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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
河北行活动在平山举办

□记者 曹 铮

【记者手记】
日前，行走大运河小分队来到沧州。汤

汤运河穿城而过，给沧州带来了灵性和文
化底蕴，也带来了经济繁华和物阜民丰。

“山水兼具，茶事乃兴。”在南茶北渐之路
上，大运河曾溢满茶香，润泽着刚毅粗犷的
沧州人的品性。沧海之滨，北方古城，因为
一条沟通南北的大河，与古老“茶马古道”
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信步游走在沧州小南门附近的宽
街窄巷中，解放桥东侧一座古朴的青砖建
筑扑入眼帘——正泰茶庄。它是昔日运河漕
运所滋养出的商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小南门
一带众多商号里唯一历尽沧桑、屹立不倒的
商业传奇，是大运河茶文化的见证者。

沧州学者冯天峥在《说古道今话沧州》
中记载，兴建于 1914 年的正泰茶庄，是天
津茶商穆雪芹所开的正兴德茶庄在沧州的
分号，店铺前后有两座两层共 32 间，前街
临街门脸上方，有砖刻烧制并镏金的十个
大字：松萝、珠兰、红梅、正泰茶庄,其中，松
萝、珠兰、红梅分别代表着产地不同的三种
名茶，即安徽松萝茶、福建珠兰花茶、浙江
九曲红梅茶。从那时候起，一条河，一座楼，
因为个“茶”字而紧紧连结在一起。茶庄依
河而建，运河因茶飘香。运河见证了这座茶
庄的百年兴衰，而茶庄则目睹了运河的沧
桑巨变。

远远望去，青砖高耸，走进茶庄，略显
苍凉。昔日茶庄内伙计迎来送往、客商摩
肩接踵，繁华忙碌的生活场景，恍若过眼
云烟。

临窗而坐，抿一口老茶，淡淡回甘在唇
齿间打转，隐隐地弥散出幽幽的清香，仿佛
打通了回溯历史的时间隧道，让我们依稀
可见漕运鼎盛时期沧州人怡然自得的日常
生活和自强不息的运河遗风。

透过正泰茶庄，管窥运河对沧州经济、

文脉的滋养，你会发现南北文化的交融在
运河水的浸润下，显得自然又贴合。曾几何
时，饮茶之风便在桨声帆影间乘舟北上，润
泽沧州古城的血脉。据史料记载，直到魏晋
南北朝时期，饮茶风气熏染的仍以南方为
主，北方地区对茶知之甚少，消费寥寥。运
河漕运的兴盛，带动了南茶北渐，由此产生
的北方生活习惯的改变可谓南北文化交融
的结果。

沧州最早的茶馆可追溯至唐代。隋唐
年间，南方盛产的茶叶经由大运河，大量销
往北方，逐渐风靡大江南北。唐代时，沧州
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茶馆，据《封氏闻见
记》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
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可见，当时在沧州以茶为生的店铺已经随
处可见。

袅袅茶香氤氲升腾，让古朴憨厚的沧
州城浸染了南方特有的温婉气质，隐去凌
厉线条，露出温柔曲线。唐朝诗人王建在

《寄汴州令狐相公》中所描述的“水门向晚
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场景，想来大抵
在当年的沧州也是上演过的吧。

沧州茶饮的普及，归功于大运河为茶
风北渐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唐代中期，茶业
崛起，茶叶取代了绢帛占据市场首席地
位。茶叶产地在巴蜀、江淮、两湖，而销售
却远达北方以及海外，如果没有稳定的运
输网络，茶叶的消费市场不会如此广阔。
尽管无法确切描绘出当年贩运茶叶的具
体路线，但茶叶作为一种大宗商品沿运河
北上，确实是合情合理的选择。“漕引江
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
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的记
载，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运河既是宋代运
送粮食、财货的大动脉，同时也是茶叶流
通的主干道。

打开历史的闸门，你会惊讶地发现，茶
马古道也曾走过京津冀，它与大运河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河北学者梁勇在《京津冀

挽起一带一路》一书中，向世人讲述了这样
一段历史。《宋史》记载：太平兴国二年

（977 年），北宋与辽朝签订了茶马互市盟
约，宋太宗“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
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辽）交易”。由此
可见，北宋政府在沧州，设置了茶马互市的
榷场，官办茶马互市的交易，经大运河由南
方运送而来的茶叶，再经由茶马古道流通
至异域他乡。此时的茶，已经不再是一片简
单的叶子和植物，而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
文化符号，它不仅催生了茶文化的繁荣，还
推动了世界的和平。

