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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运河一席谈情系运河一席谈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特别策划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特别策划 飞刀书画赢得满堂彩飞刀书画赢得满堂彩

沧州纪晓岚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 李冬：纪晓岚是 300年前在大运河
走出去的一代文宗，他少年时曾在运河
边的水明楼读书，一生写下了不少有关
运河的诗文，为沧州运河文化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史料。近年来，沧州纪晓岚研
究会普及运河知识，整理文献资料，深
入挖掘研究大运河相关课题，转化研究
成果，助力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

沧州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 石松林：近
年来，我们创排了多首原创运河歌曲，在
河北群众文化赛事中，我们选送的广场舞
《运河新韵》、歌曲《运河沧州》分别获得
“大家跳”一等奖、“大家唱”二等奖。
《运河新韵》还代表河北省参加了全国广
场舞展演。以后，我们将围绕运河文化创
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央视签约歌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
员 袁冰：我的家乡南皮有着悠久的民
歌创作基础，《茉莉花》《放风筝》等民
歌都出自这里。我也是在运河边成长起
来的歌手。近年来，大运河的变化触动
了我，我演唱了很多歌唱运河的作品。
运河是一条南北文化交流的纽带，留下
很多音乐遗产。我愿意把运河的歌声传
播到全国各地。

国家高级导游、市旅游协会导游分
会副会长 代凌波：沧州从一个不知名
的非旅游城市，变成受游客追捧的小众
旅游城市，对我来说，是最开心的事。
作为一名从业 20多年的导游，原来我
带着沧州人去游览其他城市，现在我可
以在沧州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今后，
我还要继续丰富自己，把对家乡的热爱
融入每次导游讲解中。

运河写作者代表 娄勇：一条大河
能找到明晰的起点，我只想打开一滴运
河的水珠。作为一个沧州人，一名普通
的文学爱好者，大运河是我文学创作的
源泉。从2018年开始，我创作了《从大
运河出发》《南川楼 一座城市的宝石》
等 70余首（篇）有关运河的诗歌、散
文。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笔，赋予运河新
的生命力和时代意义。

河北手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忠连：今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
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实施五周年。公司
是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同步发展起来的。
十年来，我们打造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区
域文化消费品牌。未来，我们将结合文化
产业、创意产业，不断推动大运河文化创
新发展，用商业语言讲好运河故事。

杨金丽整理

■ 策划：张徽贞 周红红

■ 执行：齐斐斐 杨金丽 杨静然 寇洪莹

在这场“大运之河 全域走读”大型社
会活动上，河间市非遗飞刀书画传承人胡
胜利、胡鹏川父子为大家现场表演了飞刀
书画，仅用 4分钟，6个直径 1.2米的大字

“沧州包记甜心”就跃然纸上。众人围观欣
赏，纷纷赞叹、鼓掌。

胡胜利今年53岁，出生在河间市卧佛堂
镇小店村。他自幼酷爱书画和剪纸艺术，长
大后拜师学艺，后来去北京发展，开办博雅
轩画院，其作品多次被国内外友人收藏。书
画创作之外，他将家传的飞刀书画艺术发扬
光大，融书法、绘画、双勾、篆刻、剪纸于
一体，使之更符合现代审美。

现场，胡胜利手拿刻刀，在一张长 10
米、宽1米多的红色刻纸上篆刻书法。只见
他刀随心转，动作轻灵，不一会儿，一个硕
大的“沧”字就一气呵成。他的儿子胡鹏川
在旁解说：“运河沧州段与书画艺术有不解之
缘。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是历代书法的
典范，麻姑的传说就起源于沧州……”胡鹏
川的解说刚结束，胡胜利的飞刀书画也刻下
最后一笔，赢得满堂彩。 杨金丽

当天，住在运河边的南皮县陶艺师张
中正携带自己精心制作的“诗经”陶瓷作
品来到活动现场，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家族
以及他本人的创作故事。

张中正是张之洞第6代族孙，也是张陶
窑陶瓷非遗技艺第 19 代传承人。张陶窑
和大运河密切相关。明代初期，张中正的
先祖在北京通州从事制陶业，后沿运河来
到南皮。发现这里的土质适宜做陶瓷和砖
瓦，张氏在此定居，并建窑厂村，制陶手
艺一传几百年并绵延至今。张中正发扬光
大了家族陶瓷制作技艺。除了烧陶制瓷
外，他还兼习书法、绘画，在陶瓷的设
计、绘制、烧制上颇有建树。他制作的高
温窑变陶瓷器具曾多次在全国获奖。

张中正说，沧州不仅有运河文化，还
有诗经文化。南皮尹吉甫是周朝的政治
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诗经》的采
风者、编纂者。受此启发，他创作出近百
件“诗经”陶瓷系列作品。他带到现场的
两件作品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色。大家不仅
被张中正的作品所吸引，也被这个家族几
百年传承制陶技艺的故事所感动。

