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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在春天，，赴一场文化之约赴一场文化之约
———北京画家采风团运河采风掠影—北京画家采风团运河采风掠影
本报通讯员 李兴昌 本报记者 魏焕光

近日，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画家
纪清远，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卢平等 8位
北京书画界人士，来到沧州，沿着运河开
展采风活动，深入了解了我市纪晓岚文化
传承发展和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情况。

眼下的沧州，春意正浓，运河两岸，
万木吐翠，景色妩媚动人。

在沧县政协相关领导的陪同下，采风
团一行兴致勃勃来到纪晓岚文化园、沧州
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捷地分洪闸设施、
沧州水利文化展示馆等处，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采风。

采风途中，画家们被乡村与现代元素
巧妙融合的景象深深吸引，王雁儒、郑卫
国、王秋红等画家纷纷用手机捕捉这些美
景和瞬间，边拍边赞不绝口。这些景色不
仅为画家们参加“大运河文化题材画展”
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还使他们更加深
入地了解了沧州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对纪
晓岚文化的研究、传播以及纪晓岚诞辰300
周年纪念活动等话题，画家们表现出了浓
厚的兴趣，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分享了自
己的见解。

纪晓岚，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作
品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不可估量。如
何让他的形象更加鲜活，焕发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已成为当前研究的
焦点，同样也吸引了众多画家的目光。

作为纪晓岚后人，纪清远在参观纪晓
岚文化园并深入了解了先祖事迹后激动地
表示，在纪晓岚文化研究、墓地保护和文
化园建设等方面，大家应进一步开拓思
路，将纪晓岚诞辰 300周年纪念活动与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相结合。同时，文化学者
应致力于讲好纪晓岚故事，特别是可以将
《阅微草堂笔记》通俗化，让更多人了解并
接受纪晓岚文化，使其更加贴近大众、适
应时代。

卢平、王小燕、王健等画家都是首次
来到纪晓岚的故乡，他们不仅记录了与这
位文宗相关的绘画元素，还关注了名人文
旅发展，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观点。
例如，借助文化园打造研学基地、建设民
宿及配套设施，与其他景点联游；发挥京

津冀一体化的区位优势，将纪晓岚文化园
及周边打造成集住宿、餐饮、观光、娱
乐、商贸于一体的综合文旅胜地。他们认
为，这样不仅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学习体
验，还能为当地旅游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讨论中，画家们对一些戏说、歪说
纪晓岚故事的现象表示了关注。他们认
为，尽管这些故事可能具有一定的娱乐
性，但也可能误导公众对纪晓岚的正确认
识。因此，他们呼吁加强正面宣传，展现
纪晓岚的真实形象，并继续深入挖掘其文
史价值，推动纪晓岚文化研究迈向新高
度，深厚当地文旅文化底蕴。

采风团一路探寻，一路记录。大运河
畔，一幅幅魅力运河新画图层出不穷：纪
晓岚文化园通过丰富的展陈和设计，突出展
示了一代文宗的“文达品格”，赋予了纪晓
岚文化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沧州捷地御碑
苑水利风景区成功入选“第二十一批国家水
利风景区”；沧州水利文化展示馆生动展示
了沧州历代治水九河梢、建国治水民为要、
亲水惠民新时代、人水共生新生态的历史进
程……

在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大运河文化带正逐
步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运河文化如同两岸复苏破土的
新绿，爆发出强大力量，绽放出勃勃生
机，让人惊艳。

画家栗艳玲表示，大家为大运河翻天
覆地的变化所震撼，一路上感受着古老运
河焕发出的崭新气象。采风团高度赞扬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果，纷纷表
示如今的运河文化有了更多元、更具体、
更真实的展现，这次文化之旅为大家带来
了深刻的文化体验。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采风活动
促进了京沧两地文化工作者的深入交流，
不仅加强了我市与北京文化界的合作，也
为纪晓岚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新窗口，为深
入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更多新思
路。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在文化工
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大运河文化必将谱写
出新的篇章。

