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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野外逮鱼，最狂野最有诱惑力的是淘鱼。在荒野拾

柴打草时，留心那些水草稀疏且未被人淘过的野沟。定下目

标后，约好伙伴，择日带上挖锹、脸盆等器具，一同前往。来

到地阶，看好地势，每十米左右搭一道埝，将水沟截为几段。

挖 泥 搭 埝 ，靠 岸 处 可 直 接 用 锹 甩 去 ，铁 锹 伸 不 到 埝 头

了，就要有一人跳进沟中，将另一人挖下来的泥块抱到水

中，从沟底往上搭。搭好头道埝，再搭第二道、第三道……

全都搭好后，两人一拨，用脸盆或泼斗从第一道埝里往埝外

淘水，累了，换班淘。当沟里的水只剩尺八深时，鱼们开始

乱撞乱跳，浑水中可见一道道游动的水线错乱交织。又是

一阵猛淘，往上蹿跳的鱼越来越多，有的大鱼几个跳跃，就

蹦到沟外的草窠里。沟里的水继续减少，看得见大鱼小鱼

都仰头张嘴喘息。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领头的一声令下，伙伴们接连跳

进沟里，先逮仰头喝水的大鱼。鱼在水中的力量大得惊人，

几条半尺长的鲫鱼，往来奔突，就搅得泥水四溅，几个人合

力，方可围而捉之。最能闹腾的是黑鱼，两条不算大的黑鱼，

就能搅翻半沟浑水。两手刚攥住，那家伙一个“楞蹦”，就溅

得你满身满脸泥浆，甚至把你打个趔趄。

大伙泥头土脸地逮捉一阵之后，就用抄网筛子往复抄

捞，待到埝里的鱼捞得差不多了，再将二道埝扒开一个口子，

放水进来，开口处截好小网。水流平衡不再流动时，堵上口

子，接着淘水，然后又是一番追南逐北，手逮网抄。这样一节

倒一节，半天下来，逮几十斤鱼不在话下。

若所选水沟不长，只搭一两道埝，淘干为止，而后“捡干

锅”。哈，捡干锅，那是多么让人欢呼雀跃的时刻！

几个伙伴分鱼，亦是绝对公平。先将鱼按人分成几等

份，每份大小均衡搭配。然后用长短草棍做“勾”，用抽勾的

方法确定归属。“不患寡而患不均”，孔老夫子这一公平分配

的古老准则，维系了孩子们的皆大欢喜。

捡干锅
□ 于东兴

一直以来，我把史志类的书籍作为工具书，与 《辞

海》《辞源》 等放在一起，《李八廒村志》 却置于案头随手

可取的位置，因为时常要翻看。不像其他工具书现用现

找，而是作为启智润心的经典书籍，随时阅读，汲取营

养。该书图文并茂、资料翔实、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是

一部融知识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于一体的志书，具有较高

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

盛世编史，旺地修志。《李八廒村志》 是曹妃甸区第一

部公开出版发行的村庄志书，历经数载艰辛编纂，凝结着

几代人的乡愁情结和精神图腾，是旷古空前、彪炳千秋的

盛事，领风气之先，担使命之任，建时代之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李八廒村志》 客观记述了该村

440 多 年 生 生 不 息 的 发 展 历 史 和 演 进 过 程 ， 先 民 胼 手 胝

足、锲而不舍，今人砥砺奋进、开拓创新，昔日的不毛之

地，成为文明富庶的鱼米之乡。

《李八廒村志》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勾

连天人，贯通古今。全面、客观、科学地反映了李八廒村

的历史和现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诸层

面，是一部赓续文脉、鉴往开来的地方文献。遵循修志原

则，详今略古，对村庄事件的记述因事制宜追溯到事物的

发端，尊重史实、梳理过往，提供历史镜鉴。在此基础

上，把重点放在记述现状，采用述、记、志、传、谱 （家

谱）、图、表、录诸体并用，语言严谨、朴实、简洁，全景

式记述了李八廒村的自然环境、人口状况、村庄建设、党

务政务、体制沿革、生活习俗、民间技艺、民间传说和方

言谚语等各个方面，可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村庄百科

全书。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编写村庄史志，挖掘特色文化

印记，传承独有创业基因，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发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传达对未来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期盼和希冀。

