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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史志的编著，有悠久
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早在《周
礼》就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记
载。通过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古为
今用，这既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也
是编著地方史志根本的目的所
在。摆在我案头的《滨州通史》书
稿，是一部系统反映滨州历史发展
轨迹，展现滨州历史文化特色的学
术新作，以朴素而简洁的文字再现
了滨州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展示了
滨州地域文化优秀和精良的成
果。在快餐式读物盛行的当下，它
为人们提供了一份厚重又丰富的
区域文化精神食粮。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主要
的发祥地之一，以其独特的历史厚
重感和蓬勃的生命延续力，成为中
华文明的主轴心和主格调，在长期
的演化与融合中，呈现出多元归一
的格局。西周初年齐国的建立和
齐文化的勃兴，也是拜河（黄河）济
（济水）文化之所赐。雄踞黄河入
海口的滨州市（原文如此，编者
注），上古传说时期是大舜陶河滨
和大禹治水的区域。公元前11世
纪，姜太公首封于薄姑，薄姑都城

“营丘”即位于今滨州地域内。作
为齐文化发源地，源远流长，人文
荟萃，亟需有人将其形诸文字，载
入史册。

上世纪的考古发掘证明:齐国
初期的首都不在临淄，而在哪里
呢？需要我们正本清源地研究和
探索，从多重证据的角度去审慎考
证。高青陈庄遗址的考古发现,并
有重要的青铜器铭文出土，又属济

水故道区域，是齐文化的有力证
据。种种迹象表明，姜太公建立齐
国是从中原地区，顺济水而下，在
济水下游、今黄河两岸的滨城和博
兴一带建国的可能性更大，而从陆
路到临淄直接去建国的可能性极
小。“营丘”之地，即薄姑国，“天齐
渊”即济水流域，即现在的黄河水
道。“薄姑”的研究，不但是滨州历
史文化研究的难点和疑点，也是整
个先秦史研究的难点和疑点。也
就是说，只要“薄姑”研究的许多问
题搞清楚了，不但是给滨州历史研
究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也是对整
个先秦历史文化研究交了一份合
格的答卷。

多年来，李象润先生组织滨州
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同人对薄姑研
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一系
列令学界瞩目的成绩。这在《滨州
历史与民俗文化考略》《滨州历史
与民俗文化研究》《滨州历史与民
俗文化论坛》和《滨州区域文化通
览(八卷本)》等著作中，均有不同程
度地体现。2011 年，滨州凝聚《滨
州区域文化通览》编纂的团队，继
续挖掘和研究滨州优秀的文化资
源，历经六年，编著完成《滨州通
史》100 多万字的初稿，要我审阅。
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我很乐意看到地方
文化的整理挖掘多出新的学术成
果。为史者不仅要有丰富的历史
学知识，还要具有运用文献档案资
料、考古成果的能力；不仅要有严
谨的治学态度，还要善于鉴别取
舍，具有自己清晰的观点。也就是

古人所讲的为史者仅有材料知识
还不够，还必须有史识，有史才，有
史德。基于此，好的通史著作也更
难能可贵。滨州历史文化研究会
数易其稿编著而成的《滨州通史》
一书，溯及远古，下详现代，俾能通
览滨州之古今，求其演变之轨迹，
以图奋发于将来，是大有益于当今
读者的。

由于体制的原因，现在优秀的
文史精英大都集中在大城市的高
校和科研单位，在地市一级编著通
史著作着实困难，尤其学术团队难
以组织，但看到《滨州通史》较高的
学术水准，我眼前为之一亮。我愿
意与滨州的学者共勉，在今后对地
方历史文化整理研究中，撷取其精
华，剔除其糟粕，秉持实事求是的
态度，在认真钻研大量文献和考古
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对历史事实做
出准确的描述与概括。在文字表
达上，力求史笔、议论、才情三者相
结合。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
学教授

李学勤
2016年9月6日初稿
12月23日删订于清华园

前不久闭幕的市“两会”上，
作为我市文化领域的重要成果，

“《滨州通史》出版发行”，被写进
了政府工作报告。《滨州通史》正
式出版发行以来，市民反响强
烈，颇有惊喜之感。不仅是因为
这是滨州市第一部通史著作，全
面记述了滨州自史前文明以来
8000余年的文明演进历程，填补
了滨州没有通史的历史文化空
白，也是因为它较高的学术水
准。

