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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老武师一直有个心愿：在涌现过众多江湖豪杰的运河古巷，再现当年武风浩荡的场面。

老邻居们热心相助，武术界的朋友、弟子们鼎力支持，摄影师、视频制作者也赶来帮忙。

老宅前的武林盛事老宅前的武林盛事，，倡导者王学伟倡导者王学伟（（右二右二））不住点头微笑不住点头微笑。。

众人携手众人携手众人携手 再现古巷武林风再现古巷武林风再现古巷武林风
杨金丽 王少华 摄影报道

少女时代爱上绳艺

陈建英说，中国结看似简
单，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古老智
慧和独特的情感寄托。每当拿起
绳子编织绳结时，她总会情不自
禁地想起童年时的一段往事。

20世纪60年代末，陈建英读
初中，十三四岁。一天，一位女
同学上学时拿来一个粉色的塑料
喇叭花把玩。那花是女同学的姐
姐用玻璃丝编成的，非常精美。
当时，玻璃丝一分钱一根，是女
孩们的心头好，大多用来系辫
子，颜色很鲜艳。陈建英见了，
非常喜欢，费了很大劲，才从同
学手里借了来。

当天放了学，陈建英就跑到街
市上，用零花钱买了一把玻璃丝。
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琢磨这朵喇
叭花。夜深了，还是没有头绪，万
般无奈下，拿起剪子将喇叭花一剪
两开。随后，她每拆一步，就在纸
上记一下，就这样边拆、边记、边
编，终于编出了一朵一模一样的喇
叭花。至今，这位女同学也不知
道，陈建英还给她的那朵花，其实
是她自己编的。

从那以后，陈建英的业余生活
除了家务、读书，又多了一项手工
艺——编织，且一编而不可收，
虾、鱼、青蛙、蝴蝶、水杯套等在
她手中惟妙惟肖。当时，社会上流
行什么，陈建英就编什么。家里自
行车的钥匙上都系着她编的小玩意
儿。这个爱好陪着她读高中、上大
学、参加工作、恋爱结婚，给生活
增添了许多乐趣。

20世纪70年代后期，市面上
买不到玻璃丝了。这种绳编也渐
渐消失了，但陈建英还常常想起
它们，想起那些坐在院子里合欢
树下编花的日子，以及一绳一结
一扣间的无限快乐。

自学绳艺多次获奖

后来，塑料绳的门帘走进了
百姓家。这种塑料绳很硬，颜色
不算鲜艳，但粗细与玻璃丝差不
多。一天，邻居家的门帘拆了扔
掉。陈建英如获至宝，捡回家来
反复冲洗干净，取下较好的塑料
绳，凭着记忆重新编出了曾经编
过的东西。

1996年春天，陈建英得到了
两本书：《时髦服饰品制作大全》
《女性巧手艺》，书里都是关于绳结
的介绍。通过这两本书，她第一次
知道了中国结，第一次知道除了自
己编的那些小物件外，还有许许多
多的绳艺、结饰。她爱不释手，按
照书上介绍的编织方法，开始自学
编织，认真做了大量笔记。她的编
织水平越来越高，一些作品还被作
为礼物赠送亲朋。

