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唐代

大诗人韦应物笔下的津

渡，那么的恬淡从容、野

趣横生。明清时期，京杭

大运河沧州市区段两岸，

就有着很多这样的渡口：

菜市口渡、枣寺庙渡、白

家口渡、戴家园渡……但

经历时代变迁和交通发展

的今天，这些渡口已近绝

迹。

近年来，随着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在一些

古渡口的位置又建起了

新的观光码头，并基本

沿用了古渡名。位于南

川楼南、百狮园西北河

曲处的“南川古渡”，就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今天，南川古渡已

经变成游船码头，市民

们于此处络绎登船、开

怀泛游，很少有人会问

起它的历史，就算问起

也鲜有人知。当记者走

进南川古渡，那悠悠运

河水、那高高石牌坊、

那巍巍南川楼、那志书

中记录的先民历史，瞬

间交织成无尽乡愁，让

人感叹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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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关 古 渡 为 义 渡
宋广泰等人捐修募修

“咸丰三年九月乙丑，城哮。丁卯
（农历二十五），广西贼陷沧州，知州沈
如潮、城守尉德成、署吏目孙文骢、北
堡千总刘世禄并死之……大雾，贼行雾
中，辰刻至捷地。德成、沈如潮率满、
汉兵勇出御，于城南五里之红孩口与贼
遇，时北堡千总刘世禄亦来助战，我军
奋厉，枪炮环施，贼前队伤毙无算，已
将渡河西窜，而我火药车忽焚……德成
命人入城取火药……贼多我军数十倍，
火药复不给，短兵接又移时，刘世禄及
练长宋广泰等皆阵亡。贼复分兵攻西、
北二门，火攻小南门，如潮、德成急归
守城，贼已焚小南门而入。德成巷战
死，如潮骂贼死，孙文骢坚守狱门被焚
死，余文武官及绅民巷战杀贼死者甚

众……贼下令屠城……男女共死万余
人，幸前时多出城避去者，不然几无孑
遗矣。戊辰黎明，贼北去。庚午，败于
天津，实赖沧挫其锋云。”

这是清代《沧城殉难录》中的一段
文字，记述的是清咸丰三年 （公元
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攻打沧州城的
一段历史。在沧州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
树强的帮助下，记者找到这段文字记
载，今日读来依旧动人心魄。在清廷因
守城而战死的英烈中，有一位名叫宋广
泰的清代地方民兵武装——团练的团练
长，或许正是记者这篇文章要找寻的主
人公。

关于“南川古渡”，民国版《沧县
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

“莲池渡，即南关义渡，系南北通
津，以近强家坟莲花池，故以莲池名。
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州人宋广泰
捐修，光绪季年，尹德善、刘梦周等重
募修二次。”

也就是说，今天百狮园内竖起“南
川古渡”四字石坊的游船码头，就清代
而言大致为南关义渡所在地。而南关义
渡的学名为“莲池渡”，“南川古渡”四
字或非单指南关义渡一个渡口，题名者
应是按地理位置取其大意。

相较于渡口的名字，《沧县志》的
记载还透露出更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就
是捐修者“州人宋广泰”。那么，这个
宋广泰是否就是《沧城殉难录》中提到
的“练长宋广泰”呢？

对此，目前，沧州学术界尚无考
证，只能从古籍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探
寻，终于获得3条线索：第一条是时间线
索。《沧县志》中津渡章节，两次提到宋
广泰，一次是在介绍白家口义渡时说：

“嘉庆十六年（1811年），宋广泰又劝德
庆当捐赀重修。”另外一次就是道光八年
捐修南关义渡，从1811年到1853年守城
阵亡，时隔42年，符合生理年龄范围，
阵亡时宋广泰至少应为花甲老人。第二
条是人物线索。义渡创建耗费人力物
力，非平头百姓力所能及。清代，大量
的义渡创建者都为当地士绅，他们有钱
又有社会地位，而清代团练练长一般由
乡绅充任，故此宋广泰有能力捐修渡
口。第三条是人口线索。在那个物质匮
乏的时代，当时沧州城内人口并不稠
密，同名同姓又都具有一定社会名望和
号召力的人概率渺渺。