“看到《滨州通史》较高的学
术水准，我眼前为之一亮。”对于

《滨州通史》的出版，我国著名历
史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
学勤教授很是激动。作为《滨州
通史》的学术顾问，他在《通史》
编纂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每当《通史》编纂团队遇
有重大困惑，难有统一意见时就
多次向他和山东大学安作璋教
授请益。

《通史》付梓之际，主编李象
润曾遥向李学勤教授约请写
序。正值身体抱恙的李教授怕
耽误出版发行，本想改为《通史》
题词。然而令《通史》编纂团队
惊喜的是，不久后李教授还是勉
力写下了右侧这篇既有学术高
度又有殷殷嘱托的序言。现与
各位读者共飨。

史学大家李学勤为《滨州通史》作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深圳晚报
连续 5 期刊登了 5 部“深莱坞”系列
大片，在报纸头版，中视丰德创始人
王建锋先生、香港迪士尼公司前董
事长赵永涛等5人的形象以生动传
神的肖像印形式呈现在了报纸上。
据了解，这五位人物的肖像印全部
由我市篆刻家李荣川刻制。

“他们在5月下旬联系到了我，
给我发过来一个执行方案，我看了
觉得挺有意义，用了3天时间刻好了
这5个人物，给他们寄了过去。”李荣
川告诉记者。“这次头版创意形式很
好，影响力较大，希望通过深圳晚报
这次连续5个头版的宣传，让咱们滨
州篆刻艺术文化在全国得到更广泛
的关注。”李荣川说。

李荣川，1957年生于福建南平，
祖籍博兴吕艺镇，别号“灰庄子民”

“鲁北川翁”，斋名“乐安印室”。原
滨州电视台副台长，现为中国肖像
印研究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广告协会会员、山东省
新闻美协常务理事，滨州市书协、美
协、常务理事、滨州市书协篆刻委员
会委员、滨州火天印社常务副社长。

1990 年以前，李荣川在刻印的
同时偶尔探索性地刻过数方肖像
印，由于受传统观念制约，再加上工
作也较忙，当时并未深入研究，但

“钻牛角”的激情和创作肖像印的目
标已在他心中确认。

“我很喜欢乍启典老师，当时就
找来有关资料尝试刻了一枚乍老的
肖像印。”李荣川说，当他拿着刻好
的印章给同事看时，大家都说刻得
形神兼备，接着他又连刻了吴昌硕、
齐白石两位老先生的肖像印，也得
到了大家的肯定。

李荣川将这3枚印章的文脸修
裱好后，在一次书画展上送给了乍
启典先生。乍老一看就爱不释手，
顺便向他“求”了一枚“一意孤行”的
闲章。“乍老喜欢传统的东西，我就
给他刻了一枚铁线篆章，他也很喜
欢，还曾用在自己的画作上。”李荣

川说道。
作品得到了乍启典先生的认

可，李荣川创作肖像印的劲头更足
了。随着技艺的日渐精湛，李荣川
的篆刻水平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其
传略和作品先后被收录于《中国书
画艺术博览》《世界书画家词典》等
几十部辞书中。相比较获得的各种
荣誉，让李荣川最高兴的还是他的
作品“四进中南海”。

2012 年，他创作了几幅国家领
导人的肖像印作品拿给同事看，同
事们看后非常认可，随后被市、省级
报刊刊发。“当时我非常高兴，同事
们就说可以把这些印往中南海寄
寄。”于是，李荣川找了朋友将印送
进了中南海，得到的答复是“领导人
都接受了”。另有一位中央领导看
到那些印之后，专门向他“求”了一
方肖像印。“这比获得个全国大奖都
让我高兴。”李荣川说。

截至目前，李荣川先后治印
3000余方，肖像印1000余方。他的
肖像印创作对象从身边的朋友到当
红明星、历史名人，从本籍官员到国
家元首、外国政要，无一不匠心独
运、惟妙惟肖。但最让他满意的是
周总理的六幅肖像印作品。2012年
初滨城区杨柳雪镇杨柳雪村的老书
记杨秉利通过人找到李荣川，想请
他刻一套周总理的印，存到怀周祠
以示纪念，李荣川愉快地答应了。