既承载厚重的前尘往事，又衔接美好的发展愿景，是惠及

当代、泽被千秋的精神文明工程，彰显当代人的责任担当

和使命达成。

村志是弘扬传统、传承历史、热爱家乡的乡土教材，

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思想动力，也为

辅政教化、凝心聚力提供宝贵的精神支撑。只有全面而透

彻地认识过去，才能深刻又正确地把握现在，进而全面且

科学地驾驭未来。读 《李八廒村志》，从心灵深处唤醒家乡

情愫，从中领悟世代传承的生命基因和文化符号。

读史明智，彰往昭来，进一步知渊源、明操守、图变

革、求发展。从这方面来说，《李八廒村志》 非常及时、十

分必要，为村庄、为农场、为整个社会做了一件意义非凡

且功德无量的大事。

“年近七旬寻根溯源遍访四方乡贤，历时十载见微知著

终成一村史志”。这是 2020 年 12 月李润生先生著作 《话说

李八廒》 出版之际，曹妃甸区文化学者李克东先生的赠

言。38 万字的 《话说李八廒》，为家乡写史，为村庄立

传，纵向记述了李八廒村庄的发展演进历程。该书由新华

出版社出版后，作者李润生却深感“意犹未尽”，总觉得仍

大有文章可做，于是，他把目光放远，眼界拓宽，最终用

村志的方式，横到边竖到底，写出家乡故土的前世今生，

包罗万象且真实可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后人的检验。

作者靠着文化信仰的支撑，以时代担当和家族责任为动

力，克服身体多病的困扰，精益求精、殚精竭虑，终于完

成宿命般的神圣使命。

《李八廒村志》 如一面旗帜，引领区域乃至更大范围的

史志类著作不断问世，必将迎来百花齐放的文艺复兴。

不负盛世持梦笔，旺地修志谱新篇。

旺地修志谱新篇
□ 孙福立

近日，我与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河

北省民俗学会会长助理李连君老师在微

信上闲聊，李老师向我展示了他最近收

藏的一幅石碑拓片，碑题 《滦州火神庙

香 灯 会 碑 记》， 这 短 短 十 个 字 一 下 子 引

发了我的兴趣。

我连忙拿起手边的光绪 《滦州志》，

查 阅 卷 十 《建 置 志》 的 《坛 庙》 一 节 ，

在“火神庙”这一条目下不见任何碑文

记载，因此我马上断定这一碑记的发现

足 以 弥 补 《滦 州 志》 史 料 的 遗 漏 缺 失 ，

也为我们研究滦州的历史和民俗提供了

新的资料。

听到我的论断后，李老师大方地把

拓片拍成图片发过来让我研究，通过仔

细辨认并与李老师在电话中比对，我对

碑文记录整理并标点如下：

滦州火神庙香灯会碑记

《说卦传》 曰：离为火，为日。南方

之卦也。盖日出乎东方而望乎南，故滦

治东南郊有火神祠焉，其祠亦不知创于

何代也。《孟子》 曰：民非水火不能活。

乃火德之济民也久矣。闻之故老云：明

季用兵之际，神常降灵威佑滦民，使得

安枕无虞，是火德之庇滦民又若有独至

焉。是康熙辛亥善士韩君新其庙宇，金

碧辉煌，迄今三十余年。兹有居民荣等

敛 财 结 社 ， 修 设 香 灯 ， 上 供 神 灵 之 棲

止，下资住持之焚修。倾盆聚沙，均舒

处 衷 ， 是 善 念 之 激 发 ， 似 亦 不 可 泯 没

者 。 用 托 短 章 ， 勒 诸 片 石 ， 以 垂 悠 久 ，

是 为 记 。 时 康 熙 肆 拾 贰 年 ， 岁 次 癸 未 ，

七月望日立。

碑文很短，意思也较浅显，试解释

如下：《说卦传》 中说，八卦中的离卦是

火，是太阳，在方位上属于南方。因为

太阳从东方升起又出现在南方，所以滦

州治所东南郊便建有一座火神祠，这座

祠也不知道创建于哪个朝代。《孟子》 上

说，百姓没有水和火就不能生活。看来

火德星君救助百姓由来已久了。听当地

年高识广的人讲，明朝打仗的时候，神

灵常常护佑滦州百姓，使得大家能够免

受兵火之灾，这是火德星君对滦州百姓

特殊的照顾啊。康熙辛亥年 （公元 1671

年），有一位信佛行善的韩先生把火神庙

粉刷一新，使得火神庙金碧辉煌，到现

在过去了三十多年。现今有当地姓荣的

居民组织大家收取钱财结社，设置了香

灯会，宗旨就是对上可以供给修缮火神

祠的经费，对下可以资助祠中道士修行

的日常费用。香灯会的成员们尽自己所

能，聚少成多，合理使用这些经费，这

是大家心中激发出的修善的信念，似乎

也不应该被后人忘掉吧。因此写下这篇

短 文 ， 刻 在 石 碑 上 ， 以 期 待 永 久 流 传 ，

就 有 了 这 篇 记 录 。 时 间 是 康 熙 四 十 二

年，也就是农历癸未年(公元 1703 年)，七

月十五日立此碑。

碑题中提到的“香灯会”是一个民

