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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新立河闲步（新韵）
张成江

柳丝映绿小河岸，芳草初萌破土钻。
好雨喜来湿杏蕊，迎眸正是艳阳天。

春日逢花
仇树勇

君来花满树，君去向风追。
无意尘埃里，随缘江水时。
侬留情一片，谁恋发几丝。
春日凭君语，相知犹未迟。

回故里（新韵）
杲仁华

归来游子旧宅人，红瓦土墙格外亲。
院内年年芳草绿，再无父母唤儿音。

晨起观杏花不遇
韩淑静

未待春成作雨飞，前番探望尚身微。
赶闲拨冗方无憾，空叹丫枝对璧晖。

老民警颂
钱杰

枕戈待旦寻常事，履险如夷几度秋。
赤胆扶危除丑恶，温情济困解烦忧。
长城稳固心间系，金盾辉煌梦里留。
无悔青春酬壮志，白头笑靥不言愁。

 浣溪沙•彩虹湖观野鸭
     权广庆

地冻天寒食物稀，常搜枯梗做充饥。
抱团结队乐相偎。

只盼声声雷巨响，也期阵阵雨淋衣。
翩翩起舞接春归。

踏春 

苏煜
   惠风拂野蕾芽萌，阡陌山河妩媚生。
   喜鹊沐阳欣悦意，鸳鸯戏水惬怡情。
   近观艺者桃园舞，远望莺鹂柳上鸣。
   春景醉人神气爽，归家纵笔拙诗成。

师生同框乐龙年（新韵）
王  越

师生同框乐龙年，叙旧知新笑语甜。
最是失约小学妹，掌中视遇泪潸然。

家乡桃花鉴赏活动
李林秋

赏花逢丽日，结伴踏春行。
滚滚东流水，浓浓故里情。
才辞红杏苑，又别紫荆坪。
不尽和风里，归途有晚莺。

春游所见(新韵)
高惠娟

踏青寻景在清明，闻过莺声又燕声。
烂漫桃花无赏客，枝间尽是往来蜂。

鹧鸪天•回老家过年感怀
  唐海民

瑞雪飞来满地银。清风为我洗征
尘。少儿欢喜鸣花炮，老者安康举玉樽。

歌繁盛，舞缤纷，家乡处处长精神。
过年习俗传千古，幸福当知华夏恩。

安作璋先生是已故著名历
史学家，山东史学界泰斗，在中
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
方史，尤其是秦汉史研究方面
均有很高造诣和广泛影响。作
为一名生于斯、长于斯的山东
学人，先生怀着强烈的赤子情
怀，有着服务桑梓的热切愿望。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便萌发了
强烈的历史担当，主动承担起
山东地方史研究和著述的时代
重任。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他发起和主持编纂卷帙浩繁的

《山东通史》，组织省内外多所
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数十位专家
学者共襄盛举。不知克服了多
少艰难困苦，熬过了多少不眠
之夜，在先生主持下，1995 年，
历经八个寒暑，多卷本《山东通
史》终于出齐，山东地方史研究
和出版工作由此走在了全国前
列。

先生不但在学术上成就卓
著，而且积极主张学以致用，以
极大热情指导帮助各地市搞好
历史文化研究和地方通史编
纂，对滨州更是厚爱一层。长
期以来，他就特别关注滨州的
商周薄姑和齐文化研究，与滨
州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之
缘。

参与论证“董永实
有其人，故里山东博兴”

博 兴 地 处 古 今“ 南 北 干
道”，是商周时期薄姑国重地。
1987 年 4 月，先生应邀到博兴
参加“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论
证会”，任“汉孝子董永及其故
里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先
生和与会专家，依据《搜神记》

《太平寰宇记》《山东通志》等史
料，经过认真研讨比对，得出学
术结论：“董永实有其人，故里
山东博兴，家住丹阳乃虚传，武
氏石刻可鉴”。不久，《人民日
报·海外版》发文，对该学术成
果给予充分肯定。

由此，董永故里是博兴，迅
速传播于海内外。这些年来，
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受邀
到博兴参加有关董永等主题的
文化活动，令人感佩。可以说，
博兴县弘扬仁孝文化，创建“孝
文化”品牌，有先生的学术支持
之功。

