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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山县，有位心中充满爱的
女摄影师叫贾立梅。自从事婚庆服
务行业以来，或热烈奔放，或含蓄
深沉的爱情故事，都被她记录在相
机中。10年前，贾立梅发起“爱
满人间”和“最美晚年”公益活
动，她用镜头记录下每年不一样的

“七夕”浪漫，也因此被评为“沧
州好人”。

今年“七夕”，别样的浪漫在
贾立梅的镜头下持续升温。她用相
机定格幸福，揭开了一对百岁老人
的爱情故事——他们句句不提爱，
却相濡以沫，携手共度一生，在每
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传递着真情。

定格跨越八十载的爱情

8月22日，是中国民间的传统
节日“七夕节”。在盐山县圣佛镇
陈百万村的一户农家，一位女摄像
师拿着相机，帮两位百岁老人记录
一段跨越80多年的爱情。

镜头中，103岁的陈清轩和同
龄的妻子李氏成为“主角”。这是
一对 1920年出生的百岁夫妻，自
二人 22岁结婚至今，已恩爱相伴
80余载。

这时，陈清轩老人刚刚换好一
身中式唐装。老人虽已年逾百岁，
但精神矍铄，在一身唐装的“加
持”下更显精神。妻子李氏依偎在
陈清轩老人身旁，一袭古典优雅红
装，手持鲜花，古色生香，尽显温
柔。看着妻子娇羞的样子，陈清轩
笑了。“咔嚓”一声，一张照片定格
住了这一刻的美好瞬间。

为他们拍照的，是盐山县如依
婚庆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沧州好
人”代表贾立梅。几年前，她发起

“爱满人间”公益活动，为高龄老
人补拍婚纱照，其间，陆续走访了
30 余对婚龄超过半个世纪的老
人，为他们定格幸福，留住美好。
今年“七夕”前，贾立梅结识了陈
清轩、李氏这对伉俪楷模，立即决
定为他们拍摄中式礼服照，记录这
段人人称羡的爱情故事。

“结婚时，也没有像样的彩
礼，但她从没抱怨，跟了我多半辈
子，可见我这个老头子还是很有魅
力的……”时光如笔，岁月如墨，

但不改陈清轩老人的风趣幽默，逗
得一旁的妻子李氏“扑哧”一声笑
了出来。那个年代，两人没有山盟
海誓，也没有隆重的婚礼。牵手
后，他们共同走过风风雨雨，挺过
艰难岁月，感情历久弥坚。

“年轻时，挑河挖沟、盖房搭
屋、打井取水，他样样都行。”“她
勤劳能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
手。”贾立梅的到来，让老两口唤
起了年轻时的回忆。他们是伴侣，
也是亲人，平淡的日子中，用陪伴
诠释着爱情最美的样子。

“我做婚庆服务这么多年，遇
到的爱情故事很多，这对老人最让
我感动，也让我发自肺腑地敬佩。
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爱情的不离不
弃、忠贞专一，也让人体味到了平
淡生活的相濡以沫、相互包容。”
贾立梅说，“他们是年轻人的榜
样，能用镜头见证他们的爱情，是
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义务为军人举办婚礼

贾立梅的爷爷兄弟四人，都参
过军。在爷爷的熏陶下，贾立梅从
小就有爱国情怀，长大后更有个军
人梦。 2007 年，她踏入婚庆行
业，虽没能如愿成为一名军人，但
对军人的崇拜一直未变。

贾立梅清晰记得，几年前的一
个“七夕”前，一位现役军人准备
赶在节日当天举办婚礼，当时找到
她负责录像。为沟通当天的流程，
婚礼前一天，贾立梅打通了对方电
话。电话那头，语气匆忙，“我还
在部队忙着，晚上才能到家，你跟
我对象沟通吧！”说完，便挂断了
电话。

贾立梅回忆，“七夕”当天，
婚礼举办得很顺利，可没想到第二
天，因为部队要执行任务，这名军
人就带着新媳妇赶回去了，老家的
婚房就住了一宿。贾立梅被震撼
到，婚礼录像她一分钱都没要。

“成家，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他
不是不看重，而是有比这更重要的
事，是为国家。”

经历这件事后，贾立梅一心想
为广大军人在结婚典礼上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2010年成立了自己的婚

庆公司后，第一时间发起了“爱满
人间”公益活动，不论是现役军
人，还是退伍军人，只要选择让她来
操办婚庆事宜，婚礼当天诸如新人化
妆、新娘盘头、录像等服务，凡是贾
立梅的公司能够单独提供的，全部免
费。

