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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令沧州人关注并感兴趣的
书，在众多读者的期盼中终于出版了。

因为其中一部分篇章在晚报专栏上
读过，印象颇深，是一组难得的好文章。

好在选题，《水浒时代的真沧州》，
不是正襟危坐地说教，不是插科打诨
地戏说，也不是神剧“喜来乐”，但书名
已经自带流量。

果然，资料翔实，出处明晰，文字
晓畅，读来兴趣盎然。

它比读史多了一份浪漫与温情，比
读文学又多了一份历史的认知与厚重。

我喜欢读这样的书，史学的厚重
兼文学的品格。

当时读着，心里就有个想法，如果能
连续写下去，合成一本书，将会功德无量，
无论从哪个角度，沧州都需要这样一本
书。

只是，这挑战的不只是作者的文
字功底，更得有历史的支撑，史学眼
光。作为一个新闻人、散文作家，文笔
再好，怕还难以胜任。

纵使作者的能力不容置疑，但真实
的历史给不给这个机遇，让你妙笔生花？

厚厚的史书、地方志，相关的人物
传记，信息浩如烟海，你想要的，未必
有记载，有记载；你未必能遇见。

现在有一种风气，为争抢历史名
人，充满了牵强附会，想当然，会不会
有凑数的？

一连串的好奇、知识点，书未到，
已经充满了期待。

当读完这本书，之前的困顿、疑虑
豁然全消。

它没有让读者失望。
这些“想象”不但历史上真实发生

过，还幸运地被她找到了！所找到的故
事与人物，足以撑持起她心中的那本
书。

检索、考证、辨析……十年辛苦，
殷玉萍是如何做到并坚持下来的？只

有自己知道。
当年一位沧州的老领导，调省后

回望他工作过的这片热土，满怀深情
地写了一篇“沧州的未来不是梦”，发
表在《沧州晚报》上，倾诉自己对这座
城市的依恋与憧憬，这个“梦”，也成了
沧州人心中的美好愿景，百姓们的口
头禅。

短短十几年，沧州的好多梦不都
实现了吗？运河通航，古渡再现，沧曲
书声，闻远楼、南川楼、朗吟楼……《水
浒时代的真沧州》。

别小看了这本书，它填补了沧州
文化血脉上的一个空白，从此，沧州历
史文化的底气更足了。

这是凭作者一己之力，筚路蓝缕，
十年之役，开凿出的一个文化工程。

前人没做过，一切始于零，从历史
的缝隙中，披沙沥金，集腋成裘。

这本书的意义，不仅是还原了
“水浒时代的真沧州”，还为有志于文
化研究的学人们带来有益的启迪，对
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尽管已经有
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对历史长河中
的沧州来说，需要开垦的处女地仍然
不少，有志者只要选准方向，深入挖
掘，一定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惊喜。

20世纪初，任过省文化厅长的沧
州人郑熙亭，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大
宋河山》横空出世，引起学界的惊叹
与关注，今天殷玉萍《水浒时代的真
沧州》，以北宋为聚焦点，以担任过大
宋宰相的刘挚、张知白、著名词人李
之仪、许道宁等一批“沧州之子”为东
道主，邀请八方来客，那些虽不是沧
州人，但在沧州任过职，或跟沧州有
过交集，留下了足迹，都曾晖耀过沧
州大地的历史名人，其中不乏欧阳
修、王安石、苏轼、苏颂、曾巩，这些中
国历史上顶级的文学“大腕”、政治
家，来沧州做客，讲述他们的“沧州故

事”，无疑是沧州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手
笔。

虽然两人创作旨归不同，社会影
响各异，但不同时期先后两代沧州作
家，不约而同把研究探索的目光投向
相对“冷门”的宋代，且拿出了可喜的
成果，也许不是偶然，其中作为作家
与文化学者的责任与担当，精神气质
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彰显出沧州
人求真务实、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随着大运河的开发建设，沧州的
城市景观已经变得越来越美，没有历
史文脉的景观是缺少灵魂的，这本书
为我们打开一片新的视野。

