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千年来，渤海

湾沿海地带，绵延千余

里 ， 因 盛 产 “ 长 芦

盐”，被称为长芦盐

区，沧州便处在这个区

域的重要位置。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沧

州大地留下许多和盐有

关的历史文化印记，南

川楼便是其中之一。对

于南川楼，很多人都知

道楼通暗泉可取水酿造

沧酒的故事，而它和盐

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历

史上的南川楼，因盐而

盛，随盐而衰，南川楼

所在区域有实物可考的

经贸历史，也至少可追

溯到宋金时期。复建后

的南川楼及文化街区，

让这段历史鲜活生动，

引人回味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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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的欧阳新光出生于湖南隆回，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作为河间女

婿，他痴迷诗经文化，并用手中的刻刀和画笔传神表达。他为毛苌塑像，让

《诗经》中的动植物跃然纸上，创办诗经美术馆更是他的愿景。

他乡是故乡 倾心塑毛苌

记者：缘何痴迷诗经文化？
欧阳新光：4年前，我踏上

了河间这片热土。妻子经常向我
介绍家乡的诗经文化，后又有幸
结识田国福、董杰、石俊茹、
李西标等诗经文化学者，对诗
经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
时，我每年都培训美术方面的
高考生，带着他们边“种”《诗
经》边画《诗经》。经过长期的
学习体悟，深觉《诗经》不是
速食快餐，而是在岁月的打磨
下，早已成为永恒的经典。我经
常怀着敬畏和崇拜之心品读《诗
经》，感受先人朴素的情感，其
中有痴情、背叛、战争、祈福、
离别、祭祀、收割……《诗经》
带给我的不仅有感动，还有道不
远人的哲思。

记者：第一尊毛苌塑像是何
时创作的？创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欧阳新光：河间毛苌公，是
西汉时期河间国的讲经博士。在
河间一带收徒传诗、讲诗。他所
传《诗经》，注释精妙、体例完
整，为“古文经学”，上起孔子
所编辑，延续八代至毛苌公，毛
公将此善本下传贯长卿等，才使
得《毛诗诂训传》流传千古，成
为如今的《诗经》。

“毛诗之祖”毛苌公全身塑
像 于 2020 年 3 月 起 笔 设 计 ，
2022 年 6 月入驻河间市瀛州镇
角楼村的“诗经植物园”，整个
创作历时 2年 3个月。这尊雕塑
采用玻璃钢仿铜工艺，主体高
约 1.7 米，加上底座高约 2.3
米，是河间市第一尊毛苌公全
身塑像。

为创作好这尊雕塑，我做
了一系列工作。2020年起，开
始考察毛苌所处时代、相关历
史，拜访诸多研究诗经文化的
学者、名人，参考河间府署内
毛苌肖像等。创作过程中，吸
收、采纳包括诗经文化研究者
董杰等人给出的很多中肯建
议。最初创作出的毛苌公像系
泥塑，后又在泥塑的基础上经
过多次修改，着重增加文化气
质与人物神韵，最终创作出大
家认为神形兼备的毛苌公像，
并摆放到诗经植物园，供游人
观瞻。

八易设计图 再塑毛苌公

记者：第二次雕塑毛苌公和
第一次有何不同？

欧阳新光：今年 4月，校长
赵增成邀我为河间市第一实验小
学雕塑“毛苌公诂诗场景”，其

间河间市委领导也多次询
问雕塑的设计进展情
况 ， 既 增 添 了 使 命
感，也深感责任重
大。虽然已经创作
过一次毛苌公塑
像，但这次与第
一次不同，这次
以毛苌公教学为
主题，题材大、
涉及人物多，分
别是毛苌公、毛
文 倩 （ 毛 苌 之
女）、贯长卿 （毛
苌大弟子）、赵敬
之（毛苌之婿），一
师三徒，再现毛苌公
教书育人、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精益求精以
及三学子刻苦学习、专心致
志、切磋琢磨、快乐读书的场
景，这对雕塑技艺是很大的考
验。

