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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

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
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
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
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
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沧州市首届谱牒收藏展暨
沧州好家风学术座谈会的举
办，正是开展谱牒文化研究、
深化家风建设的重要创新举
措，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具体行动，对深化沧
州文化之城、好人之城建设具
有积极的意义。

在此，我们也呼吁全社会
集思广益，建言献策，共同助
力文明城市创建和地域文化发
展。

运河考古“活”起来

近日，中国考古学会大运河
考古和保护专业委员会在我市宣
布成立，旨在促进大运河考古、
保护及相关学术领域交流与合
作，推动大运河考古和保护研究
工作全面开展。大运河是祖先留
下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
持续推进大运河考古和保护，对
文化遗产利用以及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之前大运河泊头段沉船考
古中，沧州文史研究学者刘增祥
结合发现与文献提出：“沉船不
远处就是被百姓称为‘石王八’
的人工水利设施，此处河转弯、
水流急，流水是有压强的，河道
的外弯处压力倍于内弯，所以多
会在压力下形成堤岸崩塌。若在
丰水期，船行此处，把控不好，
压力和冲击力会将船压翻冲翻。
这种河道地形，一般是事故多发
点，沉船的比例也会高些。一些
人工水利设施，也是基于防范这
种风险而设置的。诸如连镇谢家
坝、华家口夯土险工这样的水利
工程，就是为了防范各种风险而
建。”

经过专家学者的解释，运河
上的考古似乎也鲜活起来，变得
不那么枯燥无趣。也正是通过不
断破解越来越多的运河“密
码”，运河上的故事才会变得愈
发精彩。

文化的梳理和繁荣，离不开
对文化遗存的发现挖掘。无论地
上地下，文化遗存是讲述当时历
史最为直接的实物证据。只有文
化遗存与文献两者相互印证、互
为补充，才能让这些新被发现的
文化遗存真正活起来。

运河旋律“唱”起来

时下，全国的许多地区，都
有体现当地文化的音乐作品，这
些作品满怀深情。近年来，也有
许多表现沧州大运河文化的音乐
作品，运河元素融入其中。唱响
这些运河上的旋律，仿佛就能感
受到大运河的曲折起伏和动感流
畅。

“沧州籍著名音乐家鲍元恺
创作的交响曲《运河》，把西方
管弦乐的丰富色彩与独奏乐器的
特殊风格相结合，通过运河沿线
流传久远的传统器乐曲、戏曲音
乐和曲艺音乐，叙述描绘了大运
河的沧桑历史、旖旎风光，展现
了两岸的风土人情，抒发了明月
下运河畔慷慨悲歌的思古幽
情。”我市音乐家常连祥十分推
崇这位祖籍青县的全国知名音乐
家。

一地自有一地的风情。谈及
沧州大运河畔的民歌民乐有哪些
地域色彩和特点颇多，常连祥感
慨：沧州地处冀东南，运河沿
岸，历史久远，音乐文化灿烂。
大运河不但灌溉了两岸沃野，促
进了经济繁荣，也孕育了灿烂的
文化，融合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
术。沧州以大运河文化为轴心，
与东部海洋文化和西部平原文
化、诗经文化相辐射，相互融合
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渤
海湾黄骅的渔鼓渔号，白洋淀边
任丘的打桩号，南运河泊头的撑
船号拉纤号，武术扇音乐《小天
台》《丢戒指》，花狸虎歌舞曲
《十个字》，高跷音乐 《傻小》
等，尤其是独特的落子歌舞曲
《茉莉花》《放风筝》，更是风靡
全国，具有广泛的艺术影响力。

据了解，常连祥至今已创作
了十几首大运河题材的音乐作
品，包括歌曲和纯音乐，分独
唱、合唱、表演唱多种演唱形
式，民族、美声，戏曲、曲艺等
多种风格。其中，《运河放歌》
《沿着运河北上》《运河儿女》
《沧州运河号子》《南运河谣》等
作品先后在全国音乐刊物发表和
各地演唱，获得好评。其中与李

炳天将军合作的《南运河谣》在
网络上引起很大反响和好评。

运河文创“新”起来

日前，在杭州举办的大运河
国际文化论坛上，浙江大学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刘朝晖
呼吁，推动大运河文化的活态传
承，要深入开发大运河相关的产
品，推出更多老少皆宜的文创产
品，将运河文化元素植入其中，
展现当地特色。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作品，尤
其是文创作品，更需有新理念、
新创意。

前不久，由沧州两位年轻的
艺术家张府成、刘志甜创作的
500 余件“运河之花”陶艺作
品，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大运
河沿线城市的运河元素被浓缩于
陶艺作品中，将非遗文化、地标
建筑、特色美食、民风民俗等融
为一体，用陶艺这种艺术形式表
现出来，让人们从陶器的质感中
一览运河风情。其中，有两件代
表作品十分精美，一件作品表现
的是温婉的女子正在专注地弹琵
琶，作品名称是“苏州之花”；
另一件，是一对母女在兴高采烈
地放纸鸢，作品名称是“河南之
花”，可谓独具匠心。