当年3月5日，怀周祠内举行纪
念周总理的活动，原周总理的秘书
纪东将军、警卫员高振谱将军都到
了现场。他们见到周总理的肖像印
后非常高兴，说非常逼真传神。两
位将军当时还给李荣川题写了“铁
笔传神，石上生辉”的对联。

方寸之间数刀之下形神兼备，
不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李荣川却
做到了极致。山东电视台原台长、

著名画家曾昭明曾为其肖像印题字
“齐鲁一刀 篆刻一绝”，这其中除了
石面上的功夫，更重要的是对人的
审视和研究。

“就拿卓别林来说，单独追求
形、貌是不够的，标志性的高帽、两
窝深眼，加上特色的胡须、嘴巴，才
足以表现。”李荣川认为，关键时候
要“遗貌取神”，篆刻肖像印是做“减
法”，需要把握和提炼，也需要不断
地探索与实践、体会和感悟，技法和
风格上也完全可将素描、速写、版
画、漫画、剪纸、刻石等融入其中。

说到技艺的传承问题，李荣川
感到万分焦急。曾经有六七个年轻
人想跟他拜师学艺，他毫无保留地传
授，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学下来。
李荣川说，学这个东西急功近利是不
行的，不能想着靠这个来发财。而对
于未来，他期待能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自己的篆刻艺术，再出几本作品选
集，能收到热爱这门艺术又有功底的
人做徒弟也是再好不过的事。

1930年，赵凤鸣在埕口创办了德馨
岐鸣斋糕点铺，让宫廷的御膳名点走进
了寻常百姓家。80多年前，坐落在鬲津

河畔埕口古镇的“德馨岐鸣斋”，是当时
糕点名店之一，虽然还是一个小作坊，
但却精心传承宫廷点心制作工艺，深受
当地和周边集镇百姓的欢迎。

赵凤鸣师承天津桂顺斋提浆糕点
独特制作工艺，将大桃酥、五龙糕、蜜三
刀、一品火烧等30多个品种发扬光大，
在配方原料、手工制作、用油烹炸等方
面做了全面的创新和改进，摸索出独特
的制作工艺流程和配料秘籍，掌握了一
套“搅、拌、擀、抻、捏”绝招，制作的糕点
外观精美、松酥香脆、入口甜糯、香而不
腻，一度驰誉津南、名扬烟宁。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塘坊糕点逐
渐复元。1956 年初，人民政府通过公
私合营吸收德馨岐鸣斋糕点铺联营成
立埕口供销社糕点厂，聘请赵凤鸣为
首席糕点师，为人民群众制作精美的
糕点食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
贡献。

赵凤鸣回故里创办“德馨岐鸣斋”

用肖像印刻画时代人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向春

鲁北名吃塘坊岐鸣斋

无棣有种名点——塘坊糕点，百年老
店，起自市井，如今早已声名远扬了。有人
曾说，百年老店皆是时光倒流的盛宴，它承
载着一个地方的人文和历史，留存着人们
对过往岁月的记忆、感慨与唏嘘。那流淌
在舌尖上的地道的老滋味，不时地勾起你

我儿时那略带苦涩的记忆……
塘坊岐鸣斋（糕点）前身为创建于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糖房一品
棋子点心铺。据《无棣地名志》记载：明
朝崇祯八年（1635年），赵姓始祖由滦州
吐玉坨迁至现在的河北海兴县赵家堤
头。后赵姓分家，赵铭、赵琦兄弟俩来
无棣埕口立村。因以开糖房为业，故取
村名为糖房。此地位于沿海，淡水奇
缺，人们挖塘积水，以解饮水之忧，糖房
遂逐渐演变为塘坊。

1903年，今塘坊糕点传承人赵玉森
之祖（讳倓仲）经营一品棋子烧饼为生
计，又借助糖房之便利改进传统馅种，
制作成糖油一品点心，深受欢迎，后逐
步演变成人们待客访友小糕点。为了
壮大生意，赵家委派长子凤鸣去天津糕
点名店学习糕点制作技艺，赵凤鸣1930
年学成返乡后创建“德馨”糕点铺，即今
天的埕口塘坊岐鸣斋。

