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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沧州文化多做一些事情愿为沧州文化多做一些事情””
——朱惠民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晓煜赵晓煜
小器不言

沧州老俗话

小器不言，沧州话里读作
“小qù不言”或“小许不言”，也
有人说“小小不言”，是微不足
道，不值一提的意思。比如，“这
就是点儿心意，小器不言的，别
老挂在嘴头上”。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宁津祝华东：我们说“小小不言”。

九一闲人：这是常用的老俗话，是说
事儿小。有时也指东西，如小器不言的一
点玩意儿，指东西很少。

赵胜荣：小小不言，小或者少，不值得
计较，不值得一提。

知微庐主：小器不言，是不是多指物
品？小小不言，是不是多指事情，比如出工
出力。

傅世伟：小器不言，小器指事情或物
件不大，不言指值不得说。合起来就是事
情或物件小，不值得一提，不必挂在嘴上，
与微不足道的意思相近。

王吉仓：有的老人也讲“小许不言”。

呼吸：民间语言没那么规范，传播过程
中变化很大，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种版本。

孙克升：有说小器不言，也有说小觑
不言的。指不足道、不起眼儿的点儿事。还
有的说“不起碗”。

赵健民：相比“微不足道”，在劝人或自
我宽慰时用的“小器（许）不言”，其感情色
彩更浓一些，往往透露一种豁达和不计较。

朱玉升：不足挂齿啊，小器不言啊，微
不足道啊，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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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面，柳绿杏白。献王故里，文脉
绵延。

3月 18日，朱惠民《风雅书艺得句庐
朱惠民书画作品集》新书发布暨诗联辞赋
现代创作研讨会，在献县图书馆隆重举
行。

与朱惠民相交几十年、共同深耕艺术
之园的老友来了；深受他的影响，在书法
界、楹联界崭露头角的新秀也到了。大家
手捧这本收录了 159幅作品的集子，深感
沉甸甸的。

这部新书是朱惠民将自己所作诗文、
对联、书画、篆刻作品等，以诗书画印结合
的方式结集而成。是他继八卷本全集之
后，奉献给脚下这片热土的又一份礼物。
新书发布会正值朱惠民八十寿诞，尤显这
份情义的深重。

朱惠民集诗书画印联创作于一身，是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沧州诗词学会副会
长，并获得了“中国联坛十杰”提名奖。他
创作的对联“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广
为流传。20多年前，他作为《沧州晚报》专
栏“三联工作室”主持人之一，为普通读者
撰联，普及楹联知识与文化，留下了一段
佳话。

献县是中国楹联学会命名的中国诗
联辞赋之乡，楹联爱好者众多。简单而隆
重的新书发布会结束后，老友新交聚在一
起，对诗联辞赋在新时代的创作发展方向
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沧州学者、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
孙建，曾和朱惠民一起主持“三联工作

室”。他说：“那时候，‘三联工作室’创作的
楹联通俗，接地气。朱惠民老师书中的诗
词联赋，没有无病呻吟，不粉饰太平，而是

通过反映现实，表达基层民众的心声和愿
望。他用自己的作品指出了诗词联辞赋在
当代社会应该坚持的创作方向。”

朱惠民潜心诗联书画创作之余，也关
注家乡地方文化研究，并在金石学、诗学、
楹联学上取得一定成就。文化积淀为他的
作品带来浓浓的书卷气。关于这一点，原
市书协主席张之和沧海印社社长韩焕峰
都很有感触。

张之在发言中说，“朱惠民各种书体
意魄雄浑庄重，雄强大气，都是来自他文
化积淀的深度和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学习、
实践、研究的结果”。

因此，韩焕峰鼓励年轻的艺术家要多
学习，多读书，“在艺术创作上，年轻人比
的是灵气，中年人比的是功力，而老年人
比的是学问”。

市社科联副主席王秀云说，献县是修
学好古之地，名人辈出，朱惠民学养深厚，
笔耕不辍，为弘扬优秀文化、宣传沧州文
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唐代诗人贾岛写诗重推敲，自称“二
句三年得”。朱惠民因钦佩贾岛而将居所
取名“得句庐”，其治学严谨可见一斑。做
人同治学一样严谨低调的朱惠民，在发言
时说，诗词联辞赋重在雅俗共赏，“雅”与

