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为本 探寻大医

“爷爷，你看的是什么书？”
“这是《医学衷中参西录》，是

大医张锡纯所著。”年仅5岁时的吕
少军虽然还不明白这本书对后世的
意义，但看爷爷如此珍视一本书，
竟对此书生出了一丝敬畏。

上世纪50年代末的盐山，经济
还很落后，盐碱地里也打不出多少
粮食，吕少军就出生在这块贫瘠土
地上的一个医学世家，曾祖父和祖
父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夫。在他
少年时期，《汤头歌诀》和《频湖
脉学》就已经能倒背如流了。也许
正是这样的医学基因，促使他求学
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医学，而且
成为省第一批卫生管理专业毕业
生。

多年的工作实践，使吕少军越
发感觉在治病救人这条路上，中西
医结合才是不二之选。而这条光明
大道，早在 100多年前，张锡纯就
已经明确提出并实际践行了。张锡
纯，这个在吕少军儿时就已有所耳
闻的名字，当他捧起《医学衷中参
西录》逐字逐句研读时，大觉相见
恨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锡
纯医学思想体系的根基，在那个或
废除中医只存西医，或抵制外来思
想、独尊中国传统医学的年代，张
锡纯参西不悖中的思想实践，无疑
是时代的进步，这种兼容并包、与
时俱进的理念，即使在今日也有现
实意义。吕少军每每思之，都为张
锡纯医学的高瞻远瞩慨叹不已。

后人只知张锡纯的理法方药能
治病救人，但对他的人生经历和医
学思想知之不多，重术轻人的学术

之风制约了张锡纯思想的传播。吕
少军另辟蹊径，从“人”出发，深
入挖掘张锡纯所处的历史背景、社
会背景、生活背景，深切体察张锡
纯的所思、所想、所感。张锡纯一
生颠沛流离，想以毕生所学为国效
力，不成，便为良医，解万民于病
痛。最大功绩就是耗费一生心力所
著的传世之作 《医学衷中参西
录》，为后世立下“衷中参西”的
表率，也留下了很多治病救人的名
方。直至今日，中西医结合思想的
运用和发扬，源头皆在张锡纯。

因爱结缘 百花齐放

2018 年，《医学衷中参西录》
出版 100周年，沧州日报以“文化
八仙桌”为平台，推出主题“中西
汇通张锡纯”主题访谈，吕少军是
主讲嘉宾之一。他高度概括了张锡
纯的历史贡献。比如，他提出的中
西医结合思想，始终是我国卫生工

作五大方针之一；他是中西医汇通
学派的先驱人物，中医、西医、中
西医结合是当今医疗卫生工作的三
支主力军；《医学衷中参西录》今
天仍然指导着临床实践；开创了中
医办院和中医函授教育的先河，革
新了中医传授固锁封闭的传统。报
道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
响。一时间，张锡纯被许多人再次
提起，他的思想、学术、传承成了
圈内圈外人热议的话题。

2020 年 9 月的一天，炎夏已
过，暑气未消。盐山县委会议室内
热情高涨，精彩的发言一浪高过一
浪。原来，在盐山县有关部门的精
心筹划下，国家级著名编剧肖绍权
被邀来此，共同谋划电视剧本《大
医张锡纯》。听着吕少军等人对张
锡纯生平、学术思想的介绍后，肖
绍权深受感动，当即表态：一定要
努力制作出一部经得起历史和社会
检验的好作品，努力还原一个有血
有肉、真实的大医张锡纯。

共同的志趣，相同的热爱，吕
少军因此结识了很多致力于张锡纯
研究的人，如公安战线的王鹏、盐
山张锡纯文化研究会会长韩玉瓒，
还有很多从事文学创作、影视艺术
创作的人士，他们相互切磋、共同
探讨。虽方向不同，但吕少军说，
这样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
态，才更有利于全方位、立体化地
展现张锡纯。

谋划研讨 迎来春天

2020年 10月 25日，盐山县诚
邀八方来客，齐聚一堂，共同纪念
张锡纯诞辰 160周年。为谋划、筹
办此次会议，吕少军不敢有丝毫懈
怠，他配合有关部门前前后后忙了
一个多月。都说岁月不饶人，大会
间隙走到休息室坐上一会儿就是他
最好的放松。

