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日，和风轻拂，游人如织。在纪晓岚文化园门前广场，一场纪念纪晓岚诞

辰300周年的庆典——“紫藤花开”诗词歌赋朗诵会暨诗书画印摄影艺术采风活

动，如期而至。

本次活动由沧州纪晓岚研究会精心策划，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形式，

讲好纪晓岚故事，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市民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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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情深意长

“阅微情韵深，知著语声扬。晓
月岚烟绕，草堂梦未央。”以朗诵沧
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王今伟的五
绝古诗《题阅微草堂》开场，第二
届紫藤花开诗词歌赋朗诵会拉开了
序幕。

来自骏马口才艺术学校的 58名
小学员，身着翩翩汉服，用稚嫩而
纯粹的童音，吟诵了 《纪文达公
颂》《纪晓岚诗歌选》《一代通儒纪
晓岚》《纪园赋》等 14篇诗文。孩
子们对这些文学篇章的深情演绎，
将现场观众瞬间带入了纪晓岚的文
学世界和波澜人生。

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的艺术家
们则带来了为活动创作的作品，这
些作品情感深沉、意境悠远，与现
场气氛相得益彰。诗词歌赋之声连
绵悠扬，活动现场洋溢着浓厚的文
化氛围，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沧州纪晓岚研究会会长李兴昌
说，紫藤花香，高贵典雅，借此寓
意，他们组织了这次活动，并作为

纪念纪晓岚诞辰 300周年系列活动
之一。朗诵会是这次活动的一大看
点，这些诗词歌赋从不同侧面展现
出纪晓岚的生平事迹，以及沧州人
对纪晓岚文化的感知和收获。

多种形式纪念纪晓岚

除了主办方沧州纪晓岚研究
会，来自沧海印社、沧州市国学研
究会等文化组织的工作者和负责
人，也怀着敬仰之情汇聚于此。宁
静的纪晓岚文化园，再次因纪念这
位文化巨匠而沸腾。

众社团各展所长，以笔墨、诗
词、朗诵等多种形式，深情讲述纪
晓岚的传奇故事，歌颂沧州文化的
薪火传承。其中，镜湖书社的 4位
老人，虽平均年龄已过 80岁，但精
神矍铄。他们特地携带自己的书法
作品到场，以书法的艺术形式表达
对纪晓岚的崇高敬意。

沧海印社社长韩焕峰，更是慷
慨捐赠了一枚他精心篆刻的大
印。这枚大印采用汉法满白文刻
制，章法严谨，风格典雅，笔划

古朴有力，刀法犀利高古，堪称
佳品。韩焕峰感慨地说：“能在纪
晓岚诞辰 300周年之际，受邀篆刻
此印，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愿尽
我所能，为传承和发扬纪晓岚文
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
一份力量。”李兴昌向韩焕峰颁发
了《捐赠证书》。

共话纪晓岚文化研究

沧州，作为纪晓岚的故乡，对
他的研究倾注了情感与精力。

20 世纪 80 年代，沧州文化界
人士开始谋划纪晓岚研究相关活
动并创建组织。其间，一些学者
编辑出版了一批有关纪晓岚的著
作，为沧州纪晓岚研究的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学者李忠智
为首的文化团队于 2003 年成立了
沧州纪晓岚研究会。研究会成立
以来，紧跟时代步伐，坚持科学
的唯物史观，深入挖掘整理，注
重研究成果转化，积极发挥纪晓
岚研究的应有作用。编辑会刊
《纪晓岚研究》，出版了以考据为

重点内容的 《纪晓岚文化系列丛
书》 等专著，以及 《纪晓岚研究
论集》《阅微草堂笔记解析》等学
术著作，广受关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纪晓岚
文化研究又将如何发展？文化学者
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与展望。

文化学者陈瑞谦表示，纪晓岚
文化是沧州人民引以为傲的宝贵财
富，它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
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应当深入挖掘
其内在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
识纪晓岚，感受其独特的魅力。

文化学者刘之龙建议，可以通
过举办丰富多样的活动，将纪晓岚
文化融入校园生活、社区生活，让
它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
落。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纪晓
岚文化的魅力，从而更加珍视和传
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文化学者金振明则提出了创新
发展的观点：在传承纪晓岚文化的
同时，也应与时俱进，注重创新与
发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
合，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品
牌，让纪晓岚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春夏之交的纪晓岚文化园，曲

径通幽，春景鼎盛。园内的古建、
书画和再造实物等，从各个角度向
游人展示着纪晓岚丰富多彩的一
生。在活动尾声，大家共同参观了
纪晓岚文化园，纪晓岚和紫藤的故
事引发了大家的兴趣。