杨金丽

““诗经陶瓷诗经陶瓷””惊艳众人惊艳众人

七八百年前的金元时期，在大
运河畔沧州城西，有一家名为丰成
馆的客栈，堪比今天的五星级酒
店。每天，南来北往的士子商贾在
这里短暂休憩时，会端起印有“丰
成馆”字样的精致茶杯或白釉瓷
碗，品茗或宴饮。

而今，在这个位置上，一家名
为沧州包记甜心的烘焙工厂店，迎
接着八方宾客。敞开式的操作间
里，甜点师正有条不紊地制作着各
种甜品，在人、货、场的全新购物
体验中，消费者可随心所欲地选购
甜品，品尝生活的甜蜜。

8月 20日上午，由沧州日报社
主办、佳焙多（北京）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协办的“大运之河 全域走
读”大型社会活动（第四场）在沧
州包记甜心举行。大家一起行走运
河、探访古迹、寻找文化的根与
魂。穿越时空，我们仿佛看到了这
段运河的前世今生。

选址运河畔
更多源于对运河的感情

“美丽的沧州是我故乡，那是
我日夜思恋的地方。那儿有大运河
穿城而过，那儿有大枣园儿蜂飞花
香……”一曲充满地域风格的《沧
州故乡情》，拉开了活动的序幕。演
唱者是我市央视签约歌手、中国音
乐家协会会员袁冰。

沧州日报常务副总编张徽贞
说，运河文化是沧州的文脉之一，
是浸润在沧州大地血脉中的文化基
因。大运河像一条脐带，千年不息
地输送着物质和精神的养分，养育
了运河两岸的子民，也带来舌尖上
的乡愁味道、烟火人间的生动美好。
漕运兴盛时，运河边商铺云集。这
次举办活动的地方，几百年前曾是
丰成馆，出土过很多文物，沧州市
博物馆内设有它的展区。而今，沧
州包记甜心在此开店，给生活加甜，
让文化入心，带来商业新风的同时，
也必将续写新的运河故事。

佳焙多（北京）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裁张辛军是沧州包记甜心
的管理者，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沧
州人。他说，大运河是沧州的文化
根脉，在甜品研发创意上，给他们
带来了不少灵感。当初选址运河
边，更多源于自己对这条河的感
情。而今，随着沧州大力推进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运河两岸人兴业
旺，门前街道人流如织，沧州包记
甜心也正在享受大运河文旅带来的
红利。他们的企业文化是匠心独
运、甜蜜共享。未来他们将在甜品
制作中融入更多地域文化元素，打
造独具魅力的甜品品牌。

活动现场，沧州包记甜心工作
人员为大家展示了一款特别制作的
文创月饼。制作者巧妙地将“运河
湾”“铁狮子”“南川楼”等沧州文
化元素融入设计中，让大家在品尝
美味的同时，也能体会到沧州深厚
的文化底蕴。

随后，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刘国江为沧
州包记甜心颁发沧州日报社“文化
志愿者联盟活动基地”牌匾。

行走大运河
感受运河岸边商贸气息

大家从沧州包记甜心出发，

一路行走运河，探访古迹。
“这一段可看的古建、遗迹、遗

存非常多。”任丘市政协副主席、文
物专家郑志利边走边介绍。多年前，
他参与了丰成馆的考古发掘工作。当
时出土的金元时期的文物多达几十
件，很多瓷片上都有“丰成馆”字
样。考古队认定，这是定制瓷。能定
制瓷器的绝非一般商家，只有“五星
级酒店”才有这样的实力。

在 新 华 路 与 水 月 寺 街 交 口
处，一块刻着“明幞头城西门望
瀛门遗址”的石头吸引了人们的
目光。郑志利说，从西城墙到运
河堤这片窄长的地带，都属城厢
经济带。这里分布着缸市街、锅
市街、钱铺街……从街巷名称中
就能感受到大运河扑面而来的商
贸气息。曾经的丰成馆就位于现
在沧州包记甜心的位置上。

从新华桥步行到解放桥，800
多米的路，走不多远，郑志利就会
停下脚步，介绍运河两岸的考古发
现和背后的故事：这边出土过隋
井、唐墓、金元时期的沉船；那里
曾是码头、寺庙、梅公祠遗址；古
朴的吕宅已有百年历史，修缮后有
望向市民免费开放……

佳焙多（北京）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裁吕奎边走边听边感慨：快
节奏时代，不少年轻人对生活的周
边几乎一无所知。这次行走运河，
让他对沧州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
解。他反躬自省：自己住在北京崇
文门，对崇文门的历史文化又了解
多少？“受此启发，我觉得企业也有
责任做好文化方面的传播和经营，
尤其要让年轻人了解这座城。”

考古·绘图·摄影
不同角度讲述运河故事

行走运河活动结束后，大家从
解放桥集合，一路向东，来到位于
新华区欣怡小区的沧州包记甜心体
验店。访谈环节在体验店会议室进
行。

郑志利从事运河考古工作已有
26 年，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都

在和各种文物打交道。 1998 年，
他参与到发掘东光码头沉船的考
古工作中。当时天气炎热，他们
长期野外作业，条件非常艰苦。
一天，清理完沉船上的土，一摞
摞瓷器展现在面前，他兴奋得两
眼放光，连日的疲惫一扫而光。
接下来，几乎每天都有重要考古
发现，他也一直处于一种亢奋的
工作状态。从那以后他明白了，
考古是能让人达到忘我之境的。

