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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书 摊 的 别 样 风 景旧 书 摊 的 别 样 风 景
■ 北 思

周末风和日丽，和家人一起出
门走走。在开元大道与黄河西路交
叉口，看到一旧书摊。摊主悠闲地
坐在椅子上，捧着一本旧书在看，

不时有行人驻足，有的翻翻书本继
续赶路，有的则停下来淘几本喜爱
的旧书。

一套老得泛黄的 《三国演义》
小人书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孩子翻
了很长时间不愿走，店主说要是喜
欢能便宜。一番讨价还价后，我们
以20元的价格买了下来，图书拿到
手的那一刻，孩子非常兴奋。

摊主说，这个版本的《三国演

义》小人书市面上已不多见，若是
收藏或许会有价值。这一意外收
获，让我对旧书摊刮目相看，便主
动加了摊主微信，希望从他那里发
现更多惊喜。

在这座城市的一些街道，我们
经常会看到或大或小的旧书摊，图书
价格低廉，但种类丰富。而且往往还
会有一些不会再版的史料典籍、地方
志书、名人传记及连环画等书籍，虽

然有的封面残破、书页发黄，但却承
载着读书人的情结。也正因此，旧书
摊成为不少人的精神乐园。

互联网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
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热衷于手机
阅读。而旧书摊则不一样，因为散落
在城市的角落，又有旧书交易的市井
气息，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不
少爱书人喜欢逛旧书摊，在这里发现
有年代感的老书，寻找内心深处的满

足感。于他们而言，淘到一本好书，
就能收获莫大的欣喜。

有人喜欢逛旧书摊，反映的是
一种文化需求。尤其是在大力提倡
全民阅读、打造幸福城市的今天，
旧书摊更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景观，
丰富了市民的精神世界，也让城市
更有内涵和底蕴。愿更多的人与好
书相遇，被书香浸润，在旧书的世
界里发现新的人生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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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楼坐落于南川古
渡口东岸，四面出抱厦，
重檐攒尖顶，雕梁画栋，
飞檐翘角，沥粉贴金。楼
内一层为南川楼历史文化
展厅，二层为盐业文化主
题展，三、四层为南川茶
楼，五层可以登高观景。

南川楼始建于明嘉靖
初期，为长芦盐运司公
产。它是当时沧州城外、
运河岸边的一处繁华胜
地，往来商贾行人常驻足
登高，在此饮酒作诗，留
下不少佳话。

品味过历史的繁华，
在二楼，门口摆放着两大袋“沧盐”迎
客，把人们带入了沧州盐业文化的世
界。明隆庆时期长芦盐场分布及管理机
构、长芦盐脉、长芦盐运司驻沧衙署、
称谓沿革、沧州盐场等几大板块，追溯
沧州盐业的前世今生。“盐运司和沧州
渊源挺深。”一位市民在盐运司助力沧
州教育板块前说。

站在五楼俯瞰，南川老街风光尽
收眼底，远眺，老街与林立的高楼交
相辉映，颇有穿越之感。“沧州这几
年变化真大。”来自黑龙江的游客张
铮说，因为有亲戚在沧州做生意，他
经常来沧州，以前是来去匆匆，这次
已经待了两个多月了，时间充足，他
把沧州的景点几乎都逛遍了，感叹变
化之大，文脉之深。

沐浴着新年的第一缕
阳光，几位对运河有着浓
浓情怀的摄影师又一次踏
上了行走运河的征程。沧
州境内 216公里的运河流
域，他们一走就是17年。

从市区老房林立的街
区，到县域绿荫遍野的护
坡，再到南北互通的河
道，一段段运河，伴着古
老的历史传说和人们的音
容笑貌，进入了摄影师的
镜头，定格成永恒的记
忆。

“还原运河两岸的风
貌，在行走中记录，在记
录中沉淀。”在摄影师段
建志看来，两岸百姓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是他们
多年来记录的核心和灵
魂。

“迎新年，走大运！”
每年元旦这天，摄影师段
建志、刘连升、王韬等
人，都会沿永济桥至南川
楼段走一趟，既是行走大
运河，也寓意来年“走大
运”。这一段也是他们行
走与拍摄最多的河段。盐
场、建华街、麻姑寺、神
门口、南川楼……每一个
地方，都承载着他们的情
感与记忆。

麻姑寺的一户人家，
很多摄影师都曾拍摄过。
这是一个几代人生活在一
起的大家庭，屋子特别干
净，有一间房屋还保留着
上世纪 80年代的风格。第一次拍摄，王
韬就在这里找到了儿时的感觉。“这一家
人很热情，朴素又传统，是运河沿岸普通
百姓的代表。”王韬说，四合街上百年的
老房有很多，每一处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
故事。一次在建华街拍片，在和居民聊天
时，王韬发现了一个田姓家族，已在此居
住了100多年，每一代人都有着与运河不
同的交集和故事。梳理田家人盘根错节的
关系，王韬得知妻子奶奶曾在这里居住，
至今仍有不少亲戚在这里守着老房过活。

“在四合街拍片，有一种归属感，也是一
种运河情愫。”王韬说。

行走在运河岸边的老街巷，拍建筑、
拍人物、拍风情，更多的是感受城市日新
月异的变化。翻出之前拍的南川楼片区老
照片，段建志感慨万千：“几年前还是狭
窄破旧、基础设施落后的城中村景象，转
瞬间成了繁华热闹的城市商业文化街
区。”段建志说，南川老街的变迁过程他
都拍了下来，那是沧州这座城市成长的故
事。

