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2018年第十届中国·沧州
国际武术节期间，我因一本小书
《沧州武术在台湾》 的广为散
发，不仅提升了沧州武术在国际
间的传播与影响力，也让我结交
了众多武友，并在 2019年第八
届沧州武术协会换届中，成为第
八届武协专家委员会成员。当
时，我将授我证书和赵云剑的照
片发到微信群中，并自戏打油诗
曰：“假亦真时真亦假，天上掉
下馍肉夹。感念恩师李省山，玩
到古稀变专家。沧州武协第八
届，蒜瓣炝锅乐哈哈。同学闻之
会意笑，特此禀告你我他。”

可其中的“感念恩师李省
山”，绝非戏言，而是我一生与
武为缘、受益终身的真情实感。
故我在《沧州武术在台湾》“武
缘、武脉、武艺、武威、武雄、
武学、武愿、武种、武魂”的九
个小标题中，不仅以“武缘”居
首，且开篇即道：“60年代初，
我在青县中学读书时，有幸拜投
县 城 中 街 拳 师 李 省 山
（1877-1969） 师父 （《沧州武
术志·名人传略》）门下学习六
合弹腿。半个世纪以来，得益于
师父当年的亲传与教诲，闻鸡即
起，习武不辍，至今刀剑亦未曾
离手。习武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青县县城仅有两家
“把式房”，一是运河西中街李省
山师父的六合弹腿门派，一是运
河东李家镇孙福太老师的八极
拳。据 《沧州武术志》 记载：

“孙 7 岁随李省山习六合拳法，
10 岁随父孙东升习八卦掌。”

“后拜天津第一百国术馆馆长冯
林潮为师，习八极拳。”由此可
知，李省山师父在青县武术界拥
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民国二十
六年（1937）初，青县成立国术
馆，县长李玉琛任馆长，聘李为
常任教练。主持馆内教务。”而
且，在 1991年编纂的《沧州武
术志》中，名家简介者多达 229
人，而青县仅有李、孙二位拳
师。

我能有幸投拜李省山师父门
下，并终身与沧州武术结缘，真
可谓是因缘际会，可遇而不可
求。

当时我在青县中学上学，班
上有一位同学刘俊鹏，活泼好
动，学习精力不集中。为了做好
他的转化工作，先是我俩成了同
桌，后又请他介绍我一起去习
武，我从此误打误撞踏入武术
圈。

别看李省山师父识字不多，
因为自己的特殊阅历，常挂在嘴
头的一句话是，学武防身、强
身、健身，更要修身。没有文化
的武者，易成好狠斗勇之徒；文
武合一者，可为定国安邦之臣。
因此，老人家将传播武术的期望
放在了有文化的孩子们身上，秉
持文武合一青少年教育，老人家
曾被城里小学聘为武术教师，门
下徒弟也多为中小学的在校生。
基于此，师父对我们的文化学习
十分看重，对学习成绩较差者，
极尽督促引导，并以“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的教导要求我
们。

师父对骨科伤科的中医治疗
颇为熟稔，《沧州武术志》记载

“他之徒与孙之徒演练双手带进
抢，稍不慎，孙之徒受伤，他向
孙赔礼，并以己之骨伤科医术为
其治疗，两家更加团结。”平时
我们演练中的磕磕碰碰，老人家
是都能立竿见影地进行现场处
理。尤其是老人家的专利“拿
麻”，即简单的推拿按摩，也是
我们习武后的压轴戏。大家一对
一地坐好站好，轮番来一遍按穴

位从头到脚的推拿按摩，各经络
关节在点穴如触电的“呃呃”声
中，演练后的疲乏酸累顿消。

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李省
山师父，以养羊放羊来补贴家
用，但教授徒弟都是义务的，
分文不取。只是小院晚间练武
照明用的煤油提灯的灯油，是
需徒弟们自备的，是对我们节
俭习惯的培养。大家为了报答
师父的教诲之恩，每天练武早
到的师兄弟，都会争着先去挑
水扫院子。故师父的小院落永
远是洁净的，两个水缸也总是
保持着清水长流。

