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舍做成书房

在先后经历过商场和街道办的
工作后，杨忠英进入泊头文化部
门，成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其间，
她开始创作微电影，自己组织演
员，进行拍摄和剪辑，并获得了全
省二等奖。由此，她也得到了去中
国传媒大学（以下简称中传）进修
学习的机会。

当时的中传附近，有一个城市
书吧，环境优雅、艺术氛围浓厚，
看到文化大咖们一边读书、探讨剧
本，一边品着咖啡，杨忠英深深迷
恋上了这一场景。回到泊头，她心
心念念想做个类似的书房，并一直

在寻找合适的地方。一次偶然的机
会，在距离运河不远的天和轩茶舍
喝茶时，她和负责人郭红敏说起此
事，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茶舍开
辟书房空间。

当时泊头乃至沧州市区都没有
她理想中的城市书房，两人便前往
北京寻访，研究布局、精选书目，
挑选有格调的桌椅板凳。将茶舍的
30多个房间改造成了茶书房，并
申请了泊头市图书馆的部分书目入
驻。茶舍变成了读书空间，很多读
者慕名而来，读书品茶，在运河畔
享受惬意。

汇聚运河资源

茶舍的三楼，摆放着店主人收
藏的上百件民俗老物件，织布机、
老瓷器、马灯、香炉……琳琅满目
的物件彰显出浓浓的运河风情。

“何不将这些藏品利用起来，使之
成为对外界开放的文化场所？”杨
忠英突发奇想。

在和茶舍主人商量后，杨忠英
着手创建“大运河文化苑”，对民
俗物件分类布展，将泊头火柴、杨
家烧饼、泥塑等非遗技艺制作成展
牌，并在其中穿插丰富的运河文化
元素……就这样，一个小众的文化

场所成功推广出来。杨忠英还成立
古琴协会、旗袍协会，在茶书房和
大运河文化苑中，组织读书、绘
画、书法及古琴演奏等活动，成功
聚集了一批文人学者。

有一段时间，杨忠英每天都
沿运河跑步，作为省作协会员的
她，开始围绕运河畔一片荷塘创
作诗歌，一百首荷花诗汇集成
《咏荷集》，将泊头大运河边山楂
树广场一片荷塘的风采展现得淋
漓尽致，此诗集也成为大运河文
化系列丛书之一。

追随古建而来

南方古建现身运河畔，沧曲书
舍重塑辉煌。向往诗意生活的杨忠
英，在看到沧曲书舍唯美画面的瞬
间，当即决定要与之进行心灵的碰
撞。

怀着对运河文化的满腔热忱，
杨忠英只身来到沧州，她凭着多年的
文化活动积累和对书舍的热情，获
得了沧曲书舍文化主管的职位，并
开始参与书舍陶瓷展、杨秀坤画
展、各类非遗技艺展示、古琴雅风荟
萃、诗词歌赋集锦等多项活动的筹
办，吸引文化界多位学者做客书舍。

看到书舍二楼有一块地方一直

空着，杨忠英提议做城市书房，将
这一空间利用起来，并多次与运河
区文旅部门协调，最终建成狮城书
房。此后，她又组织沧曲读书会，
聚集了多名读者来书房读书交流。

每天游走在运河畔的古楼里，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了杨忠英的灵
魂挚友。偶尔，杨忠英也会穿上古
装，捧一本书认真阅读，仿佛沉浸
在江南的风韵里。“在古香古色的
氛围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何
等的幸福。”杨忠英说，沧州文化
滋养了她，反过来，她也会竭尽全
力为大运河文化注入一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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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畔开启诗意生活运河畔开启诗意生活
■本报记者 赵宝梅

周末去吴桥探亲，在小区遇上一
个正练习骑独轮车的男孩，男孩左右
摇摆，虽然练得有些吃力，但还是坚
持了半个多小时。孩子爷爷说，自从
学校开了杂技课，孙子不仅学会了

“三仙归洞”，还迷上骑独轮车。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

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一民间
俗语并非空穴来风。在吴桥，就算是
寻常人家，也能觅得一些杂技的痕
迹，魔术扑克、手转花毯、“三仙归
洞”、套盒……因为身边随处都有这
类杂技道具出售，不少孩子就买回家

