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30日，一批远道而来的台湾
游客来到沧州市区，慕名参观了清
风楼。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沧
州儒悦书院院长林如月和清风楼的
工作人员，为客人们精心举办了一
场文化雅集活动，详细介绍了大运
河沧州段及这座名楼的悠久历史。

林如月，这位致力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的青年传播者，十余
年来，始终以独特的方式，引领着

年轻一代走近并爱上沧州本土文化。
1983 年出生的林如月，曾是现

代礼仪培训师。随着对礼仪培训工
作的深入钻研，她深切领悟到提升
内在修养的重要意义。于是，2013
年起，她毅然投身于传统礼仪培训
和传统文化传播的事业中。

她创办的儒悦书院荣获“全国
十佳国学书院”等诸多荣誉称号，
组织开展了沧州少儿国学大赛、全

民读《论语》、开笔礼、成童礼和拜
师礼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她
还经常深入校园和社区，讲述沧州
历史故事和名人家风家训，秉承

“文化传承+创新实践+艺术拓展”的
文化理念，让市民亲自体验活字印
刷、香道、绒花和植物扎染等非遗
技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怀着对国学的赤诚情怀，林如
月让沧州的故事活了起来，也使得
沧州文化更具有吸引力。在做了这
些努力后，林如月又思考如何运用
新媒体让沧州文化更加鲜活生动。

2018年，《沧州成语故事》短剧
的投拍，让这个设想变成了现实。
这部短剧精心选取“实事求是”“凿
壁偷光”“镖不喊沧”和“物归原
主”4个成语，按其故事情节精心编
写了剧本，生动讲述了汉献王刘
德、明代名臣王翱、沧州武术的传
奇故事。这部剧的所有角色均由孩
子饰演，从选演员到表演指导，从
礼仪讲解到道具选用，林如月在各
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最终，
短剧获得了成功，并被收入沧州档
案馆存档，其中 《凿壁偷光》 一集
还获得“第二届中国 （沧州）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颂网络电影盛典”最
佳人气奖。

2023 年，林如月编著的 《运河
沧州韵》 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详述

了大运河的形成过程、沿线的传奇
故事以及名人事迹。这本书不仅丰
富了孩子们的知识宝库，更点燃了
他们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之情。

疫情期间，儒悦书院从文庙西
侧的古玩城搬迁到了清风楼办公。
场地变小了，可林如月的底气却愈
发充足。她说：“清风楼给了我更有
底蕴的一方舞台，白天的清风楼庄
严肃穆，晚上的清风楼灯火辉煌，
身处其中，我所能感受到的唯有那
份幽静。这让我更能静下心来深入
研究传统文化。”这期间，她为很多
学校组织策划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
化活动。

面对传统文化如何吸引年轻人
群这个问题，林如月认为，传统文
化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与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精神纽带。她以端午
节为例说，无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
屈原，还是为了纪念伍子胥或者曹
娥，这个节日的内涵注定是悲壮
的、感恩的，蕴含着深沉的爱国情
怀。在讲课中，她将节日内涵与爱
国情怀紧密相连，引导年轻人深入
了解传统习俗背后的深远意义，激
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林如月说：“我希望自己像一盏
小小的瓦灯，照亮自己的同时也能
照亮他人，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

林如月：文化雅集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林如月

钩 沉

沧州，承载着丰富的运河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断推进，大运

河畔的新生力量，正以新颖的方式诠释和传播着运河文化，让运河故事在新时代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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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为受邀为““京津冀民歌表演人才培养京津冀民歌表演人才培养””计划学员授课计划学员授课

常连祥举办沧州民歌艺术讲座常连祥举办沧州民歌艺术讲座
本报讯（记者魏焕光） 7月 26

日，我市音乐编创人常连祥受中国
音乐学院邀请，在北京举办了一场
名为《传承、传唱、传扬——沧州
民歌概述》的讲座，为入选“京津
冀地区民歌表演人才培养”计划的
优秀学员，深入讲述了沧州民歌艺
术的发展历史。

