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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山水名胜众多，文化旅游

资源丰富。为进一步把河北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

化宣传好、展示好，唱好“文化戏”，打好“文化牌”，2013

年 6 月开始，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局、省作家协会共同举办了

“美丽中国梦·胜境河北行——全国知名作家看河北”活动，

邀请全国著名作家到河北采风创作，借助作家敏锐的眼光、睿

智的思想和生花妙笔，以文学的形式，讲好河北故事，传播好

河北声音，反映河北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当代经济社会的

发展成就。

古往今来，文人名士与山川名胜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在文

学史上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佳作。一篇《岳阳楼记》不仅使

岳阳楼名扬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

言，更是深刻抒发了一代代仁人志士的赤子情怀。可以说，作

家笔下的风景，因为文学的魅力而丰富了内涵。从这个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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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全国知名作家看河北”活动的举办，对于深入挖掘河北

历史文化资源，繁荣我省文化事业无疑会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

并产生持久广泛的影响。

“江山多娇人多情”。近半年的时间里，全国知名作家们

悉心行走在河北这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上，考察河北、认

识河北、品鉴河北，亲身感受了古都邯郸的历史底蕴，华北明

珠白洋淀的清新丰美，世外桃源野三坡的险峻幽深，紫塞明珠

承德的厚重磅礴，燕山支脉青山关的雄伟奇崛……美丽的河北

大地，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他们文思泉涌，陆续创作了《走

河北》《成语邯郸》《行走燕赵》等一篇篇佳作，既有对历史

文化深刻而优美的解读，又有对风土人情真诚的摹写和感悟，

充分体现了作家们对河北的深情与厚意，对生活本身的热爱和

尊重。

参加本次活动的作家文学造诣深厚，创作成绩斐然，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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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坛具有很高的声望，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他们中间有的获

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奖项，有的作品还被改编成电影、

电视剧等影视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们汇集作家们的采风成果，编辑出版《品鉴河北》

一书，莫言先生欣然为该书题写书名，在此对他们的支持一并

表示感谢！我们相信，本书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更是一

张靓丽的河北文化名片。

编者

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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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梦     胜境河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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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高洪波，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永山、副部长武鸿儒，
河北省旅游局副局长翟玉虎，河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魏平，共同启动“全国知名作家看河北”
活动。

◎参加“全国知名作家看河北”活动的作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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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全国知名作家看河北”活动的作家和主办方嘉宾合影留念。

◎参加“全国知名作家看河北”活动的作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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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全国知名作家看河北”活动的作家在野三坡。

◎参加“全国知名作家看河北”活动的作家在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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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作家，研究员，1934 年 10 月生于北京，

祖籍河北南皮龙堂村。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

发表小说、评论集、散文集、古典文学研究、诗集、

译作、讲稿等 1700 余万字。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

俄、日、韩、意、挪、瑞、荷、阿、越等二十余

种文字出版。《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已经成为经典。除国内众多的奖项之外，曾获得意

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

获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澳门大学荣誉博士

学位，是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

沧州的“狮子”

沧州是我的故乡，铁狮子是沧州的一个重要标志。儿时常听老人们念

叨：“沧州狮子景州的塔，东光县的铁菩萨。”铸造于后周广顺年间的沧

州铁狮子，其意义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一是后周世宗北伐契丹时，为镇

沧州城而铸造。二是因为铁狮子位于沧州开元寺前，腹内有经文且背负莲

花宝座，故应为文殊菩萨的坐骑。还有人根据铁狮子的别名“镇海吼”，

推测是当地居民为镇海啸而建造的异兽。但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就是它

与我国许多的雕塑不同，有一种威严与亲切，有一种凝重与朴质，有一种

善良与厚实，有一种人间性、民间性与超越性、理想性的结合。这样，对

铁狮子的向往、敬畏、亲切和喜爱便与对故乡的眷恋一起，沉淀到了我的

骨子里。对于沧州，对于家乡，人们不光记住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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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当然还有南皮的张之洞，有空旷的田野上铿

锵激昂、大放悲声的梆子腔，更有一座铁狮子屹立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

铁狮子作为宝贵的物质遗产，它的历史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它在精神

层面上的意义更远远超越了物质。物质不灭是指物质的转化，铁狮子本身

却经受不住时间的摧残，正在渐渐老去。但它是精神图腾，是历史所赋予

它的身份。精神层面的铁狮子不灭， 勤劳善良的沧州人从铁狮子身上提炼

出一种可贵的精神，知情重义，慷慨悲歌，忍辱负重。不需要刻意的渲染，

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沧州人。正是这个雕塑的力量，促使沧州人

竭尽全力去挽救铁狮子。

现在新的，比原来的雕塑品大两倍多的新的铁狮子已经建成，铁狮子

公园也正在建设中，新的铁狮子传承了原有的风貌，显示了更加开阔与雄

伟的气度，令人为之精神一振。

祝愿家乡沧州不断发展。

沧州铁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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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

名誉主席，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目前已发

表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400

余万字，结集出版 40 余种，并出版五卷本《铁凝

文集》和 9 卷本《铁凝作品系列》，其小说、散文

多次获得国家级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

德、日、俄、韩、丹麦、西班牙等文字出版。

正定三日

 　　

少年时听父亲讲过正定。新中国成立前后正定曾是培养革命知识分子

的摇篮，著名的华大、建设学校校址都曾设在那里。

那些身着灰布制服的学员生活学习在一座颇具规模的教堂里。当时教

堂虽已萧条，但两座高入云霄的钟塔却仍然矗立在院内。每逢礼拜，塔内

传来钟声，黑衣神父从灰制服武装起来的学生中间目不斜视地穿插而过，

少时，堂内便传出布道声。学生们则趁着假日，从街上买回正定人自制的

一千六百元旧币一支的挤不出管的牙膏。

在哥特式的彩窗陪伴下，两种信仰并存着：一种坚信人是由猿猴变化

而来；一种则执拗地讲述着上帝一日造光、二日造天、六日造人……

庭园内簇簇月季却盛开在这个共同的天地里。神父种植的月季，学员

也在精心浇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仿佛是那些月季把两种信仰协

调了起来。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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