郑志利还从考古学角度讲述了
运河出土的各种文物，以及文物背
后灿烂的历史。考古过程中，他还
得到过乡民不少的帮助，收获了很
多感动。他说，所有这些都得益于
运河。

无论是行走大运河，还是在访
谈现场，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寇金星一直拿着一件“宝
贝”——手绘老地图。他用这幅地
图串起了沧州城的前世今生。几百
条老街小巷、5座城门都被标注出
了确切的位置和名称，许多消失已
久的宅院、庙宇、医院、学校，也

“复活”在了地图上。
寇金星不仅是运河文化的研究

者，还是一名水利高级工程师。他
从历史和水利的角度讲解沧州州治
迁到运河畔的选址原因以及南湖的
成因，令人耳目一新。他还说，如
今沧州仍有部分街巷保持着百年前
的名称和模样，他建议相关部门为
这些街巷制作更为醒目的标志牌，
让更多人关注古城文化。

我市资深摄影师、新闻摄影记
者王少华今年 74岁，每天早晨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只要天气
好，他一准儿背起相机往运河边
跑。在众多题材中，他拍得最多的
是大运河，拍摄时间最长的也是大
运河。从 1976年拍下第一张大运河
的照片至今，他倾情拍摄大运河已
经48年。

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码，
数万张照片是
王少华献给母
亲河的礼物。
活 动 现 场 ，
不 同 季 节 、

不同光线、不同角度的运河的模样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大家惊呼：

“运河太美了！”他说，多年行走运
河，记录、见证了运河沧州中心城
区段修复与城市建设的蝶变，对这
条河的变化感受颇深。他展示不同
年代的堤顶路，展示运河沧州段上
种类、数量不断增多的鸟儿，展示
沿线的村庄和景点、人们的生活和
笑脸……在他的镜头下，流过悠悠
岁月的大运河，清秀得像个水灵灵
的小姑娘。

匠心与品质
文化元素融入品牌设计

沧州包记甜心驻足运河畔，在
不同的时空传承着运河文化：甜品
有运河地标景观的创意，包装上也
有不少沧州文化的印记。参观时，
大家感受最深的是甜点师们制作甜
品时那不急不缓、从容自若的模样。
公司副总裁张辛军说，甜品是有灵
魂的，每份甜品都承载着制作者的
用心与情感。有人赞叹，在快节奏
的今天，一家甜品店告诉了人们什
么是匠心。

副总裁吕奎说，沧州包记甜心
的顾客大多是“95后”“00后”，针
对这一顾客群，公司有自己的媒体
矩阵，但他们并不过度营销，而是
首先追求品质，实打实地做好产品
和服务。

在访谈环节，吕奎表示，佳焙
多奉行“七二一”的经营原则。

“七”指的是坚持现代化的经营原

则，包括店面设计、经营体系等，
这部分在企业经营中占比 70%；

“二”指的是研究所在地的文化心
理，在产品、包装等方面，紧扣地
方特色，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
这部分占比20%；“一”指的就是企
业的经营理念与所在地的文化观念
结合在一起，进行创新性设计，这
部分占比10%。

“沧州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运
河文化，还有武术文化、杂技文化
等。把这些元素融入包装、设计、
制作中，就能让甜品拥有不一样的
味道。”吕奎说，这是包记甜心正在
发力的方向。

吕奎还介绍了中西方甜品的发
展历史和融合过程。他说，甜食最
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唐宋时期出现
蔗糖后，甜食才进入千家万户。19
世纪中后期，以面包为代表的烘焙
产品从西方传到中国，当时主要集
中在运河沿线城市及东南沿海地
区。“窥甜食而知富庶。我们选择烘
焙这个赛道，就是觉得未来烘焙业
大有可为。”

吕奎说，参加这次活动，尤其
是了解了大运河和丰成馆的前世今
生后，他有了更多的思考。一是几
百年前的大运河畔都有“五星级酒
店”，今天沧州包记甜心也应该向五
星级产品和服务的方向努力。二是
有可能的话会在店内做一个丰成馆
的文化体验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
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三是以沧
州包记甜心为基地，练好内外功，
为更多人带去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和
服务，让甜蜜味道幸福一座城。

▲“大运之河 全域

走读”大型社会活动（第四
场）访谈环节在沧州包记甜
心举行。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刘国江
（左） 为沧州包记甜心颁发
沧州日报社“文化志愿者联
盟活动基地”牌匾。

▼活动结束后，大家
合影留念。

访谈现场访谈现场（（左起左起：：王少华王少华、、寇金星寇金星、、郑志利郑志利、、吕奎吕奎、、齐斐斐齐斐斐））

郑志利郑志利（（右二右二））为大家讲解运河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为大家讲解运河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