课堂上，常连祥讲述了沧州
民歌的历史脉络、演唱特点、风
格韵味以及代表作品，并探寻了
传统民歌在当代社会传承与发展
的新路径。他还为学员们播放了
精心挑选的 《放风筝》《茉莉花》
《运河号子》等 10余首沧州民歌的
音视频资料，展示了沧州民歌的
博大精深与多样性。

“京津冀地区民歌表演人才培
养”计划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23 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
目。该项目面向京津冀地区遴选
招收了 30 名优秀学员，由资深音
乐人组成讲师团为他们授课。常
连祥作为受聘讲师之一，多年来
致力于沧州民歌的收集、整理和
改编工作。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采
集的民歌录音及其编纂的 《沧州
民歌改编作品集》，成为研究沧州
民歌发展史的宝贵资料。

另悉，我市青年音乐教师袁
冰入选该人才培养计划。袁冰近
年来演唱了多首常连祥改编的沧
州民歌，是我市优秀青年音乐人
才。

张府成：用创意陶器讲述运河故事

这几天，身为市美术家协会
陶艺艺委会主任的张府成正在忙
着筹备一场别开生面的运河文化
陶瓷展。他计划邀请运河沿线城
市的陶艺家携作品汇聚沧州，以
促进南北运河陶瓷文化的深度交
流。

与 林 如 月 不 同 ， 同 为 “80
后”的张府成擅长在自己烧制的
陶器上，描绘运河文化的古今画
卷。

作为一名热衷于本土文化的
文艺工作者，张府成近年来策划
了一系列与运河文化相关的活
动，如清风市集、“运河之花”陶
艺展、“运河姑娘”陶艺展，以及
各种壁画和摄影展，深入挖掘并
展现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底蕴。

张府成创办的凡轩美术馆更
是成为人们探索运河文化的新地
标，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参
观、学习，甚至很多北京、天津
的游客会专程前来体验陶艺制作
过程。凡轩美术馆和他的禾家陶
社网上小店，在抖音、美团等平
台上的收藏量超过了十万，成为
很多来沧游客的首选。

陶艺因何有如此魔力？“来沧
州，除了观景，很多人还想找个
玩儿的地方，体验一把文化，这
可能是陶艺制作受欢迎的原因之
一。”张府成说。

在张府成店内的陶艺作品和
文创作品上，记者看到，有“鲸
川”“浮阳”“泊镇”等沧州的老
地名，有“逢考必过”“成功上
岸”等流行语及幽默用语，还有

“姚官屯师范大学”“杜林农业大
学”等个性调侃字样。这些文创
作品打破了传统设计思路，将运
河文化融入其中，在市场上很受
欢迎。今年“五一”假期，张府
成的文创作品日销售额最高达
4800元。

张府成深知，传承和弘扬运
河文化，关键在于创新表达和艺
术匠心。他坚信，只有不断学习
提升，才能让古老的文化在当代
社会中焕发新生。“沧州的文创领
域人才辈出，我深知自己还需努
力。但我会一直坚守初心，通过
陶瓷这个媒介，让更多人了解、
热爱我们的运河文化。”张府成
说。

通过赵芸、林如月和张府成的故事，记者看到了以他们 3 人为代表
的新一代年轻人，正在以充满活力和创意的方式，让古老的运河文化在
新时代熠熠生辉。他们不仅是文化的守护者，更是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俱
进的先锋力量。他们的故事正激励着更多人加入到运河文化传承的行列
中。

记者感言

张府成 （右）

赵芸：用戏剧将沧州故事讲给人们听

7 月 22 日下午，在大化工业
遗存文化区 12°艺术现场，儿童
偶剧 《苏丹的犀角》 演出一结
束，艺术现场的剧目负责人赵芸
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高兴地
说：“现场观众爆满，下个月我
们计划加演六七场！”