但以上仅为猜测，在吴树强的帮助
下，深入研读《沧城殉难录》原版影印
书籍，记者终于获取了一条有价值的线
索，书后附录的殉难者名录中，竟然记
述了宋广泰的简要生平：

“宋广泰，仓正，家贫好义，立火会，
修桥道，善举甚多。绅民团练，毅然领
队。时年已七十五，与贼战，执旗指挥，
败犹不退，竟死于阵。死后，旗在手不
偃，葬时力擎，始释，人方之苏武节云。”

凭借这段记载，基本能断定“州人
宋广泰”和“练长宋广泰”为同一人。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宋广泰出身贫寒，
战死时已是75岁高龄。

抛开社会论，单从人性角度来审
视，家园罹难之际，古稀之年的宋广泰
义无反顾，率乡勇和地方官并肩作战，
壮烈殉城，未能叮嘱儿孙，没能接受亲
人的告别，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壮士
吗？当时沧城内，地位高于他的士绅不
在少数，而他却因多行善举被载入史
册，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善士吗？有先
前之善举，又有晚年之壮举，难道不是
他一贯秉持的操守使然吗？他的高风亮
节，应该被后人深深铭记。

渡口分为官渡与民渡
沧州义渡兴建清朝达鼎盛

对宋广泰的纪念，随着南川古渡等
渡口码头的复建而显得非常有现实意
义，这些渡口码头尽管规模不算大，却
是古代沧州水上慈善事业的历史印记。

关于义渡最早出现的时间，清朝人
方中认为“春秋伍员奔吴，渔丈人舣舟
以渡，脱剑酬之不受，其义渡之滥觞”。
在清前期，义渡兴修较少，处于起步阶
段；到了清中期，尤其是乾隆时期，由
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增
多，义渡逐渐兴盛起来。在道光、咸丰
时期，义渡的修建频率有所下降，随之
由于战争影响，各地义渡遭到破坏；进
入同治时期，又开始大量兴修。这些渡
口按其设置主体来分，可分为官渡与民
渡，民渡又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
即私渡和义渡。官渡和义渡一般设有专
门的经费，因此一般不收取渡钱，而私
渡由民间自建，以牟利为目的。

沧州地区河流众多，给水运交通的
发展提供了天然优势，却给当地居民的
出行带来了困扰。迫于民众出行的客观
需要，加之清代造船业的发展以及慈善
氛围的浓厚，清代，沧州有识之士纷纷
创修义渡，仅沧州市区段由南向北就有
很多

创修渡口的人，除了为求政绩的官
员外，还有士绅、僧人、客商等。一般
来说，绅士在兴建义渡的过程中，捐献
大量的田地或是金钱，不仅仅出于他们
的公共责任感，主要目的大概是希望通
过这样的行为，进一步提高自身和家庭

的社会声望。
不可回避的是，因涉及财产，一些

义渡还产生过财务官司。据《沧州市
志》记载，位于现解放桥附近的菜市口
义渡，在嘉庆十六年由州人宋文成等捐
修。在民国十四年时，义渡的船被乱兵
掳去，有人趁乱铲去船头、船尾、沧州
义渡及修造年月等字样，霸占不还，以
致诉讼6年之久，费尽周折，追回时船
已坏得不成样子。后来，在刘梦周等人
的募捐下，才又添修小渡船一只，以便
往来运输。这段看似平常的往事，却能
从一个侧面看出义渡对于群众生活的不
可或缺。

现代化桥梁取代渡口
南川古渡变成游玩胜地

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我们再也不
用为一艘渡船打官司了。新中国成立
后，沧城的渡口均被木桥所取代。1996
年，沧州辖区内的木桥开始逐步改造成
钢筋混凝土桥梁。昔日古渡渐渐被宏伟
美观的桥梁代替：菜市口渡处建起了解
放桥，枣寺庙渡处建起了彩虹桥，白家
口渡处建起了新华桥，戴家园渡处建起
了永济桥……

