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泊头张庄子大集上和父母一起卖春联的小姑娘泊头张庄子大集上和父母一起卖春联的小姑娘

一

赶集是一种传统的民间
风俗，也是人们自古沿袭下
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重要商贸活动。原来交通不
便、购物也不便，人们的
吃 穿 用 度 都 在 集 市 上 购
买。如今村村有超市、可
快递，集市的作用却没有
消减，依然在人们的生活
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各
地集市都有固定日期，五
天一个集，雷打不动。年
根底下的集市尤为隆重，
也更加喜庆热闹，人间烟
火味道质朴而浓厚。运河
沿线年集的魅力吸引着摄影
师们，他们甚至熟知各县市
不同年集的具体日期。按期
而行，从来不会错。

2月 5日，农历腊月二
十六。这天一早，王少华一
行驱车来到沧县兴济，来赶
运河东岸的兴济大集。

5日的气温更低。王少
华的长焦相机因为天气太
冷而“罢工”，快晌午了才
恢复正常。幸好，他带了
两台相机，并未影响拍摄
进度。

“兴济大集和捷地大集
是我们去得最多的两个大
集。”王少华说，因为这两
个集市距离沧州最近，一抬
脚的工夫就能到。明清时
期，兴济曾是远近闻名的乾
宁驿站，也是古时的运河
水路，当地有“拉不完的
盐山，填不满的兴济”的
谚语。如今，绵延在运河
东岸的兴济大集，赓续水
脉 ， 贸 易 繁 华 ， 商 品 丰
富 ， 车 水 马 龙 ， 蔚 为 壮
观。寒冷的天气并未消减
人们的赶集热情。

女摄影师陆莉是兴济
人，为了赶家乡的大集，
她放下一切，偷得浮生半日
闲般踏上了行程。集市上，
迎着小刀般凛冽的寒风和片
片雪丝，喝一碗热气腾腾的
羊肠汤，她瞬间找到了小时
候的感觉。

羊肠汤是兴济大集的特
色之一，很多来赶集的人都
要来碗尝尝。曾经船工纤夫
们聊以饱腹的羊肠汤，已成
为运河美食，登上了大饭店
的餐桌，享誉各地。

二

与很多逛大集的人不
同，摄影师们几乎不在集市
上购物。对他们来说，最大
的快乐就是享受拍摄的过
程，以及逛完集市后一帧一
帧地翻看镜头下的画面。

“你看这张，小姑娘腼
腆地躲在春联后面，多有情
态 ， 这 是 城 市 里 拍 不 到
的。”王少华回看照片，满
足地笑了。宗增顺开始只带
了相机拍，觉得不过瘾，又
到车上取来了航拍机：“集
市的场面太壮观了，得让

‘小飞机’多飞一会儿！”
谈到赶集，摄影师们一

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集市中最
有味道的是年集：商品缤纷
多彩，人们兴高采烈，镜头
语言非常丰富。”“我们对年
集情有独钟，10年了，一
直拍不完，拍不够！”“人们
一年来过得好不好？到年集
逛 一 逛 、 拍 一 拍 就 知 道
了。”……

王少华说，原来也拍过
市集，但作为专题拍摄，要
从 2014年说起。这么多年
来，他和影友们不知赶了多
少个运河年集，在体验赶集
文化魅力的同时，还感受着

乡镇集市的淳朴热闹，了解
了各地市场的最新变化，进
一步探讨古老运河给乡镇集
市带来的促进和变化。沿着
运河沧州段自南向北的顺
序，他给我们历数赶过的运
河年集：吴桥的第六屯集、
桑园集、安陵集，东光的连
镇集、县城集、南霞口集，
泊头的张庄子集，南皮的冯
家口集，沧县的捷地集、兴
济集，青县的王黄马集、流
河集……

摄影师陈立新也经常赶
运河年集。因为走得多了，
他甚至和很多集市上的摊主
成了朋友。在泊头张庄子大
集上，他热络地向记者介绍
打铁的老汉、卖粮食的夫
妻，说他们是年集的形象代
言人。