练着玩儿。
作为杂技之乡，吴桥有着悠久的

杂技历史和文化底蕴，杂技大世界、
吴桥杂技学校每年都培养众多杂技人
才，各类民间杂技团体蓬勃发展，不少
孩子从小就进入杂技团进行专业学习。
他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畏艰险，
克服重重困难，练就一身好本领。更有
多名“00后”新生代杂技演员，成功
代表吴桥在各赛事中勇夺奖牌。

为传承弘扬吴桥杂技文化，推进
素质教育，吴桥县从2017年开始就实
施“杂技文化进校园”工程，全县在

127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中积极开展相关
课程，学校聘请专业杂技人员授课，
将杂技文化搬进了课堂。近3万名学
生学习杂技文化，多数掌握了所学杂
技基本动作，对杂技精神也有所领
悟。一些学校还成立了“变脸”“杂技
呼啦圈”“水流星”等表演社团，带领
孩子们多次到当地福利院进行表演。

吴桥县还大力推进杂技人才培育
工程，在全县17个杂技专业村打造出
特色小院，不少孩子选择在杂技小院
练功，并随团去往各地演出，同时也
带动家庭成员及周围人对杂技艺术的

热爱。
杂技文化在吴桥得到持续的传承

和弘扬，杂技更成为当地的特殊产
业，形成了表演、道具、管理、传承
等完整的链条和文化体系。杂技节

“回家”，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吴桥
人民积极参与、热情待客，将最美的

“杂技之乡”风采展现给外界。

杂技节期间，沧州大运河文
化旅游带建设成果图片展同时在
吴桥举办，沧州境内丰富瑰丽
的 运 河 文 化 旅 游 资 源 一 一 展
现，南川老街、园博园、泊头
清真寺、东光铁佛寺、吴桥运河
公园……一组组精美的图文，给
宾朋带来视觉盛宴。

吴桥紧邻运河，众多文旅项目
近在咫尺，夹杂着浓浓杂技风，一
个个文化旅游基地，在运河的润泽
下独具特色。深秋的吴桥运河公
园，伴随着运河潺潺流水，平原漂
流、露营帐篷、骑行车队、各色花
海，处处美景宜人。河畔，有杂技
艺人勤学苦练的身影，与悠悠河水
相得益彰。而不远处的运河五季公
园，一片片的金银花、药用玫瑰、
菊花、苍术等中药材植物，静静矗
立，扮靓运河。沿运河而行，美丽
的小城可谓绿成林、花成海，步步
皆景、处处如画。

突出运河、杂技两大元素，吴
桥近年打造了若干旅游项目：全国
第一个杂技主题酒店——云瑧金陵
杂技酒店、华北地区最大的主题剧
院——江湖杂技大剧院，还有运河
公园、线装书博物馆、酒章文创
园、民俗博物馆、球幕影院、运河
人家美食街、五季公园、杂技博物
馆、杂技学校、红牡丹研学基地等
一大批文旅融合项目先后建成，再
加上 4A级旅游景区——吴桥杂技
大世界，形成一日游甚至二日游的
精品路线。

依托运河，吴桥县统筹推进
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发
展休闲观光、乡村民宿、康养基
地。乡村变成了景区、村舍变成
了旅馆、农民成了导游，先后打
造出岳庄、曹洼三村等一批乡村
文旅景点，游客在此可欣赏田园
风光、体验生态采摘、品尝地方
美食、夜宿乡村民居，走进记忆
中的“乡愁”。

来到吴桥，不仅能逛江湖城、
品江湖宴、赏《江湖》剧，还能享
受特色美食：粗粮饹馇入口即化、
贡品宫面鲜香细滑、酒头老酒回味
悠长、五香扒鸡金红油亮……在这
里，“舌尖上的旅行”会让你口福
满满。

运河文旅再谱新篇

一袭长裙、温文尔雅，面朝运河、书卷
为伴，有着江南情怀的杨忠英行走在运河畔
的沧曲书舍，幸福感满满，这就是她梦想中
的生活。

杨忠英是沧曲书舍文化主管，也是一名
运河文化爱好者。在泊头运河边长大的她，
对胜利桥边的集市和清真寺旁的八极拳甚是
熟悉，每日来来往往于运河两岸，更让她从
小滋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感，希望自己的事业
能与运河文化有所交集。