看着会议有条不紊、平稳有序
地推进，吕少军的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回想起两年前的这个时
候，他也是如此忙碌。那是首届张
锡纯学术思想传承与发展大会，盐
山第一次举办此种规格的会议，没
有任何经验可循，吕少军也是全程
参与，并担任会议主持。会议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知名的中医
专家，因为张锡纯，他们把目光聚
焦在盐山。

两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让盐山
这座小城焕发出新的生机。县委、
县政府加大投入，盐山县寿甫中医
院再次扩大规模，二期正在建设当
中，县城的中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
展也提上日程。可以说，张锡纯这
张中医名人名片越擦越亮。吕少军
说，他对张锡纯思想以及学术研究
的未来非常有信心。因为通过这次
疫情，国家以及老百姓越来越深刻
地认识到中医、中医药以及中西医
结合思想的重要性，所以张锡纯的
中西医汇通思想必将大行其道，为
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人生有大愿力而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

世活人计则愿力大”。吕少军每每读此句，就犹如跨越时空，亲聆寿甫先

生教诲。张锡纯，字寿甫，近现代中西医结合之先驱。吕少军，盐山县政

协原副主席，与医疗卫生事业打了一辈子交道，最爱大医张锡纯。他深入

研究，探寻其人、其道；他不遗余力宣传，倡导百花齐放，全方位、立体

化诠释大医张锡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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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锋山水画刘玉锋山水画
入展第四届中国入展第四届中国
民族美术双年展民族美术双年展

《《奥境幽深奥境幽深》》 刘玉锋刘玉锋 作作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大运河是人
们休憩悠游的好去处，大运河两岸的建
筑，是提供这种诗意休憩的必要组成。
2021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入新阶
段。在景观设计方面，将在沿岸两侧500
米内重点打造以隋唐风格为主，修旧如
旧、恢复历史风貌的景观带，营造运河
诗的意蕴，丰厚古城的肌理。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市大
运河办公室副主任杜金月、大运河爱心
志愿协会名誉会长王成东、清风市集创
始人张立民。杜金月是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的具体规划、组织和实施者之一，对
今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整体布局、基
本风格、实施进程都有详尽的规划。王
成东是大运河爱心志愿协会的创建者，

围绕大运河文化带新的重点建设，有相
应的配合措施。张立民作为提供文化体
验新模式的年轻人，也代表部分群众，
对开掘大运河文化、形成人与河、人与
文化的互动，从而深入感受大运河文
化，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进入新年度，走向新征程，大运河
文化带的建设，将呈现给市民新的文化
享受。今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整体
规划有哪些？重点突出哪些方面？在建
设中，保持大运河的原真风貌非常重
要，是保证诗意栖居的根本要求，那么
如何维护河滩生态，形成植被景观？生
态环境维护之外，两岸的人文景观尤其
建筑风貌的设计，当与大运河生态景观
的诗意性相协调，如何整体统一，突出

古城肌理，营造出人文性的传统风貌？大
运河与人互相依存，人与自然、人与古建
筑的互动，将使大运河更加灵动。文化带
建设中将提供哪些互动性环节，形成活的
流动的景观？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涉
及。欢迎热心读者扫码入群，参加讨论。
微信二维码将在“文化八仙桌”微信群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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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祁凌霄）第四届中国民
族美术双年展近日在兰州开幕。作为高规
格的全国美术展，作品入选、入展的难度
极大，入展即获得加入中国美协的资格。
本次展览，河北仅有二人作品入展，沧州
刘玉锋占其一。

据了解，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展每两年
举办一届。首届于 2014年在昆明举办，
后在贵州和北京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
作为国内美术界的高规格展览，历年来备
受关注。第四届展览由中国美协等单位主
办，沧州刘玉锋的山水《坚卓绵邈》在
4932件投稿作品中被选中入展。

刘玉锋，笔名唐风，长期致力于文学
创作、评论和书画，是沧州文艺评论组织
的创始者。绘画作品曾在中国美协主办的
中国山水画双年展中获奖。他坚持艺术创
作要摆脱心理、路径依赖，强悍精神，拒
绝重复。坚持艺术家要有独立思想和自由
精神，作品要体现审美的开放性、包容
性、技术的新颖性，对新哲学思潮的吸纳
和理解不可或缺，如此艺术才有活水源头。

