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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5日清晨，随着“每天一首沧
州诗”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第376首诗的赏
析，这个平台也迎来了一周年的丰硕成
果。沧州区域文化专家孙建感慨地说：一
年多来，有太多文化爱好者参与到沧州诗
歌的赏析中，他们对文化的执着、深情以
及在挖掘文化过程中一丝不苟、无私奉献
的精神让人感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激
活了文字记忆，延续了文献生命，进一步
完善了沧州的历史文化拼图。

首次“开发”沧州诗

对于沧州诗的整理，还要回溯到
2011年。那一年，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
梁振刚、孙建等文化研究者整理出版了
《历代沧州诗选粹》，全书共 12册。书籍
出版后，引起了沧州各界的广泛关注。但
长时间以来，因这套丛书部头大、内容
多、不易传阅，所以多被藏于各图书馆和
少量文化研究者的书阁中。

为了充分利用推广这份来之不易的宝
贵资源，2016年，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
委托我市文化学者潘洪斌编选了《沧诗
365》，并将这些历代沧州人所作的古诗印
在了 2017 年的日历 《沧州纪事》 里。
2017年是沧州建州 1500周年，《沧州纪
事》日历的每一页的正面展现了沧州历史
上的大事件，背面则刊印了一首沧州诗。
潘洪斌说，在选择这些诗歌时，既均衡了
各个县市，也兼顾了各种体裁，大致反映
了沧州古代诗歌的整体水平。

有诗，也要有赏析，让不同人从不同
角度去分析这些诗歌，以挖掘更多诗歌背
后的故事，体会诗人的喜怒哀乐，让古今
相通，让情感共鸣。这些年，孙建等区域
文化研究者一直在寻求一条行之有效的普
及沧州古诗的道路。

直到 2023 年初，研究所决定创建
“每天一首沧州诗”微信公众号，展开对
沧州诗的第一次“开发”。潘洪斌又在
《沧诗 365》的基础上，增删调整，选出
365位作者的376首诗。

平台采用“诗歌+注释+赏析+书法+音
频”的形式进行连载。来自社会各界的文
化爱好者、文化研究者们齐聚平台之上，
承担起宣传沧州诗歌文化的重任。林风莉
主动承担起注释的重任，赏析工作则由杨
景春、潘洪斌、孙建、曲炳国、王海池、
岳明洁、赵欣雨、戴岱、吕永森、强文
山、魏秀琴等承担起来。最后审核工作由
陈鸿意负责。

百位文化爱好者凝聚“爱”

“每天一首沧州诗”，这个标题是由书
法爱好者张克祯题写的，每首作品由市第
二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南堤镜湖书社的老
人们，还有沧州书法公社以及来自上海、
安徽等地的书法爱好者们书写完成。

潘洪斌在这一年中，感触颇多。他在
高中时期就对古典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
毕业后尝试创作，这些年来在读与写的同
时，也涉猎了一些诗话、词话，对文艺批
评理论也颇感兴趣。在写沧州诗的赏析
时，他受沧州学者“安且吉”《微评唐诗
三百首》的影响，刻意放弃了循规蹈矩的
鉴赏模式，尝试着自我突破，也和读者形
成良好互动。

潘洪斌说，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意识
形态也在不断改变，当代作者往往更加注
重创新，热衷于贴近时代却忽略了古典传
承。他希望通过对沧州古代诗歌的发掘利
用，进一步增强本地读者的文学素养，提
高大家的欣赏水平。

林风莉是“每天一首沧州诗”平台的
编辑者和播音员，一年来，每天工作之
余，她就与古诗为伴。她明了每一首诗背
后的历史故事，细细揣摩每一位诗人当时
的境遇和情感。她觉得每编辑一期，都是
对自己的一个提升，她希望通过深入学习

和研究这些优秀作者的作品，使自己也变
得更优秀。一年来，每个夜晚都要编辑到
深夜，清晨再第一时间把内容发出去，虽
辛苦，她却甘之如饴，心底会油然而生充
实的幸福感。她说，通过诗歌，可以感受
到古人的情愫，可以与诗人的情感产生连
接，这些诗就像时光的年轮，细细体会便
能看到通照古今的光，那份温暖便会融进
生命里。

岳明洁和赵欣雨是一对母子，他们共
同为“每天一首沧州诗”撰写赏析。岳明
洁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在与沧州诗的接
触中，她收获颇丰。通过撰写赏析，她强
烈地感受到了本土诗词文化带来的冲击，
了解了沧州历史上竟有如此多能人贤才。
她一边赏析这些作品，一边把它们带到讲
台上，和学生们一起分享，向年轻人传递
沧州地方文化的精髓，增强他们对地域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赵欣雨
说，参与“每天一首沧州诗”的赏析撰
写，对他而言是一份意外之喜。无论是整
理还是赏析，这个平台都为他带来了许多
接触古诗的机会。大学时期，他选修了古
典诗歌课程，学习了很多古代诗人的经典
名作，然而在接触沧州诗的过程中，让他
深入家乡，在这特定地域的大量作品中，
获得了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一年来的经
历，不仅为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很多
启发，也为他个人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
灵感。