令人惊喜的是，今年过
年，市区南川老街也有了年
集。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
年货节、民俗文化节一个接
着一个，吃的、喝的、玩
的，样样俱全，市民们在家
门口就能痛痛快快赶大集、
欢欢喜喜迎新年。摄影师们
拍摄、记录的，不仅是龙年
大集，还有城市的新景、人
们的新貌、过年的新风。

三

摄影师们成了年集上的一道风景摄影师们成了年集上的一道风景 宗增顺宗增顺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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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争相买花装饰新年人们争相买花装饰新年

新春灯会新春灯会
志愿者安保到深夜志愿者安保到深夜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 2月 2日晚，大运河畔
的园博园内，大运河（沧州）首届新春灯会上，游
人如织，彩灯璀璨。人们在华灯夜色中穿梭、流连
时，是否注意到，那些为灯会进行应急保障的志愿
者们。当晚，运河蓝天救援队、泊头蓝天救援队、
献县红十字救援队的 68名志愿者为灯会进行安全
保障，一直工作到深夜。

运河蓝天救援队队长杨业担任此次志愿活动的
总协调。他介绍，志愿者们主要负责打铁花环节和
园博园中心湖岸边周边游客的安全保障。园博园内
设立 34个执勤卡点，对整体灯展的突发事件，进
行应急保障和巡逻执勤。为了更好地保护游客生命
安全和突发事件的防御任务，他们还配备了两架无
人机进行空中巡逻，此外还配备了急救包、浮力马
甲、应急手电、救援绳索等，为游客提供安全保
障。

“每名志愿者始终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面对
络绎不绝的游客，大家无暇欣赏周边的美景，只为
确保自己所在点位的绝对安全。当晚，志愿者们一
直工作到闭园才离开，献县的志愿者们到家时已是
第二天凌晨 1点。”杨业说，当晚天气寒冷，志愿
者们围场巡逻合计 20.5公里，人均徒步 25000步，
园区内为灯会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

志愿者们巡逻中 王 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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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人镜头里的春节故事摄影人镜头里的春节故事摄影人镜头里的春节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金丽杨金丽

日前，我市知名学者、诗人田一可的“诗酒人
生”诗书展在文化大厦开展。百余幅古诗书法作品
展示了作者在诗词、书法上的造诣，凝聚了作者几
十年的人生感悟和不同心境，得到了诸多文化爱好
者的赞赏与好评。 齐斐斐 摄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 1月25日，河北省2023
年优秀电影剧本推介盛典在省会石家庄河北文艺家
之家举办。吴桥作家创作的剧本《鬼手》，在这次
征集活动中被评为优秀剧本。

据悉，这次活动由省电影局、省文联指导，省
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省文学艺术中心、省影
视家协会电影电视剧创制工作委员会协办，旨在加
强省电影剧本创作，发现和培养优秀编剧人才，推
动河北电影创作繁荣发展。据了解，本届剧本征集
立足河北、面向全国，共收到来自全国的230部参
选作品，经过遴选、初评、终评，最终选出 10部
优秀剧本、10部入选剧本。评审中本着质量优先
的原则，兼顾主题和题材，选出的作品题材多样、
主旨鲜明，弘扬主旋律，充满正能量，专业化程度
较高。

《鬼手》 剧本围绕江湖城艺人“鬼手”展
开，是一部讲述吴桥杂技艺人与非遗传承故事的
作品。剧本主题鲜明，既有吴桥杂技艺人对

“道”的坚守与传承，又有精彩杂技技艺展示与
表现。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情节耐人寻味，是一
部比较成熟且具有一定视觉感染力的电影剧本，
电影中融入杂技、魔术元素，对于年轻电影观众
具有吸引力。

剧本由吴桥作家杨双印、齐剑豪、刘晓联合创
作完成。杨双印还是编剧和杂技文化学者，曾出版
多部杂技方面的专著，由他参与编剧的《闯天下》
《护国大将军》《我的故乡晋察冀》公映后深受观众
好评。

