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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占武戏曲剧本集李占武戏曲剧本集

《《梨园赏花梨园赏花》》座谈会在泊头举行座谈会在泊头举行
本报讯 （记者高海涛） 4

月 8 日，李占武戏曲剧本集
《梨园赏花》 座谈会在泊头举
办。来自沧州市文化界的 20
余人参加了座谈，并到大运河
畔李皇亲村百年梨园观赏梨
花。

《梨园赏花》分上下两册，
收入了 《梨园赏花》 等 7 部

“ 大 运 河 文 化 ” 大 戏 、《买
“爹”报销》 等 11 台小戏短
剧、《地道医院》等 7部红色经
典大戏，共计 1100多页。这些
戏剧大部分取材于真实事件与
故事，比如根据“中国好人”
泊头市王武庄镇张东庵村村民
于桂云事迹创作的 《公媳易

嫁》、根据“河北好人”曲丹阳
事迹创作的 《丹凤朝阳》 等。
其中，《公媳易嫁》荣获河北省
原创舞台优秀剧本。

李 占 武 先 后 在 泊 头 市 政
府、泊头市交通局任职，现为
沧州市戏曲家协会副会长。自
20世纪 70年代起，在《沧州日
报》 发表短剧以来，先后在
《人民日报》《文汇报》《瞭望》
《中国戏曲》《半月谈》《河北日
报》等报刊发表作品，著有长
篇纪实文学《新门红杰》。他参
与策划的大型现代评剧《紫花
丁》荣获第 27届上海白玉兰戏
剧表演奖集体奖、河北省第 12
届“五个一工程”奖。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沧州市沧州市““1212̊̊艺术现场艺术现场””————

让更多沧让更多沧州人州人
感受艺术感受艺术魅力魅力

本报记者 魏焕光

一路追寻，一

路 感 动 ， 张 锡 纯

文 化 研 究 学 者 王

鹏 的 沈 阳 寻 访 之

旅 分 外 投 入 。 当

王 鹏 最 终 确 定 当

年 沈 阳 立 达 医 院

搬 迁 后 的 现 在 位

置 为 沈 阳 市 沈 河

区 会 武 街 东 纬 路

与 十 二 纬 路 之 间

东 侧 居 民 小 区

时 ， 不 禁 感 慨 ：

张 锡 纯 思 想 文 化

研 究 有 了 新 视 野

和 新 思 路 。 同 时

王 鹏 也 希 望 能 够

抛 砖 引 玉 ， 引 发

更 多 文 史 学 者 加

入 ， 共 同 挖 掘 张

锡 纯 的 事 迹 ， 弘

扬大医精神。

近日近日，，张锡张锡纯文化研究学者王鹏纯文化研究学者王鹏经过经过数次寻访数次寻访，，最终确定当年最终确定当年
沈阳立达医院搬迁后的位置沈阳立达医院搬迁后的位置。。至此至此，，沈阳立达医院前后两处院址均沈阳立达医院前后两处院址均
已浮出水已浮出水面面————

大医大医大医张锡纯曾在这里悬壶济世张锡纯曾在这里悬壶济世张锡纯曾在这里悬壶济世
本报记者 哈薇薇

“沧州的家长该怎样引导
孩子走向艺术之路？为什么俄
派音乐与德奥音乐风格区别这
么大？”近日，哈尔滨音乐学
院特聘教授苗笛应邀来沧，在
沧州市 12̊艺术现场为听众带
来了一场名为《音乐——黑土
地的文化灵魂》 的公益讲座，
受到市民欢迎。

苗笛不仅是国家一级作曲
（理论） 和六弦胡琴演奏家，
还担任哈尔滨音乐博物馆馆
长，拥有丰富的学术背景和实
践经验。讲座中，他向沧州听
众展示了黑龙江流域的深厚历
史文化底蕴和音乐艺术的独特
魅力。讲座从黑龙江流域的古
老族系、历史变迁，到音乐文
化的形成与发展等多个方面，
全面展现了音乐如何成为这片
黑土地文化灵魂的历程。