历史的车轮呼啸而来，百余年前，海运
兴盛。据史料记载，正泰茶庄的主人穆雪芹
每年从福建采购新茶，然后经海路北上，将
新鲜茶叶运至天津，有的辗转至北京。而这
些茶叶，也成为正泰茶庄的稳定货源。漕运
也好，海运也罢，茶路的遥远与茶业的艰

辛，没有挡住沧州人，反而让他们的生活里
多了份文雅和精致。茶文化来到沧州，创造
出了巨额的利润，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2008 年，百年正泰茶庄被公布为河北
省文物保护单位。2009 年，沉寂多年的茶
庄被迁建保护，以焕然一新的姿态重生，继
续守望在运河之滨。

眼前杯中，不断升腾起茶香；窗外，熙
熙攘攘的小南门，依然车来人往。岁月流
转，一座茶庄将茶文化和运河文化相互交
融，滋润了沧州人的日子，他们过得那样有
滋有味有情调。如今，依托运河历史文化，
沧州市运河区整体规划了小南门商业区。
远眺正泰茶庄和周边建筑，青砖灰瓦，飞檐
斗拱，蔚为壮观。细品那一缕醉人的茶香，
荡漾在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间，似一幅缓
缓展开的大运河嬗变图卷，令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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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帆 竞 渡 饮 茶 来

□韩 莉

电影 《无问西东》 自本月12日上
映以来，引发各界热议。短短几日内
上演口碑票房大逆转，虽然上映之初
经历了评分风波，但影迷们毫不吝啬
地表达喜爱之情，在朋友圈转发观影
感受、触动心灵的台词，甚至二刷影
片，不少人赞其为“中国最好的青春
励志片”。

很难定义 《无问西东》 是一部怎
样的电影，对其评价也颇有争议。有
人说它是一篇并不理想的命题作文，
有人说它是长篇抒情 MV，还有人说
它是乱糟糟的故事杂烩。然而，当灯
光亮起，影院里人们流着泪看完影
片，并向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
钱钟书、朱自清等大师们默默致敬的
时候，就知道这是一部叩问人生、直
抵心灵的电影。

影 片 最 打 动 人 心 的 不 是 “ 无
问”，而是持之以恒地对于生命意义
的追寻和拷问。全片由四个时代的四
组人物故事组成，每个人的内心都是
挣扎和纠结的，他们一直在追问，要
选择怎样的人生？四个故事独立成
篇，又有内在联系。上世纪 20 年代，
听泰戈尔讲“不要忘记你们的真心和
真性”之后，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清
华学生吴岭澜的故事。上世纪 30 年

代，听到吴岭澜说“不要放弃对生命
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之后，毅然
投笔从戎、战死沙场的世家子弟沈光
耀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不断拷问
自己“你想好怎么过这一生”之后，
笃 定 地 选 择 “ 爱 你 所 爱 ， 行 你 所
行”，毅然选择为国家、为爱献出一
生的清华毕业生陈鹏和王敏佳的故
事。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当下，是在

“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之后，广告总
监张果果作出坚守初心的人生选择。

客观而论，《无问西东》 的缺陷
是明显的，两个多小时拥挤着四个独
立的故事，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
情节富于跳跃性，彼此间的承续关系
隐晦含蓄到颇多牵强。甚至于叙事上
失衡，影像上失焦，音乐上失重，最
让人诟病的则是剪辑上大起大落的跳
跃，由于缺少过渡和衔接，多次出现
观众深深沉浸在某一段情绪中的时
候，被突然的年代场景转换“断了片
儿”。可奇怪的是，尽管有诸多“不
完美”，《无问西东》 依然能超然物
外，气度昂然地掀起“旋风”，足见
其的确以“无问”发“大音”，触动
到了时代的痛点和人们的心灵。

事实上，每个年代的人，都面临
着“西”和“东”的纠结。只是曾
经，在年轻人心中摇摆的，死为西，
生为东；家为西，国为东；功名为

西，坚守为东⋯⋯而如今，我们的
“西东”呢，大多无外乎高薪还是清
闲，高富帅还是暖男，职位晋升还是

“小确幸”，这“西东”和影片主人公
一 比 ， 是 不 是 就 渺 小 到 尘 埃 里 去
了呢？

反思当下，许多年轻人埋头于生
活的苟且，“诗和远方”已经成了一
种奢侈，而对于纯真、信念、风骨乃
至家国情怀等美好而宏大的命题，似
乎都无暇顾及，也羞于提起。《无问
西东》 这样的影片，起码让我们又重
新看到了很久未见的热血青年原本应
有的样子：他们白衣胜雪，眼眸清澈
如泉，坚守赤子之心，无问东西，于
是我们也跟随他们一起，见到大江大
海，日月山川，拾起那份被远离被丢
弃的初心，开始昂扬前行。