小夫妻屡献爱心小夫妻屡献爱心
重情义温暖乡邻重情义温暖乡邻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近日以来，天
气骤冷，沧县张官屯乡穆官屯村一对小夫
妻却在严寒中来回奔忙，为村里的低保
户、环卫工人、病患者、老山前线退伍军
人、老党员送去暖暖的关爱。两年来，小
夫妻屡次奉献爱心。

这对小夫妻就是祁明义和王杰。他们
学有所成之后，在父辈那里接过了开在本
村的明义加油站。经过几年精心打理，小
日子过得挺红火。入冬以后，夫妻俩商量
着要给村里乡邻们献点爱心。这事首先得
到父亲祁松业的支持，一家人觉得，日子
过好了帮帮不如自己的乡亲，是庄稼人的
本分。于是他们根据村里的情况制定了受
益条件并广而告之，如：90周岁以上的
老人，70周岁以上的退伍军人，60周岁
以上的党员，老山前线退伍军人，本村低
保、五保户、环卫工等。他们买好油米
面、准备了现金，开始走访慰问亲自送上
家门。爱心活动做得有条不紊，乡邻们心
里热乎乎的。

去年，他们还为穆官屯小学捐赠了
14台空调外加 3000元现金，解决了孩子
们冬冷夏热的大问题。目前，小夫妻已为
村里 80 余户符合条件的乡亲献上了爱
心，前前后后花了几万元。爱心行动带动
了村里其他人士捐款捐物，小小村庄里洋
溢着煦暖和谐的气氛。

““奇石展奇石展””中赏奇石中赏奇石

本报讯（记者哈薇薇）为弘扬赏石文
化，传播赏石理念，近日，市观赏石文化
协会举办“奇石展”活动，吸引了众多奇
石爱好者前来交流。

市观赏石文化协会成立于2018年8月
5日。在会长刘立新、副会长孙一顺的带
领下，展品屡次在全国摘金夺银。其间，
还多次组织会员到全国各地参加捡石活
动，提高大家对各类奇石的鉴赏力。何为
观赏石？副会长孙一顺说：“它是从历史
名词‘奇石’演绎出来的扩大了内涵、外
延的名词，有奇石、灵石、雅石、丑石、
文石、寿石、禅石、供石、美石等称呼。”

孙一顺介绍说，自唐宋以来，奇石就
在园林石家族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帝王
将相和文人雅士珍爱，也得到平民百姓喜
爱。时间推移，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赏石
理念和民风习俗，从而积淀成底蕴深厚的
赏石文化。居无石不雅，园无石不秀。石
头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大自然赐予人
类的瑰宝。孙一顺说：“吸引更多人喜爱
奇石，品味赏石文化是他的责任，希望人
们观赏奇石获得美的享受，感悟奇石蕴含
的人文精神。”

南皮编纂书法志南皮编纂书法志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经南皮县书协

提议，《南皮书法志》编纂完毕，目前已
经定稿，为整合我市书法文化资源提供了
先行经验。

《南皮县书法志》由高国胜、李洪斗
任正、副主编，吸收书法、文史、写作等
诸方面的人士，成立编纂委员会，从去年
开始搜集资料，组织编辑等工作，得到南
皮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及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在人力物力和资料方面给予了很
多帮助。编纂人员经请教地方志专家，确
定了书法志的编纂体例，分成概述、大事
记、人物、碑志题匾、碑拓墨迹、社团组
织、队伍现状、活动、序跋、报刊载文等
十章。从尹吉甫《兮甲盘》到张之洞墓志
及当代书法文化，合为一志，集中体现了
南皮几千年的书法文化脉络。

据了解，地方书法志尤其县一级书法
志的修撰在全国非常少见。以书法文献
学、书法考古学、书法美学、文字学、书
法人物等内容合为一志，突出地方性书法
文脉的志书，在沧州或河北应是首次。

吕少军吕少军吕少军：：：百花齐放论锡纯百花齐放论锡纯百花齐放论锡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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