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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祁凌霄） 城市
改造中，如何保留历史记忆，是
文化能否更好传承的重要问题。
街道更名中，如何彰显地方文化
特色也是重要问题。当前，城市
改造和沧州街巷起名正在进行之
中，慎改，改好，广泛征求民

意，充分尊重沧州历史，保留特
色文化，命名文化街巷，是各方
都在密切关注的话题。11 月 29
日，“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
129期，将邀请有关人士，在线上
对此展开讨论。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
市文联原主席魏新民，摄影师宗
增顺、陈立新，历史文化爱好者
张耀华。作为作家和市文联原主
席，魏新民在沧州文化建设中作
出不少贡献，对沧州文化的整体
格局和走向表示出极大关注。在
任期间，沧州文学、书画、篆
刻、民俗、工艺美术等文化种
类，取得突破性成绩，为以后沧
州文化的发展夯实了基础。宗增

顺和陈立新多年来坚持拍摄沧州
的地标性建筑、老街牌、老街
巷，积累了丰富资料，许多图片
里的街巷，目前已经成为历史，
或旧貌换成新颜。张耀华热心沧
州历史文化并撰写过很多有关老
沧州的回忆散文。

目前，沧州尤其是大运河畔
还有哪些老街巷，现状如何？历
史上的老街巷曾留给一代代沧州
人哪些回忆？看似寻常的巷陌
里，曾发生过哪些感人至深的故
事，给城市打下哪些文化烙印？
当代城市改造中，结合社会发
展，能否给那些典型的老街巷容
身之地，供人在心灵和文化上以
诗意栖息？老街巷的局部改造应

注意哪些问题？街道更名，如何
保持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又能避免
历史久远带来的生疏生涩感？如
何广求民意，起出既有历史文化
气息、又能突出街道本身文化特
色的时代性前瞻性的名称？

这些群众所密切关注的问
题，都将在访谈中展开。欢迎感
兴趣的读者扫码入群，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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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印社在新华区美术馆举办的
大国文懋·金石寿永篆刻展，日前已经
落幕。这是今年以来沧州最大的一次
专门的篆刻精品展。落幕后的寂静
里，对展出得与失的反思，更便于沉
淀升华。

新华区美术馆坐落于明清时期沧
州府衙旧址。府衙惟一保留下来的古
建补山楼，就是美术馆。补山藏海的
器局和凝重，与篆刻这一古老艺术气
息相融。篆刻展选择此地，先声夺
人。开幕式后的次日，展厅人潮渐已
退去。人潮退去是好事，艺术欣赏不
是赶集，走马观花能得到什么呢？疏
疏落落三五人，从从容容“读”艺
术，在展厅的宁静古穆里，与文化进
行灵魂的沟通，称得上由欣赏而至心
赏。

用心选择场地之外，展览的方
式，也透出展览方的创意。一楼，专
设展柜，玻璃罩下是这次展出的部分
原刻原石印蜕。这些原作，被组织者
从作者的书斋里请出来，集成队列，
安详地卧在展柜里供人观摩。从石材
到印纽，从边款到印文，到布局到刀
法，想必参观者在指点评论中收获了
前所未有的新意。书斋里的那份个人
独有的幽情，一下子就扩充到展厅，
传递给大众。

书斋与展厅两种迥然不同的观赏
环境，形成两种不同的观赏心理，也
难免让观者产生疏离感。在展示方式
上既能承接传统，又能别出新意，是
目前展厅文化的一大课题。大规模展

出原刻原石印蜕，在全国的当代篆刻
艺术展览里是罕见的。这些原石原刻
和印蜕，收集、运输、布置起来不是
个轻松事，但案头玩赏历来是篆刻艺
术的文化传统之一，让它们在展厅文
化之下的大庭广众里亮相，也是沧海
印人颇具创意的奇思妙想。