最开始，怕别人不知道这个活
动，贾立梅便主动跑去周围的村，
四处打听要结婚的军人。“还有这
好事儿？这不明摆着是赔钱的买卖
吗？”“是真的，不要钱。”有人不
理解，说贾立梅“傻”，她不理
会；只要有人咨询，她都会耐心地
回复。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第一个
爱心订单圆满完成，陆续有军人委
托贾立梅打理婚庆事宜。截至目
前，她已为附近乡村的40余名现役
和退伍军人提供了婚庆服务。

发起“情定七夕”相亲会

每年“七夕”，贾立梅都会忙
得热火朝天。贾立梅说，去年，她
与县总工会等单位协商，组织发起
了盐山县首届“情定七夕”职工相
亲联谊会，盐山县120余位单身男
女参加，现场气氛热烈。相亲会现

场，有8对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贾立梅在为他们架起爱情之桥

的同时，也用相机为他们记录下了
各自幸福瞬间。

从事着一个充满爱的行业，时
常看到一张张幸福的脸庞，这让贾
立梅也倍感温暖与幸福。

2016年，盐山7名企业家发起成
立爱心组织，积极投身助学、助老、
拥军、帮困等志愿服务之中，贾立梅
也自愿加入，成为一名志愿者。

从那一天起，贾立梅积极参与
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捐钱、捐

物，闲暇时照看孤寡老人，贾立梅
还在走访的间隙，拿起相机，记录
下了一张张笑脸和人间大爱。如
今，这个最初只有几人的小组织发
展到300多人，也正式更名为盐山
县义工协会，每年帮扶六七十人，
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我用镜头定格爱情瞬间，也
用镜头记录人间大爱。每当看到微
笑的面庞，我都会觉得那是天底下
最美的风景，就会不自觉地拿起相
机记录下来。”贾立梅说，“记录人
间美好，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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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4岁的沧县武术协会会长敬学才，
多年来有一个习惯——每周要去舅舅家两三
趟，在看望老人的同时，爷儿俩顺便聊聊生活
和武术方面的事。

“舅舅既是我的长辈亲人，也是我在习武路
上的恩师，我对他既尊敬又感恩。”敬学才说。

敬学才的舅舅，就是今年 71岁的国家级
非遗项目沧州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海。

王志海和敬学才，都是沧县姚官屯镇姜庄
子村人。20世纪 70年代，当时担任姜庄子村
小学教师的王志海在当地创办了武术队，在农
村挑选好苗子进行义务传武。

由于住在同村，敬学才小时候经常到王志
海家玩，有时候还会留在舅舅家吃饭。

晚饭后，王志海家门口的空地很热闹，他
的徒弟们都聚集到这里练武，敬学才也跟在后
面玩。

“我小时候好动，舅舅看到我对武术很感
兴趣，征得我的意见后，就让我跟着他练。”
敬学才说。

虽然敬学才是自己的亲外甥，又在当时那
批孩子中岁数最小，但王志海一点没有“照
顾”，反而对他要求最严。一个动作，别人做
10遍，敬学才会被要求做 20遍。王志海还要
求他每天早上要早到，结束时要晚走。

敬学才说，舅舅老跟大家说，要想人前显
贵，就得背后受累，没有勤奋的劲儿，爱偷
懒、怕吃苦，武术是练不好的。

当时敬学才年纪小，开始并不理解舅舅的
良苦用心，还跟王志海较了一段时间的“劲”。

“当时舅舅老说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练武
场地，我就不服。一天，我早早起床，5时30
分就到了，但他已经到了。第二天，我5时到
的，他还是已经在场。”敬学才说，第三天，
他定好闹钟，4时 20分就到场，舅舅果然没
来，过了10分钟，才扛着器材来到场地。

“当时我就服了，那天起得太早了，我又
冷又困，而舅舅为了练武以身作则，不分寒暑
每天都是如此。”敬学才说。

敬学才小学毕业后，因为去市体校练习摔
跤，把武术放下了。

敬学才参加工作后，有一次王志海见到
他，就鼓励他：“武术千万不能放下。好多外
地的甚至国外的人，不远千里来沧州跟我学
拳，你天天在家守着我却不练。我年纪大了，
以后练不动了，你再想学就没机会了。”王志
海语重心长地对敬学才说，趁着年轻要好好练
功，再把功夫传承下去。