“一年几变枯荣事，百尺方资柱
石功。”相对于一味迎合消费大潮的
商业电影人，我们更愿意等待那些
怀抱初心、坚守情怀的导演继续成
长、不断成熟，期待更多能让观众
热血奔涌的国产影片涌现出来，讲
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刘禹
锡诗云：“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
柱。”幸哉！我辈生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大时代，自当投入到波澜壮
阔的祖国建设中去，但秉初心，“无
问西东”。

坐落在沧州市南运河畔的正泰茶庄。 记者 田瑞夫摄

23支考古队亮成绩单

我省2017年
田野考古成果丰硕 但秉初心“无问西东”

——观影《无问西东》

快 评

本报讯（记者张晶）日前，东北电力大学水上
后备人才基地、龙舟运动训练基地在石家庄市水
上体育运动中心挂牌。未来，石家庄市体育局与
东北电力大学将就龙舟运动人才培养、运动员升
学、举办龙舟赛事等方面展开广泛交流与合作。

石家庄市体育局与东北电力大学的合作始
于 2015 年，至今石家庄市已为东北电力大学输

送了5名龙舟队队员，均成为该校龙舟队主力。
龙舟是具有浓郁中国传统特色的体育竞赛项

目，现已发展至8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亚运会的正
式比赛项目。2002年成立的东北电力大学龙舟队，
至今共获得过 140 多项国内外重大龙舟比赛冠
军、200余枚奖牌。目前该校龙舟队正在积极备战
亚洲龙舟锦标赛和 2018 年亚运会龙舟预选赛。

本报讯 （记者肖煜）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的
重要指示精神，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做新时代

“红色文艺轻骑兵”，1 月 18 日，由中国作协主办，
省作协协办的“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河北
行活动在平山县举办。

省作协副主席李延青以“河北现实主义文学传
统和新时代的题材优势”为主题，为平山县第二中
学的师生代表及当地文学爱好者进行了一场生动的
文学讲座。李延青回顾了河北文学深厚的现实主义
传统，追忆了孙犁、梁斌、田间、贾大山等老一辈
文学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文学自觉和
精神风范，号召广大文学爱好者把握新时代，抢抓
新机遇，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
的文艺创造。

据悉，此次活动为中国作协“到人民中去”红
色文学轻骑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前夕，中
国作协还将组织多支文学小分队深入乡镇、社区、
工矿、校园、军营等基层单位及老少边穷地区，开
展文学公益讲座、文学作品鉴赏和互动交流活动。

本报讯（记者龚正龙）1 月 18 日，由省文物
研究所主办的2017年考古业务汇报会在省会召
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故宫
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科研院所和京津晋鲁
豫等省市研究所以及我省文物保护单位专家近
百人汇聚一堂，对来自省内外的23支考古队带来
的我省最新考古成果进行集中交流和探讨。

去年，我省考古成果丰硕。马圈沟遗址新发
现三个文化层，把人类活动延伸至 120 万年左
右，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序列；临漳邺城遗址确认
了一些重要遗迹，已可初步勾勒出东魏北齐邺
城宫城区大致分布状况和平面布局，为研究宫
城的建筑格局、营建和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崇
礼太子城遗址规制、建筑布局等全国罕见，发掘
出土5件“尚食局”款印花碗，其极有可能是《金
史》中记载的金章宗驻夏的泰和宫；正定开元寺
南广场遗址发现唐、五代、北宋等7个历史时期
的文化层叠压，还发掘出城墙、民居和不少生活
器具，为了解正定古城的城市布局演变提供了
重要资料。

在这场“田野考古群英会”上，最引人关注
的当属雄安新区考古调查工作。去年，由省文物
研究所牵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北省古代建筑
保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组成
河北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下设 11 个分队，经
过全面系统的调查，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242
件，其中新石器时代 12 处、商至西周时期 10
处、东周时期 96 处、汉代 51 处、隋唐宋元时期
48 处、明清时期 24 处、近现代 1 处。其中，南阳
遗址已确定为一处战汉时期中型城址，其西汉
时期文化遗存较为丰富，已初步构建起该区域
战国末期至两汉之际典型器物演变序列，为东
周、汉代城市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考古新成果。

本报讯 （记者田恬） 1 月 18 日，由曲周五湖
传媒有限公司、石家庄唯派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河北电影制片厂、北京星梦童缘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北京造梦空间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摄
制的电影 《腊月正月》 在曲周县举行开机仪式。