审读修改《邹平通
史》，并为之作序

邹平地处从中原内陆到山
东沿海“东西古道”的中枢，有
着 丰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沉 淀 。
1992 年《邹平县志》出版发行
以后，1997 年春，《邹平通史》
初稿完成，编纂出版工作得到
了邹平县委、县政府关心和支
持。1998年10月，邹平县政协
邀请安作璋等 8 名省内著名历
史和社会学方面专家到邹平，
对《邹平通史》进行审读修改，
并召开了《邹平通史》评审座谈

会。先生和与会专家提出了许
多中肯修改意见和建议。先生
还不辞辛劳，提供史料帮助修
改文稿，并欣然为《邹平通史》
作序。

明确支持《禹贡》
碣石在无棣，曹操所登
临碣石也在无棣

历史名山碣石山，具体在
哪众说纷纭，学术界有三种观
点，一是河北昌黎，二是山东无
棣，三是辽宁兴城。

无棣县地处山东省北大
门，是古代齐国北部边疆重镇。
20世纪90年代，无棣县资深文
史专家于长銮就多次呼吁“碣
石山”复名意义重大。2001 年
初，无棣县委组织开展文化专
家论证工作，由时任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郭云鹰具体负责，
成立了“无棣县碣石山复名开
发工程指挥部”。先生的学术
论证和支持发挥了中流砥柱作
用。

2001 年 9 月 15 日，“无棣
碣石山复名新闻发布会”在山
北半麓新落成的“碣石山碑”前
举行。先生发表重要学术讲
话，并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李宏生先生一同为“碣石
山”揭碑、题词。

先生在讲话中明确指出：
“郭云鹰等同志根据明清之际
大学者顾炎武的《肇域志》以及
许多文章、诗词等历史资料，并
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考察研究，
力排众议，明确断言《禹贡》碣
石在无棣，曹操所登临的碣石
也在无棣，他的《观沧海》诗是
在建安十一年(206)秋八月率
大军自并州东略边境，征讨管
承，途经无棣马谷山(即碣石山)
有感之作。这一结论，言之成
理，持之有据，解破了学术界也
包括我在内多年来的疑惑和成
见，同时也给无棣争得了一个
千古名山胜地，这必将对无棣
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特别是
对当地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起
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先生题词碑用将军红大理
石刻成，碑阳题词：“禹迹已湮，
碣石犹存；盛世复名，历史重
光。”2005 年 12 月，先生又到
无棣参加吴式芬纪念馆开馆仪
式，并对无棣县历史文化研究
进行具体指导和帮助。2011
年，碣石山复名十周年之际，先
生又重新题写了“禹迹已湮，碣
石犹存”几个大字；对碣石研究
给予充分肯定，题写了“碣石
考”三字用以出版书名。

倾力指导滨州通
史研究编纂工作

2009 年 4 月，笔者与滨州
学院姚吉成、杜立晖在李宏生
先生引荐下，就进一步做好滨
州历史文化研究和组织“蒲姑

（甫古）与滨州历史民俗文化论
坛”活动，以及启动滨州通史编

纂工作，专门拜访了先生。先
生认真听取了汇报，表示高度
赞同和积极支持，并对下一步
进行滨州通史研究提出许多建
设性指导意见。

我们呈给先生《滨州历史
与民俗文化考略》《滨州历史与
民俗文化研究》两部书籍，敬请
先生给予指教。先生阅读后，
认为“在滨州历史文化研究上
有突出贡献，即使就整个山东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而言，也是
独树一帜的”。2009年8月，笔
者又与滨州学院李沈阳带着

《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论坛》书
稿去济南，送先生指教。先生
除就如何进一步编好此书提出
意见外，还欣然作序题词。序
言里，先生认为：“该书有很多
值得称道之处……抓住了滨州
的这一区域文化特色，有新的
深化和拓展”；先生题词：“我们
所以要了解历史，归根结底是
因为我们关心我们的现在和未
来。”其间，先生还多次通过电
话给予指导。

2009 年 9 月，滨州市历史
文化研究会成立，聘请先生和
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为学术顾
问。2010 年，在先生指导下，
滨州新八景评选活动启动，并
编 纂 出 版《滨 州 八 景 诗 文 通
览》。先生题词评价：“滨州评
选新八景，开齐鲁历史文化之
新风，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
义。”