记者：创作的难点在哪儿？
又是如何解决的？

欧阳新光：创作的难点在
于毛苌公和三名学子没有任何
可供参考的图片和文案。于
是，在雕塑专业方面，我经常
请教导师孙韬 （中央美术学院
教务处处长）、老师周健夫（中
央美术学院原教务处处长） 和
其他央美同学；诗经文化方
面，有董杰老师等人的鼎力相
助。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八易
其稿，将毛苌公温良敦厚、循
循善诱的人物形象以及少年学
子俊秀传神、神态各异的人物
群像描摹出来，再现西汉时期
的著名读书场景。

妻子是北京服装设计学院毕
业的，她在人物服饰花纹细节的
刻画上，也提供了很多有益建
议。目前这组汉白玉雕塑正在做
最后的收尾工作，成品大约在
11月中旬完成。届时河间市第
一实验小学的校园里，会再添诗
经文化景观，希望对诗经文化传
播有一定促进作用。

《诗经》动植物 绘画百余幅

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产生
用绘画传播《诗经》的想法？

欧阳新光：5岁起我就喜欢
并开始学习绘画，现在又把美术
教育作为终身职业，所以，当想
为传播诗经文化做点儿事时，自
然就拿起了手中的画笔。

我认为 《诗经》 中的动植
物是有生命的，而我要用画笔
展现它们的生命力。从普通的
家禽鸡、鸭、鹅到森林猛兽老
虎、狮子、猎豹，再到柳树、
桃花、水稻……笔到之处，让
我深深地爱上了 《诗经》。就
这样一路画下来，不知不觉竟
画了上百幅，这也让我产生了
画完《诗经》中提到的所有动
植物的想法。我希望通过绘画
这一艺术媒介，把诗经文化传
播到全世界，让更多人了解
《诗经》、学习 《诗经》，感受
诗经文化的魅力。

记者：在动植物的绘画上，
您最得意的是哪一幅？

欧阳新光：最喜欢的是《诗
经》植物里的“水稻”。因我是
湖南人，从小就接触水稻，对它
的生长过程非常了解，再加上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曾
去过我们老家做水稻实验，所以
对水稻有不一样的情感。当它以
饱满的状态、强烈的色彩出现在
画布上时，我的内心被它深深震
撼了。植物的生命力如此顽强，
时间都无法将它消磨，它为人类

奉上食物的同时，也给予了精神
力量。

诗经植物园 种下诗经梦

记者：在诗经植物园的打造
上，您和家人都费了哪些心思？

欧阳新光：我岳父朱晓兵也
非常热爱诗经文化，他是一个农
民，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
《诗经》的敬意。于是，便在河
间市瀛州镇角楼村划出了 10亩
地，全部用来种植《诗经》中提
到的植物，于是就有了现在的

“诗经植物园”。
创建诗经植物园之初，我们

全家多次邀请河间诗经研究方面
的学者田国福、董杰等老师共同
商议，确定创建方案。最初，对
种植一窍不通的我多次碰壁，由
于南北方植物在气候适应性以及
管理等方面的差异，有些植物从
广西、广东等地引进过来后，水
土不服。比如说葛根，栽种三四
次才成功。来自南方的植物，不
适应北方的气候，每年冬天上冻
前，我们就会用大棚把它们保护
起来，第二年再移植到植物园。
经过不断摸索、试错，我们先后
引进、成功种植 135种《诗经》
植物，为其他地区诗经园设计、
建设、经营提供了成功范例。

如今诗经植物园已经成为
诗经学者讲学、中小学生研学
以及全国各地热爱诗经文化的人
士经常光顾的文化景点。中央电
视台前著名主持人、畅销书作家
李蕾和她的团队今年夏天也专程
前来参观，他们表示在这里切
实感受到了植物的力量，感受
到了《诗经》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引种《诗
经》植物，增加《诗经》中的动
物品类，让这个园子成为《诗
经》研学、动植物科普教育基
地。让孩子们在“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中，爱上诗经文化。

记者：在传播诗经文化上，
下一步有何计划？

欧阳新光：下一步计划利用
岳父老家院子构建一处以画《诗
经》、种《诗经》为主题的诗经耕
读小院，从而带动其他村庄以此
为模板，打造一批一院一品、各
具特色的诗经耕读小院，供中小
学生学《诗经》、画《诗经》。

在绘画方面，我想把诂诗雕
像创作成一幅油画，而诗经动植
物的主题我还会画下去，全部画
下来，大概得300多幅，时间约3
至5年。如果资金充足，我还想
办一个私人诗经美术馆，将完成
的诗经绘画全部展示出来，让艺
术成为一种媒介、一座桥梁，让
《诗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为长芦都转运盐使司公产
工部尚书撰写重修碑铭