后来，塑料绳也退出了市场。

通过大量试编，陈建英用一种包装
绳代替玻璃丝，之后又用空心线代
替。直到有了中国结线材后，她的
编织材料才基本固定下来。

2008年，沧州市举办民间绝
活大赛，陈建英用绳子编出了

“松鹤延年”“花开富贵”“荷塘蛙
鸣”“丰收马车”“龙龟献寿”“端
午龙舟”“铁狮子”等9组81件作
品，获大赛一等奖。

2012年，沧州举办“达人教
您做手工”活动。她积极参与，给
大家上的第一课，就是绳编蝴蝶。

公益传授乐此不疲

2013年 9月，陈建英受聘为
我市老年大学手工编织班教师，
传授中国结编织技艺，一干就是
10年。讲课时，除教授讲解每一
个结饰的编结方法、每一根绳的
走向，她还认真介绍结饰的不同
文化内涵和寓意，让学员们认识
到绳结文化的博大精深，从中体
会到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这一年，刚刚学会上网不久
的她，偶然登录中国结论坛，接
触到更多的绳结知识。中国结论
坛公布了中国结艺术分级达标
初、中、高级大纲。陈建英一项
项对照大纲学习。虽然编织的年
头不短，但其中一些结饰，她原
来从未见过。她以顽强的毅力和
强烈的求知愿望学习编结，先后
通过了初级、中级大纲的达标认
可。本来，她准备继续完成高级
达标，但因多方因素，这项计划
后来搁浅了。

10年来，陈建英在老年大学
手工班任教，与学员们教学相
长，先后创编了“立体牡丹”“孔
雀开屏”“喜鹊登梅”等新型中国
结编织造型，完成了“五福捧
寿”挂饰，还编出了生肖腰带、
端午香结、手绳等早已失传的绳
结作品。

多年来，她还多次走进社
区、学校，义务传授绳结技艺，
深受大家欢迎。去年，市北环路
小学聘请她担任绳艺老师。陈建
英不仅慨然应允，还特意将自己
的几十件作品赠给了校方。

与绳结缘 50年，从豆蔻年华
到年逾古稀，从玩绳子到教绳
艺，个中的辛苦、磨砺、愉悦、
成功，只有陈建英自己知道。

陈建英陈建英：：

结缘绳艺半世纪结缘绳艺半世纪
公益传授十一年公益传授十一年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 魏志广

陈建英将编结技艺倾囊相授陈建英将编结技艺倾囊相授

发现发现··运河运河

陈建英陈建英（（右四右四））向大家展示绳艺编结作品向大家展示绳艺编结作品

11月 1日，市老年大学任课老师陈建英站在讲台

上，为学员们传授绳艺。这是她在老年大学从事手工

班教学的第 11个年头。40名学员和她一起学习绳艺，

从中领略中国结的无穷魅力。

“中国结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始于远古，兴于唐

宋，盛于明清，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手工编织品。一根

或几根普通的红绳被赋予了独特的生命力，曲线曼

妙，编制方法独特，是各种元素的组合，具有独特的

艺术之美。”在课堂上，陈建英不仅传授编结技艺，

而且讲解其背后蕴含的美学与文化。

在一绳、一扣的中国结编织技艺传授过程中，陈

建英半个多世纪的绳缘再一次得到升华。

本报讯 （记者杨金丽） 10月 27
日，“感动河北”人物、黄骅救人老英
雄刘福兴在家人的陪伴下，赶到沧
州，慕名找到50多年来义务行医的马
振东医师。在他的妙手施治下，刘福
兴当场丢掉了拐杖。

今年80岁的刘福兴是黄骅市检察
院退休的检察官。他急公好义，一副
热心肠，曾多次跳进坑塘、河里救
人，还多次在路边救治遭遇车祸、忽

发疾病的人们，曾被评为“感动河
北”人物。年事渐高后，老人开始出
现腰、腿、膝盖、脚等疼痛、麻木的
症状，多方求医总不见好。在报纸上
看到马振东50多年来为人们义务治病
的消息后，慕名找到了马振东。

马振东的诊所就开在自己家——
新华区义和路万顺胡同内。诊所内挂
满了字画、锦旗，放着刀枪剑戟等各
式兵刃。看完片子后，马振东用独有

的手法给刘福兴按摩，之后，教给他
一套高抬腿的动作，让他走路运动。
之后，再按摩、再行走……如此三
回，近两个小时过去了。马振东让他
尝试着不扶任何东西，自己站起、坐
下。刘福兴高兴地说：“在家里，我站
起、坐下都特别困难，没想到现在竟
然能轻松地做到了。”