据说，纪晓岚钟爱紫藤的清
雅，其北京故居门前，至今仍有
一株他亲手栽种的紫藤，历经岁
月沧桑，依旧枝繁叶茂。园内的
紫藤，正是从北京故居移植而
来，它宛如纪晓岚精神的延续，
诉说着主人的风骨与情怀。大家
纷纷将祈福带系在文化园的紫藤
上，同时种下红色和白色两株海
棠树，寄寓对这位文化名人纪晓
岚的崇敬和思念。

李兴昌说，下一步，纪晓岚研
究会将以“纪晓岚诞辰 300 周年”
系列纪念活动为契机，不断做大做
强纪晓岚文化服务平台，拓宽思
路，加强对外交流学习，不断推进
纪晓岚文化建设，为沧州社会发展
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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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论谈

4月27日，中国
献王第六届汉文化节
在献县献王纪念园举
行，文化节盛大且隆
重。文化节的举办不
仅是一场对传统文化
的致敬以及文化精神
的深刻追溯，更是对
我市文化脉络的再梳
理。立足当下，我们
或许可以思考这样一
个问题：如何才能发
掘和弘扬好历史名人
的文化价值，进一步
促进沧州文化的繁
荣？

沧州，拥有丰富
的名人资源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从古代的
尹吉甫、扁鹊、刘
德、毛亨、毛苌，到
近现代的张之洞、冯
国璋、马本斋、张锡
纯、荀慧生，不管是
位居台辅，职掌封
疆，还是道德文章，
卓然绝群；不管是舍
生取义，为国尽忠，
还是技惊四座，医术
高超，他们每个人都
以非凡的才华和卓越
的贡献，书写了沧州
文化的辉煌篇章。这
些历史名人不仅是城
市的瑰宝，更是推动
城市文化繁荣的重要
动力。

历史名人文化的
发掘与弘扬，如同春
雨润物，赋予城市独特的魅力与气
质。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名人文化，
城市不仅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还能
为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开
辟新的道路。因此，持续放大历史名
人的文化效应，引领城市发展的全面
升级，无疑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

“破题之道”。
在文化传承的实践中，传统名人

文化挖掘和传扬固然重要，但仅仅停
留于表面的纪念和宣传已不足以满足
当今社会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一种
更加新颖、更加深入的方式来激活这
些历史名人文化。这就需要从文化底
蕴出发，通过系统挖掘和整理，让名
人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献王汉文化节的成功举办，正是
献县对献王文化深入挖掘与整理的生
动体现。作为历史文化名县，献县秉
承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精神，致
力于本土历史文化的挖掘与整理。

《献县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工作正
在进行中，为献王文化的深入研究提
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在文化底蕴的
滋养下，名人文化资源得以不断精品
化、品牌化。

名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需要全社
会的共同参与。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对
名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力度，通过新
闻报道、专题研究、艺术演绎等方
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名人文
化。另一方面，社会各界也应积极投
身其中，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展
览，让更多的人亲身感受沧州文化的
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不久前，吴桥
杂技大师孙福有故居的修缮和再利
用，不仅让被誉为“小克里姆林宫”
的历史遗迹重现光彩，也为吴桥杂技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和
载体。

名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还需要
与商贸、旅游等产业紧密融合。通过
文创产品、文艺作品、文旅名片等形
式，将名人文化效应转化为实际的经
济价值。献王汉文化节中，汉文化遗
产与现代酒业的巧妙结合就是一个不
错的尝试。还可以将名人文化与当代
产业相结合，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创产品，如名人主题旅游线路、名
人文化文创品等。

同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催生的
运河文化探寻热潮，让诗人孙谔、英
国医生路博施等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
故事，流传开来并显现出颇具感召力
的文化效应。甚至可以借鉴如虚拟现
实等现代科技手段，将历史名人的故
事和事迹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
现给公众，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
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历史名人已成烟云，但他们的文化
精神永存。纪念他们、宣传他们、重塑
他们，不只是为了推崇和敬仰，更是要
从他们身上汲取人文滋养，为新时代的
文化名人、文化名城、文旅融合发展提
供新的动力和灵感。历史名人文化是沧
州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每一
位文化爱好者都有责任和义务将其传
承并发扬光大。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下，沧州名人文化必将绽放出更
加璀璨的光彩，为沧州建设沿海经济
强市提供无形但有力的精神支撑。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运河文旅运河文旅运河文旅：“：“：“合力合力合力”””塑造文化新空间塑造文化新空间塑造文化新空间
本报记者 魏焕光