编者按：

李荣川
美食是最浓的乡愁。对每一种食

物的品味，都是一场过去时光与记忆的
重逢。

埕口历史悠久，海陆交通便利，从
清康熙年间即为海陆交通枢纽，是当时
鲁北最大的对外通商口阜，海运繁忙，
500 吨级帆船可直接由海口驶入，清末
有“山东第二大港”之称（次于烟台）。
清光绪时期达到鼎盛，铺户林立，商号
100多家，有“小天津卫”之美誉。

埕口毗邻天津卫，饮食文化深受京
津塘的影响，糕点制作的借鉴传承发展
壮大，自然也是顺理成章了。埕口镇塘
坊岐鸣斋糕点以“宫廷口味、鲜香不腻、
色香味俱佳”为人称道。

“岐鸣斋”是埕口塘坊糕点的字号，
1930 年由糖房一品棋子点心铺第二代
传人赵凤鸣创立。他是如今塘坊岐鸣
斋糕点第四代传承人山东塘坊食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赵玉森的祖父。
埕口塘坊糕点第三代传人、72岁的

赵昌绪老人（赵玉森的父亲）介绍：民国
年十六年（1927年），15岁的赵凤鸣为了
壮大生意，到天津卫桂顺斋糕点作坊学
艺。起初，赵凤鸣只是烧火担水的伙
计。赵凤鸣为人诚实、虚心好学，干完
粗活之后，经常到面点房送水，打扫卫
生，做些杂务零活，深受糕点师傅喜爱。

后来，师傅经常让他来作坊案台帮
忙。天资聪慧的赵凤鸣暗暗将糕点制
作要领牢记心中并反复揣摩。18 岁那
年，作坊突然接到京剧大师马连良生日
喜宴糕点订单，当时大师傅患重感冒发
烧昏迷不醒，店老板急得团团转。情急
之下，赵凤鸣提出可试一试的想法，老
板无奈同意。赵凤鸣据平时学，独立完
成了所订制糕点。

据说，马连良竟然没品出真伪，还
给了赏钱。赵凤鸣一个烧火伙计救场
成为一时美谈。他自然得到了老板和
糕点师傅的信任，大师傅决定把手艺
教授给他。打那以后，赵凤鸣的糕点
手艺日臻完善，并逐步成长为作坊里
的糕点师。1930 年秋天，赵凤鸣学成
返乡并获赠斋号“德馨”。“德馨”二字
取自唐文学家刘禹锡的《陋室铭》“斯
是陋室惟吾德馨”，寓意为：做厚德仁义
之人。

赵凤鸣天津卫学艺

李荣川寄到深圳晚报的五幅篆刻作品

篆刻创作中的李荣川

李荣川部分作品

塘坊岐鸣斋糕点创始人赵凤鸣

赵昌绪正在给儿子赵玉森传授技艺

1981年，赵凤鸣将平生所学传授给
儿子赵昌绪，回故里塘坊村开设糕点
铺，恢复“德馨岐鸣斋”。1992年起，塘
坊糕点制作工艺传至赵玉森。

中专毕业的赵玉森年轻有为，秉承
“用实心用实料，用良心做点心”祖训将
百年老店经营打理风生水起，成为地方
美食品牌。

“选料精细、制作独特、式样美观、
酥脆香甜、久放不绵”成为岐鸣斋糕点
的五大特色品牌，现已发展出鸡蛋面、
混酥面两大系列，有蜜三刀、羊角蜜、桃
酥、莲花酥、芙蓉酥、金丝卷等 50 多个

品种。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从一口小

锅、一个小吊炉的糕点小店起步，“德馨
岐鸣斋”已发展成为鲁北地区规模最大
糕点食品专业生产企业，产品畅销滨
州、沧州、石家庄、唐山等地，成为冀鲁
区域著名品牌。

塘坊糕点其传统糕点手艺已经传承
了四代，先后获得“滨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无棣十佳美食”等荣誉称号。2017
年5月10日，在滨州市餐饮业最具代表
性的“五名”评选中，塘坊食品的麻酥与
麻条分别入选滨州名点与滨州名小吃。

第四代传人赵玉森接棒塘坊岐鸣斋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杜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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