在南川老街建设过程中，保留下来多
棵老树，其中一棵老槐树当年就在南川楼
社区门口，现在被围入了一处古建院落
中。在刘连升的镜头中，这些沧桑古朴的
大树周围环境虽然变了样，但其高大的树
冠依然遮阴蔽日，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不
少摄影人来寻找当年的老树，进行新旧环
境的对比，这也是一种情怀。”刘连升说，
在他的镜头中，每年拍摄的与运河相关的
照片少说也有几千张，这些照片都是运河
沿岸烟火气和新风貌的见证。

17年的行走，是坚守，更是情怀。这
些摄影人一次次徒步，一次次寻找，记录
下运河沿岸的生活气息、建筑人文及自然
风貌。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自己的
方式，记录运河、讲述运河。

1 月 6 日，新华区文旅局联合区图书
馆、市明德教育学校，共同开展“阅读伴
成长 ·书香润童心”——星光读书会阅读
推广系列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
阅读绘本故事、做手指操、指纹作画，陶
醉在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中。

李 博 摄

观 盐 业 历 史 ，

登高俯瞰，一览老

街 风 情 ； 赏 《诗

经》 之美，观景祈

福 ， 拥 抱 美 好 生

活；品非遗魅力，

参与其中，感受无

穷 乐 趣 …… 南 川

楼、朗吟楼1月1日
开楼迎客，截至目

前已接待游客 3 万

余人，许多市民在

两楼中寻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快乐。

据 悉 ， 南 川

楼、朗吟楼 1 月开

楼时间为每天上午

10时到 12时，下午

2时到 5时，每周三

闭馆。

朗吟楼坐北朝南，左拥
南湖，右环运河，沧州小南
门、长芦码头近在咫尺。楼
内一层为历史文化展厅，二
层为诗经文化展厅，三层为
城市会客厅，四层为拓片展
览，五层可登高观景、祈
福。

朗吟楼始建于明朝，杨
延望、杨宏父子在清康熙四
十年捐资修缮。楼里供奉了
吕洞宾像，因吕洞宾诗“三
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
庭湖”得名朗吟楼。在一
楼，朗吟楼的“身世”一一
揭开。

品读过厚重的历史，行
至二楼，是“风雅沧州”诗
经文化主题展，进入圆形拱
门，两圆柱映入眼帘，左面
上书《关雎》，右面则是《蒹
葭》，在背景灯映照下，十分
夺目。两柱中间，是出自
《诗经》的词语墙，分为81个

小方块，可以翻转，两面皆有
文字。妍欢、承天之祜、附庸
风雅、七月流火……有人在
这里找到了名字的出处，有
人感慨原来这些熟悉的词句
都出自《诗经》。

欣赏过《诗经》里的文
字之美，向右前行，有河间
诗经斋主田国福的藏品展
示，也有一片“蒹葭苍苍”
之地，将诗经文字之美实景
呈现。

“ 风 雅 沧 州 ” 四 个 大
字，则把人们带入了沧州与
《诗经》的历史渊源。以时
间为篇章，从西周溯回，经
西汉、隋唐、五代、清，最
后到当代，图文并茂，娓娓
道来，沧州与《诗经》相关
的人物与典籍历历在目。最
后，一张《葩经圣迹图》收
尾，沧州与诗经相关的地
方、名人、古迹尽收眼底。

“ 我 去 过 河 间 的 诗 经

斋，看到过田国福先生收藏
的各种《诗经》版本。”正
在参观的市民刘嘉玉说，她
喜欢《诗经》，上学时写小
说，主角的名字都是在《诗
经》里找。现在，她的社交
账 号 昵 称 也 都 出 自 《诗
经》。“这个主题展我很喜
欢，设计有创意，不仅把沧
州与《诗经》的渊源浓缩在
了这个空间，还能在短时间
内引发人们对《诗经》的兴
趣。”刘嘉玉说，元旦当天
她也来登楼了，因为人多，
没来得及细细品味，今天带
着朋友再看一遍。

除了欣赏传统历史文化
之美外，在朗吟楼五楼，游
客不仅可以观景，还可以祈
福，购买相关文创产品。

“考试必过，无病无灾”“平
安”“全家福”……观景平
台栏杆上，挂满了人们的心
愿符，风一吹，叮当作响。

在两楼，不仅可以品读
历史，还有各种丰富的活
动。每逢周六日，在朗吟楼
有内画和盐雕体验课，非遗

“肃宁内画”项目传承人尹
庆元教你在方寸之间描绘新
天地；亲手制作盐雕，体会
把盐制作成美丽工艺品的乐
趣。还有书画直播、各种历
史文化展等。据负责南川
楼、朗吟楼运营维护的大元
集团九如文化旅游 （河北）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贾云香
介绍，两楼今后将持续策划

和推出各种文化活动。
两楼开楼迎客后，一直

关注两楼建设的摄影爱好者
刘绍行，第一时间来拍摄照
片。“南川楼和朗吟楼是历
史上矗立在我市大运河畔的
两座名楼，给南川老街注入
了历史的厚重感。希望人们

在南川老街游玩时，能感受
到更多的历史文化魅力。”
刘绍行说。

进入腊月，南川老街将
迎来一系列丰富的民俗文化
活动，届时，人们在登楼的
同时，也将感受到更加热闹
喜庆的老街氛围。

读《诗经》诵经典

祈福眺望许下心愿

赏非遗观民俗

收获乐趣感受魅力

摄影人新年走运河摄影人新年走运河

南川朗吟文韵悠远南川朗吟文韵悠远南川朗吟文韵悠远
品史观景乐在其中品史观景乐在其中品史观景乐在其中

■ 本报记者 尹 超 摄影 魏志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