在 讲 座 接 下 来 的 提 问 环
节，艺术成为了听众与他互动
的焦点，汇聚了人们的关注与
思考。而这正是活动主要组织
者、 12̊艺术现场的剧目负责
人赵芸乐于看到的。

沧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有 着 独 特 的 文 化 脉 络 和 传
承。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
进 一 步 提 升 城 市 的 文 化 品
位，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
本土文化，成为沧州面临的
重要课题。哈尔滨通过音乐
推动城市文化的发展，沧州
也在探索如何借助艺术提升
城市品位。赵芸敏锐地捕捉
到这一共通点，她希望通过
学习交流为沧州文化发展提
供新思路。

12̊艺术现场位于大化工业
遗址片区，自去年 12 月底正
式开放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剧
场与餐厅结合模式，为市民和
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
这里，话剧、舞台表演与文化
交流交相辉映，迅速成为城市
文化新地标。

1996 年出生的赵芸，是一
位从沧州走出的影视制片与编
剧类的研究生，怀着对艺术的

热情和对家乡的眷恋回到了沧
州。她曾在南京、香港等地求
学和工作，深刻感受到了话
剧、音乐剧在其他城市的普及
与受欢迎程度。回到沧州后，
她发现家乡的人们对有些艺术
形式并不十分了解，这激发了
她用艺术点亮家乡的决心。

自 12̊ 艺 术 现 场 成 立 至
今，赵芸和她的团队便在这方
艺术天地里辛勤耕耘。他们邀
请知名团体进行话剧演出、举
办文化沙龙等，旨在普及戏剧
知识，提升市民的艺术欣赏水
平。她特别提到，沧州有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比如诗经
文化、运河文化、渤海文化、
武术文化、杂技文化和医药文
化等，希望借助戏剧这一艺术
形式，将沧州的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让沧州的孩子们也能骄
傲地介绍家乡的文化。

除了专业的演出，12̊艺术
现场还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和交
流。免费的公开课、为朗诵爱
好者提供表演的舞台……这些
活动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
参与到艺术活动中来，感受艺
术的魅力，提高自身艺术素
养。“艺术现场开放至今，我
的目的就不是赚钱，而是对于
理想的追求。”赵芸说，她的
目标是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戏
剧，让沧州的文化艺术氛围更
加浓厚。

她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观
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剧场的
演出和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市民和游客前来。这几天，赵
芸和她的团队正在积极准备

“ 五 一 ” 期 间 的 “ 围 读 ” 活
动，届时，市民可以在这里进
行关于艺术话题的探讨互动。
赵芸相信，艺术作为一种表达
和展示美的方式，可以丰富城
市的文化生活。在不久的将
来，戏剧会成为沧州文化的一
张亮丽名片，吸引更多的人来
到这座城市，感受其独特的魅
力。而沧州也将在艺术的熏陶
下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带着问号再访沈阳

通过在天津图书馆查询到的 1923
年 1月 24日《盛京时报》相关记载，
王鹏初到沈阳就取得重大收获，寻找
到了沈阳立达医院的建院初址——位
于大东关的奉天图书馆，现在是静美
教育集团。《盛京时报》详细记载了
沈阳立达医院搬迁后的位置为“大西
关烟草公司后胡同”；张锡纯的文章
中则表述为“大西边门外”。王鹏
说，若要确定立达医院搬迁后的位
置，必须先寻找到《盛京时报》中提
及的烟草公司。

一番查阅下来，王鹏发现当时
在沈阳有若干烟草公司，要从众多
烟草公司中找到与沈阳立达医院有
关联的这家烟草公司，难度很大，
但又尤为关键。为此，他关注了辽
宁卷烟工业史馆微信公众号，以期
能从中发现一些线索。正是公众号
中的一段视频，让他开启了二进沈
阳之旅。