吴树强从事古籍文献研究多年，在参
与沧州诗赏析的撰写中，他找到了更多乐

趣。“我们大家花时间，费功夫，在故纸
堆里摸索探寻，有所收获，还能分享给更
多的人看，这本身就非常好玩儿。”吴树
强说，这是一种点滴积累、还原千百年间
沧州历史上的生活情景、激活文献记载的
过程，是一种历史拼图游戏，你找一块，
我找一块，凑起来的就是局部甚至全部的
鲜活历史场景。

献县文化学者吕永森参加“每天一首
沧州诗”的赏析工作较晚，但感触很深。
他认为，“每天一首沧州诗”向广大沧州
人介绍了沧州诗歌的传统。通过阅读、鉴
赏沧州诗歌，让人们了解了古代沧州诗人
们的家国情怀，认识了沧州地域的文化和
精神风貌的生成过程。这个平台提高了人
们鉴赏古典诗词的能力，从而普及沧州
诗，并用鉴赏成果揭示出沧州文化内涵，
从而为建立有新时代沧州特色、沧州风
格、沧州气派的“沧州学”奠定基础。

四个平台
深挖沧州诗歌文化

2024年岁末，“每天一首沧州诗”发
布完毕，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又陆续新设
了“历代名人咏沧州”“沧州诗坛点将
录”“沧州闺秀诗选”“沧州诗话”4个栏
目，进一步巩固拓展诗歌阵地，深入发掘
沧州诗歌文化。

“历代名人咏沧州”通过历代外地人
笔下的沧州人物、风物，来丰富沧州文
化。“沧州诗坛点将录”用梁山排座次的

形式，对那些有特点的沧州诗人进行一次
别致而有趣的梳理，换一种手法二次传播
沧州诗歌文化。

沧州自古女诗人较少，因此前人王国
均在他的《国朝沧州诗钞》闺秀卷仅收录
了王淑昭、张贞范、吴氏、张氏、全淡
真、李氏、李绣英7位女诗人。稍后，王
国均在写《续钞》时，又发现了何玿玉、
于氏、吴端淑、祝韫慧、李莲芳、陈玉
秀、管爱莲、韩氏 8位闺秀女诗人。自
2005年起，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就开始
搜集沧州地区各县市的古代闺秀作品，20
年来，所获颇丰，近期已陆续推出这些女
性作者的诗作，最后将整理出版一部《历
代沧州闺秀诗选》。《历代沧州闺秀诗选》
将是河北省第一部地方妇女诗选，它的推
出将为全方位多角度挖掘沧州优秀历史文
化底蕴开辟一条新路。

诗话者，说人说诗，述轶闻，摘警
句，涉及诗歌内容、流派、风格、渊源、
批评、鉴赏、考订讹误，甚至格律音调，
不一而足。“沧州诗话”栏目，既录写沧
州人的诗话，也录沧州人写的诗话，旨在
丰富提高对沧州古代诗人及其作品的了解
和研究。

写诗、读诗、赏诗、品诗，大家乐此
不疲。口中有千言万语，也难以穷尽其中
的奥妙，而且大家对诗意的领会也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新的一年，沧州
区域文化研究所的学者们希望有更多诗词
爱好者继续关注支持并参与到“开发”沧
州诗的队伍中，为丰富沧州区域文化作出
更多贡献。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 12
月 14 日，狮城书画苑美术馆
开馆，首展了我市国家一级
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沧州中国画写意艺术研
究会会长王君的 50余幅作品。

此次活动由沧州中国画写
意艺术研究会精心筹备并主
办。王君在艺术天地里深耕
多年，其花鸟画作品，用笔
细腻且富有韵味，色彩搭配
恰到好处，在传承传统技法
的同时巧妙融入现代审美意
趣，将花鸟的神韵与姿态展
现得极为生动；他的西双版

纳写生作品，以敏锐的艺术
感知力捕捉热带雨林植被的
自然景致，以精微之处见天
地。每一幅都饱含着他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深度思
考，许多作品曾在国内外众
多展览中展出或获奖。

狮城书画苑美术馆的开
馆，将成为沧州艺术领域的
新地标。这里集书画展览、
交流艺术、书画培训等多功
能于一体，将不定期举办各
种主题展、个展、邀请展，
是一处氛围良好的艺术交流
空间。

吴桥县铁城镇文化站日前组织开展了首届“百姓大舞台”
展演活动。杂技、戏曲、舞蹈、歌曲、器乐等节目精彩纷呈，
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王月敏 摄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 日
前，沧州市博物馆举行了崔
庆超泥塑作品捐赠仪式。崔
庆超是沧州文化学者，本次
无偿捐赠的是沧州南皮历史
名人、晋代首富及文学家石
崇的泥塑作品。

崔庆超认为，为沧州历
史人物正名，能够更好地宣
传沧州文化。谈到为石崇塑
像的起因，是他多年来整理
和研究与沧州有关的成语。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和
石崇有关的成语如“十斛量