正如作者所说，“成书的过程，有
新的发现，有艰难的探索，有破案般的
惊喜，有收获和感动……”

作者给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故事，
发现了那么多的人，北宋 167 年间的
沧州，在作者笔下活了起来。

他们那一束束耀眼的光辉，使得
脚下的沧州大地也有了灵性。

在书的最后，她没忘记一直梗在
心里的那个“结”，用一章的篇幅，不厌
其烦地概述宋城沧州的经济生活，历
史地位，不惜用土地、人口、物产等枯
燥的数字，艰难地梳理出北宋沧州的
总体风貌，用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那
时的沧州不仅不“远恶”，丝绸、盐业、
美酒等多方面是有经济优势和物产丰
富的地区。

整本书如同一幅文字版的“清明
上河图”，无疑给当下越来越美的沧州
画卷增添了一笔厚厚的底色，赋予其
更多的文化内涵。

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民族与文化
的自信，更能焕发出沧州人对家乡这
片土地的深挚热爱。

作为被“林冲发配”而长期误读的
一座城市，提高文化品格，打造城市靓
丽名片，沧州，更需要这样一本书。

沧州需要这样一本书
■魏新民

本报讯 殷玉萍的历史散文专著《水浒时代
的真沧州》，近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水浒时代的真沧州》是一部颠覆沧州
“发配”之说，还原北宋沧州历史的著作。作者
以《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著作为依据，通
过翔实深入的史料考证，生动平易的散文笔
法，呈现了沧州在《水浒传》描述的北宋时代，
是人才辈出、名人过往，具有重要政治、军事、
经济地位的地方。该书拂去了沧州“发配之地”
的经年尘埃，增强了人们对家乡的自豪感和
文化自信，为建设经济强市、美丽沧州增添了
文化力量。

作者殷玉萍（笔名殷毓平），现为沧州日报
社沧州晚报副总编，高级编辑，河北省作家协会
会员，沧州市第五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马倩

夸夸殷玉萍和她的新书
■润农

平生不解藏人善，今天夸夸殷玉
萍，当然还有她新出版的《水浒时代的
真沧州》。

沧州于全国知名，深得《水浒》之
益，也深受《水浒》之害。我与外地朋友
见面，只要一提到我是沧州的，人家一
定会说：“知道知道，林冲发配的地方
嘛！”我觉得面子不搁，向人家说几句
如今沧州什么模样儿，人家就会打断
你说：“明白明白，如今全国哪里都变
化挺大，沧州也不会是宋朝的老样
子！”得，沧州特别是历史上的沧州，就
这样被盖上了荒凉贫穷的印章，揭不
下涂不掉。

大概和我一样深受其苦吧，殷玉
萍写下了这样一本起施耐庵于地下和
他相辩的书。你从来没有来过沧州，我
可是沧州“土著”；你是小说家，以说瞎
话为能事；我是新闻人，以讲真话为天
职；你离宋朝近，但你笔下的沧州真真
假假虚虚实实，我离宋朝远，但要和你
掰扯掰扯那个时代的真沧州。

于是，一个以报道今天为职业的
人，拿出业余时间钻进了古籍的海洋，
和之乎者也打交道，搜尽奇峰讲好沧
州的故事，讲好沧州的宋代故事。她在
线装古书中挖呀挖呀挖，许多鲜为人
知或人多知之不多的人物和事件被她
挖了出来。她在《沧州晚报》开辟了专
栏，栏目的名称就是今天的书名。她记

“名人掠影”，说“沧州之子”，写“岁月
有痕”，展“风貌综述”（这是这本书四
章的题目），十年磨一剑。十年，她的指
尖在键盘上轻盈地跳动。跳动中，许多
看似与沧州毫无关联的巨人如司马
光、苏轼、王安石……突然和沧州亲近
起来，许多久在沧州大名鼎鼎的人物
如张知白、贾黄中、李之仪……面目突
然清晰起来，一些被时光模糊了的历
史事件在她的擦拭后显得点画分明，
溢彩流光……

