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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宝墨宝““回家回家””
杨静然杨静然

明清时期，在沧州城北门附近有
一家药铺叫育德堂，是城内有名的中
医世家贾家开办的。精湛的医术和高
尚的医德，使得育德堂声名远扬。不
仅如此，贾家还走出了一位赫赫有名
的书法家贾墨桥。

根据史料记载，贾墨桥生于咸丰
年间，从小练习书法，先后临过王羲
之等人的字帖，后又写篆书、隶书。
经过多年苦练，贾墨桥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风格，他的字是篆隶结合，风流
而苍劲。贾墨桥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
沧州书法名家，对后世影响深远。

遗憾的是，贾家却没有保存下来
贾墨桥的书法作品。

今年61岁的贾玉祥是贾家的第六
代人，贾墨桥是他的高祖父。贾玉祥
既善中医诊疗又通文墨，十分难得。
2023年 6月 27日，本报曾以《育德
堂：六代中医世家枕河居》为题，报
道了贾家的家族往事和运河情怀。贾

玉祥对没有留存高祖父的墨宝而深感
遗憾。

无独有偶，我市书画艺术名人卢
冠琴看到这篇报道后，辗转联系上了
贾玉祥，并将一幅珍藏多年的贾墨桥
的真迹送给了他。

这幅作品为篆体，长1.47米、宽
0.37米，写于清朝咸丰年间，“有容
德乃大”“无识才非真”几个字苍劲
有力、飘逸流畅。纸张虽已泛黄，但
难掩其墨香遗韵。

“十分感谢卢冠琴老师，能将一
百多年前高祖父的墨迹完整保存至
今，让我们后代得以一睹真容。”贾
玉祥说，从小他就知道高祖父医术和
书画都精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
但家里传下来的只有他的故事，从不
见其墨迹。

在沧州书画艺术圈，贾墨桥赫赫
有名，无人不知。他的字是篆隶结
合，风流而苍劲，对后世影响深远。

贾玉祥从小跟随多位书画名人
学习，也曾打听过高祖父作品的下
落，但见过贾墨桥真迹的人少之又
少。

今年已 86岁的卢冠琴，平日深
居简出，与书画为伴。得知贾家故
事后，他慷慨地拿出自己珍藏多年
的墨宝，送给了贾家的后人，并寄
信一封：“贾墨桥是清末沧州书画
家，善大篆、隶书、篆隶结合，余
有幸收藏……”

卢冠琴说，这幅书法作品是他偶
然购得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碰
到一位收破烂的师傅，对方手里正拿
着一摞宣纸，他打开一看，全是贾墨
桥、朱佩兰、张继等沧州书法名人的
作品。卢冠琴如获至宝，将这些作品
全都买了下来。

多年后，他购买的书法作品竟成
了贾墨桥难得一见的传世真迹。这也
了却了贾家人的心愿。

得到贾墨桥真迹后，贾玉祥将它
收藏了起来。

两代书画家因一幅墨宝结缘，沧
州人对书画的追求、博大精深的中国
书画艺术，全都凝聚在这幅作品中，
凝聚在了“有容德乃大”“无识才非
真”几个字中。

这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老兵。
战火纷飞的年代，陈月山17岁参

军入伍，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
役、渡江战役……跟随部队南征北
战、英勇杀敌。

新中国成立后，陈月山作为第一
代守岛人留在了海南岛，为海南省的
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硝烟
散去，老人带着自己的故事进校园、
进军营，为后代留下了一段段红色记
忆。

今年6月21日，97岁的陈月山走
完了传奇的一生。但他的热血往事并
没有随之消散，而是被许多人铭记
着。

从军报国 身经百战

1927 年，陈月山出生在盐山县
张会亭乡徐东北村 （今属海兴县）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打破了他和家人的平静生
活。

陈月山目睹国破家亡，一种使
命感油然而生，随后逐步接受进步
人士传播的红色思想。1944年，17
岁的他，加入八路军渤海军区回民
支队。

入伍后，他跟随部队拔除了小
山、苏基日军据点，参加了解放无棣
的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月山不顾家
里的爹娘，又随部队北上，参加了山
海关战役、四平战役以及辽沈战役
等。