该片根据我省作家李浩的短篇小说 《爷爷的债
务》 改编而成，以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为
时代背景，讲述了曲周县农村几家人之间发生的跌
宕起伏的故事：爷爷在村路上捡到一个包着钱的包
裹，一个冒名顶替的人将包裹骗走。真正的失主老
会计告诉爷爷，这些钱是乡亲们凑起来的血汗钱。
眼见寻回无望，老会计因不堪压力而故去，爷爷则
开始了漫长的寻找骗子的征程。

据悉，《腊月正月》 由曲周籍80后导演、曾获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微电影展优秀作品奖的刘
俊峰执导，知名演员陈友旺担纲主演。该片将全程
在曲周取景拍摄，充分展现当地的风土人情及文化
特色。

本报讯（记者肖煜）近日，由我省书法家尹飞鹏
历时四年创作的《中华善字经》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
版发行。

该书以善为核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
内容包括人伦道德、孝道文化、修身齐家等嘉言懿行
的经典实例，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

该书题材新颖，结构严谨，韵律和美，通俗易懂，
便于传诵。全篇共一百句，取百善之意。上篇为理
论篇，告诉人们“善是什么”。作者溯本求源，借物喻
志，脉络清晰地阐述了善的内涵和外延，倡导明德至
善，正心修身。下篇为践行篇，告诉人们“如何行
善”。作者把善融入历史的不同时期以及修身立业
的各个方面，突出了榜样的引领作用，彰显了时代精
神，展现了善文化的感染力。

本报讯（记者曹铮）“英雄描绘这绿色的画卷，微
风轻抚绚丽的锦缎。”近日，一首歌颂塞罕坝精神的
歌曲《情系塞罕坝》MV以其精美的画面和动情的歌
声在网络广为流传，深受好评。这首歌曲的词、曲作
者均为我省音乐人。

“一年前我们就关注着塞罕坝这块不断书写绿
色奇迹的地方，很想为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建设者
们写点什么。”歌曲《情系塞罕坝》的词作者，中国
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省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贾
明兴说，直到 2017 年 9 月，他和曲作者刘亦敏随
京津冀百名音乐家到塞罕坝采风创作，为塞罕坝
机械林场一代代建设者坚韧不拔的意志深深震撼
和感动，相约以歌声传唱塞罕坝精神。就这样，歌
曲《情系塞罕坝》在采风途中完成了初稿。

近日，歌曲《情系塞罕坝》MV 制作完成，上传
网络后迅速传唱开来，广受听众好评和点赞。截
至目前，腾讯、搜狐等网站及“河北发布”等微信
公众号纷纷对歌曲 MV 进行转载，累计点击量已
达 5 万次。

本报讯（记者王伟宏）从省体育局获悉，平
昌冬奥会雪车项目积分赛于北京时间 1 月 15
日结束，中国国家雪车队最终获得 3 个参赛席
位。由此来自我省的运动员李纯键参加本届冬
奥会的几率大增。

平昌冬奥会雪车项目的参赛资格 是 根 据
国 际 雪 车 和 钢 架 雪 车 联 合 会 2017-2018 赛
季积分确定的。中国国家雪车队的 3 个参赛

席 位 包 括 2 个 男 子 双 人 项 目 席 位、1 个 男 子
四人项目席位。而这两个项目的平昌冬奥会
积 分 赛 ，李 纯 键 均 以 中 国 队 主 力 身 份 参 赛 ，
且在双人项目上所获积分为队内第二高。国
际雪车和钢架雪车联合会官网北京时间 1 月
16 日的消息显示，各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须
于瑞士时间 1 月 28 日前完成参加平昌冬奥会
的运动员报名。

东北电力大学在石设龙舟训练基地

我省音乐人创作歌曲
《情系塞罕坝》MV广受好评

电影《腊月正月》曲周开机拍摄

《中华善字经》出版发行

中国国家雪车队获平昌冬奥会3个参赛席位

我省选手李纯键入围几率大增

1月13日，游客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天女小镇冰雪运动山谷体验滑雪乐
趣。秦皇岛市海港区积极发展全季全域旅游，发掘天女小镇冰雪运动山
谷、紫云山滑雪场、老君顶冰雪景区、多彩向日葵冬季冰上嘉年华项目等多
个冬季旅游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冬季旅游文化主题活动，推动“旅游+体
育”融合发展。 记者 杜柏桦 通讯员 张瑞东摄

1 月 11 日，读者在天使爱心图书馆内读书。近
日，位于石家庄市的天使爱心图书馆正式向公众开
放，该图书馆占地面积 70 余平方米，是由石家庄
市民杨圳创办的一家免费图书馆，读者只要为该
图书馆无偿捐赠一本图书，即可成为它的会员，在
该图书馆永久免费读书。目前，该图书馆已收到
读者捐赠的图书800余册，吸引了周边社区的众多
读者前来阅读。 记者 霍艳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