大运河文化论坛·百家访谈

讲述红色故事讲述红色故事 弘扬爱国精神弘扬爱国精神

家门口的家门口的““红色红色课堂课堂””
本报记者 魏焕光 摄影报道

4月 12日，暖暖的阳光洒在沧县仵龙
堂乡东卷子村的红色教育基地，沧州市关
工委调研组人员与仵龙堂中卷子学校的师
生们，心怀敬仰之情，聆听李炳天将军讲
述抗日往事。李炳天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批
访客了，但每一次深情讲述，都会让那段
峥嵘岁月重现在他和参访者的眼前。

这个两层楼的红色展馆，是李炳天去
年利用老家旧居精心布置而成的，展现了
沧州红色文脉中代表性人物的风采与事
迹，让抗战时期仵龙堂截击战与东卷子战
斗的英勇事迹跃然眼前。陈列在展室四周
的珍贵红色书籍，散发着历史的馨香，唤
起人们深沉的思考。

李炳天以沧州红色文脉、当地红色事
迹、红色名人为主线，向来访者讲述了建
党百余年来沧州红色名人的光辉历程，以
及东卷子村抗日的英雄故事。他的宣讲朴
实真挚，特别是讲到女英雄邵敏自烧宅院
智救抗日战士的壮举时，他神情肃然、感
慨不已。

谈及创建红色教育基地的初衷，李
炳天将军说，东卷子战斗中，村民和八
路军付出了巨大牺牲，可随着岁月流
逝，牺牲者的坟墓早已湮没无存，这些
英勇的事迹也逐渐淡出了年轻人的记
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记
住历史、珍惜和平，让英雄的故事永远
流传在狮城大地。

基地院中，梧桐树傲然挺拔。听完
红色故事的学生们围绕树下，继续请李
炳天将军讲述他从普通士兵到将军的人
生经历，眼中闪烁着对军人的无限崇
敬。李炳天向孩子们赠送了自著散文诗集
《云·星·霞》。

中卷子学校校长杨梅表示，现在基地
已成为仵龙堂乡师生接受红色文化教育的
宝贵课堂。除了课本上的董存瑞、黄继光
等战斗英雄，让学生们也了解了身边的英
雄和家乡的历史。

五年级学生赵泽豪一边聆听讲解，一
边认真做笔记。他说：“语文书上有篇课文
叫《总也倒不了的老屋》，本想‘退休’的
老屋，为了满足小猫、小鸡和小蜘蛛的求
助，一再支撑而最终没有倒下。我希望教
育基地就像那不倒的老屋，永远守护这些
英雄和故事。”真挚的话语，让记者感到这
次活动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烙印。

出生于东卷子村的李炳天，1974年入
伍，曾历任武警吉林边防总队政委和海警
学院政委、内蒙古边防总队总队长。他退
休后更加心系桑梓，用文学之笔讴歌赞美
家乡，还成为了红色文化传承者。他不仅
自费筹建了教育基地，还创作了《家国情
怀》《时刻准备着》等大量红色题材歌曲。
他还走进校园，开展红色文化讲座 40余
场，并荣获“最美五老”“最美双拥工作
者”等称号。

唱不尽悠悠家乡情唱不尽悠悠家乡情唱不尽悠悠家乡情
本报记者 魏焕光

能触动人心才是好歌词

记者：恭 喜 您 新 近 创 作 的
《嘉庚组歌》和《南川老街》获得
赞誉，能否介绍一下这两首歌的
创作背景和过程？

崔 增 录 ： 谈 到 《嘉 庚 组
歌》，我深感与曲作者刘续红、
谷玉梅两位老师缘分深厚。这两
位老师是华侨大学的音乐教授，
自 2016 年 我 的 歌 词 《刺 桐 花
开》，在“我爱海洋”全国歌词
征集中获奖并被两位教授谱曲
后，我们便开启了长期合作。随
后，我们共同创作了 《钢琴海
岸》《海丝组歌》 和 《鼓浪屿组
歌》 等作品。在创作 《嘉庚组
歌》时，我们实地走访了集美学
村、厦门大学等地，了解了这位
著名华侨领袖的生平，创作了 12

