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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八景之九河烟草南皮八景之九河烟草
清·马士琼

赏析：
古人云“沧海桑

田”，据东晋·葛洪《神
仙传·麻姑》讲，“麻姑
自说云：‘接侍以来，
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
到蓬莱，水又浅于往
者，会时略半也，岂将
复为陵陆乎？’方平笑
曰：‘圣人皆言，东海
行复扬尘也。’”这个
故事说的是，麻姑自接
受天命以来，已经见到
三次沧海变为桑田了。
现代地质学研究发现，
近十万年间，沧州曾经
历了三次海浸，即沧州
海浸、 献县海浸、黄
骅海浸。不论是否是神
话与历史研究出现了巧
合，但地形地势、山川
地貌会随时间而变化，
尤其是华北平原。《尔
雅》记载，禹分九河
为：徒骇、太史、马
颊、覆鬴、胡苏、简、
絜、钩般、鬲津。但九
河具体在什么地方？却
早就不清楚了。《尚书
地理今释》记载：“盖
九河故道，自春秋时已
湮废迁徙，汉、唐以
来，诸儒访求古迹，就
所见之断港绝潢，指为
某河某河，似乎是非不
可知。然河自大陆以
北，顺势下趋，禹时九
河自当在德州以上河间
数百里之地。考之于
古，验之于今，是亦可
信也已。”可见，九河
的具体位置，只能是依
靠典籍和现状来推断。
首联“人间陵谷几移
迁，望里晴光接远
川”，描写了古黄河故
道的风景，南皮地处九
河下梢的核心区域，明
清两代，南皮境内仍然
是河道纵横交错，其中
鬲津河就是古黄河九道
之一。晴空里远望，原
野高低起伏，河流蜿蜒
曲折，水光天色相接，
虽然分不清哪里是古黄
河，但到处又都像是古
黄河的遗迹。作者巡游
南皮，具体看到的是哪
一条河，诗中并没有标
明，但沧桑巨变，物是
人非，谷低陵高，高陵
变谷，低谷变陵，足以
令诗人发出了感慨。

颔联“支派尚留神
禹迹，薜萝犹带汉时
烟”，借景怀古，缅怀
与南皮有关的两位古
人。“支派尚留神禹
迹”，写诗人看到古黄
河遗留下的一条条支流
派水，仿佛就是看到了
古时大禹治水的足迹，

引起了自己对大禹的赞
叹，大禹治水成功，为
天下苍生立下了大功。

“薜萝犹带汉时烟”表
面是写河边上的野草还
带着汉朝的烟霞，其实

“薜萝”还有一个意
象，是指隐士居住之
地，用“汉时烟”一
词，不由得让读者想到
汉朝名士隽不疑。隽不
疑是西汉渤海（今南
皮） 人，精通 《春
秋》，初在渤海郡中担
任文学官，其言行举止
必定遵循礼仪规范，声
名闻于州郡，后经举荐
先后在地方和朝廷任
职，建立了许多功业，
晚年回家隐居。古人讲
人有三不朽，立功、立
德、立言，大禹和隽不
疑一个是圣王，一个是
名贤，都为国家和百姓
立下了大功大德，人民
永远称道他的功绩。颈
联“槎沉碧落邀明月，
雁背斜阳下暮天”，描
写了傍晚古黄河的风
景。竹筏漂浮在水面
上，天空映照在水面，
明月已经升起，夕阳西
下，大雁低飞，天色渐
暗。这和王勃的“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之句有异曲同
工之妙，作者又增加了
明月的描写。通过“薜
萝”“雁背”推测，结
合南皮物候分析，作者
过古黄河的时间可能是
在深秋季节；傍晚“邀
明月”，日子最有可能
是在初八到十五之间。

尾联“观洛几深怀
古意，不堪惆怅晚风
前”，再次引用典故，
表达自己惆怅的心情。
《易·系辞上》说，“河
出图，洛出书”，中国
古代的 《河图》《洛
书》，太极、八卦、周
易、六甲、九星、风水
等皆可溯源至此，是中
华文化的智慧之源，都
是圣人们在治理水患时
观察和思考获得的，这
里面的道理非常深奥，
想到古人的智慧和功
绩，沐晚临风，怀古思
今，荡气回肠，不由人
不产生无尽的惆怅。由
于气候变化，今天的南
皮已经很少见到这种景
象了，但有两处可以看
到诗中类似的景观，一
是南皮县与山东省宁津
县的界河漳卫新河，二
是大浪淀水库及周边地
带。