这些都是沧州人面对河流阻隔世世
代代改造自然的奋斗成果和最好见证。
而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复建的古渡码头，
显然已不再只具有原始功能定位，而是
被更多赋予了新时代的文化历史内涵。

初冬清晨，站在南川楼码头“南川
古渡”石坊处，但见对岸，南川层楼，
耸峙雄胜；两岸，杨柳梳妆，苇花照
水，冬景一派；河面上，游船快艇，列
队迎宾，有客登舟，浪逐笑飞；石坊
东，沧曲桥新，掣空如虹，百狮拱卫，
悠然而卧；河岛内，滨水栈道、沧曲书
舍、缙园、古莲池等，如明珠宝翠，放
射着人文光华……

登上沧曲桥北眺，南川老街古建筑
青砖黛瓦、错落有致。这条浓缩着城市
历史的老街，生动诠释着河城共生的城
市特色，充分展示了城市未来发展的生
机与活力，已经成为崭新的“城市会客
厅”，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眼前的渡口，静谧天然。对于个人
而言，人生如渡河，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摆渡者；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时光如
渡河，不断更新求变才是驶向远方的渡
船。南川古渡，是外乡人眼中的风景，
却是故乡人心中的乡愁，她已经不再渡
人，却依旧摆渡着过去、今天和未来的
故事。

本报讯（记者魏焕光）今年
是“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建
设120周年，日前，在西泠印社
第十五次社员大会上，我市沧海
印社社长韩焕峰再次当选为西泠
印社理事。至此，韩焕峰已连任
三届，是河北唯一的百年名社理
事。

本月，西泠印社建社120年
庆典系列活动在杭州举办。在

“2023海内外印社座谈会”上，
沧海印社作为在全国有很大影响
力的地方印社被安排在主席台位
置，社长韩焕峰做首要发言。他
就沧海印社成立38年来，克服种
种困难，编书办报、举办展览、
内外交流、筹集经费、完善办公
设施等工作进行了介绍。韩焕峰
说，沧海印社人一路走来，披荆

斩棘，既饱尝了创业之艰辛，也
获得了丰收之喜悦。经过全体成
员不懈努力，沧海印社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弱
到强，在河北业内名列前茅，成
为华北地区一支篆刻劲旅，在中
国印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韩焕峰表示，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西泠印社和沧州市有关部
门及《沧州日报》等媒体的关注
鼓励支持。学术支持、精神和物
质的帮助，极大地鼓舞了印社社
员传承、弘扬篆刻文化的动力。
为沧州大运河文化增光添彩、奉
献一己之力，是沧海印社的持续
努力方向。系列活动中，韩焕峰
全票当选“西泠印社第十一届理
事会理事”，成为连任三届且河
北唯一的西泠印社理事。

用诗人情怀
关照生活

画家这个职
业 是 要 有 天 分
的，先天具有艺
术细胞、有激
情、执着、全身
心投入，并毕其
一生。

一 个 画 家 还
应用诗人的情怀去
关照生活，使平淡
生 活 变 得 诗 情 画
意，用历史学家的
眼 光 透 视 历 史 事
件、历史人物，以达以史为
镜、以史为鉴的目的，并以美
学家的视角审视辨别真善美、
丑与恶，以哲学家的睿智去思
考，研究分析、创新提取历史
文化和现实事物，使其上升到
精神层面，给人以美的享受。

南皮县美术家协会原主席汤
景丽就是这样的人。她凭着信
念、执着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孜
孜以求，持之以恒，悄无声息地
成功了。