展柜西面不远处的近门一角是书
案。那天，西泠印社理事、沧海印社
社长韩焕峰刚走，由西泠印社社员、
沧海印社执行社长李泽成当班。当
班，其实是展览方派专人在现场为参
观者提供艺术咨询、演示性创作。“这
是大篆，这是小篆。秦印多界格，汉
印多方整……”由于篆书和篆刻的专
业性，满足一般观众了解基本知识的
需求，便成为当班人的工作之一。“这
方印我看着挺好，但又不知好在哪
里？那方印我看不出好在哪里，但作
者为什么还那么大名气、经常获奖？”
回答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班人
的工作之二。另外便是为参观者现场
演示。

艺术家在现场专门而不是随机解
答问题、现场演示，这又是沧海印社
在这次展览中一个崭新创意。这样一
来，篆刻艺术和专业知识传播的社会
效果无疑会更好。

展览还延续了目前篆刻展比较新
颖的一种方式，即多件篆刻作品制成
印屏，如书画般悬挂，再于印屏旁边
将原作放大后的二次作品悬挂起来，
以适应不同于书斋的展厅空间。

创作、展示工具演进、场合变迁
历来影响着文化艺术。唐代高桌的出
现，改变了此前席地而坐的书写方
式，进而影响了执笔方法，形成不同
的艺术面貌；明代高堂广厦的出现，
大幅悬挂卷轴开始流行；元末文人王
冕开始在石头上刻印，至明代经大量

文人参与，形成当代意义上的篆刻。
在文化艺术大盛的今天，有些书画作
者曾为取得展厅效果拼贴制作染色，
使艺术饱受日趋工艺美术化的诟病，
已被国家级展览叫停。而面对过度夸
张变形、意在哗众、消解汉字、背离
艺术传统的作品，目前人们已经产生
审美疲劳乃至厌恶，但还没有特别有
效的办法。篆刻作为比书画更小众、
材质体量更小的艺术门类，在展厅文
化之下探索形式上的适应度，显得较
为稳健妥贴。

书斋，是书画、篆刻艺术创作最
基本的场地，在野外或作坊里制作的
青铜摩崖碑碣，也兴盛了几千年，但
取代不了书斋的主要地位。况且，现
在青铜摩崖碑碣已成偶尔为之的创作。

书斋文化与当代展厅文化，在形
式和内容上是相合相离的。展厅文化
迅速兴起兴盛，变化迅速，是信息化
社会的产物，但大风飞扬未免扬尘，
浪潮滚滚未必无沙；书斋文化古今一
体、静水深流、变迁舒缓，是深植文
化血脉中的传统，但也可能限于孤芳
自赏、脱离大众。

在书斋里的创作，和于展厅文化
的大势又不趋附屈从，能为群众所赏
而不媚俗，是形式之外，当代真正的
艺术探索者思量的另一大课题。

大国文懋·金石寿永篆刻展展出的
作品中，社长韩焕峰的作品，在方正
沉静冷逸中，延续痛快酣畅的基调。
如此，则消解了一般人追求豪放而带
来的粗砺气息，使动者愈动，静者愈

静，所谓衰年变法，归于老辣平淡的
多种况味；执行社长李泽成擅元朱
文，元朱之外，他特意放大对自鸟虫
篆思考借鉴后的作品，吸收了鸟虫篆
华茂的形式，而摒弃了繁冗的刻意象
形，呈现出篆与汉字紧密结合、又对
鸟虫象形点到为止的含蓄；西泠印社
社员、副社长孙长铭的作品，上追秦
汉至商鼎周彝，高古的调子里透出憨
拙与活泼；实力派作者孙宏伟，以先
秦楚简帛为法乳，雕刻出一片迷离恍
惚内蕴空灵的气象，黑底白字的长款
边拓与印文呼应，穿越到两千余年前
的荆楚山水间。

其他作者或汉印、或玺印，多在
传统中融入自己的理解。年轻作者如
李宝棠，虽在父亲李泽成的指导下进
入篆刻之门，但他的作品，吸收青铜
器上云雷纹、饕餮纹等手法，张扬着
年轻人不甘人下的求索精神。