间祭神修善的自发性群众团体组织，而

非通常大家所熟知的庙会。光绪 《滦州

志》 中明确记载，滦州地区的火神庙一

共有五处，一处在城外东南角，一处在

康 庄 社 税 务 庄 ， 一 处 在 崇 本 屯 蒋 家 泡 ，

一处在榛子镇街北，一处在稻地镇。除

了稻地镇火神庙每年的正月二十九举行

庙会以外，其他四处火神庙都没有庙会。

香灯会，一般也称作香会，滦州火

神庙香灯会就是以滦州城外东南角的火

神庙为活动中心的组织，这座火神庙正

是 会 众 们 慷 慨 捐 资 、 施 舍 田 地 的 对 象 。

会 首 应 该 是 姓 荣 ， 会 众 没 有 固 定 人 数 ，

主体为男性，每年按月轮值，义务在庙

前挂灯照明，确保庙内的灯火长明，为

信徒提供一片清净之地。

这 篇 《滦 州 火 神 庙 香 灯 会 碑 记》

的 拓 片 宽 四 十 五 厘 米 ， 高 九 十 五 厘

米 ， 周 围 边 框 宽 五 厘 米 ， 刻 有 卷 草

纹 ， 很 显 然 是 碑 阳 的 拓 片 ， 理 论 上 碑

阴 应 该 有 香 灯 会 的 会 众 题 名 ， 乃 至 碑

文 撰 写 者 以 及 书 写 者 和 石 匠 的 名 字 ，

可 惜 我 们 并 未 发 现 碑 阴 拓 片 。 因 此 ，

受 资 料 所 限 ， 我 们 无 法 得 知 更 多 滦 州

火 神 庙 香 灯 会 的 具 体 细 节 ， 如 组 织 规

模 、 架 构 、 人 员 构 成 等 ， 但 这 一 点 并

不影响其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地位。

《滦州火神庙香灯会碑记》 的存在，

不 仅 证 实 了 清 朝 前 期 香 会 组 织 的 活 跃 ，

更突显了佛教与道教在滦州地区的影响

力 ， 以 及 两 者 与 民 间 信 仰 的 融 合 共 生 。

从侧面反映出了滦州地方社会的多元化

与开放性，以及民众自发组织能力的强

大 。 香 灯 会 在 维 护 地 方 传 统 文 化 的 同

时 ， 也 成 为 连 接 社 区 内 外 的 重 要 纽 带 ，

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透过这块小小的石碑拓片，我们看

到 了 那 个 时 代 的 社 会 风 貌 与 文 化 生 态 。

它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座沟

通古今的桥梁，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触

摸那些曾经鲜活的人物与故事，感知那

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未来，通过对

这类文物的持续发掘与研究，必将为我

们还原更多关于滦州地区社会变迁与文

化演进的细节，丰富我们对滦州地区传

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总 之 ，《滦 州 火 神 庙 香 灯 会 碑 记》

作为一块稀有的实物证据，其价值远远

超出文字本身的范畴，它是我们认识滦

州地区清代民间信仰、社会习俗与人文

情怀的重要窗口。在历史的长河中，它

静默无言，却以独有的方式诉说着那些

已被遗忘的故事，等待着有心之人前来

倾听。

《滦州火神庙香灯会碑记》 如同穿越

时空的使者，携带着三百年前的故事来

到现代，它不仅增补了 《滦州志》 中的

史料空缺，更为研究滦州地区清代民间

信仰与地方民俗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呈

现出一幅细腻多彩的民生百态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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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智勇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启新水泥有限公

司，为弘扬企业的“马”牌形象，在各

个历史时期，修建过以“龙马”“跃进

马”和“奔腾马”为主题的雕塑，这些

标志性景观，随着城市的变迁而消失不

见。如今，百年启新的“马”雕塑，也

渐渐在老唐山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据 史 料 记 载 ， 1889 年 (光 绪 十 五

