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 由

马 合 意 整 理 的

明 代 大 学 士 李

时 的 《李 文 康

公 集》 正 式 结

集 成 册 ， 填 补

了 任 丘 明 代 阁

臣 群 体 研 究 的

一 项 空 白 。 30

多 年 来 ， 马 合

意 积 极 参 与 任

丘 地 方 文 献 的

收 集 、 整 理 和

研 究 工 作 ， 先

后整理了 18 种

地 方 文 献 典

籍 。 其 中 ， 马

合 意 点 校 整 理

的 明 代 万 历 及

清 代 康 熙 、 乾

隆 、 道 光 等 历

史 时 期 的 任 丘

县 志 横 排 简 体

版 ， 成 为 了 解

任 丘 历 史 文 化

的 重 要 参 考 文

献 ； 由 他 编 写

的 《任 丘 金 石

文 征》 与 任 丘

县 志 相 互 补

充 、 互 为 借

鉴 ， 更 成 为 一

些 学 术 研 究 机

构 的 重 要 参 考

书籍。

马合意的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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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诗词创作研讨会大运河诗词创作研讨会
在朗吟楼举行在朗吟楼举行

本报讯（记者魏焕光）近日，由市作
协古诗委组织的大运河诗词创作研讨会在
朗吟楼举办。市作协古诗委成员以及各县
（市、区） 的诗词组织负责人等 30余人，
在古运河畔纵论新时代大运河诗词创作。

研讨会上，与会者结合个人创作体
会，就新时代大运河诗词创作如何立足
本地实际，挖掘本土资源，贴近当代生
活，让作品言之有物；如何在脚踏实地
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如何
把朴实的思想和唯美的语言表达相结
合，不断提升作品境界以及如何巧妙构

思、体现含蓄凝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交流。

市作协主席苗笑阳认为，全市诗词作
者应深入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不断创作
出主题鲜明、贴近时代、内容充实的作
品，进一步促进沧州诗词创作。

研讨会上，还交流了古诗委编纂并结
集成册的《沧州风物诗词选》。市作协古诗
委主任卢竞芳介绍，作品共收录了全市
137名作者的 1200余首诗词曲作品，创作
题材以沧州范围内的文物古迹、自然风
光、风土人情为主。

钩 沉

河间历史中的河间历史中的““数学故事数学故事””
左靖华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河间先后涌现
出 3位杰出的数学学者，他们分别是白广
川、王乔南和佟占元。这 3位学者不仅在
算学研究上有着深厚的造诣，更在初等教
育的推广和改革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
的著作和教学方法，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学
生，更对后来的数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白广川，生于1815年，字文波，河间
瀛州镇南大街人，从事算学研究与教学60
多年，曾任毛公书院主讲，从学者有民国
代总统冯国璋、民国财政部长刘恩源等。
1898年戊戌变法后，白广川在知府王守堃
支持下，自筹资金开办“蒙养学堂”并被
推举为“提调”(校长)。著有《初学易解
算法》《算学中庸》《四元数解》《统宗改
错》等。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戊子科开
始设算学，当时社会上精于算学者廖廖无
几，白广川所著《初学易解算法》成为算
学的首选教材。

《初学易解算法》以生活中所用所需为
题，如银钱互换、本利分身、方体仓窖求
积、尖堆求积等，解答言简意赅，使入门
者由浅入深。其中，不等边三角田求积，
丈量田地时经常用到。今天在计算时经常
用到海伦公式，白广川所给出的方法与海
伦的方法一致。他的方法源于我国的古代
典籍《九章算术》。

与白广川同样在河间留下深刻印记
的，还有王乔南。

王乔南，笔名力工，河间市尊祖庄镇
王化村人，生于1896年，1917年毕业于北
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地形专科，1918年考
入北京陆军讲武堂，1924年进入教育界，
先后任教于定县河北省立第九中学、宁安
吉林省立第四中学、北京陆军军医学校
等。教学之余，王乔南自译及与他人合译
出版了《微积分纲要》《范氏大代数》《斯
盖尼解析几何学》《高中平面三角法教科
书》《微积分》等数学名著，是民国时期把
西方数学推广到我国的主要翻译家之一。