首歌词，最后由我修改完善。
2017年底完成词曲创作和后期制
作后，目前诚毅合唱团已巡演 60
多场。2024年，为纪念陈嘉庚先
生诞辰 150周年，两位教授跟我
商量，我们又在原来大型原创组
歌的基础上，将其打造成大型交
响合唱，并获厦门艺术发展基金
支持。

《南川老街》 的创作过程颇
具趣味。我家就住在大运河边，
距离南川老街很近，老街开街之
初我就常去游览，感受到了其独
特的烟火气息。刚巧，我曾在苏
州游览过山塘老街，就像苏州有
一条山塘老街一样，建州 1500多
年的沧州，终于也有了这样一条
传承文化与乡愁的老街。回家
后，我灵感迸发，迅速完成了歌
词：

南川老街/你领我梦回老家/
沿着石板路/站起青砖黛瓦/酒肆
里寻味/商埠里寻根 /千年烟火/
四合院里都住下。

一开始主歌部分有点长，后
来为了好记好唱，我又进行了修
改提炼。好的歌词总能触动人
心，我市青年曲作者刘伟与歌手
袁冰看到后，迅速完成了谱曲、
演唱和MV制作，广受好评。在沧
州公交车上，《南川老街》的MV
循环播放，市民纷纷跟唱。每当
我漫步南川老街，听到这首歌，
心中都会充满喜悦。

沧州援藏支教故事写成歌

记者：您作为一位教育工作
者，能否分享一下是什么契机让
您踏上歌词创作之路的？

崔增录：我是上世纪 80 年
代的文艺青年，曾涉猎散文、小
小说和诗歌。后来，我尝试写歌
词，这主要源于三个契机：一个
是 1989 年在 《天津歌声》 发表
了我的第一首歌词；二是 1991
年我有幸参加北京歌词创作班，
与歌词界的泰斗乔羽大师有了近
距离接触；三是那时我写的《班
主任》 这首歌，一直在校园传
唱。这些都激发了我对歌词创作
的热爱。与乔羽大师的相遇令我
难以忘怀，他的平易近人和幽默
风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歌
词中的家国情怀以及情、理、境
交融的创作手法，一直影响着
我。

记者：您 长 期 从 事 教 育 工
作，您创作方向是否也与教育有
关？

崔增录：我从事教育工作
40 年，为孩子们写歌一直是我
的 主 要 创 作 方 向 。 更 重 要 的
是，我深爱着养育我的家乡沧
州，这些熟悉的事物也成为了
创作的源泉。

记者：《燕子老师河北来》

这首歌颂扬了我市第十五中学音
乐老师刘俐燕援藏支教的感人故
事，歌词情真意切、主题鲜明。
您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
吗？

崔增录：这首歌曲的诞生纯
属机缘巧合。刘俐燕老师是我市
十五中的音乐老师，出身于教育
世家，在我的鼓励下，她选择了
援藏。2023 年 11 月 18 日，刘老
师回沧后，给我发来了河北对口
支援西藏阿里微纪录片《拉萨河
畔的<小放牛>》。纪录片中，刘
老师教即将赴河北交流的藏族学
生唱河北民歌 《小放牛》，学生
们改编了歌词，用河北民歌的旋
律表达了对河北教师的深厚情
感，唱响了教育援藏之歌和民族
大团结之歌。

刘老师还分享了她在阿里中
学的真实感受。听后，我深受触
动，于次日创作了《燕子老师河
北来》。这首词巧妙地融入了刘俐
燕老师的名字。歌曲由我市曲作
者张志杰谱曲、歌手赵春伟演
唱，今年1月一经推出，深深打动
了听众。