马振东今年75岁，50多年来一直
坚守初心，给人看病从不收钱。刘福

兴与马振东是同时代的人，价值观相
同，有很多共同话题。治疗过程中，
两个人越说越投机。告别时，马振东
教给他一套平时锻炼的动作，嘱咐他
一定坚持运动。直到上车，刘福兴才
发现，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他几次走
路，都没拄拐杖，这在原来是根本不
敢想象的。临走时，刘福兴掏钱付
费，马振东连连摆手，表示自己始终
义务看病，不会收钱的。

救人老英雄落下腰腿疼毛病救人老英雄落下腰腿疼毛病

好医师热心施治当场见效好医师热心施治当场见效

老宅旧事

一进神门口胡同，王学伟的眼睛
一下子湿润了——老邻居王培光、张
淑会正从院里往外抬桌子。

“大哥，大嫂子，快放下，我来，
我来！”王学伟紧走两步，上前帮忙。

“老叔别动手！这就好了……”张
淑会说。

一个叫大哥大嫂子，一个叫老
叔，这辈分是怎么论的？

王学伟说，王培光的爷爷王宝善

与自己的师父徐振海是同门师兄弟，
从武术师承论，王培光应称自己为

“叔”。但王培光年长，75岁，王学伟
尊称他一声“大哥”。一声称呼里，尽
显运河人家的绵绵情义。

王培光寡言，老伴儿张淑会热情
爽朗、快人快语。他们住的这栋老
宅，看似普通，却深藏故事：王培光
爷爷王宝善出生于1883年，是沧州街
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身为裁缝，却
有一身好武艺，还通晓医术，酷爱戏
曲。他治病救人，从不要钱；还自办
俱乐部，使之成为沧州武术界、戏曲
界人才荟萃之地。王培光的大伯王炳
君，继承父亲裁缝技艺，也精通武
术、戏曲。他能登台唱戏，也能持枪
下场，其枪术傲立沧州。而实际上，
他是沧州早期共产党员，以这些身份
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沧州早
期共产党员沈士敏被捕后，神门口党
支部所在地由沈士敏家转移到王炳君
家，“神门口 6号”也因此而闾巷闻
名。

时光流逝，很多前尘往事，王培
光不愿再提。他只愿伺候院子里的花
花草草，还有那株见证了家族多少故
事的老枣树。前几天，王学伟登门提
出，想在王家老宅前再现百年前的武
林盛况。王培光爽快地答应了。

“老叔多次和我们说过，孩子们有
人想学武吗？他愿意教，义务教。老
叔是个厚道老实人，平生没什么嗜
好，就是喜欢武术。”张淑会口中的老
叔，就是王学伟。老两口总觉得，虽

然自己和后人不练了，但王学伟想振
兴祖辈父辈传下来的功力拳，自己必
须鼎力支持。

当天，王培光和老伴儿早早起
床，抬出了桌子、搬出十几把椅子，
还摆上暖壶、茶杯。一通忙活下来，
老两口累得不轻。“我们模仿着父辈祖
辈练武时的样子摆的，就想尽可能还
原当时的情景，帮助老叔完成心愿。”

百年武风

不一会儿，武林朋友、弟子徒孙
们应约而来，足有二三十人。寂静的
古巷一下子热闹起来。

巷子两边摆满武术器械，老中青
武师和孩子们逐一上场。各类拳术、
刀枪剑戟……交相辉映。王学伟坐在
一边看着，不住点头微笑。

轮到王学伟下场练武了。只见他
两脚并立，左手背剑，一招“迎门献
剑”，练的正是昆吾剑。

昆吾剑起源于唐。20世纪初，沧
州剑术高手李凌霄擅长昆吾剑，世人
尊为“北剑”，在中国近代武坛上，与

“南剑”罗玉并驾齐驱。王学伟练的这
趟昆吾剑，得自师父徐振海真传。徐振
海与李凌霄师出同门，剑法一宗。

王学伟 8 月份刚做了膝关节手
术，如今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可
一下场练武，腿脚功夫却依然干净利
索。随着最后一招“歇兵藏剑”，老人
收剑拱手，气定神闲。围观的人们报
以热烈掌声。