吴桥作家创作的吴桥作家创作的《《鬼手鬼手》》
入选省优秀电影剧本入选省优秀电影剧本

南川老街年货大集上，汉服

女子正在精心挑选龙纹刺绣；运

河西岸泊头堤顶路下，热热闹闹

的张庄子大集上，和父母一起卖

春联的 5 岁小姑娘躲在三马车旁

羞涩地和人们打着招呼；运河东

岸沧县兴济大集上，人们手捧一

碗碗热气腾腾腾的羊肠汤，迎着凛

冽的寒风喝个痛快；青县王黄马大

集上，采购完年货的人们，溜冰过

运河满载而归……

这是我市著名摄影师王少华镜

头里的运河年集。一进农历腊月二

十，他和影友们便马不停蹄地往运

河边各个村子跑，赶年集、拍民

俗，忙得不亦乐乎。

“年集里有故事、有人物，可

拍的东西多，时代感强，能反映老

百姓的生活。”王少华说，对摄影

师来说，年集有无穷的吸引力，虽

然拍摄多年，但每次去都能找到新

的东西。

冰糖葫芦透着生活的甜蜜冰糖葫芦透着生活的甜蜜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均为王少华摄

2 月 4 日，农历腊月二十
五。早晨7时30分，记者随摄影
师王少华、陈立新、宗增顺一起
驱车泊头，去赶张庄子大集。大
集就在泊头运河西岸几百米的空
地上。从这里东望，薄雾中能隐
约看见河畔的疏林和堤顶路上骑
行而过的车影人影。

张庄子集比标准的足球场还
要大，而且从集市一直延伸到外
面的街道，摊挨摊、人挤人，糖
果摊、瓜子摊、熟食摊、鲜肉
摊、衣帽摊、农具摊、蔬菜水果
摊等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入口
处，小米面窝头刚出锅，大笼屉
上缭绕着浓浓的白色蒸汽，人们
排队拿着钞票络绎等候。旁边，
一位衣着整洁的老爷子双手揣袖
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着各式铁
具。一个骑电三轮的男人选了件
铁具，价也不还，放下钞票就要
走。问他，他说：“这都是老爷
子手工打的，他活儿好价格公
道，乡里乡亲，大家都知道！”

最醒目、人流量最多的是卖
春联福字的。各式春联铺满地、
挂满架，春联、窗花、灯笼、福
字、年画，还有灶王爷灶王奶奶
像等，人们尽情选购，各取所
需。一对夫妻选了十多张超大福
字、好几幅巨幅年画：“家里十
间平房还有一套两层小楼，挂
的地方多！”一个年轻小伙儿买
完福字、春联、窗花后，又听
取摊主的建议，买了灶王爷灶
王奶奶像：“奶奶常说‘二十三
糖瓜粘’，二十三是灶王爷上天
言好事的日子，过年了挂一挂。”

“十里不同风”。同是卖春
联，沧州兴济年集、青县王黄
马年集就与泊头张庄子年集
略有不同，这里的彩色黑猪
剪纸别具一格。一位买剪纸的
大姐说：“‘黑猪迎进门，一年
不求人’。挂个这样的剪纸，图
的是一年顺顺当当。”

2 月 6 日，农历腊月二十
七，青县王黄马迎来了一年中最
大也是最后的一个集市。附近村
庄的人们也都来赶大集。运河对
岸，林缺屯村的村民们领着孩
子、扶着老伴儿、提着篮子，踏
冰过河来赶集；购物后，又拎着
大包小包的东西，踏着冰河回
家。

王黄马自古就是渡口，至今
还有渡船。冬天，运河封冻，两
岸的人们往来运河，就是溜冰而
过。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淳
朴而美好的画面：一位五六十岁
的汉子，两手拎满年货，走在前
面，跟随在后的妻子什么也没
拿，过河时却喊；“慢点儿，太
滑了。”汉子放慢脚步，让妻子
把手搭在肩上，两个人就这么相
扶相携踏冰过河。

人们踏冰过河来赶青县王黄马集人们踏冰过河来赶青县王黄马集

南川老街上的年集南川老街上的年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