除了创新文创作品外，还可
以用新方式讲述运河故事，比如
数字展示、线上传播。

未来，年轻人将成为大运
河文化的主要传承群体，而当
下的年轻人又多是“数字原住
民”，下一步如何推出既能展现
大运河文化特色、又深受年轻
人喜爱的数字产品，是值得思
考的新问题。另外，线上和线
下往往又是融合为一体的，比
如运河岸边的清风楼，许多年
轻人在看到网络上传播夜晚清
风楼灯光照耀运河的美景后，
纷纷慕名打卡。可见，好的数
字产品是能让年轻人从线上转
移到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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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齐聚文庙畅谈专家学者齐聚文庙畅谈““好家风好家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焕光魏焕光

40多个姓氏 200多册谱
牒公开展出

晒谱节，据传起源于唐朝，高僧
玄奘西天取经，经文在通天河被淹，
于六月初六将经书暴晒，经书方得保
全。后来在这一天翻晒经书族谱，利
用梅雨季节后高温干燥天气，祛除潮
气，防霉防蛀，成为习俗。又可借机
聚族人，把酒开怀，拉家常、议农
事、谈婚嫁，耳热酒酣之际，使族人
之心更加凝聚。这个习俗，经数朝之
变，延续至今，南方地区尤盛。

这次活动主要承办方沧州孔子学
会的会长孔繁义，尽管汗透衣背，仍
忙前忙后，乐此不疲。这位一天最多
做过 18台手术的外科大夫，把大部分
业余精力都投在了学会活动上。他向
记者讲述了发起这项活动的初衷：“前
段时间我去苏州，那里的晒谱节已经
搞了十五届，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已
经把它办成一个文化节。除了书籍的
展览，还有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
示，办得非常红火。北方晒谱节搞得
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活动在
沧州办起来。”

孔繁义说，谱牒就是通常说的家
谱，家谱是以记载家族事迹和人物为
中心的，其实早在汉代就出现了，隋
唐五代以后在民间非常流行，每次修
谱都成了家族中的一件大事。修谱的
目的是为了明世系、序长幼、辨亲
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家谱记录
了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括
了这个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
化、族规、家约、家训等各种文化因
子。家谱和国史、方志一起成为我们
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之一。对于历史
学、民族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
学的深入研究，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独
特功能。这次展示活动由市文物保护
研究中心主办，沧州孔子学会、吴桥
金鼎古籍印刷厂、《沧州谱牒序跋集》
编委会承办。展品将在文庙进行为期
一周的集中展示。

文庙幞城杏坛展览室内，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家谱，《中华乐安孙氏总
谱》《吴氏族谱》《景氏宗谱》《李氏宗
谱》《左氏家乘》……卷帙浩渺、林林
总总。沧州文化研究学者穆国联是
《沧州谱牒序跋集》的主要编纂者，他
告诉记者，这次展出的谱牒，有清
朝、民国时期的原谱，也有后世影印
本和编行本，共计 200 多册，涵盖了
40多个主要姓氏。其中，较为珍贵的
有《孔子世家谱》 80卷、青县崇伦堂
马氏家乘 50 册、青县忠义堂姚氏族
谱、南皮集北头《刘氏族谱》、河间白
氏族谱等。一些家谱为首次公开展
出，非常珍贵。

收藏展开幕式上，沧州孔子学会
谱牒文化研究室揭牌成立，吴桥金鼎
古籍印刷厂董事长谷秋生成为研究室
首任主任。这位痴迷古籍翻印事业 30
多年的文化企业家，形貌文弱，但说
起研究室今后发展，却侃侃而谈、踌
躇满志。他表示，集中展示后，研究

室将携部分展品到各县（市、区），同
各地文化馆和研究家谱方志的协会进
行交流，共同推动沧州地域文化的发
展。

家族记忆折射时代风云
和国家历史

谱牒文化源远流长，至明清达到
巅峰。晚清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
荡，修谱之风急转直下，家谱传承日
渐式微。

今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
越多的海外游子和有识之士，开始重
视家谱文化的传承、认祖归宗。当天
的谱牒收藏展别开生面，让家谱走进
了普通人的生活，激发起市民寻根溯
源的家国情怀。

活动现场，既有拄着拐杖观展的
老人，又有扒着玻璃展柜注目的孩
子；有本地普通市民，也有专程从浙
江、天津等地赶来的观摩者。他们或
仰观谱系挂图赞叹，或手扶花镜逐字
阅读，或三五成群围观谈论，或逐次
拍照留存揣摩，无不感慨人世之更
迭、血脉传承之伟力。