“俗”怎么结合起来，还要结合得好，是值
得大家好好研究的。

“文艺是为大众服务的，这是颠扑不
破的真理。我愿意为沧州文化多做一些
事情。”朱惠民这番肺腑之言引来大家热
烈的掌声。

市区运河东岸新华桥与永济桥之间，
有条西接顺河东街，向东延伸 170多米的
古巷——神门口。这神门口的东端与镇武
庙居民区相连。

据《沧县志》载，明朝弘治九年（公元
1496 年），在严崇坊（旧时州城内行政区
划，相当于现在的区或街道办事处）建镇
武庙。庙内供奉镇武大帝和雷公闪电龟蛇
二将，均为木雕，精细无比。相传，神像由
南方雕刻，随粮船运来，在麻姑寺渡口下
船，运入庙中。

关于神像的来历，在沧州民间有这样
的传说：一年，运河发大水，从上游漂来三
尊木雕的神像，漂到麻姑寺渡口南边不远
的地方再也不向下漂了，而是靠在岸边不
动。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神像依然不
向下漂。众人闻讯纷纷前来观看。

这一段河流顺直，没有漩涡，木质神
像为何泊在这里不动呢?正当人们忖度
时，一位从岸边走来的美髯束发的道士，
对众人说，这是镇武大帝和雷公闪电龟蛇
二将，他们看中了这里是块宝地，要上岸
安家，请诸位将神将请上岸。

于是，人们用木板绳索等工具将神
像请上岸，又按道士指引，将神像沿巷子
运到东头。接着，道士操办建起庙堂，将
三尊神像供奉在庙内。神像经过的巷子，
称为神门口，供奉神像的庙堂是为镇武
庙。

镇武即“玄武”。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
方之神，也是道教所奉的神。宋真宗时，尊
为“镇天真武灵应祐圣帝君”，简称“镇武
帝君”，民间惯称“镇武大帝”。雷公，中国
古代神话中的司雷之神，掌管天气。镇武

庙中的龟蛇二将是为雷公。镇武庙建成
后，每年农历四月十八为庙会，香火很盛。
听老人讲，沧州每逢遭遇旱灾，百姓便到
庙里祈雨。

镇武庙毁于上个世纪 50年代初，现
已无迹可寻。后来，庙址周围建起了居民
区，称镇武庙（街）。以庙名命名的街区，仍
能拾起老辈们对这座古庙的回忆。所幸，
经历四百多年岁月的神门口古巷至今仍
在，与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为伴。巷内
几幢不知建于何年、已是疮痍满目的老屋
和一座废弃的宅院，在默默地见证着神门
口的风雨沧桑。

据悉，运河区四合片区、胜利片区、建
华片区拟将征收改造，文中所提及神门口
和镇武庙所在地恰好在将征收改造的片区
内。届时，神门口将不会存在了。

老街旧巷
神门口与镇武庙神门口与镇武庙

■踅宗华

“开洼”这个词，已经很久没听到过了。
字典解释“开洼”为视野开阔的野地。这

里的“开洼”，是一个名词。
然而，在我们那个年代，“开洼”这个

词是有特定含义和所指的。它是一个动
词，是“可以开始进入洼里了”的意思。这
个进入的时节是麦收和秋收两个季节，那
么，去洼里干什么，哪些人去？那就听我说
道一二。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人们都是集体劳
动，按天记工分，年终以出工多少计算应得
口粮。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村民们的
口粮根本不能填饱肚子，除了要到集市上购
买一部分粮食，在麦收或者秋收后，还到地
里寻找遗漏的麦穗、玉米、花生、大豆、山芋

等粮食。但是，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这个捡拾
的过程是受约束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
的。

麦收时节，当满头汗水、一身疲倦的
社员们坐在地头儿休息时，就会搓上几
把麦粒吃。等到生产队把地里的麦子全

部收拾完毕，拉进场里后，生产队长便跟
社员们说，“明个开洼啦”。这个宣布，明
确了社员们可以自由地到地里捡拾落下
的麦穗了。

开洼后捡拾的麦穗不管多少，全部归自
己所有。有些人家深更半夜就起来了，摸着

黑儿到地里拣麦穗。尤其孩子多的人家，优
势尤其明显，人手多，捡的多。还有的干脆
拿耙子搂，连麦穗带麦秆一块搂进筐里，回
家慢慢分拣，除去麦穗，其它的当柴火烧
了。

麦收开洼的这段时间不长，而且都是天
刚蒙蒙亮的时候，到了上工的时候，正常劳
力是要去上工的。就这样，麦地很快就在一
两天内干干净净了。

粮食的短缺，人们对每一粒粮食的渴求
和珍惜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每年麦收开
洼拾麦子的这段时间，是社员们积极性最高
的日子，也是出勤率最高的日子。尽管人们
捡拾的麦穗没多少，多的也不过十几斤而
已，但人们也很满足。

开开 洼洼
■崔广武

老城旧事

朱惠民国画、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