殷玉萍的文章述古而不离今，知
识含量很高而不“掉书袋”，有很强的
学术性却不端学术架子，忠于史实而

不枯燥，读来意趣盎然。这本书的大多
数文章应该归于散文而非论文，知识
性、理论性融于可读性之中，让读者在

“沾衣欲湿”的“杏花雨”中收到了“润
物无声”的效果。这本书，专家看着不
浅，初中生读着不深，属于又好吃又好
看的那种。我在这里诚意向大家推荐：
这是近些年来地方历史研究中一本难
得的好书。

还有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特别值
得提一嘴夸夸。沧州“示象公司”的常
青从来不做盲目的设计，他读其文知
其书，从内容出发追求形式之美，紧扣

“水浒时代”与“沧州”两个关键词，做
出了精美的设计，处处妥帖。封面是一
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沧州大运河风
景，翻过来折上去是沧州图腾铁狮子，
与文章内容恰成互补，吾于此无法细
说矣。书以刊有玉萍专栏文章的报纸
为外包装，亦有意趣。

说是说不明白，你只有看见书才
能知道它的好。所以朋友，看书去吧。

著名作家蒋子龙：
《水浒时代的真沧州》是一部厚重的大书，我当

细读，并置于案头。此是沧州大全，极珍贵！我作为沧
州人要靠这部书了解真实的沧州。

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郭华:
文字生动，资料丰富，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作

者下功夫了，也显现出了功力。这本书称得上是“工
程”，作者真的为沧州文化做了件大好事！

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金柱：
《水浒时代的真沧州》描绘的是一组时空故事。北

宋，沧州、莫州、瀛洲，这是从中原汴京到大漠，一条连
接辽宋的官道，在这里停顿，欧阳修、包拯、曾巩、苏辙、
富弼、王安石、苏颂……90多位宰辅级的人物奉使出
访，行走在这条朝骋之路，促成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作
者敏锐捕捉到了这个时空交汇的画面，和这些著名的
历史人物，共同讲述了发生在宋辽边界的故事。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原会长、北京晚报原总编
辑任欢迎:

拿到《水浒时代的真沧州》，立即开读，竟全天通读。一
段段史实，擦去岁月风尘，古之事古之人跃然纸上，闪
现出历史的年轮。我做过新闻，报道必须真实，是一辈
子的难事。作者追求、挖掘、书写历史发生的真实，其
难甚哉！

国家一级作家、著名学者何香久：
这本书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宋代。讲

述了宋代著名人物，如欧阳修、包拯、苏东坡、司马光
等在沧州工作或者与沧州朋友交往的经历，反映了
那个时代的沧州相对繁华、富庶、文明，和人们传说
中的沧州是“荒蛮之地”、“边远之地”完全不一样。著
作资料详实，文风朴厚，考证精深。殷玉萍，已成风格
独具的文史散文作家。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李浩：

《水浒时代的真沧州》深入而浅出，言真而有据，
时见娓娓生动，更显渊博广阔。可以说，这本书让
我这个在沧州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和中年的人
在阅读中常有感慨：原来，沧州如此，那时候，它其实
是这样的沧州——这，竟然是我原来所不知道、不了
解的，或者仅仅一知半解的，充满误解的……我在
这本书中获益良多，这里的获益不只是来自历史知
识和文化掌故，还有文学的，散文技巧的，以及真情
的——我觉得，它值得仔细阅读，值得郑重推荐。

沧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苗笑阳：
《水浒时代的真沧州》这部书，填补了沧州文学

史和人文发展史上的空白，对研究沧州历史发展，尤
其是人文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名家荐书

《水浒时代的真沧州》出版发行

《水浒时代的真沧州》，沧州市及各县（市）新华书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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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