原来视频中提到了东三省烟草
公司，它的筹建时间是 1922 年，与
1923 年沈阳立达医院的搬迁时间正
好吻合。这个东三省烟草公司是否
就是报纸中提到的烟草公司呢？有
没有可能是其它烟草公司中的一个
呢？一系列历史谜团促使王鹏再次
出发，踏上寻访沈阳立达医院之路。

到达沈阳第三天，王鹏来到辽
宁卷烟工业史馆实地探访，巧遇研
究辽宁烟草工业史的专家王海军。
因公众号上的多篇文章均为他所
写，王鹏自觉神交已久。本以为能
从烟草工业史的角度获得一些线索
和启示，但参观下来，却并未取得
实质性收获。

尽管如此，王鹏还是把自己在
图书馆等地查到的有关东三省烟草
公司筹备、创办、关停等阶段的相
关文字、图片资料悉数交给王海
军。王海军根据资料，在辽宁卷烟
工业史馆微信公众号推出 《东三省
烟草公司补遗》 一篇，字里行间流
露出对王鹏的感佩之情。

锁定“东三省烟草公司”

接下来，又该从何处入手呢？
王鹏决定一边查找资料，一边实地

寻访。寻访过程中，他发现当时很
多家著名的烟草公司都位于沈阳城
西 面 ， 有 日 本 的 大 安 烟 草 公 司 ，
英、美合资的英美烟草公司，还有
俄国的老巴夺烟草公司。但经过仔
细核对后发现，这些烟草公司的地
址并不在大西边门外，而是在小西
边门外。因此，这些烟草公司被王
鹏一一排除了。

随后，王鹏在沈阳图书馆提供
的 1931 年沈阳地图中，意外发现了
一家名为大东烟公司的地理标注，
王鹏在辽宁档案馆查询时发现，它
是 1929 年左右才成立的，这就意味
着 1923 年沈阳立达医院搬迁时，还
没有这家烟草公司，所以根据成立
时间，大东烟公司也被否定了。

查阅过程中，一家位于大西边
门外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进入王鹏
视线。但查来查去，发现这家烟草
公司只是一家烟铺，只销售，不生
产。所以从公司性质上，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也被排除。最后只剩下一
家烟草公司，就是东三省烟草公
司。

王鹏说，东三省烟草公司成立
于 1922 年，由张作霖的得力干将时
任奉天省长王永江主持督办、东三
省总商会会长鲁宗煦具体操办，整
个东三省商会系统统一集资入股。
创办时期声势浩大，在繁华商埠地
段租地建厂，还派人去上海购买机
器，后因种种原因于 1925 年关停，
登报卖房子 50余间。当时的主流媒
体 《盛京时报》 曾刊发连续报道。
1923 年 1 月，沈阳立达医院搬迁，
时间与东三省烟草公司存续时间非
常吻合，地点也正是大西边门外区
域。

“后胡同”现在叫会武街

为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推断，王
鹏来到辽宁省档案馆。在档案馆，
他发现那里的每一份档案都承载着
一段历史，似乎等待着他这个“有
缘人”的解读。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真的有了
重大收获，找到了至关重要的东三
省烟草公司租地的批文和租地的图
纸。他仔细观察图纸上的每一处标
记，心情十分激动。图纸显示东三
省烟草公司先后租了两块地，先租
的地块形状方方正正，后租的地块
与第一块相隔一条小马路 （现东纬
路），为长方形。两块地合起来呈菜
刀状，第一块租地的图纸上明确写
着地块的具体位置为：东至胡同、
西至南段三经路、南至十二纬路、
北至马路。这个位置正是当年繁华
的南市场工商贸易区域。

找到图纸后的王鹏异常兴奋，
他根据图纸缩放比例手绘了两张，
拿在手里，立刻乘地铁来到大西边
门外南市场区域。其实这已是他第

二次来此处。在此前几天，他已经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依据沈阳图书
馆提供的 1931 年地图和购买的沈阳
新地图比对着把这里转了个遍，为
这次准确定位打下了基础。