“小而美”书房深入城市肌理

日前，位于南川老街D区的运
河书坊·城市书房正式揭牌投用。如
今，遍布运河区特色鲜明的“城市
书房”，日益深入城市肌理，构筑起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运河区图书馆馆长张锦梅介
绍，运河区的城市书房建设从 2022
年开始，按照要求每年建一个。运
河区城市书房建设采取与社会力量
合作建设的模式：由企业单位提供
场地和人员，负责日常运营维护，
由运河区图书馆提供图书和图书管
理系统，这样，既充实了企业原有
的场地，又能通过对图书管理员的
专业培训，为读者提供便捷高效的
服务。

踏入运河书坊·城市书房，书卷
气与老街风情交织。市民读书之
余，抬眼便是南川老街街景，读书
之乐与观景之乐相映成趣。这些遍
布城市角落的书房，如同转角即遇
的惊喜，让群众“愿意来”，其“小
而美”的特色更让读者“愿意留”。

运河书坊·城市书房，由运河区
文旅局与匠心文旅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筹设，这次合作成为运河区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
又一实践。

整合文化资源“共建共享”

“运河区文化资源众多，但很多

没有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来。本
着‘共建共享’理念，从 2021年开
始，我们坚持整合辖区各类文化资
源，组建‘文化联盟’，用文化合力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不断延
伸。”运河区文旅局局长冉建良说。

运河区积极响应文化共享与服
务普及的号召，成功地将超过 100
家文化艺术机构、文化企业以及文
化艺术培训中心等文化类组织纳入

“文化联盟”。这些组织主要由社会
力量创建或社会力量与政府机构携
手共建，它们不仅拥有为公众提供
文化服务的先进设施、宽敞场地和
专业能力，还怀揣着为社会服务的
公益愿望。

匠心文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沧
州分公司运河书坊总经理刘在旭
说，他们秉承“匠心独运，文化传
承”的理念，与运河区文旅局合
作，推进运河书坊·城市书房的建
设。这种合作为他们搭建了更为广
阔的发展平台，提供了更多的资
源，吸引了更多的市民前来打卡，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阅读了解运河文
化，爱上并传承着运河文化。

社会资源的引入，无疑为运河
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带来了显著的改
变。例如，自 2021年起，运河区便
组织了“清风市集”中的 30多家手
工工作室，开展了一系列文化雅集
和体验活动，共计 50余场，极大地
提升了各文化联盟单位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此外，“理享山 28号文创
产业园”的打造也是一大亮点，旧

厂房焕发新生，成为新的文化地
标，吸引了众多时尚潮人前来打卡。

近来，运河区积极对接国内优
质文化艺术资源力量，与博施博物
馆、大于岩彩绘画工作室等社会文
化机构合作，举办展览、讲座。“长
河秋问 本土岩说”——运河区岩彩
绘画邀请展，展出了来自北京、辽
宁、新疆、湖北、河北的 6位当代
青年岩彩艺术家近年创作的岩彩绘
画作品 50余件，让市民耳目一新。

“五一”长假期间，在南川楼还举办
了古代冷兵器展和武术展演，让市
民近距离领略了沧州武健泱泱的武
林雄风。

通过积极引入各类社会力量，
运河区不仅实现了服务成本的降低
和布点速度的加快，更有效地解决
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不足以及城乡
服务不均等的问题。同时，这些文
化活动的蓬勃开展，极大地丰富了
运河区的文化供给，满足了不同群
体的多样化文化需求。

“放管结合”打造文化新空间

在推动文化服务的社会化进程
中，政府在“放”的同时，对

“管”的力度也显著增强。运河区要

求各“文化联盟”成员单位必须结
合自身特点和定位，定期向社会开
展免费公益性文化活动，否则取消
其成员资格。这一策略旨在确保文
化服务在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下，依
然能够保持正确的价值导向，防止
在文化服务过程中产生偏差。

如今，除了成功打造城市书
房，运河区还推出了一系列个性鲜
明的文化服务品牌，如文化名家工

作室、文化驿站以及“运图讲堂”
等，这些品牌不仅各具特色，而且
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包容并
蓄、百花齐放的复合创新型文化空
间。这些空间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丰
富的文化体验，也成为运河区文化
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们一个接一个
地出现在城市的角落，让文化和文
明的力量渗透进百姓最朴素的生
活，点亮他们的精神世界。

冷兵器精品展演现场冷兵器精品展演现场

市民在城市书房享受读书之乐市民在城市书房享受读书之乐

““长河秋问长河秋问 本土岩说本土岩说””运河区岩彩绘画邀请展运河区岩彩绘画邀请展

朗诵会上身着汉服表演的学生朗诵会上身着汉服表演的学生

阅微情韵深阅微情韵深 知著语声扬知著语声扬
讲故事讲故事、、诵诗歌诵诗歌、、谈学术谈学术，，纪晓岚文化研究走向纪晓岚文化研究走向““新新、、活活、、深深””
本报记者 魏焕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