汤景丽很小就有志向，好
学上进，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河北
轻工业学校 （华北理工大学前
身） 美术专业，并以优异成绩
完成3年学业。毕业后，先是被
安排到南皮县陶瓷厂实习，不
久，被正式分配到南皮县文化馆
工作，从此走上了专业对口岗
位。平时，她负责馆里的美术普
及工作和馆里一些繁杂工作。回
到家，在夜深人静时才能坐下
来，心无旁骛构思绘画搞创
作。为了弥补写生上的不足，
经常抽出假日时间到山东菏
泽、洛阳牡丹园写生。这样默
默无闻的几十年，一点一滴学
习积累，刻苦创作，使自己的
艺术风格日趋成熟。

简心素墨是追求

汤景丽 1997年创作的《玉
洁冰清》入编中国国际广播出
版社的《中日美术通鉴》；2002
年创作的《农家秋趣》入编中
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走向世
界的中国》 大型画册；作品
《情意绵绵》入编华夏文化艺术
出版社出版的 《世界美术大
典》；2003年，作品《瓜棚招来
纳凉客》《闹春》入编由河北美
术出版社的《河北百家国画精
品集》；作品 《春满乾坤福满
门》入编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
版的《沧州人画集》；同年出版
个人专集《汤景丽工笔画作品
集》。其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
展、省展并获奖，有多幅作品
被天津东方艺术学院及国内外
友人收藏。她因此获得了很多
荣誉，成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沧州市美术家协会理
事、沧州市中国画研究会副会
长、南皮县美术家协会主席。

2019 年 7 月 10 日，由沧州

市文联、市美协、南皮县文广
旅局共同为她举办的“简心素
墨——汤景丽工笔画展”在沧
州博物馆开展。这次画展精选
了汤景丽多年来创作的 97幅工
笔画作品。精微的笔触和清
新、简朴的田园气息赢得参观
者好评。沧州市美术家协会原
主席谭玉洲介绍说：“本次展览
是沧州市美术家协会年度系列
活动之一，也是市美协第一次
为女画家举办个人画展。汤景
丽多年来从事工笔画创作，有
着自己独到的艺术理念。这次
画展是夏天沧州美术界最靓丽
的一道风景。”

绘画是无声的诗

2020年，南皮县委宣传部、
南皮县文联决定举办“决胜全面
小康，决胜脱贫攻坚”——书法
绘画摄影展。这样的主题和命
题，用工笔画尤其用花鸟花卉画
来体现表达，难度相当大。她反
复思考、大胆构思，用稍浅色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作底图，画出
56朵牡丹；10只和平鸽围绕 56
朵牡丹，遨游飞翔，象征着民族
大团结，深刻的寓意受到观众好
评。

绘 画 是 汤 景 丽 一 生 的 追
求。她是这样理解工笔画的：

“自古以来，人们对花卉画的要
求是‘活色生香’，对禽鸟画的
要求是‘活泼可爱’。花鸟画要
它尽态极妍、形神兼备，也要
它鸟语花香、跃然纸上。本来
人们日常生活就是和自然景物
分不开的。青山绿水、碧草红
花、好鸟时鸣，助力情趣，有
的采入歌谣，有的编成小唱，
自古就为人们喜闻乐见，一部
《诗经》就是最好的花鸟题材。
画家们把人们喜爱的花鸟禽虫搜
入笔端，塑造成更加美好的形
象，可以说是对人们精神生活的
一种贡献。它是给人怡悦心神的
无声的诗，它可以养性、可以抒
情、可以解忧，更可以使人领会
到发荣滋长、生动活泼、促人进
取的精神。”

2009 年汤景丽退休后，又
兼任了县美协主席一职。10多
年来，她从事的社会公益事业
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给社会
培养了大批的美术爱好者和绘
画人才。

连任三届连任三届 河河北唯一北唯一

韩焕峰再次当选韩焕峰再次当选
西泠印社理事西泠印社理事

简心素墨简心素墨 关照生活关照生活
———画家汤景丽的工笔画和艺术观—画家汤景丽的工笔画和艺术观
李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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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古渡今非昔比南川古渡今非昔比

沧曲桥横跨运河上沧曲桥横跨运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