尤其是《汉译葛司龙微积分》 1934年
出版发行后，得到广大高校及高中的认
可，是一部很有名的数学教材。直到新中
国成立初期，此书仍有不少高校在用。王
乔南译此书之前，我国各大学教授初等微
积分采用的是吉卜森氏原本，专门高中也
有用奥斯博恩的书作选修的。

王乔南认为“吉氏之书，侧重数学本
身理论尚矣，然出版远在数十年前，采取
应用问题不多。奥氏之书，则理论太少而
偏重方法，学者每不能融会贯通。葛氏之
书，实具吉氏教本之长，而去彼二书之
短，加以司龙二氏之增订，材料既丰富，
解释又极详尽。书中无论定理习题或附注
稍涉繁难者均附一图，令读者于解决问题
之余，得有真确之印象。又胪列积分公式
以宏其用，举梯形抛物线二法以济其穷，
尤为以上二书之所无，故此书一出，各校
争相采用之。”于是他选用美国数学博士葛
蓝威尔氏原著，后经改订的《微积分》加
以译述，又从吉博森及奥斯博恩的书中选
用习题若干，使教材更为丰富。

除了白广川和王乔南之外，河间还有
一位数学学者值得铭记，那就是佟占元。
他的著作《珠算课程》在民国三年出版，
为当时的数学教育提供了重要补充。

佟占元，河间算学名家白广川弟子，
学成以后，曾在保阳陆军速成学堂、商业
学堂等学堂从事珠算的教学工作，期间认

真编写讲稿，以授学子，后经不断修正，
讲稿逐步完善。民国二年，溧水徐云程用
佟占元的讲稿教授学生，认为很好，建议
佟占元出版印刷。佟占元接受了建议，《珠
算课程》得以面世。

珠算在我国历史悠久，《九章算术》在
西汉以前就已经存在，到了公元 1世纪，
经许多学者的删补最后成书，成为世界上
著名的数学专著。不过，在科举考试盛行
的古代，算学一直是个被低估的科目。佟
占元虽然精通算学，在清末科考中却不占
优势。民国建立以后，算学成为一门课
程，老师急缺，佟占元的特长得以发挥，
这也是他在多所学堂、学校中兼职的原因。

大运河文化论坛·百家访谈

任丘文史学者马合意任丘文史学者马合意任丘文史学者马合意：：：

触摸地方文献的触摸地方文献的触摸地方文献的“““温暖乡愁温暖乡愁温暖乡愁”””
本报记者 魏焕光

15岁少年
爱上古朴线装书

记者：30 多年来，您一直
坚持在做整理家乡文化史的工
作，您是如何走上文史研究之路
的？

马合意：我对地方历史文化
研究的热爱始于对文物和考古的
兴趣。初中时期，我有幸遇到了
黄秋华老师，他是当时任丘首屈
一指的文物研究者，也是我在初
中的文史导师。黄老师退休后，
被任丘市文化局聘请为文物保护
工作的顾问。由于老师的指导和
影响，我得以明白地方文献与地
方出土文物之间的紧密关系，从
而为后来参与任丘市博物馆建设
及展陈奠定了基础。

我在 17 岁时离开了学校，
但仍坚持每周去找老师借书，除
考古与文物方面的书籍外，其中
较为珍贵的是乾隆版 《任邱县
志》和道光版《任邱续志》，我
用 3年的时间把它们抄写下来。
抄书不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也
加深了我对家乡历史的热爱。后
来，我到了任丘文保所工作，这
使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从事地方文
史的整理与研究。就这样，我从
一个考古与文史的业余爱好者，
逐渐成为一个以文献整理为专职
工作的专业人员。