因那时的我长得又小又瘦，
故淘水缸够不着缸底，挑水爬坡
吃力且危险，师父是绝不让我们
这样的人去干这些活的。于是，
我主动与身强力壮的刘俊鹏搭
档。他淘缸时，我打下手，尤其
当上身都探进缸底清洗时，我会
紧紧搂住他的两条大腿，以防不
测。他去挑水，我去给他帮忙，
去时挑空桶，回来到了平坦的路
段，也可替他担上一会儿。在滴
水成冰的寒冬，需要破冰取水，
而且运河陡峭的挑水堤道上，
布满挑水人不慎洒水而结成的
薄冰，令坡陡的运河堤更难上
下。这时，我给他扛着洋镐去
破冰，再用洋镐轻轻敲破挑水
堤道上的冰土。必要时，还可
以在前面伸手拉他一把，或是
在身后推撑一下，以助其一臂
之力。

在恩师的言传身教下，我
们用自己稚嫩肩膀的担当与汗
水，挑来甘甜的运河水，在时
间的积累与沉淀中，再通过肢
体的运动转换成不尽的汗水。
三伏三九，周而复始，磨炼铸
就了诸位师兄弟的武德武功，
让我们受益终身。

结
缘
武
术

结
缘
武
术
益
终
身

益
终
身

——
——
忆
跟
随
六
合
门
派
李
省
山
拳
师
学
武
点
滴

忆
跟
随
六
合
门
派
李
省
山
拳
师
学
武
点
滴

戴
其
润

2023年8月3日 星期四
农历癸卯年六月十七 P5责任编辑 魏焕光

电话 3155261 电邮 15128735614@139.com文化看点
WENHUA KANDIAN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京杭大运河，一条连接
南北的历史长河，流经沧州
域内216公里。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统筹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
运河”的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落实省委书记倪岳峰、省
长王正谱来沧调研要求，扎
实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运河之美被一一发掘，运河
文化越来越热。拥有千年文
蕴的大运河，正在成为沧州
文化大“网红”。

华灯初上，不管是风光
旖旎的园博园，还是几公里
外的运河市集、朗吟楼广
场、清风楼夜市，都熙熙攘
攘、人气爆棚。气势恢宏的
楼阁、古香古色的街区、灯
火辉煌的夜市，成为市民徜
徉流连之地。人们月下漫
步、登楼抒怀、夜航泛舟、
入市闲游，各得其所。时代
之笔，绘成一幅幅当代运河
风情图，借助新媒体在网络

“云端”舒展，昭示了群众
对生活的新希冀、新向往、
新期盼。运河文化飞向“云
端”，抵达“指尖”，和现代
人产生了深沉的情感连通。

1800 多岁的沧州段大
运河越来越年轻，牵引着越
来越多的目光。

文化活动从现场展示
跃上“云端”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
辕门”，“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
过大江”，一幅幅书法遒劲有力、饱蘸
浓情。

7月 31日，翰墨寄情怀沧州市军
旅书法作品云展开展。展览由沧州市
文联、沧州市双拥办和沧州市书法家
协会主办，近 40位书法作者以精湛的
技艺，讴歌军人、军魂、军旅生涯，
把运河文化中的红色基因通过网络传
递，引发书法爱好者和普通市民参展
的浓厚兴趣。

运河区文旅局副局长郑谷，刚刚
忙完运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启动仪式。她说，启动仪式通过
运河文旅抖音号进行了全程直播，网
络云端把文化和市民的距离拉得越来
越近。

郑谷说，以前，政府主导的文化
供给和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之间存在
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群众不清楚
哪里有、什么时候有公共文化服务活
动，随着“沧州公共文化云”平台的
建设，文化与市民越来越近了。

去年12月，“沧州公共文化云”平
台正式上线。平台通过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对运河文化进行了深度挖掘和整
合，通过信息技术融合搭建起了一个
专门的信息共享平台，面向市民开设

“阅沧州”“汇资讯”“看直播”“享活
动”“订场馆”“学才艺”“读好书”