赏析：曲柄国
整理：齐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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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陵谷几移迁，望里晴光接远川。

支派尚留神禹迹，薜萝犹带汉时烟。

槎沉碧落邀明月，雁背斜阳下暮天。

观洛几深怀古意，不堪惆怅晚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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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清晨，运河区双金公园里，暖
风和煦，书声琅琅。每天都会有不少孩子
和家长在这里共读国学经典，在传统文化
的浸润中不断成长。

双金公园公益读书会自2021年建立以
来，已带动了 1600余人读经典、爱经典、
用经典，让每个人在国学经典中遇到了更
好的自己。

1600余人在经典中受益

对于公益传承国学经典，组织者缑海
生说，这是水到渠成、自然涌动的事。

今年45岁的缑海生在上学时，就常常
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了，古人写下的有关
品德修养的文章，自己的脑子里是少之甚
少。因此他常觉得很自卑，也时常责备自
己。有不足便会有所求，于是，在上大学
二年级时，他便借助自己在学校就业科勤
工俭学的便利条件，特别留意来校招聘的
单位。最终在毕业那年，他决定放弃去公
办学校工作的机会，选择了去北京七宝阁
书院与书为伴。原因是他曾被书院影壁墙
上的“格物致知”以及石碑上的“蒙学养
正”深深吸引。

后来有一年春节，缑海生和书院
的老师们去给名誉院长楼宇烈先生拜
年。楼老又为他们详细解释了“蒙学
养正”这四个字的深意。楼老旁征博
引，为他打开了国学经典的新天地。
于是，从那时起，缑海生便萌生了一
个想法：我要自己读经典，也要教我
的学生读经典。

之后由于家庭原因，缑海生和爱人
回到了沧州，办起了爱德学堂，专门深
研国学经典。2021年，二人决定创办公
益读书会让更多孩子受益。其间还有一
位国学爱好者朱慧也愿意一起参与创
办。就这样，他们在 2021 年 4 月 6 日那
天在双金公园开启了公益读书会。“开
始只有 5 个家长和 4 个孩子跟着读，到
暑假时人就慢慢多了起来，但到冬天人
就又少了，有时就 1 个孩子 1 个家长，
我和爱人也坚持带着读。”缑海生说。

正是有了这份坚持，慢慢地，读书会
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加入到
学习和志愿者的队伍。目前，公益读书会
已步入第5个年头，共有1600余人在学习
经典中受益。

中外经典共读

大声诵读，沉浸其中。几年来，双金
公园的清晨都是书香满园。缑海生说，公
益读书会由最初的只有 9人，每日晨读
《论语》，发展到现在的晨读会分 3组共读
（初学组、精进一组、精进二组）、晚读会
分为两组共读（论语组、孟子组）。诵读
内容也更加丰富，包括中文经典《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选》
《易经》《诗经》等数十部；外文经典有
《小爱神与喜颂》《仲夏夜之梦》《莎翁十
四行诗》等。

缑海生介绍说，读书会学习的方式很
简单，就是只诵读不讲解。这样一来，孩
子们没有压力，学习动力也更强、更持
久。古人有云：“凡人有记性，有悟性。
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
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
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人凡有
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
读。”所以，当成年人也认识到这一点，
他们不但会邀请亲朋好友的孩子来参与共
读，自己也加入了这个诵读的大家庭。现
在的读书会，下至垂髫小童，上至耄耋老
人，都在诵读国学、学习经典。为此，读
书会的组织者还为 3岁以下的宝宝们设立
了幼儿经典组，除了每日带他们倾听哥
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读
经典外，还会用20分钟为他们进行美术经
典诵读、音乐经典诵读等。