经营苗木生意的市民于树学说，
在这些家谱中，可以找到祖先们的姓
名、字辈、出生地、世系、世居地等
详细信息。翻开一页家谱，就如同
打开了一扇时光之门，仿佛能看到
祖辈们一生的雨雪风霜，感受到他
们的喜怒、忧悲、思慕、梦想和不
平。放假在家的大学生王俊凯和同
学相约逛文庙，恰好赶上收藏展，
他和同学都有了意外收获，那就是
找到了自己姓氏的家谱，不虚此行：

“没想到这次游玩成了寻根之旅，回家
后我要好好查查我们家族的来龙去
脉。”

和普通参观者不同，一些谱牒收
藏者则向记者表达了谱牒传承的隐忧。

来自沧县风化店乡黄官屯村 84岁
的刘文起，带着祖传的《刘氏家谱》
受邀参展。他告诉记者，他家的这本
家谱创谱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续
谱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后来，由
于战乱频仍、人口流动等原因，没再
大规模修订过。但由于家谱保存完
整、制作精美，所以受邀参展。这次
他带来的只是影印版，原版由于年代
久远，页面已经开始风化，多有残缺
之处。在特殊年代，是母亲将这本家
谱藏在粮囤里才保存下来的。到了他
这一代，他不能让传承中断。他说，
现在，一些年轻人不太重视家谱，认
为家谱里记载了很多封建思想，不合
时宜，而且家谱是无形的，没有实用
价值，修不修也没什么，再加上族民
流动频繁等因素，续谱的想法难以统
一。

刘文起谈到的问题不是个案。研
究资料显示，随着时代发展，家谱传
承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首先传统家
谱如何转型、如何在网络时代占有一
席之地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二是
在强调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如何正视
文化传承和旧观念的冲突问题；三是

家谱如何发挥精神寄托作用的问题。
当今国人已经不以家庭和村落为单位
群居生活。个体与群体分离，容易产
生焦虑和迷茫的情绪，被称为灵魂家
园的家谱，如何传承才能让人找到归
属感，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把谱牒文化研究融入文
化之城建设

近年来，我市谱牒研究蔚然成
风，以谱牒为载体的家风建设得到了
很大重视。广泛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
明新风尚，把谱牒研究与家风建设，
与文化之城建设相结合，正成为实际
行动。这次展览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
尝试。

在参观收藏展后，来自谱牒和地
方文献研究领域的 20 余名专家、学
者，就如何以谱牒为载体，推进好的
家风建设纷纷发表主旨演讲，并展开
热烈讨论。很多与会者都表达了这样
的观点：家谱中的祖训家范、治家格
言、族规家诫等内容，充满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一部家谱，就是
一本教科书，家训、家风将直接影响
一个人的一生，汇集起来则会影响整
个社会的风气。

肩负着谱牒研究新的重任，谷秋
生在座谈中也表达了他对家谱和家风
建设关系的看法。他说，家谱、家
训、家风代代传承，记录了一代又一
代贤良，让中华文明传承，让华夏历
史得以延续。从文化的思想来看，家
谱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说还是儒家文
化。受这一文化背景的熏陶，历代家
谱家训大多数都是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
等为指导思想，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
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人格模式和伦理规
范。

盐山籍文化学者左玉贵则从家国
同构角度，解读了家谱文化对家庭建
设和国家治理的意义。他认为，从西
周开创的分封制为家国同构思想奠
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家国
情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一
定程度上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

期地延续下来，一个原因就是家国同
构的思想，使得社会、国家与每一个
个体都形成了一种紧密不可分割的关
系。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这种以天下
为己任的责任担当，也构成了我们民
族在历史上能够战胜磨难的强大精神
动力。比如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家国
情怀就体现得特别明显，医生、快递
员、志愿者……社会各界都参与到了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这与好的家
风传统是分不开的。

座谈会上，谱牒文化研究室特聘
专家刘建义、常海成、刘淑珍、于秀
萍、吕永森、李兴昌、匡淑梅等，结
合自身研究方向，从个人与国家、家
风与社风等角度，阐述了个人观点，
为文化之城、文明之城的建设提出了
新的路径。大家表示，将以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为契机，立足新起点，瞄准
新目标，为沧州加快建设沿海经济强
市贡献文化力量。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园博园一景园博园一景 边志明边志明 摄摄

7月23日，农历六月初
六，是中国传统节日——晒
谱节。

沧州文庙二进院内，茂
树参天，胜友如云。沧州市
首届谱牒收藏展暨沧州好家
风学术座谈会在这里举行。

尽管伏热正炽，但谱牒
和地方文献研究领域的专
家、学者、谱牒收藏爱好者
以及普通市民，兴致勃勃，
纷至沓来。来自市委宣传
部、市文广旅局、市图书馆
等单位的嘉宾也纷纷致辞，
对盛会表示祝贺。大家赏谱
牒、话家风，感受谱牒文化
的力量，探寻传统文化的时
代价值。

市民仔细观赏谱牒

专家学者畅谈专家学者畅谈““好家风好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