1996 年出生的赵芸，是一位
从沧州走出的影视制片与编剧类
专业研究生。她曾在南京、香港
等地求学和工作，深刻感受到了
话剧、音乐剧在大城市的普及与
受欢迎程度。赵芸怀着对艺术的
热爱和对家乡的眷恋回到沧州，
回来后，她发现家乡人对这些艺
术形式并不了解，这激发了她用
戏剧艺术点亮家乡的热情。

12°艺术现场成立至今，赵芸
和她的团队一直在这方艺术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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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普及戏剧知识，不断提升市
民的艺术欣赏水平。赵芸说，沧
州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拥
有诗经文化、运河文化、渤海文
化、武术文化和杂技文化等文
脉，她希望借助戏剧这一艺术形
式，将沧州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暑 期 ， 他 们 推 出 了 纸 片 剧
《守林大熊》 和儿童偶剧 《苏丹
的犀角》，受到孩子们欢迎，演
出现场座无虚席。这些剧目的成
功，不仅在于精美的制作，更在
于他们将注重环保、热爱生活等
理念融入其中。孩子们在享受艺
术的同时，观念也得到引领。

近期，赵芸还参与策划了沧
州市朗诵协会举办的“家声杯”
朗诵大赛。大赛要求参赛者必须
选取和沧州有关的诗文，在比赛

环节朗诵，以此唤起人们对运河
历史的记忆。这一活动不仅是对
朗诵艺术的推广，更展现了运河
文化的生命力。

说起今后的计划，赵芸说，
她正在酝酿编写一部剧本，她计
划将大运河、沧州大化工业遗存
文化区及明代沧州砖城三个文化
元素串联起来，编一出具有强烈
地方特色的戏剧。虽然面临演员
难找、剧本构思难度大等挑战，
但赵芸坚信，只要用心去做，就
能找到传递运河文化的最佳方
式。

赵芸和她的团队用实际行动
证明，年轻人可以成为弘扬传承
文化的主力军。他们的工作不仅
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形
式，也让古老的运河文化散发出
青春气息。 赵芸

大运河畔大运河畔

新生力量讲述新故事新生力量讲述新故事新生力量讲述新故事
本报记者 魏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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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县文脉悠长，产生了众多
文化世家，以陈瓒为代表的陈氏
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陈瓒，字敬夫，号玉泉，明
弘治十八年 （1505年），生于北
直隶河间府献县城东六十里圈头
村。他生而聪颖，体态清癯，气
质不凡，后跟随名士吕龙溪读
书。同学者多声色犬马，耽于享
乐，唯陈瓒不为所动，一心向
学，在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
考取进士。

陈瓒考取进士后，历任山西
阳曲县知县、山东道监察御史等
职，最后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未
抵任，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年），
陈瓒任阳曲县知县。适逢外敌入
侵，陈瓒节省大量不必要开支，
减轻百姓负担，为前线提供充足
物资保障。凡关系百姓切实利益
的事，他都会在上级面前据理力
争。不善言谈的他，面无惧色，
态度强硬，力求有益于民。他亲
自审理积压多年的疑难案件，并
妥当处置。百姓都认为陈瓒秉公
执法，为民作主，以至邻县有棘
手的案子也到阳曲县来，请陈瓒
帮忙处置。

嘉靖三十一年 （1552 年），
因政绩斐然，陈瓒升任监察御
史，受命整顿山海关防务。山海
关虽为京左门户，但年久失修，
且武备废弛。他到任后，不畏强
权，上疏弹劾玩忽职守的皇亲国
戚和达官显贵，并亲自带兵巡
边，使得山海关防务得到加强。