从那以后，敬学才又“拾”起了武术，并
比之前更加刻苦地习练劈挂拳、通背拳、疯魔
棍、苗刀等拳械。之后，多次代表沧州参加全
国武术比赛，成绩优异。2019年参加第八届
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获男子 C组拳术第二
名、棍术第一名。2021年 12月，被河北省文
旅厅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劈挂拳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看到外甥在武术方面的成
绩，王志海还将自己创办的“沧州志海武术
馆”放心地交给他管理。

在武术传承方面，王志海一生桃李满天
下，悉心挖掘培养武术人才。在众多亲人之
中，除了敬学才，他还将目光“锁定”在自己
的外孙周培真身上。

王志海有两个女儿，周培真是大女儿的孩
子，今年 20岁，不仅热爱武术，而且学习成
绩非常优异，目前正在天津大学读大二。

“他小时候调皮好动。”王志海回忆，女
儿女婿工作忙，平时就将孩子放到自己这
边。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来到家里采访王志
海，当时只有5岁的周培真居然把央视记者的
采访话筒当成了棍子来玩，让在座的人哭笑不
得。经过观察，王志海还发现，外孙身体素质
非常好，很壮实，是块习武的好料子。

周培真 6岁那年，王志海决定带他习武。
“不管他长大以后吃不吃武术这碗饭，习武起
码可以强身健体，还能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
对他今后成长绝对有帮助。”王志海说。

此后，每天早上4时多，王志海带着外孙
去周边公园练习基本功，压腿、踢腿、跑步、
呼吸吐纳……

周培真 10岁那年，王志海委托沧州武术
圈内的几位好友，帮着训练他。同时，让敬学
才系统教他武术招式。

周培真练武认真，少年时就经常参加沧州
市级的武术比赛，并获得过众多荣誉。去年，
周培真考上大学后，就加入了校武术队。今年
5月，周培真还在全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中，以一套精彩的疯魔棍表演获得阳光组棍术
冠军。

长江后浪推前浪。王志海说，自己老
了，不过看到外甥、外孙以及其他年轻的
武术人才迅速成长，且能独当一面，非常
高兴。他说，武术能成为沧州乃至中华民
族的瑰宝，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心怀梦想
的武术人传承发展。他还希望，沧州青少
年能多多走出户外，习武健身，加强体育
运动锻炼，继续用实际行动擦亮“武术之
乡”这张沧州名片。

在前不久举行的陕西省围棋升
段赛上，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刚毕
业的沧州小伙儿柴子涵，拿到了 5
段组的第三名，成功升为业余 6
段，这是我市继“业余天王”马天
放之后，时隔15年出现的第二个业
余6段高手，实属不易。

在围棋圈内，有个约定俗成的
看法：只有“业 6”以上的段位，
才是真正的业余围棋高手。升段成
功后，柴子涵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
了父亲柴军。柴军难掩兴奋之情，
也和教过柴子涵的几位老师分享，

“孩子终于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这里有个孩子我教不了”

今年22岁的柴子涵，是土生土
长的沧州人，原来家住新华区王御
史村附近。2005年的一天，沧州天
元围棋学校的围棋老师来到村子附
近的物资局幼儿园教公益围棋课，
刚教了三节课，授课老师就给棋校
校长辛昌华打去了电话：“辛老
师，你来一趟吧，这里有个孩子我
教不了，他太厉害了，我已经下不
过他了。”

辛昌华十分吃惊，“虽然围棋
启蒙老师的水平不高，但三节课就
能让老师甘拜下风，这也太不可思
议了！”辛昌华赶紧赶了过去，要
和这个孩子下一盘。

落子有声、棋势变幻，辛昌华
边下边惊奇，忽而又转为惊喜，因
为他发现这个孩子在围棋方面非常
有天赋，并且具有超常的记忆力。
于是，他当即决定把这个孩子招到
棋校，成为自己的学生。

这个孩子，就是时年 4岁的柴
子涵。

柴军也是围棋爱好者，他非常

支持孩子学围棋，“围棋不仅开发
智力，还是一种很好的挫折教育，
能够让孩子勇敢面对失败，学会正
确看待得失与胜负。”

辛昌华说，柴子涵不仅天赋
高，而且性格安静，能坐得住，想
得深，这都是学好围棋必备的条
件。

学棋的第二年，柴子涵第一次
参加了省青少年围棋锦标赛，并获
得 5岁以下组第 5名，直接升为业
余 2段。业余围棋选手，本来是需
要从 25级升到 1级后入段，再从业
余 1段循序渐进向上升。但无段无
级的柴子涵却凭借省赛成绩直接跳
升，再次显示他的围棋天赋。