聚焦沧州新变化抒发情怀

记者：您创作了众多融入沧
州元素的歌词，大运河的波澜、
渤海湾的壮阔以及这里的风土人
情，都是您笔下的主角。能否选
几个作品，与读者分享您的创作
初衷？

崔增录：首先谈谈《运河沧
州》吧，这首歌写于十几年前石
家庄的一次笔会上。当时，我正
听王晓岭老师的讲座，灵感乍
现，便一气呵成。最初，我市音
乐家常连祥为这首歌谱曲，定名
为 《啊！大运河》，后经修改，
由沧州群艺馆原馆长葛明栋作
曲，有作曲家建议更名为《运河
沧州》，以凸显地域特色。这两
个版本通过大合唱的形式，多年

来在沧州许多舞台上一直在唱，
不是开场就是压轴，还获过河北
省第六届园林博览会会歌征集二
等奖。

随着美丽沧州建设日新月
异，我的歌词更多描绘了沧州的
新变化。我为此创作了《好美好
美运河湾》《大运河赞歌》《一船
明月回沧州》等大运河题材的作
品，其中，《运河人》 获河北省
音乐文学学会 2022 年度优秀歌
曲。

此外，我关注渤海湾边的旱
碱麦，创作了《盐碱地的心意你
收到了吗》，为沧州铁狮子写了
《又见镇海吼》 颂扬沧州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这首歌由曲作者
张志耕作曲、歌手袁冰演唱，现
在MV制作正在进行中。

记者：歌词创作不仅要求作
者具备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情感积
累，还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学和艺
术素养。您是如何不断提升自己
创作能力的？

崔增录：我一直推崇 《我
爱你中国》 的词作者瞿琮老师
的创作观，那就是多听多写多
悟，保持写作状态，写最熟悉
的和能打动你的东西。同时，
一个作者，一定要有同情心、
幽默感和想象力，这样创作出
来 的 歌 曲 才 会 引 起 社 会 的 共
鸣，才能给予听众快乐以及独
特的艺术之美。

记者：您是一位高产的词作
家，能否分享一下近年来的创作
成果？另外，您对我市歌词作者
有何建议？

崔增录：2023年是我歌词创
作收获比较大的一年：《要追就
追这样的星》 获 2023 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我参与创作的大型音
乐作品《绿色丰碑谷文昌》获福
建省文艺发展基金项目。沧州文
化深厚，我期待更多有情怀、有
正气和韧劲的词作者，能从中汲
取灵感，创作出更多优秀经典的
作品。

崔增录的歌词

作品选题广泛，从

教师、农民、学生

到故乡，都成为他

笔下的灵感之源。

这些歌汇聚成一条

流淌的时光之河，

映射出人生百态，

洋溢着仁爱之光和

对家国、人生的深

沉思考。

他参与创作的

《嘉庚组歌》 获得

了 2024 厦 门 艺 术

发展基金；《白洋

淀的故事》 和 《龙

图》 分别登上 2024

年雄安新区安新春

晚 和 山 东 莱 州 春

晚；《爱唱歌的小

尔玛》 和 《因为有

祖 国》 双 双 荣 获

2024 永恒的童声金

奖；《燕子老师河

北来》 深情讲述了

我市援藏老师刘俐

燕 支 教 的 故 事 ；

《 永 远 的 沧 州 二

师》 更是荣登 2024

全国中师生网络春

晚，触动了无数中

师生的心弦。

崔增录理想中

的音乐世界究竟是

怎样的？他秉持着

怎样的艺术观点？

让我们一同聆听他

与音乐的故事，探

寻艺术的奥秘。

近年来，沧州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歌词作者崔增录，创作了大量
脍炙人口的作品，由他作词的歌曲《南川老街》更是火爆沧州，并获评
2023“美丽河北”主题优秀歌曲作品——

崔增录创作的歌曲崔增录创作的歌曲《《运河沧州运河沧州》》演出剧照演出剧照

崔增录在创作崔增录在创作

李炳天在为孩子们李炳天在为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讲述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