 摄摄

闻章 （右二） 与田国福 （右一） 关于河间府衙对联的对话，诠释了君
子的含义。

暑期来临，家长陪孩子在市图书馆共读一本书。 魏志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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