明嘉靖十二年，公元 1533年冬季的
一天，一名信使水陆兼程赶到京师，将
沧州批验盐引所告竣的消息报与工部尚
书秦金。秦金大喜过望，亲笔撰写碑铭
为记。而南川楼，作为批验盐引所的一
处公产设施，就此诞生于运河之滨，任
人非物迁，历盛衰枯荣，终迎来 2021年
动工复建的命运转折点。

近年来，随着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推进，南川楼、朗吟楼、沧曲书舍等
一批古迹复建重修，但追溯历史发现，
对于南川楼的历史沿革在认识上还有些
模糊，缺乏必要的文献支撑。出版于
1603年的明万历《沧州志》，尽管提到了
南川楼，但语焉不详。修志者说，关于
南川楼的介绍并碑文画图，在长芦都转
运盐使司（下简称“长芦运司”）编纂
印行的《长芦盐法志》中有详细记载，
故仅留“……运司有志，俱不叙”廖廖
文字，便戛然停笔。哪知 400多年后，
这一省略却急煞了想要弄清这座名楼历
史的后人。

所幸，2020 年 5 月 27 日，沧州地
域文化学者孙建请沧州图书馆特藏部
主任吴树强协助，吴树强又在好友李
开升的帮助下，获取了宁波天一阁所
藏隆庆版 《长芦盐法志》 残卷中有关
文字记载。其中的批验盐引所重修碑
文详细叙述了整个建造过程，至此，
这桩“公案”方得水落石出。

关于南川楼的修建年代，记者仔细
研读碑铭原文认为，可基本确定为 1532
年冬，因碑文中记有“壬辰冬，郭君始
为相治”一句。这句话同时点出批验盐
引所的重修工程，由当时的长芦盐运使
郭五常主持。细察文意，有学者认为，
这次工程中，楼为始建、所（批验盐引
所）系重修。证据有三：一是正文首段
所记：“所距州城南二里许，滨漕河，正
德间，毁于寇。”毁于正德年间动乱的是
批验盐引所，并未说所旁有楼，更未提
楼毁一事。应是郭五常修造批验盐引所
之际，萌生创意，另行设计建造一楼，
以供盐运官和往来盐商会晤登眺之用，
因碑铭文内有“所建斯楼”字样，可见
南川楼确是随着此次批验盐引所重修而
新建。二是文中记载，1533年秋七月，
也就是重修完工前数月，有一位“侍御

南海邓公”到此“行部”，即巡行所属部
域、考核政绩。邓公感新修的办公场所
景色如此之美，不禁大加赞赏：“听政有
堂，登眺有楼，门庑吏舍、嘉树崇垣俱
备，旁置义勇祠，外筑堤，障漕河之
啮，榛莽废址，焕焉以新。”临走还不忘
留四字墨宝“南川胜览”以作楼匾。此
后，此楼便像婴儿得名，被唤作了“南
川楼”。即便南川楼兴建的旧址原有古
楼，恐怕也不叫南川楼，而南川楼正是
因为侍御南海邓公而得名。至于邓公何
人，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我们要感谢
的是他为古楼留下美名。三是关于南川
楼的题咏之作，尚未见过明嘉靖十二年
之前的作品，或可聊作旁证。当然，如
有新证据出现，自当别论。

细读重修碑铭原文，会发现工部尚
书秦金也效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想象
之法，驰骋文思，挥动玉笔，对沧州这
处官方场所及配建南川楼的赞美之情，
不吝溢美之词：

“巍峨楼宇，历历疆场。微茫沧海，
集嶫太行。翳翳燕齐，遥遥畿甸。长堤
如虹，登川如练。何以居之？公而忘
私。为上以法，恤下以慈。勿以长奸，
勿以为暴，当官之箴，行己之要。”文章
视野宏阔，状物精微，碑铭正文后的铭
词凝炼庄重、立意高远，先说明了古今
盐业之利，再言郭五常修造之功，继写
登楼所见，末垂居官警诫之训。