陈月山的儿子陈伟岗常听父亲讲
起战斗往事，有时听着听着，泪水不
由得就溢出了眼眶。

他说，在东北，父亲所属的东

北野战军第 6纵队，辖第 16、17、18
师，由新四军 3师 7旅、渤海军区 3
个团等部组成。这支部队 1946 年 9
月成立于黑龙江省双城地区，始称
东北民主联军第 6 纵队，1948 年 11
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
军。当时，东北野战军第 6纵队，是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的主力部队
之一，曾参加四平保卫战等重要战
斗。

聚歼敌人王牌部队

1948年 10月，东北野战军攻克
锦州后，辽沈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围歼国民党军西进的廖耀湘兵团，
东野总部的作战方针是“拦住先
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在运动
中围歼国军廖耀湘兵团。陈月山所
在六纵的任务则是拖住“后尾”。在
廖耀湘兵团无法通过黑山而准备撤
返沈阳时，六纵及时赶到厉家窝棚
一带，堵截了敌人的退路，从而完
成了对廖耀湘兵团的围歼。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敌人出动
10万精锐之师，六纵只有两个师，约
3万人。而且，历家窝棚地势平坦、
视野开阔，非常适合机械化作战。面
对敌人猛烈的炮火，我军六纵官兵寸
步不让，像钉子一样钉在了雪地上，
打退了敌人10余次冲锋，以惨重的代
价堵住了敌人的去路。

陈伟岗说，在这场战斗中，父亲
的右肩中弹，鲜血直流，仍坚持着阻
击敌人。

“这场战斗，父亲印象深刻。虽
然受伤，但他总会略带自豪地说，截
住了廖耀湘，打败了新一军和新六
军，这可都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

陈伟岗说。
战斗结束后，陈月山被

送至医院。可医生在给他做
手术时，发现麻药没有了，陈
月山忍着剧痛让医生取出了子弹。
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对他心生敬
意。

一路南下 解放海南岛

辽沈战役结束后，陈月山随四十
三军入关，一路南下，参加了平津战
役、渡江战役、广州战役、广西战役
等，跨越数千公里，从北部边疆一直
打到了海南岛。

陈伟岗说，父亲总是称四十三军
为“铁军”，因为，四十三军所到之
处，都会取得作战胜利。

在渡江战役兰溪战斗中，陈月山
再次负伤，他一边疗伤一边随部队继
续南下。

1949年底，国民党残部败退至台
湾、海南岛、舟山群岛和闽浙沿海岛
屿，企图利用海峡天堑固守岛屿，阻止
解放军进攻。为消除敌人对东南沿海的
破坏、骚扰，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
第十五兵团，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进
行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解放海南
岛。

1950年 4月 16日 19时 30分，人
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共 8
个团、2.5万余人，分乘 380艘帆船、
32艘机帆船，从雷州半岛南端启航。
经过与国民党军舰彻夜海战，突破了
海上封锁。随后，部队与岛上守军开
战，陈月山和战友们所向披靡，歼灭
了敌人主力。

1950年 5月 1日，海南岛全岛解
放。这场战役历时58天，我军粉碎了

国民党陆海空军的立体防御。陈月山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守岛人，留在了
海南岛上。

在陈月山的军旅生涯中，从辽阔
平原到跨海作战，从北部边疆到祖国
最南端，他用双脚丈量了大半个中
国，为新中国成立和民族解放事业立
下了赫赫战功。

1953年，陈月山从部队转业，留
在了海南工作。战争年代，他两次受
伤，因此一直享有残废军人待遇。后
来，他在海南外贸食品进出口公司退
休。

老人一直保持着家乡口音和饮食
习惯，见到家乡的人也倍感亲切。

陈伟岗说，父亲生前常常高声
唱起《八路军军歌》，歌声中充满了
爱国之情。还有一条在临高角解放
纪念馆中展示的旧军毯，从东北到
海南，跟随父亲走过了近80年。

“父亲 1944年参军入伍，无论战
争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从未说
过苦；远离家乡扎根海南，从未有过
怨。他戎马一生，用热血和激情表达
着对祖国的爱，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
雄。”陈伟岗说。

打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打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组合拳组合拳””
多项措施走在全省前列多项措施走在全省前列