5年来，孩子和家长们严寒酷暑都在
坚持共读，不曾懈怠。他们曾在学校操
场、银行自助取款室、地下停车场坚持诵
读经典。正是这份坚持，得到了很多社会
爱心人士的认可，为他们提供了室内场
地，解决了冬日无处读书的困扰。

孩子背诵量超2万字

经过长期的坚持，读书会的学子和家
长都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和成长。目前，已
经有 200余人完成了经典包篇、包本，很
多孩子的背诵量已超过2万字。

读书会李欣桐的妈妈郑红玲，是一名
产康理疗师。她和女儿从2021年7月份开
始跟着缑老师读经典，那个时候女儿刚上
幼儿园小班。郑红玲最初接触到公益读书

会，是看到朋友圈里关于读书会的信息。
因为她本身也喜欢读书，而且又了解到读
书会是诵读国学经典，就果断带孩子加入
了这个读书团队。4年多以来，她跟着孩
子一起学习、一起诵读，收获很大。她
说，经典不单给予了她们智慧，更重要的
是培养了孩子早睡早起的习惯，锻炼了孩
子坚持做事的韧劲儿。

一年前，郭诗珊一家加入了公益读书
会。如今，翻开两个孩子盖满印章的“读
书存折”，回顾这段晨读时光，她惊喜地发
现，不仅孩子的学习习惯有了改变，整个
家庭的氛围也变得更加和谐温暖。2023年
10月，郭诗珊迎来了她的第二个孩子。次
年春天，她和婆婆带着小女儿去公园晒太
阳时，偶然发现一群人正在诵读《论语》
《孟子》等国学经典。起初，她以为只是普
通的朗读活动，并未太在意，但婆婆坚持
带着刚上一年级的孙子去参加。婆婆每次
回来都说：“挺好的，咱们全家一起去
吧。”于是，他们调整作息，每天清晨5点
多起床，连当时仅 6个月大的小女儿也一
同前往读书。一年的晨读时光，让她明白
了：教育不是疾风骤雨的灌输，而是春风
化雨的浸润。那些清晨的朗朗书声，终将
成为孩子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

语琪妈妈已经和女儿在读书会亲子共读
两年了。两年前的暑假，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得知双金公园有诵读经典的公益读书会，
那时的她刚刚经历了人生低谷，正是是通
过学习传统文化，才走出了身体和精神的
痛苦。所以她深信经典文化可以提升孩子
的智慧，可以让孩子从容地面对以后的人
生。从那开始，她每天早晨6点到7点陪女
儿去公园大声诵读经典。至今，女儿已经
读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
经》《内经知要》《柏拉图苏氏自辩》，记忆
力和理解力都有了很大提升。而她最高兴
的是女儿越来越阳光开朗，遇到烦恼会很
快化解。她希望更多家长和孩子参与进
来，通过诵读经典，遇到更好的自己，拥
有幸福的人生。

在投入齐越教育馆建设的过程中，我
研读了一些与齐越先生相关的资料，其中
包括由齐越夫人杨沙林女士整理编辑的
《齐越诗选》，里面收录了齐越晚年写的
160余首古体诗，多为七言绝句，其中有4
首为 1990年前所作，其他成诗的时间为
1990年元旦至 1991年 9月 10日。掩卷深
思，感慨万分。作为新中国播音事业的奠
基人之一，第一位播音学教授，齐越先生
真是：丹心不老志犹壮，诗中洒下播音情！

诗言志。齐越的诗说不上造诣深厚，
笔技高超，大都通俗易懂，但从中可以体
会到他对党的播音事业的忠诚、对亲友的
真诚。杨沙林女士在接受《中国新闻信息
报》记者采访时说：“在齐老住院的 5年
里，我每周都要去陪他几天。他躺在床
上，左臂瘫痪，用仅能活动的右手不停地
写，写散文也写诗。其实，他的文笔并不
是非常好，但他的情感特别的真。”