“赶大集”“话非遗”“搜资源”“游狮
城”“查信息”等板块服务。

同时，平台实施公共文化“月菜
单”配送服务，将市图书馆、市群艺
馆、市博物馆、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等场馆的活动信息及时通过平台进行
预告，提升市民知晓度和参与度。截
至目前，该平台总访问量超 19 万人
次。市民不但可以了解沧州热门景
点、特色美食、六大文脉，还可以第
一时间了解近期重要演出、展览、公
益讲座的时间。错过了文化活动的同
步直播，还可以观看回放弥补遗憾。

据悉，今年，“沧州公共文化云”

平台将继续提档升级，在完善各功能
模块的基础上，主要做好增加文化赛
事活动数字资源库、完善非遗特色资
源库建设、建设或优化艺术普及数字
资源等工作，为百姓提供更多、更优
质的公共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

运河文化遗存更加立体
生动活泼

去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指出，到

“十四五”时期末，要着力实现基本建
成文化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基
本贯通各类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基
本完成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公共文
化数字化建设提上新台阶和形成文化
服务供给体系五项近期目标。

其中，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
设施和服务平台，就是要形成线上线
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
给体系。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发
展，我市公共文化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逐渐被打通。借助公共文化
云平台、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
等各类数字化服务，城乡群众能同步
分享公共数字文化产品，从现场观看
变成了“云游”俯瞰，运河文化遗存
更加立体和生动活泼起来。

错金豹镇于“1968年开挖南排河
时发现，豹卧于圆座之上，头微抬
起，二目前视，四肢弯曲，周身饰错
金卷草花纹……造型生动逼真”。如
今，打开沧州博物馆微信小程序，就
能随时查阅关于你所感兴趣的沧州文
物的介绍。

在做好线下展览的同时，沧州博
物馆积极探索数字化发展，于6月份推
出小程序，同步上线首个线上云展
览，一周内的线上观展人数即破万
余，真正通过与先进科技接轨，不断
增强体验感与传播力。

截至目前，沧州博物馆小程序已
上线馆藏文物 600余件，涵盖精品钱
币、陶瓷器、骨角器、青铜器、书画
等多个门类，市民通过数字化平台
可随时查看高清影像与文物数据。
而通过展览信息板块，可以了解沧
州博物馆正在举行和过往举办的展
览。从文物 3D 建模到场馆虚拟现实
重构，沧州博物馆通过文物资源的数
字化，不断打破观众与文物接触边
界，让沧州文物有了“数字生命”，
让文物能与市民对话。市民轻触手
指，就能在线上感受沧州文物之美，
解读文物背后的历史“密码”。本
月，沧州博物馆还将线上举办《珍宝
小课堂》《沧博科普小课堂》 等讲
座，让文化遗存更加鲜活接地气，充
分发挥其承载历史、传承精神、鼓舞
人心的教育作用。

与物质文化遗存的弘扬和传播不
同，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则对运河非遗数字化进行了尝试。
随着园博会的开幕，非遗展示馆成了
沧州非遗文化的集大成展示地。展馆
内陈列了大运河全域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览和沧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展，设置了重点活态展示项目和若干
多媒体互动项目，以及多媒体沉浸式
体验项目。通过数字内容与多媒体技
术的完美应用，满足观众探秘运河文
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大运河非遗展示馆展览策划专家
组成员王玮说，新媒体具有交互性的
鲜明特征，这让文化的传播具有了双

向性。人们在交流互动中能更深入地
了解传统文化，并逐步理解这些文化
的内涵，有效解决了传统文化传播缓
慢、内容深奥晦涩、受众反馈迟缓等
问题，生动的呈现方式更容易被青年
一代所理解、接受。日前，在全省非
遗宣传展示活动期间，大运河非遗展
示馆在线上设立“云游非遗影像展”
板块，通过河北公共文化云、沧州公
共文化云和新媒体等平台开设直播现
场，以其特有的真实感、代入感、互
动感，在大运河畔烹制了一场非遗云
端盛宴。

此外，为提供更加便捷的文化服
务，依托数字科技，园博园、博物馆
等场馆都实现了网络预约。市民可通
过提前或现场网络购票，轻松刷码入
园，节省了排队购票的时间，也为场
馆科学调控游客流量提供了数据支撑。