当他再次来到南市场时，已经
像一个地道的沈阳人一样，对每条
街道都了如指掌。他依据图纸，很
快就找到了东三省烟草公司的准确
位置，那里现在是居民小区。王鹏
说，围绕烟草公司的四个方位，只
有东面是胡同，其他三个方位都是
比较大的马路，所以“后胡同”应
该指的就是东面的胡同，现在叫会
武街。如今街上人来人往，各种小
生意充斥其中，很是热闹。

站在会武街上，那一瞬间，王
鹏说仿佛回到了 100 多年前。看到
张锡纯在这里开方施药、济世活
人、著书立说、名扬天下，大医的
人生选择与人生追求汇成了人生百
味。

沈阳文史学者发来佐证

除了确定了沈阳立达医院的院
址，王鹏说，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
与沈阳当地的医界代表和文史学者
建立了联系。

沈阳老中医张存悌一直关注张
锡纯，多年前就写过研究张锡纯的
文章，与王鹏是未曾谋面的微信好
友。这次王鹏赴沈寻访立达医院，
张存悌老先生很是感动，特地设宴
招待。席间他介绍了自己与张锡纯
的医学渊源，当了解到沧州这几年
包括政府、文化学者以及媒体都在
围绕张锡纯做文章时，他很激动，
表示今后要多交流、互通有无，在
研究张锡纯的路上携手并进。

为找到沈阳立达医院的准确位
置，王鹏还在当地订购了沈阳地方
文史学者华峰所著的 《南市场百年
史话》，因此结识了华峰。而与另一
位收藏大家詹洪阁的相识更为有
趣。王鹏在考察南市场区域时，见
有一家历史悠久的饭店叫鹿鸣春，
就进去转了转。大堂经理见他是从
外地来的，就十分详细地介绍了一

下饭店的历史，后随手指着墙上一
张照片对他说，詹洪阁是他们这里
的文史顾问，还说此人是个民间收
藏家，手上有大量民国时期的书
籍、史料、地图，并提供了詹洪阁
的联系方式。这样的机缘王鹏怎能
错过？于是，在约华峰见面时，他
也将詹洪阁请到了场，大家一见如
故，王鹏将自己推断沈阳立达医院
院址的过程、证据、判断依据和盘
托出，得到了华峰和詹洪阁一致认
可，他们也认为东三省烟草公司的
判断是正确的。

翌日清晨，华峰发来奉天省城
商埠局的一份档案，所附地图显示
东三省烟草公司的地块位置，与在
辽宁省档案馆查询的地图位置毫无
二致。这无疑为此次寻访成果提供
了有力佐证。

王鹏说，此次沈阳之行，收获
颇丰。印象最深的是沈阳当地人士
热情的接待、无私的帮助。沈阳市
图书馆典藏部主任马丽、馆员梁爽
主动提供相关资料，甚至拿出了尚
未刊行的馆史资料，提供了有力的
佐证。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韩丹丹、宋卓见等积极联络专
家，韩丹丹及时通报了沈阳烟草工
业史馆开馆的信息。辽宁烟草工业
史馆专家王海军提供了详细的烟草
工业史资料。辽宁立达糖尿病医院
赵子旗、银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买
洁峰居间联络，提供交通便利。辽
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沈阳市和平区
政协文史顾问华峰、当地文史资料
收藏家詹洪阁无私提供了大量图文
资料。辽宁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热
情提供查询服务。沈阳市档案馆馆
员周媛媛提供了相关馆藏信息。沈
阳市文史研究馆赠送了该馆所编
《沈阳菊史》……

此 行 王 鹏 遇 到 的 沈 阳 人 士 对
“张锡纯”和“立达医院”都表现出
很大兴趣。此次寻访沈阳立达医
院，也得到医史界重视。中国中医
科学院、河北中医药大学的医史研
究者及时和他联系，了解寻访结
果，河北近代医史专家赵洪钧称赞
道：“有心人，值得尊敬。”

沈阳立达医院搬迁后院址今貌

▲▲沈阳文史专家华峰提供的沈阳文史专家华峰提供的 19281928
年奉天省城商埠局的档案所附地图年奉天省城商埠局的档案所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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