年)，为解决国内水泥需求，开平矿务

局总办唐廷枢奉命创办了唐山细棉土

厂，烧制水泥，开辟了中国用水泥代替

白灰的新时代。

1906 年 11 月，滦州矿务局总经理

周学熙奏报清政府批准，募集白银 100

万两，引进国外机械旋窑等先进技术和

先 进 设 备 ， 始 建 新 厂 一 座 ， 1907 年 7

月，新厂定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

司”。该公司于 1908 年 1 月建成投产，

水泥商标以“龙马负太极图”为记，简

称“马牌”。

当年的启新公司东门口非常气派，

有形似塔状的四个门垛，中间两个门垛

上，各放置有一座“龙马”雕塑，寓意

马牌水泥的标志，彰显龙马精神，可谓

点睛之笔。

1958 年 ， 启 新 公 司 工 人 为 表 达

“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斗

志，将“龙马负太极图”商标图案，改

成 飞 腾 的 “ 跃 进 马 ”， 注 册 商 标 仍 为

“马牌”。

1962 年，启新公司的隶属，由中

央重工业部改为国家建材部，前公私合

营的“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名称，

更改为“启新水泥厂”。

上世纪 60 年代，笔者曾帮家里到

启新水泥厂买过水泥、拉过白灰。那时

的东大门口，门楣上还有繁体大字“启

新 洋 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虽 已 历 尽 沧

桑，却不失风采。尤其是门垛上的两座

“龙马”雕塑，格外引人注目。

1966 年 8 月 ， 启 新 水 泥 厂 改 名 为

“唐山东方红水泥厂”，商标也改称为

“东方红牌”，可能因为水泥产品的新商

标与厂名相重，1967 年 1 月 1 日，启新

水泥厂又注册“旭日牌”商标。至此，

历 史 悠 久 的 著 名 “ 马 牌 ” 商 标 被 停

用，厂东大门门垛上的两个龙马雕塑

也被拆毁。

后来，因“旭日牌”商标知名度

低，影响了水泥出口。为此，1973 年

11 月 ， 水 泥 厂 注 销 了 “ 旭 日 牌 ” 商

标，重新启用了“马牌”商标。1979

年 11 月，厂名恢复为启新水泥厂。这

之后，在启新水泥厂南门的办公区域的

花园中，修建了大型的“跃进马”水泥

雕塑，一匹骏马飞越在云朵之上，寓意

着启新“马牌”水泥的新生。

1986 年，启新水泥厂决定拆除跃

进马的水泥雕塑，重建“奔腾马”雕

塑。这次的拆除，引来人们的质疑。笔

者曾采访过唐山矿劳服公司凤凰装潢公

司一名负责人，他曾参与“奔腾马”雕

塑的重建，据他的介绍，原雕塑因设计

考虑不周，造成“马牌”商标图案的齿

轮缺失，无法完整体现启新“马牌”商

标特征。所以决定拆除重塑。

奔腾马雕塑的设计者，为启新水泥

厂俱乐部美工田顺。他在设计时，把原

雕塑马身下的云朵造型，改成了齿轮造

型，达到了与“马牌”商标高度一致；

马的造型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显示出健

硕与俊美的特点。

1986 年 5 月，唐山矿劳服公司的凤

凰装潢公司承揽了“奔腾马”雕塑的工

程，此雕塑为玻璃钢材质。他们接到

“奔腾马”雕塑的设计小样后，马上组

织雕塑人员放大泥塑，塑造完工后，用

石膏翻成阴模，再由唐山矿劳服公司玻

璃钢厂负责制作成型。

1986 年 9 月，新“奔腾马”雕塑完

工后，由启新水泥厂于 1986 年底重新

立在南门的办公楼前面。

2008 年 6 月，为贯彻市委、市政府

“退二进三”的发展战略和生态城建设

规划。启新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 停产搬迁。

2011年，启新水泥有限公司迁至古

冶区，改称“唐山冀东启新水泥公司”。

停用了“马牌”水泥商标，改用冀东水

泥集团“盾石牌”牌商标，启新的标志

性景观新“奔腾马”雕塑被拆除。

如今，启新水泥有限公司的旧址，

已改建成 1889 文化创意产业园，这里

诞生了中国首个水泥工业博物馆。旅游

园新建的缩小版“奔腾马”雕塑和仿建

的东大门垛上的“龙马”雕塑，向人们

传达了启新昔日的辉煌过往。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百年启新的“马”雕塑
□ 王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