本报讯（记者） 9月 6日，沧州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召开了就业创业工
作座谈会。优秀退役军人代表，市
（县）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代
表，部分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负责人，市人社局、市税务局、沧
州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大家
听建议、讲政策、谈感受，群策群
力，为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
作再上新台阶出谋划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实现退役军人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维护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我市积
极探索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新机
制，通过政策推动、培训拉动、创业
带动，打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组合
拳”。一系列务实举措的实施，使得
我市退役军人就业企业工作走在了全
省乃至全国前列——

讲好回乡“第一课”。退役军人
一踏上家乡的土地，便会收到一个免
费职业技能培训的“大礼包”：退役
政策法规讲解、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
传、爱国主义教育宣讲等，让他们在
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角色转换。

打造“两个一”示范基地。打造
退役军人“校企合一、企训合一”一
体化“两个一”就业创业示范基地。

通过办学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教
学环境的改造、教学途径的创新，形
成学校和企业及培训的高度整合。同
时，在实施“培训加场”的基础上，
积极发挥创业示范基地、就业创业促
进会的带头、带动作用。目前，我市

“两个一”基地企业已发展到 64家，
基地中规上、“小巨人”、省“百强”
企业15家，高端培训机构12家，“两
个一”基地为全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全力赋能创业者。积极促进退役
军人投身乡村振兴，以“激活、赋
能、助力乡村振兴”为使命，大力加
强“兵支书”队伍建设，举办了“兵
支书助力乡村振兴”专题研修班，开
展了“订刊、赠刊、学刊、用刊”

“发现最美‘兵支书’”等一系列活
动。目前，全市共有“兵支书”841
名，在基层党支部书记中占比达到了
15%。2023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
的“耕耘者”振兴计划乡村治理骨干
（“兵支书”）专题培训班在我市举
办，为全省首次。

加大金融扶持力度。今年，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与沧州银行签署了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搭建了“戎耀”金融
服务平台，设立了退役军人专属服务

中心，提供快速、便捷、高效的金融
服务，帮助退役军人解决各类金融问
题。目前，已累计为退役军人提供创
业小额贷款 7000多万元，减免利息
160多万元。

典型培树激活力。河间市大庄村
“大校村官”石炳启先后获评“全国
模范退役军人”“全国最美退役军
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并当选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任丘美好家
园河北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宝民、
肃宁县西泊庄村“兵支书”任树军荣
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在第

三届河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
中，肃宁县河北东风养殖有限公司获
得了乡村振兴赛道一等奖……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这些优秀退役军人的
事迹鼓舞激励着更多退伍军人建功立
业、争当“排头兵”。

当天参会的职能部门及一些企
业，一直以来也都关心关注着退役军
人事业发展。比如海江集团、东风养
殖公司、美好家园、沧州银行等企
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广泛吸纳退
役军人就业，已为 400余名退役军人
提供了就业岗位。市、县两级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促进会等社会组织，也充
分发挥作用，切实为退役军人解决了
不少就业难题。就业创业“组合
拳”，让我市退役军人这一优质人力
资源能更好地服务于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陈陈 雷雷 摄摄

尊德巷尊德巷尊德巷
再现百年好家风再现百年好家风再现百年好家风
杨静然杨静然

近日，我市文化研究者、水利高
级工程师寇金星在民国二十二年《沧
县城关图》上发现了一条名为“尊德
巷”的胡同。他整理研究沧州地名多
年，第一次发现这条胡同，而且

“尊”“德”二字同时出现在地名里，
也很少见。

“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
这条胡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和故
事。”寇金星说。

经过研究，他发现，尊德巷背后
有一段传承数百年的家风故事。

志书再现沧州老地名

民国版《沧县志》载：“积善堂
在公署前偏西，明永乐间兵部员外郎
孙敬居也。原名‘尊德’巷，即今孙
家胡同。世有承德郎庐陵曾学士棨因
匾其堂，曰‘积善’。一时馆阁名公
俱有题赠”。