南川老街区域历史悠久
留有盐业和漕运遗迹

对照吴树强发给记者的隆庆版《长
芦盐法志》相关章节，南川楼初建时的
形制以及周边环境如在眼前。当时的南
川楼，面阔 3间，楼高 3丈（约合今之 9
米有余，并非讹传的 10丈之高），左右
两厢，共6间。

说实话，那时的南川楼算不上高大
气派，清代 1868 年重修的黄鹤楼高 9
丈 2尺，数倍于它。但这座楼却牵动着
明朝税收命脉——盐。从汉武帝时期
桑弘羊管理国家财政开始，盐便开始
由国家专营。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长芦盐在海盐
中的地位仅次于淮盐；元明时期，沧
州盐业发展达到高峰；明朝，因沧州
一带是盐产汇集之地，管理机构长芦
运司就驻于沧州段运河岸边。清代，
随着沧州盐业运输通道不畅，天津逐
渐成为长芦盐转运中心，南川楼也毁
于战火，命运由荣而枯。

除了盐业，南川老街区域还见证了
沧州漕运经济的发达。沧州城在明代建
成后设有五坊，分别是：宣化坊、崇明
坊、严崇坊和南北钟英坊。钟英坊的主
要区域在今天来说应该是：西南至解放
桥附近，西北到新华桥附近，东北角抵
老盐百商厦，东南至现在的文庙区域。
这个区域的面积不足城内的三分之一，
但人口密度却高出城里一倍，以小南门
为核心，成为当时沧州城的“经济隆起
带”。

小南门南面不远处的南川楼自然惯
看秋月春风，阅尽繁华。2021 年，在
南川楼复建工地，两条运河沉船重见
天日，大量文物的出土诉说着这个区

域的与众不同。运河区文旅局文保中
心主任孔德轩便是这次沉船的发现
者，并一直做着沉船文物的保护与修
缮工作。

他告诉记者，沉船的发现可以将南
川楼所在地的经贸历史至少往前再推500
年，同时说明，宋金时期，南川楼所在
地对于大运河以及整个北方地区，都发
挥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区域的独
特性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有着深厚的
历史积淀。今天，我们进行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正是当代人对古代文化的传承
和利用，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
历史文化传承。这种尊重自然、尊重历
史文化内涵基础上的保护、传承和利
用，才最具生命力，才是最具沧州特色
的一个文化标志。

新楼成沧州文化地标
寻根塑魂打造城市品牌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
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
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
缺乏内生动力的。

南川楼和南川老街的昨天，在孙
建、吴树强、孔德轩等学人孜孜不倦的
探求下变得清晰可感，既为今天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找到了历史支点、赋予了时
代内涵，又为沧州地方文化的明天作出
了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

对于南川楼和朗吟楼的文化传承和
利用，孙建呼吁应该更加注重还古迹
一个历史的真实，在此基础上，用新
的手段将历史文化展现出来。一是要
保障两个楼的登眺功能不被挤占。二
是对两座楼的历史要继续深挖整理、
提升放大。三是可将相关文物在南川楼
进行展示。

南川楼，两年前，我们还需要对照
效果图，想象它建成后的雄姿，如
今，它就活生生地耸立在我们面前，
犹如天上宫阙降落凡间。南川老街依
旧临水幽居、得天独厚，频繁在微信
朋友圈出镜，灯火夜色、宛如江南，
八方来客、游人接踵、商铺林立、汉
服穿越……被各种点赞。

这里已不再是盐业和漕运的集结
地，人们以老沧州运河街埠文化背景为
依托，打造了“一核（核心区游园——
南川园）、五街（食味运河、市肆百业、
文武畿辅、时尚南湖、醉夜沧州）、三节
点（南川楼、朗吟楼、给水所公园）”，
把这里变成了集娱乐、美食、购物及沉
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开放式、综合性文化
街区。

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空
间，而是变成了一个文化空间。南川
老街成功开街，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
挖掘和重塑，通过寻根寻魂，塑造城市
品格，打造城市品牌，培养起人们对城
市的认同感和荣誉感，把文化的张力变
成城市的活力，把文化的影响力变成
社会生产力，把文化的软实力变成城
市的竞争力。老街内，人间烟火和古
香古色的建筑唇齿相依。漫步其间，
你或会在某个街角，和数百年遗留的
岁月撞个满怀，感受到历史变迁的奇
伟与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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