记者：去年，您主动辞去了
任丘博物馆馆长的职务，成为任
丘文献研究中心负责人，全身心
地投入到地方文史整理研究的事
业中。为何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马合意：对我而言，最大的
乐趣源于探索和分享文史的奥
秘。发掘那些隐藏的、少为人知
的文献，并逐步将它们收集、整
理，使这些知识向大众公开、为
更多人所了解，会很有成就感。
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如同找到珍
宝，给我带来无尽的喜悦。我的
记忆中有很多美好的瞬间，比如
完成一本书、有了一项新发现，
那种成就感溢于言表。来到任丘
文献研究中心后，我每天都在办
公室中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样的
快乐已变成日常，每一天都沉浸
在这样的快乐中。

整理出家乡人
能读懂的文化史

记者：多年来您著述颇丰，
很多都是鸿篇巨帙，能否分享一
下您的研究成果？

马合意：现在整理的约 300
万字的地方文献典籍中，最重要
的还应该是万历、康熙、乾隆、
道光四个历史时期任丘县志点校
本。之所以要点校这四种县志，
有两个原因：一是原书为清代刊
刻的古籍，竖排繁体，不易阅
读，且数量稀少，大部分人无法
接触到。虽在 2005 年进行了一
次影印，但影印本由于价格昂
贵、普及度低，导致人们对当地
历史文化的了解受限。二是我始
终认为，县志作为了解地方历史
的首要资料，具有权威性和必要
性。因此，我决定优先整理县
志，让更多研究者和读者能尽快

更方便地了解地方历史的梗概，
进而深入研究地方历史的某一领
域。

目前，四种县志已全部整理
完成，采用横排简体加标点的形
式，无偿提供给研究者和文史爱
好者，目的就是为大家轻松了解
家乡历史文化提供一个无障碍入
口。

在整理的资料中，我投入时
间和心血最多的是《任丘金石文
征》。这本书的汇集整理历时近
20年，从 15岁开始关注金石文
字到 2012年结集，收录约 300多
篇作品、约35万字。

这本书的内容除对先前县志
中的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起到了
补充作用外，对于外地古籍整理
者和金石研究者也有参考价值，
例如沈阳孙植先生在整理明人
《孙承宗集》时，于书中辑出未
见《高阳集》的文章数篇。兰州
大学敦煌研究所的马振颖老师在
金石研究工作中也曾经利用过这
本书上所收的文献资料。

记者：整理地方文献对弘扬
宣传地方文化起到了哪些作用？

马合意：由我点校的著名清
代学者、诗人边连宝的学术笔记
《病馀长语》，记录了作者大量的
诗学理论。我用了 3年时间，校
对了 300多种书。出版后得到了
学术界的认可和引用，中国社科
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蒋
寅老师在撰写《清代诗学史》第
二卷时，曾数次引用，今已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河北大
学文学院刘青松老师在辑校《坳
堂诗文集》时，也进行了征引。
这种引用其实也是地方文化传播
的另一种方式，对于弘扬地方文
化很有意义。

还有就是对明代嘉靖时期的
大学士李时文集的整理，由于李
时的诗文集今已散失，故此书全
部是辑佚而成。李时官至内阁首
辅大学士，卒谥文康，他是明代
沧州籍人里官职最高的。他是鄚
州人，和我同乡，我从小就接触
他的家族遗迹。李时对任丘的发
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在吏部尚
书任内挑选能人治理任丘，推动
了任丘教育和城市建设，对任丘
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任丘的第
一本县志，也是由他促成编纂
的。

2015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所做访问学者，参与2013
年度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清
代文人事迹编年汇考》课题，承
担了清代文学家李中简事迹编年
撰写任务。之后又将此扩充为
《李中简行年辑考》，用文献资料
细致再现了李中简的生平事迹。
李中简作为“河间七子”之一，
在乾隆时期的文坛上产生过影
响，他是乾隆皇帝第五子永琪的
老师，和纪晓岚同受乾隆帝喜
爱。今存其所著 《嘉树山房诗
集》十八卷、《文集》五卷。这本
《李中简行年辑考》，将来会对李
中简的诗学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深挖乡邦文献
推广地域文化