珠”“金谷酒数”等。他认
为，石崇因卷入宫廷斗争而
遇害，史书对他的生平事迹
记载有不公之处。随着研究
的深入，他发现石崇在其父
处，未曾分得家产，他很可
能是依靠自己的经商天赋白
手起家，而不是坊间传言依
靠劫掠成为首富。为更好地
让沧州的历史名人形象具体
化，他萌生了为石崇塑像的
想法。

于是，崔庆超特意拜访
了 泊 头 “ 三 痴 斋 ” 的 宋 长

峰，让他创作了石崇塑像。
在创作过程中，两位依据历
史画作的遗存，融入自身的
理解，尽力对石崇形象进行
了求实性的还原。

地方历史文化宛如璀璨
明珠，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
和精神传承。石崇作为沧州
南皮历史的代表性人物，是
这 片 土 地 文 化 底 蕴 的 一 部
分。崔庆超希望，通过捐赠
泥塑造像，不仅纪念石崇，
更是希望借此激发人们对沧
州历史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文化文化文化学者崔庆超学者崔庆超学者崔庆超
为市为市为市博物馆捐赠泥塑作品博物馆捐赠泥塑作品博物馆捐赠泥塑作品

“我们村从1976年就成立了红
白理事会，将具体标准纳进了村
规民约并坚持了 50年。我们还建
起了渤海新区黄骅市首家敬老
堂，创新启动了‘1+2’三餐模
式，即一正餐+两配餐，让老人们
实现了一日三餐全部免费！”采访
中，渤海新区黄骅市常郭镇李子
札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刘书榕，侃侃而谈，讲起他们
村的文明故事，满脸都是自豪与
幸福。

李子札村共有 512 户、1621
人，拥有五金企业 60多家，年纳
税额超千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同时，该村以“厚养薄
葬”为抓手推进移风易俗，取得
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
收”。

说到“薄葬”，该村从1976年
就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将具体标
准纳进了村规民约并坚持了 50
年。村上老人去世后全部火化，
不论家庭贫富，一律从简办事，
灵棚、棺木等均为固定公用物
品，由理事会统一提供、事毕收
回，老人骨灰盒视情况放置在祠
堂或者在公墓下葬。丧事上不搞
任何商业演出、不烧纸扎、不设
烟酒，家属只戴孝帽，不穿孝
衣。丧事布置宴席也是由红白理事会义务制作提
供，一桌席成本不超过 40元。刘书榕说，这样算下
来，李子札村平均一桩白事的费用仅在6000元左右。

去年农历正月十五，村里 95岁的孙月荣老人去
世了。老人 88岁那年做了一次心脏支架手术，放在
一般的农村家庭可能会放弃这次治疗，但是老人的
儿子邓优彪却坚持给老人做手术。他说“作为儿
子，我就是希望让老人多活几年。到了我这个年
纪，回到家，喊声妈，还有人答应，那是多么幸福
的一件事啊！”这几年，老人几乎失去自理能力，全
靠儿子儿媳伺候，但屋里特别干净，为此他们家还
获评沧州市级“最美庭院”称号。

再说“厚养”。自刘书榕上任之初，在村中走访
时发现一名叫刘树荣的老人。这位老人子女不在身
边，她每天口袋里总爱装一双筷子，到饭点的时候
就去邻居家蹭饭，还有一些高龄老人吃饭时经常是
开水泡馒头“对付”着吃。于是经过刘书榕和村干
部们商议，2022年，在村上开办了渤海新区黄骅市
首家敬老食堂，免费向村上80岁以上老人提供午餐。

在创办初期，村上有着 50多年党龄的刘凤岩老
人，颤颤巍巍地拿来 200元钱，说：“书榕啊，听说
村里建设敬老食堂，这可是大好事啊，我是一名党
员，我得带头捐钱。”刘书榕知道这是老人靠捡破烂
卖破烂换的钱，非常感动。就这样，在老人的带动
下，短短 5天时间，村民们就捐助爱心善款 20余万
元。

敬老食堂根据老人身体状况、饮食习惯，精心
调配制定了多样性营养套餐，保证让老人们吃饱、
吃好，吃出健康。去年，刘凤岩去世了，临终前又
向敬老食堂捐了 3000元钱。善款虽然不是最多的但
是最沉甸甸的，因此刘书榕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敬老
食堂坚持搞下去。今年5月份，在敬老食堂创办两周
年之际，他们创新启动了“1+2”三餐模式，即一正
餐+两配餐，让老人们实现了一日三餐全部免费。

如今村民们奉献爱心蔚然成风，志愿服务更是
由原来的“不好意思”到现在人人争当志愿者。他
们在村委会门前设立了“功德榜”，村里好人好事全
部登榜。同时，每年都会开展最美婆媳、妯娌评
选、最美家庭及文明村民标兵评选活动，全村的凡
人善举不断涌现，先后有 300多人获评各级先进称
号。

移风易俗基层行移风易俗基层行

村志愿者免费为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拍摄婚纱照。

▲大家探讨，为古诗平
台命名。

▶新的一年，推出更多
沧州古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