““人人有一手人人有一手””让杂技之乡实至名归让杂技之乡实至名归
■ 北 思

10月 20日至 30
日，第十九届中国
吴桥国际杂技艺术
节在石家庄和沧州
吴桥举办。在吴桥
会场，民间文艺演
出、运河文化旅游
成果展示、获奖杂
技节目表演、非遗
手工技艺再现……
多项文化活动掀起
杂技节的高潮。

10月 25日上午，吴桥杂技大世界
景区迎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文艺荟
萃——“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示范
交流展示活动暨民间文化艺术精粹汇
演，为杂技节注入文化活力。

在杂技大世界南商业街，来自北
京、天津、河北等北方十省 （自治
区、直辖市）的 40个优秀民间文化艺
术项目汇聚一堂，进行现场交流和展
示。北京丰台区摄影、天津杨柳青木版
年画、河北黄骅渤海渔村剪纸、山西高
平东城街手工艺、内蒙古桦树皮制作技
艺、辽宁凌源皮影戏、吉林敦化刀画
等，作为北方十省的重点民间文艺展示
项目，均有传承人或现场制作或展示作
品，并现场与观众互动，为游人带来精
彩的民间工艺享受。

其中，黄骅渤海渔村剪纸、青县京
梳子、吴桥线装书、石影雕和杂技道具
5项非遗技艺，代表沧州民间文化艺术
的精髓，与其他省市的民间艺人交流分
享。青县京梳子传承人董良几天前就做
好准备，他将最得意的作品《大运河，
我的母亲河》京梳子套盒及镇海吼按摩
梳等作为展示内容，并在现场展示制作
工艺。“我还想讲述每一款京梳子背后
所蕴含的故事，将沧州的文化推介出
去。”董良说，他非常珍惜这次与众多
民间艺术高手交流学习的机会。

精彩的民间文化艺术节目，让节日
期间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气氛热烈。民间
文化艺术精粹展演、大运河沿线民间文
化艺术汇演也在 25日进行，江湖大剧
院南门前广场，是北方十省优秀民间文
艺节目演出，天津京韵大鼓、山西民歌
对唱、黑龙江二人转联唱、河北武术和
舞狮等表演，无不精彩绝伦。而江湖文
化城运河人家舞台上，运河沿线青县哈
哈腔、沧县木板大鼓、安徽凤阳花鼓等
表演，则展现出运河沿线城市的特色文
化。

民间文艺汇聚一堂

前方激烈角逐，后方精彩演
出。10月15日至11月12日，杂技
节吴桥会场主体活动——吴桥杂技
欢乐汇（九月庙会）在杂技大世界
举办，作为吴桥传统民俗活动，杂
技绝活、非遗展演等轮番上演，吸
引了来自沧州及周边省市的众多游
客参与。

开城迎宾仪式，气势恢宏，
再现老吴桥古城“九月庙会”开
城门、迎宾客、庆丰收的国泰民
安“繁华胜境”。庙会还在节目中
增加与观众互动环节，如吕祖拜
师仪式、杂技班主和把式聚合议
事、传承技艺展示等环节，观众
参与其中，沉浸式感受杂技的乐
趣，过足了“杂技瘾”。而吴桥杂
技大世界内城旅游景点，则根据
内城中字型的特点，提供 3 条不

同的线路供游客选择，这些线路
最终将汇聚到杂技比武大会，通
过比拼来确定胜负，激发游客的
乐趣。

此外，乡约·杂技之乡——精
品杂技剧目《江湖·秀》惠民展演
中，13个获得国家级金菊奖、银
狮奖的精品杂技节目，为人们带来
耳目一新、意犹未尽的杂技观赏体
验。据悉，杂技节期间，吴桥向当
地群众及参加活动的嘉宾、展演展
示人员发放惠民券，让大众尽享杂
技盛宴，再一次擦亮吴桥杂技金字
招牌。

未来几日，吴桥杂技节获奖节
目故乡行、杂技节闭幕式及获奖节
目等演出，将轮番上阵。在吴桥，
宾朋尽可享受绝美的杂技艺术盛
宴。

杂技演出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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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杂技盛会看点多多吴桥杂技盛会看点多多吴桥杂技盛会看点多多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