杨沙林女士在《齐越生平和播音业务
活动简编》中记述：1987年 10月，齐越
患脑中风，次年 9月病情复发住院，病情
好转后的1990年便开始用“打油诗”的方
式记日记，抒发对时事政治、接待来访
者、与听众书信来往等的感想，每天至少
一首，多则三五首。正如齐越带有自谦和
诙谐意味的诗句所言：“到老春蚕尚有
丝，卧床西山乱作诗。不三不四无规律，
一字一句动情思。”这段患病的时期，“写
东西”便成了齐越的一种精神寄托，一种
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诗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播音的
人、事有关。可见，虽然齐越晚年患病，
身体欠佳，但对于播音事业仍有着难舍的
情怀，也投入了极大关注。我仅就这部分
作品谈谈自己的感受。

《真理之声》是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
事业创建 50周年而作，成诗时间是 1990
年8月16日，这一天正是齐越从事播音工
作 43周年纪念日。43年前，他是在太行
山麓位于河北涉县西戎镇沙河村的窑洞里
开始向全国播音的。1940年 12月 30日，
中国人民广播的第一声，从延安发出，这

标志着中国人民广播的诞生。抚今追昔，
齐越这位老广播员心潮如涌，感慨万分。
下面是他《真理之声》的全部4首：

（一） 隔山隔水不隔音，弃暗投明指
南针。我党威力何其大，人民声音抵千
军。

（二） 茫茫黑夜寻灯塔，延安窑洞播
“新华”，马列真理无不胜，祖国遍地自由
花。

（三） 身居大厦不忘本，总理指导后
来人。延安精神代代传，队伍面目日日
新。

（四） 短促一生话筒前，二十世纪尚
未完。思想感情和语言，献给祖国情声
酣。

诗中的“新华”指“延安新华广播
电台”，这是人民广播的起始名称，后相
继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
播电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再后来改
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诗中提到的“身
居大厦不忘本，总理指导后来人”说的
是令齐越难以忘怀、对他以后工作生活
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件事：1959年9月，周
恩来总理来中央台视察。当时齐越和潘
捷正在播《新闻联播》，总理一直在播音
室窗外看，直到他们播完。当时总理亲
切地对他们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
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
延安精神做好工作。”此后，他一直以总
理的叮嘱为座右铭。这几首诗形象概述
了人民广播的发展历程，其中不知凝聚
了齐越多少的深情和心血。

齐越忘不了进驻北平时的兴奋心情，
忘不了天安门城楼直播开国大典盛况的喜
悦豪迈，忘不了一篇篇感动人心的作品对
他的激励鞭策，忘不了一封封打动人心的
听众来信……这一切书写了他几经风雨而
又精彩纷呈的播音人生。

诗集中有多首是表达对同行同事以及
年轻一代播音员主持人的希冀和赞美之情
的，如《赞赵慧同志》《赠关山同志》《赠
陈醇同志》等，此类诗竟有20余首。

在《赞敬一丹》一诗中，齐越写到：“百

折不挠敬一丹，奋发图强志冲天。主持节
目素质好，心有观众情无边。”

敬一丹是齐越所带的研究生，后来成
了央视著名主持人，对学生的关注和疼爱
自在情理之中，诗中表达了齐越对敬一丹
勇于进取的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和
赞美。

林如曾撰文回忆和齐越共事的经
历：“多年和齐越同志相处，我感受到的
是严厉和爱护的统一。”从他的很多诗中
可以看出，虽然齐越因年事已高，身体多
病，早已退出播音岗位，但对晚辈和同事
的关注和关心却无时不在，他们的进步让
齐越内心泛起欣慰的涟漪。

有的诗作则传达了播音创作的理念和
表达方法，是齐越播音思想的另一种表现
方式。《情和声》的其一：“思想感情和语
言，骨肉难分一浑然。发声要发有情声，
未曾出声情在前。”其二：“有情无声哑口
人，有声无情绣花枕。声情并茂贵如春，
拨动心弦唯情真。”这是齐越 1991年 8月
16日在从事播音工作 44周年纪念日写下
的，诗歌寄托和体现了“以情带声，以声
传情，声情并茂，情声和谐”的创作思想
和原则。我曾做过节目主持人，并从事播
音教学工作多年，对其中真意体会颇深，
此诗可以说是播音主持表达的金玉良言。
在齐越著述《寄语青年播音员》《献给祖
国的声音》中均有“情声和谐统一”的理
论阐述。

