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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冀商结缘，以丹心著史
———序《云旺走笔———衡水人文掬萃》

刘健生

２００９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想享受“无官一身轻”的清闲生活。虽
然，也还笔耕不辍，但毕竟没有了“公务缠身”之累，体会到了淡泊超脱的愉悦。这
时，当年河大的学兄赵耀华先后三次找我，请我担任他们筹办的冀商文化研究会的
会长，均被我婉言谢绝。最后，耀华学兄便以我在省政府主管过文化，都是“河大校
友”，且都在塞外张家口工作过为由相劝，我被迫同意。但当时我对其“约法三章”：
提出只挂虚名，不担实责，仅起咨询和顾问的作用。从此，便与冀商文化研究结缘
了。

我与云旺同志本不相识，也是因冀商文化研究而结缘，并相交相识的。２０１３
年冬，衡水市要成立衡商文化研究会，云旺同志给我发来邀请函并附寄了他的两部
著作及当时发表在《衡水晚报》上的一些文章，通过这些作品我知道他是当地媒体
的文化专栏记者，是衡水市比较有影响的文化新人。我认为成立衡商文化研究会
很有必要，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冀州商帮是冀商的五大商帮之一，创办了许
多闻名中外的名品名店老字号，在冀商发展史上很有分量，值得挖掘研究。当时本
想去参加衡商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但因故未能成行，只好发了一封贺信，以资
勉慰，聊补憾心。

此后我一直想还了这个心愿，到冀州商帮的发源地，深入了解衡商的发展情
况，看望衡商文化研究会的同志们，见一见创立衡商文化研究会却未曾谋面的云旺
同志。１２月初，我和省冀商文化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赵耀华、副会长孟宪昌、副会
长兼秘书长周文章，还有几位企业家副会长一行来到衡水，李谦、杨慧等同志热情
接待了我们，并召开了衡商文化研究座谈会。会上，云旺同志给大家作了汇报，由
此我们相识了。转过年来因省冀商文化研究会换届和冀商题材电视剧筹拍等原
因，云旺同志又多次到石，与我们共同研讨冀商文化，我慢慢熟知了云旺是一个胸
怀理想，富有激情，踏实能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并甘愿为衡水地域文化、冀商
文化的挖掘研究默默奉献的人。这部《云旺走笔—衡水人文掬萃》就是他多年心血
的结晶，也是衡水地域文化研究、冀商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云旺走笔—衡水人文掬萃》，收录了云旺同志十余年来潜心创作的２６０多篇
作品，共１１８万字。旭宇和刘石营两位同志分别为其题写了书名，省冀商文化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赵耀华以及衡水文化界的名人刘家科、王学明、张韫韬、杜长荣、冯书
根等分别题联或题句，表明云旺的辛苦付出得到了衡水文化界的认同与支持。书
中还配有大量精美的插图、珍贵的历史图片，加之云旺严谨的治学态度。才情四溢
的文字表述，使得本书堪称一部衡水地域文化研究和冀商文化研究的上乘之作，具
有较好地资政、存史、教化和娱心的作用。

本书对冀州商帮文化的挖掘研究是一个亮点，设置了“衡商史话”、“十八酒坊”
等两个栏目，内容都与冀州商帮历史有关，其中《百年全聚德》、《一得阁的百年墨
香》、《桃城文玩业的发端》、《羡氏商帮沉浮录》、《十八酒坊的掌故》等篇章，对冀州
商帮中的书商、古玩商、银号帮、酒商等商业群体的历史渊源、发展传承和经商之道
进行了挖掘整理，史料性和故事性都很强，饱含人生哲理，让人们对冀州商帮的历
史文化、经商之道、人文精神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当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需
进一步挖掘和研讨。冀州商帮从历史渊源上讲，既包括当时曾被冀州管辖的衡水、
枣强、武邑、南宫、新河等一州五县，也包括和冀州接壤地区的深州、束鹿等县同一
业态的商业群体。冀州商帮的人文精神是：淳朴诚信、务实勤勉；其经营地域主要
集中在京津冀地区；所涉及的经营范围主要是文化行业和金融、杂货行业。除了云
旺同志文中所提到的这些，枣强的五金帮、营皮帮、冀州的杂货帮，尤其是文玩古旧
书业，也值得下大力气研究。在近代，琉璃厂是闻名中外的文化街，有观点说，“琉
璃厂是河北人的琉璃厂，河北人的琉璃厂又是衡水人的琉璃厂”，因为这条街上百
分之八十以上的商铺都是由衡水帮和冀州帮组成，所以又叫“衡水街”。这个商帮
出现了萧秉懿、孙虞臣、萧虎臣、孙殿起、王富晋等古玩和古旧书业收藏大家，以及
《论古斋》、《通学斋》书店等著名老字号，这是冀州商帮的最光彩照人之处。对此应
很好地挖掘研究、宣介和弘扬。

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文明是与文化相伴而生，愚昧是与落后结伴而行
的。文化是走向文明、富强和幸福的必经之途。衡水历史悠久，积淀丰厚，人杰地
灵，文化灿烂。特别是衡水商帮对冀商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要弘扬衡商文化，
就要深入研究历史上衡商兴衰成败的原因和规律，准确把握衡商传统文化发展的
深刻内涵，努力汲取衡商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更好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使
衡商文化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创造衡商新品牌，塑造衡商新形象，续写衡商新辉
煌。

云旺同志是一个好学、善虑、务实、勤奋之人。书中收录的都是他在《衡水晚
报》开辟的“云旺文化走笔专栏”的文章，这个专栏迄今快八年了，这么多年，能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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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件事，需要毅力和才华自不必说，还要有执着的敬业精神和使命感。书后附录
的这个专栏的研讨会摘要，各位专家学者对他的敬业精神也进行了充分肯定，令人
感动。据说十几年来他已走遍了衡水各市县的数百个村镇，为挖掘衡水湖历史文
化，围衡水湖骑行多遭，进村入户，寻幽访古，探颐索隐，如今又开始在燕赵文化的
大坐标中研究衡水地域文化，探讨衡水地域文化与燕赵文化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游学访书》这个栏目收录了他这方面的２４篇文章。可以想象，在大名古城沧桑的
南门下，在广府城外的石桥野渡边，在河间古国的残破遗迹旁，云旺驻足思考、不停
寻觅的情景，可以说云旺在进行一场探寻燕赵传承文化的精神苦旅，在用心挖掘讲
述河北历史故事，在为燕赵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默默奉献，这值得我们钦佩，希望云
旺继续有所作为。

是为序。
（作者为河北省政府原副省长、第九届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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