在文化艺术上，回溯传统、坚
守传统是一种创新。如王羲之的七
世孙怀素，写 800本《千字文》散于
浙东诸寺，传播王羲之笔法，赵孟
頫矫正宋代“尚意”书风的流弊，
以恢复魏晋笔法为己任。在文化艺
术上，结合时代、探索新意也是创
新。如八大山人、徐渭、王铎等
人。不过这两种都需扎根传统，汲
取历史天空和江山胜迹里人们所能
共赏的美。普通群众，也需养成一
双欣赏艺术的慧眼。

如此说来，在展览现场“这方印
我看着挺好，但又不知好在哪里？那
方印我看不出好在哪里，但作者为什
么还那么大名气、经常获奖？”这样的
问题对于勇于探索的艺术者来说，并
不是轻飘飘的一问。因此，开拓展厅
与书斋新意象，仍需在路上的艺术家
们快马加鞭，勇猛精进。

开拓展厅与书斋新意象开拓展厅与书斋新意象开拓展厅与书斋新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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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旺参加吕旺参加““文化八仙桌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活动系列访谈活动

医道本同源医道本同源医道本同源 施术有殊途施术有殊途施术有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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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中医大家张

锡纯诞辰160周年，沧

州市张锡纯思想研究

会会长、市中心医院

中医科主任吕旺结合

自己多年来的中医临

床实践，提出中西医

之间的互相兼容、各

取所长，正成为现代

医学未来发展方向的

观点——

以展厅为可观性文化艺以展厅为可观性文化艺

术品展示的方式术品展示的方式，，是当代人是当代人

的优选的优选。。近年来近年来，，大小展览大小展览

层出不穷层出不穷，，观之不暇观之不暇，，展厅展厅

文化已俨然成潮文化已俨然成潮。。展厅展厅，，使使

文化艺术品与大众距离更文化艺术品与大众距离更

近近，，增强了创作者和大众的增强了创作者和大众的

交流交流，，也使组织者和主办方也使组织者和主办方

有了沉甸甸的成果感有了沉甸甸的成果感。。然然

而而，，在书斋里蛰伏了数十个在书斋里蛰伏了数十个

世纪世纪、、颇具专业意味的艺术颇具专业意味的艺术

门类门类，，能否在潮流裹挟之下能否在潮流裹挟之下

潇洒弄潮潇洒弄潮，，入乎其中出乎其入乎其中出乎其

外外，，既能与时俱进既能与时俱进，，又能不又能不

落俗套落俗套、、保持本色的文化特保持本色的文化特

质质？？直面展览潮直面展览潮，，对于比书对于比书

画更为小众画更为小众、、更为书斋化的更为书斋化的

篆刻艺术篆刻艺术，，努力保持潇洒出努力保持潇洒出

尘而又能潇洒入尘尘而又能潇洒入尘，，有哪些有哪些

可贵的新探索呢可贵的新探索呢？？

“ 从 医 学 发 展 的 本 质 上 来
说，中西医学同为治病救人而存
在。二者一源两歧，而又殊途同
归，面对的是相同的病人，相同
的症状、体征，相同的辅助检
查。”在近日举办的沧州市第四
届张锡纯思想学术研究会上，吕
旺阐释了自己对于中西医结合的
看法。

在他看来，“得出这样的判断
是有科学依据的。比如，中医提到

肺与大肠相表里，西医则从组织胚
胎学的角度观察，认为肺、气管由
原肠的前肠发展而来，呼吸道上皮
和腺体由原肠内胚层分化而来，
肺、气管与大肠的结构来源是相同
的，恰恰说明了中西医在一些理论
基础上是相通的。”

随着现代医学的逐步完善与
发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在很多
方面都呈现出兼容并蓄的趋势，
上演着一出出“相遇相知”的杏

林大戏。
“现在可以借助先进的医学理

念和技术，看到中西医结合的可能
性和必然性。而早在民国时期，大
医张锡纯就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思
想，并用他的毕生心血著成了中西
医结合第一可法之书——《医学衷
中参西录》，可见这本书有多高的
学术价值。”