“当时有个围棋网站叫 TOM围
棋，我给柴子涵在上边注册了‘沧
州小贝贝’的账号下棋，他以约10
天升一级的速度，不到三个月，就
从最低的 9级升到了 TOM1段，随
后又很快升到了 TOM4 段。”柴军
说。

10岁时,柴子涵顺利升入业余 4

段。“因为当时有高中阶段升为业
余 5段高考加分的政策，所以我想
让孩子上高中再升业 5，没想到后
来这政策取消了。”柴军笑着说。

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下棋

围棋的胜负世界是残酷的。一
次，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柴子涵参加
比赛时，临终局时被对手翻盘，输
掉了一盘大优的棋，小子涵的眼泪
吧嗒吧嗒往下掉。但下一轮的比赛
还得继续，于是他一边抹着眼泪一
边下棋，赢了对手。最后，七轮比
赛下来，他进入了前三名。

“如果让孩子走职业围棋的道
路，放下文化课，也有可能成为职
业棋手，但那条路太难走了。我和
他妈妈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让孩子
一边学好功课一边下棋，只把围棋
当成一个业余爱好。”柴军说。

当时，辛昌华的班上有 4个非
常有天赋的孩子，柴子涵是年纪最
小的一个。在几位大哥哥们的帮助

下，柴子涵长棋速度非常快，到了
小学 5年级的时候，11岁的柴子涵
已经是沧州有名的天才围棋少年，
多次在市级和省级围棋比赛中获得
佳绩。而他的几位师兄，后来也都
成为围棋高手。

柴子涵不仅和辛昌华老师学
棋，还先后师从沧州围棋名师李
军、高洪光、孙震等人，棋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

“柴子涵的棋充满灵性，不是
一味地靠攻杀来取胜，极有策略和
全局构思，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至今，李军仍对这名弟子赞不绝
口。

2012年升入初中以后，柴子涵
暂时放下了心爱的围棋，全力学好
文化课，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
茅。2019年高考时，他考入了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其中他的数学考了
149分，单科成绩全校第一。

“去年我问过孩子，如果可以重
新选择，走职业棋手道路怎么样？
孩子说‘也可以啊’”。柴军说。

天外有天，学无止境

考入大学后，学习压力没有那
么大了，柴子涵再次拿起了棋子，
因为升到业余 6段，始终是他的一
个心愿。

尽管已经 6年多没下棋了，但
柴子涵还是很快恢复了棋力，并因
为在陕西省大学生联赛中获得前三
名而顺利升入业余 5段，朝着自己
的目标稳步前进。

6年间，围棋世界已经进入AI
围棋的时代，人工智能围棋成为棋
手学棋的得力助手。柴子涵通过人
工智能“星阵”围棋来钻研棋艺。

“‘星阵’的费用是一分钟一

毛五，四年多来我用在这上边的就
有4000多元钱了。”柴子涵说。

人工智能确实对他帮助很大，
从布局到中盘战斗，再到收官，人
工智能的奇思妙想让柴子涵叹服：

“真的是天外有天！人工智能太强
大了！”

通过围棋，柴子涵在西安交到
了很多朋友。

“有一位学长国子轩，天津
人，我从来都赢不了他，从我入学
直到他毕业，一胜难求。”柴子涵
笑着说，“不过现在嘛，可能差不
多了。”

柴子涵说，西安文化底蕴丰
厚，围棋氛围也非常好，现在，和
他棋力相近的棋手，仅他认识的就
有30多人。随时可以约到水平相当
的棋友下棋，以棋会友，别有乐趣。

大三时，一位当地棋友知道柴
子涵的棋力高，邀请他周末到自己
的棋校来教棋，柴子涵欣然答应，
从此当上了围棋老师。

“开始时给的报酬不高，但后
来逐渐提高了。现在仅仅教围棋的
收入，足够我在西安生活了。”

5升6的升段赛，是柴子涵第二
次参加了，去年他因为小分略低而
位列第 5名，与升段失之交臂。本
次比赛，除了第四轮是半目险胜
外，几乎是一路顺风。

半目是围棋胜负的最小差距。
“这次比赛前，我在几次比赛里连续
输了四次半目，输得很‘疼’，这回
终于赢了一回半目。”柴子涵说。

成为业余 6段后，柴子涵仍然
每天钻研围棋，乐在其中。“学无
止境，围棋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研究
明白的。”柴子涵说，“但是，这是
我最大的爱好，也可能会是我从事
一生的职业。”

从围棋从围棋““小神童小神童””到愿将围棋视作到愿将围棋视作““一生的职业一生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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