记者：整理地方文献过程中

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马合意：在整理地方文献的

过程中，除了资金困难之外，最
难的是“找书”，很多所需古籍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我在
寻找李时的墓志铭时，辗转多
地。找到后发现内容不全，还需
继续寻找，于是，我又跑到天津
图书馆才查阅完整。此外，有些
书籍虽知其所在，却不对外开放
或不允许借阅。前几天，我到山
东大学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
书馆查阅乡邦文献时，得到了图
书馆老师们的帮助，获得了所需
资料，在这么多年的搜集资料过
程中，这是最为顺利和愉悦的一
次。总的来说，搜集乡邦历史文
献资料的过程，既耗时费财又充
满种种困难与波折，每获取一份
资料都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但
同时也获得了无比的快乐。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对前人著
述错误的甄别。在整理古代文献
时，常常会遇到前人的作品存在
错误或需修订的情况。因此，了
解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至关
重要，它们能帮助研究者辨别同
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及其优缺点。
比如乾隆二十七年所修的《任邱
县志》，其初印本极为罕见，而
常见的是道光十七年的后印本。
原因是乾隆版《任邱县志》内多
有触及清廷忌讳的“虏”“夷
狄”“丑虏”等敏感词汇。书版
刊刻后，恐触文字之狱，故印刷
不多。至道光十七年，刊印《任
邱续志》时，将当时流传不多的
乾隆版《任邱县志》内的忌讳字
词进行了“挖改”，与道光续志
一同印刷。这种做法反映了历史
时代的文化审查，体现了对清廷
政权的迎合。因此，在整理县志
的过程中，找到乾隆初印本，与
道光后印本相互校勘，还原乾隆
县志的真实记载，从而了解其背
后的历史背景，是研究古籍文献
资料的关键。

记者：任丘地区的历史文
化，在沧州乃至全国范围内有何
特殊地位或显著特点？

马合意：古代文化载体多种
多样，但一个重要的依托便是历
史文献典籍。十几年前，我曾参
与《历代沧州诗选粹》的编辑工
作，跑遍京津冀各大图书馆，对
整个沧州现存的历代别集做了全
面梳理，发现任丘古典文献存世
量有 130余种之多，这个数量不
仅位居沧州之首，在河北省乃至
全国都是排名靠前的，是当之无
愧的文化大县，这与其全国百强
县的地位也相匹配。而且诸如清
代的庞垲、边连宝、李中简、边
浴礼等人，都在当时北方地区乃
至全国有着广泛的文学影响力，
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您对沧州本地文史研
究有何建议？

马合意：沧州的历史文化研
究，我觉得首要任务是深入挖掘
和整理历史文献，这是所有后续
工作的基石。无论是研究、传
承、传播还是保护，都必须以扎
实的文献为基础。否则，如果缺
乏全面的历史文化重现，仅凭一
鳞半爪的信息去阐述或传播，可
能会导致可信度下降。

马合意马合意

本报讯（记者魏焕光）日前，我市作
家纳兰若夕的网络文学作品《光荣之路》，
荣膺2024年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
品扶持项目。

《光荣之路》是以国家提出“西气东
输”战略方针为主旨的现实题材作品。作品
主要内容是，为保障燃气运输任务，北油机
电厂开启了国内空白项目“大直缝埋弧焊钢
管”的研发，在没有技术支持、缺乏原材

料、资金缺口巨大等诸多问题下，他们克服
困难，全力攻坚，建成了我国自己的生产线
并研发出优质的钢板母材，为国家节省了数
以亿计的采购金额，出色完成任务。

纳兰若夕，本名刘艳，是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河北省网络作协副秘书长。主要
作品有：《锦瑟舞》《锦衾寒》《我就是不结
婚》《爱他，请藏好你的秘密》《陈可乐奋
斗记》《悬骨王妃》等。

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光荣之路光荣之路》》
入选中国作协网络扶持项目入选中国作协网络扶持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