齐越说，听众是他的良师益友，他把
听众来信视为送上门来的“老师”，每信
必复，受益匪浅。他在《献给听众——我
的良师益友》中，表达了这样的心声：“话
筒伴我四十载，声音结交一代人，未曾见
面早相识，鱼水情谊比海深。封封来信值
千金，字字句句表真心，凭借我党高威
望，祖国到处有知音”。诗中把播音员和
听众的关系看作“鱼水情谊”，而且“比
海深”，把来信看得重值“千金”。这在齐
越多年的播音创作和生活实践中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

齐越与听众交往的故事，在诗中也体

现得很生动：“书信往返五年前，情结硕
果在羊年。迢迢万里来相见，皑皑白雪洒
心田。”这是 《赠金柱》 两首中的第一
首，杨金柱是一名新疆听众，与齐越一直
有书信联系，久而久之，他们成为忘年
交。杨金柱考取中央戏剧学院戏文专业
后，常来北京市工人疗养院探望齐越。从
诗中，可以看出他们交往已有 5年。杨金
柱来探望他，正值北国万里雪飘的严冬之
时，读了此诗却让人感到温暖，这是一种
金钱难以换得的情谊啊！《赠金柱》中的
第二首这样写到：“小张一走没陪护，老
伴力单缺人助。车到山前疑无路，雪中送
炭来金柱。”这首幽默的小诗，抒发了与
听众交往的愉悦心情。

当齐越从《中国广播报》第26期上看
到中央台播音员与听众见面交谈的消息
时，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面对话筒未
见人，心中无人不动心。良师益友广结
识，见面交谈定要勤。”虽然齐越在小注
中表明自己闻此信息后“甚悦”，但诗中
却没有表达这层意思，而是写出了播音表
达的原则和技巧，那就是：“面前无人，
心中有人”，这就是目前播音课上总讲到
的“对象感”。另外，诗中也表达了作为
播音员也应该广结听众这样的“良师益
友”，通过和他们交流，向他们学习，这
样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
力。这也是齐越经常深入生活，和群众接
触的原因所在。他不单单把听众看成是服
务的对象，也以他们“为师”“为友”。这
反映一个播音界楷模非同一般的认知水平
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齐越对播音事业难以割舍的情愫，体
现在时时处处。一次，在读到歌德的名句

“生活中没有旁观者”的时候，他都不自
觉地联想到所从事的事业。他在诗中写
到：“生活没有旁观者，并非道听与途
说。至理名言话筒前，态度感情缺不
得。”可见他对播音的痴迷与留恋。他难
舍话筒，便借诗抒怀，在晚年多病行动受
限尚能写点东西的日子里，写诗，也许是
他表情达意的最佳选择。

诗中洒下播音情诗中洒下播音情诗中洒下播音情
——读读《《齐越诗选齐越诗选》》有感有感
白晓清

本报讯（记者齐斐
斐）日前，我市诗人王连
宗的诗集《大海，我情有
独钟》出版发行。

63岁的王连宗退休
于中远海特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名远洋货轮的电
气工程师。30年来，他伴
随一艘艘轮船航行在太平
洋、大西洋的碧海波涛
上，曾到达到过亚洲、非
洲、欧洲、美洲、大洋洲
等很多的地方。航行的寂
寞锻造了他的坚韧和耐
力，大洋的浩瀚开拓了他
的心胸和视野。他是业务
精湛的工程师，是认真又
细致的优秀编辑，是多行

善举大家公认的好人，是
博闻强识的“文字库”，
更是一名作品产量高、品
质高的“双高诗人”。

本册诗集分为《走在
海洋》《家国情怀》《云淡
风轻》3辑，共331首诗
词。王连宗诗歌创作跨度
很长，从 20多岁开始，
历经 30多年的时间，体
裁也非常广泛，主题多为
轮船和大海。正是因为他
的独特经历，加上博览群
书，使得他的诗歌正中含
奇，用字用词极为精到，
不但有巧妙的创作技巧，
还充满真情实感，读来让
人受益匪浅。

王连宗诗集王连宗诗集
《《大海大海，，我情有独钟我情有独钟》》出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