吕旺认为，今天要传承的，不
仅是张锡纯的医术，更要学习他在

医学上不断开拓创新、包容并蓄的
精神。

“疫情期间，国家倡导中西医
相结合共同施术，对疫情的防治和
治疗起到了1+1>2的效果。这也用
事实再次证明了中西医结合是可行
的。二者有机、合理的结合，必将
事半功倍、相得益彰，但前提是必
须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根本，辨证论
治为准绳，绝不能生搬硬套、胶柱
鼓瑟。”

两大医学传统 终会“相遇相知”

“中医曾几次面临被废除的困
境，但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又一次次
重新站了起来。”无数次临床实
践，让吕旺一次次反思这样一个问
题：中医的生命力究竟在哪？

“是疗效，也只能是疗效。疗
效是中医的根，也是振兴中医的关
键所在。没有疗效，中医就成了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医是一门实
用科学，不是挂在墙上的字画，好
不好都不会害人，中医是有效就有
用、无效就有害。我认为这是中医
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并且在实践
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简单地说，

只要能达到让病人满意、认可，中
医必兴。换位思考，假如我们是病
人，希望找什么样的大夫看病，那
么现在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大
夫。”在吕旺心中，只有这样才是
真正践行了“大医精诚”。

清代温病大师叶天士曾告诫后
代子孙，非天资过人且责任心极强
者不可为医，否则治病救人不足，
反成操刀杀人之巨贼。

纵观中华文明史，中医药事业
发展过程中的成果璀璨夺目，从《黄
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
目》等不胜枚举。吕旺提供了一组对

比数据，清代之前，同时期欧洲人的
平均寿命要比中国人短。这说明在中
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对人
们的身体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

“确保中医疗效最关键的前
提，就是要坚持辩证的医治。这种
治病的基本原则不会过时，而是正
当其时。”这是吕旺临床实践过程
中最深切的体会，“我诊疗的过
程，无一不坚持这一原则，曾多次
成功救治了急性心梗、脑出血、重
症肺炎等重症病例。另外，对于肠
粘连、肠梗阻这类病人，西医多采
取手术治疗，然而手术本身就是一

种创伤，可引起甚至加重粘连，造
成恶性循环，此病中医称之‘结胸
’‘关格’，我自创一方六法，自拟
通腑汤为主方，再配伍攻下、活
血、理气、温通、益气、化饮，取
得明显效果。”

坚持辩证的医治不仅是中医施
治原则，也应在中西医结合的探索
中把握好这一原则，而不能简单机
械地融合。“如果简单地将清热解
毒药当作抗生素，将活血化瘀药当
作血管扩张药来应用，只会落个

‘邯郸学步’的结果。”吕旺说，这
既是中医原则，也蕴含哲学智慧。

无论中西医疗效是关键

杏林春暖迎新枝，中西结合利
苍生。吕旺感慨，世间病苦如此之
多，只要能减轻病人痛苦，何必再
有中西医的成见。更何况，理论和
实践都已渐渐证明，中医西医同
源，只是施治有所分别。

吕旺说：“中医讲究宏观辨
症，西医擅长微观辨病；中医通过
望闻问切收集资料，西医借助现代
科学技术进行标准化检测，各有所

长。以中医为例，中医强调整体观
念，提倡未病先防，这些都为现代
医学更好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基础
理论。西医借助微观体系以及先进
的科学技术，提高了整个现代医学
的眼界。比如之前，中医认为不能
服药就失去了治疗的机会，而西医
的静脉注射就解决了这一难题。”

深知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也
为了促进沧州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

展，吕旺率先倡导成立了沧州市张
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并成为首位
会长。

“研究会成立于2017年，如今
已连续举办了四届学术专题研讨
会。下一步，我们将利用网络技术
进一步推出医学专题，旨在培养更
多的新人，这或许正是张锡纯老先
生所期望的。”

吕旺说，让他受益最深的是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自
序中所写的几句话：人生有大愿
力而后有大建树，故学医者，为
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
人计则愿力大。这位大医深刻明
白，一枝独秀不如春色满园，凭
自己一人之力穷极一生能治愈多
少病人？只有将自己毕生所学毫
无保留地传播出去，才能真正做
到“济世活人”。

共建现代医学体系 兼收并蓄各取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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