由此可知，尊德巷原名积善堂，
是明永乐兵部员外郎孙敬的宅邸，位
于沧州府衙西侧。

“根据史料上的记载，尊德巷在
州衙偏西，东接北门大街，西接马场
街，北侧为戴家胡同，南侧为李家花
园，位置大概在现今新华路南、清池
大道西侧的中国建设银行大院中。”
寇金星说。

《沧州志》古迹篇记载，尊德巷
有积善堂，为明永乐年间兵部员外郎
孙敬居所。因孙敬祖先乐善好施，德
被乡里，而孙敬本人“德业敦厚笃
实，明敏详慎，夙夜孜孜，惟善是
务。居官清慎勤苦。”百姓为示尊
敬，取胡同名为“尊德巷”，俗称孙
家胡同。自明初孙氏移民沧州，至上
世纪 80年代孙家胡同拆迁，这条胡
同存续了近600年。其间，一直有孙
氏的后人居住。

翰墨珍宝汇聚书法名人

之所以得名尊德巷，和孙氏家族
的家风密切相关。

孙家世代都是仁人君子，乐善
好施，许多人因得到孙家救济而免
遭饿毙。因此，孙家在当地深得民
心。

《渤海积善堂孙氏家谱》 中有
宣德元年（公元 1426年）翰林院侍
讲学士王英撰写的《大明赠奉直大
夫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孙公墓
表》，其中记载：孙氏家族明初自
怀来迁至沧州。孙敬祖父孙得才在
怀来时就“独好施与”，有“乡邻
之穷乏者，即思有以赒给之，度能
自存乃已”。可见，孙敬的祖父孙
得才在老家怀来时，就用家财救济
贫穷乡邻。

孙敬的父亲孙成甫举家移民沧州
后，辛勤耕作，不辞劳苦。他继承父
志，乐善好施，救济孤贫。当时，很
多百姓食不果腹，孙成甫得知后便援

手以助。
到了孙敬这一代，依然如此。

《渤海积善堂孙氏家谱》有一段孙敬
的简要履历，说他敦厚笃实，居官清
慎勤苦，当时的名人学士都赋诗赞扬
他的人品。虽然孙敬官职不高，但仕
途平稳，敦厚的人品使得他广交朋
友。

曾棨就是其朋友之一。他才学兼
备，有感于孙氏的善行，将孙敬的居
所取名为“积善堂”，以彰显其品德
善良敦厚，并为《积善堂》写了题
记。

自永乐至宣德年间，孙敬曾邀请
朝廷重臣、翰苑名流、书法名家为积
善堂著述，9年间共有 43人亲笔题
赞，最终汇集成《明渤海孙氏积善堂
题赞手卷》。手卷全长1964厘米，幅
宽31厘米。

乾隆八年《沧州志》浓墨重彩地
记载了关于积善堂的诗文，包括刘真
《积善堂箴》、余鼎《积善堂铭》、金
幼孜《积善堂记》。还有两首诗词：
周述《积善堂赠孙克恭》、胡俨《孙
氏积善堂诗》。

如此多的文人官宦为积善堂题
赞，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对孙氏家
族善行的肯定和世代为善观念的认
同。

忠厚家风传承百年

如今，尊德巷难觅踪迹，但孙氏
家族的故事仍在继续。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
传至今日已历 600 余载，其墨色粲
然，堪称研究明代文史、明代书法
史的重要实物与珍贵文献。更难得
的是，它汇集了一众朝廷重臣和书
法大家，这在中国古代史上并不多
见。为积善堂题赞的 40多人，都大
有来头，有宣德年间朝廷重臣、号
称“三杨”的杨荣、杨溥、杨士
奇；号称“二沈”的沈粲、沈度；
还有名臣金幼孜、姚广孝等。其
中，被明成祖朱棣授予太子少师的
姚广孝，《积善堂记》是他罕见的传
世手迹。

2011年5月，孙氏家族的后人将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捐赠
国家图书馆。

一条老巷，复活了一座城市的记
忆。岁月洗去了尊德巷昔日的喧闹与
繁华，沉淀下来的，是那份宁静美
好，是对良善的传承。

年轻时的陈月山

▲寇金星在
手绘地图中，清
晰地标注出了尊
德巷的位置。

▶《明渤海
孙氏积善堂题赞
手卷》局部。

红红色色记记忆忆

地名里的故事地名里的故事地名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