红日东升，绿树掩映，神门口胡
同笼罩在秋阳的光影中。斑驳的老
墙、古巷，年轻的武者、少年，流淌
的运河、轻舟，百年间的武事沧桑，
就在这个初秋的清晨，一点点展现出
来。

清代嘉庆年间，建华街南边张仙
阁一带，有位习练功力拳的高九爷。
高九爷的名字失传了，他的武艺却代
代传承下来。到了清咸丰年间，传到
李福臣手上。李福臣弟子众多，出类
拔萃的不少，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弟
子王宝善。他不仅武艺高强，还代师
传艺，徐振海、李凌霄、魏宝贵等武
术名家，名为师弟，实际上多得他的
教诲；后来，他又在家中成立武术群
体俱乐部，沧州各门派多来此切磋交
流，有“王家枪，徐家棍，李龙爷单
刀来赴会”之说，那时的神门口武术
盛极一时。

王学伟的师父徐振海也是神门口

人，武术家的身份之外，还是沧州早
期共产党员。抗战时期，他被捕入
狱，惨遭酷刑，曾一度失明。他以武
护体，以武治病，出狱后继续从事革
命工作。他与王宝善的长子王炳君一
起以武术家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
作，武术群体俱乐部也是神门口党支
部的秘密联络点之一。如果不是这次
采访，简直不敢相信，沧州武术的铁
血豪情中，还有这么深的红色文化印
记。

江湖再现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
灯。

运河潺潺，波光潋滟。对王学伟
来说，10年很快，几个10年后，他已
是古稀之年。伴随着古巷拆迁再次提
上日程，他迫切地想为这条老巷、为
这座老宅，也为自己，还原曾经的武
林盛事。

戴家园通臂劈挂拳师李可新来
了，太极拳师赵龙、邱汉昆也来了。
运河区小王庄镇大金庄村党支部书记
李林林，还带来了刚刚从省运会上获
得的金牌和银牌。他说，获得奖牌
后，最想分享的人就是师父。“1995
年，我14岁，拜师学习武术，至今还
记得第一次看师父练武时的情景。那
时师父在我们村的一家厂子上班，工
余时间，就在村里的空地上练武。那
时师父人到中年，一套拳脚打下来，
又潇洒又威猛，我看得眼都直了。”李
林林说，那次之后，他拜王学伟为
师，系统学习武术。当时有四五十个
孩子和王学伟学武。有一次，到了学
武时间，王学伟因为有事没有到。孩
子们排着队去找他。浩浩荡荡的队伍
从大金庄出发，沿运河而来，一路打
听，因为不知道确切地址，最后也没
找到师父。王学伟知道后，非常感动。

一晃 28年过去了，王学伟老了，
李林林成长起来，不仅在省运会上摘
金夺银，还成立武馆，带出了一支二
三十人的队伍。当天，李林林和武友
任秋彦以及弟子们相继练武，飒爽英
姿，犹如28年前的王学伟一样。

武林与江湖，看似遥远，其实就
近在眼前。

运河古巷里的这场武术盛事，从
始至终流动着一股脉脉的温情。这是
邻里情，也是江湖情，是百年时光与
悠悠长河磨不灭、流不走的情怀，是
流动在这片土地上的深情。

11 月的清晨，风有了

寒意。

早晨 6时的运河古巷小

街子，鸟雀还没出巢，花

草 树 木 和 运 河 一 样 静 悄

悄。72 岁的王学伟一如既

往地早起。穿好练功服，

站在玻璃窗前，正衣，执

剑，推门而出。

从小街子向南，过了

麻姑寺街，就到了神门口。

这里，将有一场武术

盛事，一场连接百年前、

也是王学伟期待已久的武

林盛事。

古巷深处武风烈古巷深处武风烈

老武师雄风犹在老武师雄风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