先生数十载如一日探研山
东历史古籍，殚精竭虑主编《山
东通史》的同时，积极倡导各地
市编著通史著作，志在全面提
升山东历史文化总体实力。他
曾说：“我觉得滨州通史值得
写，而且也应当写……通史除
了写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之
外，还要注意把各种重要典章
制度和历史人物传记加进去，
使之在体例和内容上更加丰满
和生动，体例也可以创新，要善
于接地气、冒热气、出灵气、有
生气。”

2012 年 5 月，《滨州通史》

开始酝酿编纂，以先生主编的
《山东通史》和《济南通史》等
为 蓝 本 和 参 考 。 其 间 ，李 学
勤、袁行霈、安作璋、郑杰文、
刘德增、朱亚非、刘德龙等学
术 大 家 多 次 进 行 学 术 指 导 。
我们提出要以“工匠精神”打
造学术精品，以对得起先生们
的厚爱深情。

2017 年 9 月，《滨州通史》
（四卷本）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
版。先生题词：“览前史之得
失，为当代之龟鉴。”其殷殷之
心跃然纸上。2017 年 9 月 26
日，笔者与博兴县政协张基地、
陈建元到济南，向先生呈送《滨
州通史》新书和《博兴通史》编
写提纲，聆听先生学术指导。
先生欣然应邀担任《博兴通史》
学术顾问，谈了他对如何编纂
好《博兴通史》的具体意见。先
生翻阅《滨州通史》，笑着说：

“《滨州通史》的封面色调与版
式内容，与《山东通史》太相似
了，但有进步和创新，可敬可
贺！”张基地笑着说：“《博兴通
史》将来的封面设计，也要参照

《山东通史》，与《滨州通史》基
本一致，形成历史文化系列丛
书。”“好哇！好哇！”安作璋高
兴地大笑起来。

天下文脉，通史为宗。先
生指导编纂的《滨州通史》荣获
山东省历史学会优秀成果一等
奖和山东省第三十三届社科
优秀成果奖。正所谓：“十年
辛 苦 著 史 通 ，切 磋 琢 磨 费 经
营。山师安寓州县辨，清华李
园薄姑明。北海霾深寻前路，
梁邹夜雪问苍穹。百万文字
义工愿，水远山长又一程。”经
过不懈努力，《博兴通史》《阳
信通史》《惠民通史》《沾化通
史》《无棣通史》《滨城通史》等
先后编纂出版。滨州地方通
史编著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
国前列。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先
生实为当代学界楷模，先生将
永远活在我们后学的心中，激
励我们努力前行。

史学大家安作璋的滨州情怀
李象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崔宇栋 通讯员 丁珊珊 王书磊 
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市委
党史研究院联合启动《中国共
产党山东省滨州市组织史资料

（2014.01-2023.12）》（以下简
称《组织史》）征集、编纂工作。

党的组织史资料是我们党

历史传承的“家谱”，是中共党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存史”
之要、“资政”之需、“育人”之
基。《组织史》收录自 2014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全市
规格为副县级以上组织机构的
机构职能、沿革情况和副县级
以上领导人员名录。该书将按

照“尊重历史、求实存真”原则
和“广征、核准、精编、严审、及
时”方针，完整、准确地反映中
共滨州市党组织的发展历程、
机构沿革及人员变化情况，为
全市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可资借鉴的组织资料。

编纂《组织史》，是深入贯

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
例》的又一重要举措，对研究党
的组织历史，加强新时代党的
建设，助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
化长效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滨州市组织史资料》
征编工作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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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拍摄的福鼎市
点头镇大坪村六妙白茶庄园
茶旅结合旅游休闲项目“中国
白茶谷”（无人机照片）。

中国是茶的故乡，福建是
产茶大省。近年来，福建茶业
界持续开展茶文化、茶产业、
茶科技的探讨、交流和研究，
探索“三茶”统筹发展的创新
模式。目前正值福鼎白茶、武
夷岩茶、安溪铁观音茶等多种
茶的开采季节。福建茶产业
正加速融入文旅、餐饮、大健
康等赛道，催生新茶饮、茶美
食、茶庄园等新产品、新业态，
展示新的茶文化元素。如今，
古老的中国茶文化不断融入
大众生活，迎头赶上新时代

“国潮”风。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影）

茶文化的新茶文化的新““国潮国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