嘉靖四十年 （1561 年），陈
瓒巡按四川。当时蜀地吏治腐
败，贪墨成风，地方官员倚仗朝
中权贵势力狐假虎威、无法无
天。陈瓒就职后，将贪官污吏及
作奸犯科者绳之以法，四川吏治
为之一清。他主持四川辛酉科乡
试时“令簾以外司校阅者，人更
一场，互相参证，为去取高下则
自擘之，咸服其有体。”

隆庆五年 （1571 年） 十一
月，陈瓒任户部右侍郎。在任期
间，他上书恢复边镇屯田制度，节
省了大量军费，同时，“综核经
费，咸有定考”，使奢侈浪费、贪
污腐败等不法行为得到了有力的控
制。

万历三年 （1575 年） 六月，
陈瓒任左都御史，“以天下为己
任。秉正嫉邪，不忌利害。绝私
交，布公道，引用正人，为百官
表率。罢缙绅之宴饮，抑权贵之
骄恣。纲纪肃然，人莫敢犯。”

自隆庆六年开始，陈瓒三次
上书乞休，都被皇帝挽留。万历
五年八月，因病乞休，皇帝“许
之，令驰驿回籍。”万历六年
（1578年），卒于家中。万历皇帝
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赐谥简肃，
并派遣河间府知府张问明致祭。
十四年 （1586年） 八月初八日，
加赠光禄大夫，并在乡贤祠内设
牌位，以享祭祀，又于县城西大
街为其修建了“内台总宪”坊，
供世人追思。

陈瓒平时的生活“疏食布
衣，有家僮数人，绝无侍婢，出
入止以敞车，宴乐不喜丝竹。”除
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外，他非常注
重家庭教育，每当回家探亲时，
只带几件行李，与后辈们共同打
开，里面除去俸禄外，仅有几本
书和几件衣服。他笑着对后辈们
说道：“我并非以此来向你们炫耀
我的清廉，而是想让你们知道，
我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朝廷
恩情的。”每到交税时，他总是率
先缴纳以作表率。在他的影响
下，“亲戚宗族，无大小远近，皆
畏礼守法。”陈瓒的子女在他的言

传身教下，凡求学者无不尊师重
教、勤学慎思，为官者公正廉
洁、义利分明，其中的代表就是
陈忠。

陈忠，字良辅，号葵轩，是
陈瓒的次子。

万历二年 （1574 年） 四月，
陈忠因父陈瓒秩满，得以成为荫
生，送国子监读书，学成之后，
被授予南京中军都督府经历司都
事一职。在任期间，他恪尽职
守，兢兢业业。故万历十四年八
月八日，陈忠进阶为文林郎。

万历二十一年 （1593 年），
陈忠调任广西府 （今云南泸西
县）知府，其政绩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其一，兴修水利。泸西县地
势低洼，水患频繁。陈忠刚一到
任，就带人勘察地形，访问百
姓，谋划修筑堤坝。次年，他捐
出俸禄，派专人修筑了多条水
坝。此后当地水患大大减少，物
阜民丰，百姓安居乐业。

其二，开办学校。万历二十
四年 （1596年），陈忠迁建学宫
于东门外三里处，规模数倍于
前，还建立了文昌书院，聘请有
名望的学者担任教师，吸引众多
读书人前来就读。他又在东郊建
射圃，恢复了射礼。这些措施促
进了当地文教事业发展，士风、
民风为之一变。

其三，平定沙夷。沙夷（当
地少数民族）劫掠东山，陈忠带
领乡兵在江边安营扎寨，出奇
兵，将叛乱剿平。他设置专门机
构负责缉捕盗贼，设乡长一职分
管各地方沙夷，在沿江各渡口设
哨兵，维护当地治安。他给当地
群众分发耕牛和粮种，制作农
器，教导农耕技术。

陈忠各方面的举措让时人对
他尊崇有加，甚至为其立生祠。
观陈忠一生，虽出身于仕宦之
家，却无纨绔之气，能继父清正
廉明之风、刚正不阿之行，一心
为民，兴利除弊，堪称良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