大运河文化热源于母亲
河文化的情感连通

与政府整合推动运河文化不同，
民间的有识之士和文化传播者也在用
各自的方式，寻求着对运河文化更广
泛传播的路径。

沧州市美术家协会陶艺艺委会主
任张府成，是一位 36岁的青年文化工
作者，凭借出色的制陶手艺，他在狮
城业内知名度很高。不久前，在复建
的南川楼一楼，他成功筹办了《运河
之花》陶艺作品展。展览以大运河沿
线 35 个城市的市花及女性风采为主
题，把各地的风俗人情、地标建筑、
非遗美食等人文景观，做了一次集中
展示，南皮石金刚、南皮落子、纪晓
岚故居、杜林石桥……陶器上的沧州
运河小景，笔式洒脱，色分浓淡，饶
有意趣。

在他看来，这次展览之所以能成
功，除了运河文化的感召力，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网络宣传打通了作者与参观者的
连线通道，形成了沉浸式传播效应，
观众更容易产生参与感、共享感。很
多参观的市民将展览通过抖音、微信
等推送出去，吸引了更多文艺青年慕
名而来。在他看来，是运河文化元素
赋予了这些泥胎生命，同时，这些文
化元素也是吸引访客的情感纽带，是
源自母亲河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很多观众就是奔着这些作品直接来
的，网上没看过瘾，就到现场一睹方
快。”张府成说。

与痴迷陶艺的张府成不同，已退
休在家的运河文化爱好者陈立新，最
近这一年有点儿“业务繁忙”。作为老

一辈摄影师，他在含饴弄孙的晚年却
老骥伏枥，玩起了职业转型，把手中
的照相机换成了摄像机，走上了抢救
性拍摄运河文化影像的探索之路。“刚
开始拍，还不大成熟，有时候一个视
频跟拍好几天、剪辑好几天。”陈立新
说，做完的视频他会发到自己的网络
视频号上去展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
人了解沧州，依靠网络云还能存储一
抹沧州记忆。随着《陈建英寻访运河
两岸办学史》《寻找青沧战役中钢铁营
的事迹》《陈金升讲泊头运河故事》等
视频的拍摄和发布，更多的口述历史
被忠实记录下来，更多的运河文化插
上网络翅膀远播他乡。

同样，在日前举行的大运河文创
新品发布会上，大运河百景信笺、卡
通版园博园手绘地图、传统非遗工艺
木梳化妆镜套盒等一批以大运河文化
为创作原点、以沧州历史人文为创作
基调的文创产品，通过全媒体宣传集
中亮相后受到追捧。这些文创产品几
乎汇集了沧州所有的文化地标和文化
元素，通过网络宣传为四海宾朋带去
祥和与快乐，成为运河文化新的动人
符号。

在采访中，一些文化爱好者也表达
了对数字科技传播传统文化的理性思
考。

张府成说，当下，新媒体平台依
托网络快速发展，大众利用新媒体能
迅速获取所需的信息。然而由于市场
经济的影响，新媒体传播传统文化存
在“快餐化”现象。尤其是在短视频
当道的今天，网络信息以“短平快”
著称，人们也逐渐缺乏耐心，不会花
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深入了解某个事件
或某个领域的文化。甚至有的人为了
博关注，片面传播传统文化内容，导
致传统文化传播形式过度娱乐化、商
业化，从而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内涵，
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逐渐被湮
没，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也慢
慢被消解，阻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

他认为，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
传播面临新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机
遇。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在保
护好运河文化的基础上加大对运河文
化价值与深层次内涵的挖掘，结合新
媒体特点打造出更多运河文化精品，
创造出更多的运河文化品牌，逐步形
成多路径、多元化的运河文化传播渠
道。

大运河承载的不仅有自然风光和
两岸儿女的悠悠乡愁，更重要的是流
淌着千百年的历史文脉。这才是大运
河文化恒久的魅力所在，也是最需要
读懂的沧州故事。

数字化赋能运河文化传播数字化赋能运河文化传播————

大运河上飘来一朵大运河上飘来一朵大运河上飘来一朵“““云云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焕光魏焕光

运河文化通过网络传播海外 刘冠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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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让非遗展示更加五彩缤纷 赵宝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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