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12月 10日 ，《沧

州日报》以《穿越历史认识张

锡纯》为题，介绍了对近代医

家张锡纯多有研究的学者王

鹏。因文中提及 1909年 《医

学衷中参西录》的版本问题，

张锡纯外祖家的后人、远在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

中医院的 79岁老中医刘宝恒

读过报道后，第一时间通过微

信与王鹏交流，竟聊出了一段

张锡纯和《医学衷中参西录》

尘封了 100多年的旧事，未正

式出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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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纪念张锡纯系列报道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民
谚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但今
年的年却非同寻常，为防疫而
就地过节成为人们的选择。在
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中，与年
节有关的内容很多，很多内容
与坚守和期待有关。 24 日上
午，“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将
邀请传统文化、文史、民俗方
面的专家，就文化和民俗中有
关内容，阐释探讨坚守和期待
的民族美德与精神。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
宾是刘增祥、翟广瀛、梁兰
新。其中，刘增祥是沧州市政
协文史委原主任，资深沧州文
化研究者，对沧州民俗、饮
食、风情都有系统研究和著
述。翟广瀛是沧州国学院副院
长，多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的
解读和传播，是传统文化的践
行者。梁兰新是省民间工艺美
术家协会会员，吴桥民俗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擅长摄影、
剪纸等创作，是中国女摄影家
协会会员，沧州市杂技剪纸传
承人。

今年春节，为配合防疫，
人们积极响应就地过节的号
召。以往回农村老家、走亲串
友等过节的形式，不再是人们
的选择，以减少人员流动，利
于控制疫情。就地过年，人们
有坚守，更有美好的期待。那
么在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内容阐
释了坚守的要义？又蕴含了哪
些期待？就地过年，在减少人
员流动和接触的前提下，小家
庭根据当地民俗就地取材，可
以开展哪些饱含美好期待的民
俗活动？可以阅读哪些经典书
籍，在其中汲取抗疫坚守的力
量？工艺品制作、摄影、书
画、文艺创作等是涵养精神的
传统方式，在这些门类中，能
寄托什么样的美好期待？这些
问题，都将在访谈中展开，期
待为读者奉献一份精神营养。
欢迎热心读者扫码入群，互动
讨论，一起为坚守和美好期待
贡献文化食粮。

时 间：24日上午
电 话：188337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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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闯关东

18岁时，张书英被河间文化馆
的群众业余艺校录取。毕业后，拜西
河大鼓艺人齐泽军为师，从此与西河
大鼓结缘。

拜师后，张书英学会了《隋唐演
义》 和 《英雄小八义》 两部大书。
1980年，开始与师傅、师兄们跋山
涉水，闯荡过黑龙江、山西等地。那
是苦行，也是“修行”。

黑龙江的冬天北风刺骨，常常飘
着雪花。有一次，张书英在佳木斯市
下车。演出地华川县东方红公社东升
大队，离车站还有 40公里。她穿着
一双塑料底鞋和师傅步撵，天冷路
滑，一路摔了很多跟斗，忍不住眼泪
流了下来。坚持走到书场，听众们正
翘首期盼。张书英一行顾不上休息，
马上架起鼓、打起月牙板、弹起三
弦，开唱。张书英唱了两个小段后，
师傅说长篇，一说说到深夜。就这样
边演出边学习，一年后，张书英就能
挑大梁、说长篇了。

去山西时，山路崎岖，坡陡路
滑，自行车后面还得驮着被褥行囊，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跌到山沟里去。
那时娱乐少，说书就像明星演唱会，
观众热情洋溢，兴致很高。张书英她
们的西河大鼓唱得好、也卖力气，村
民听不够，有些村就留她们说上一两
个月，少的也得十天八天。

改革开放后，文化艺术繁荣起
来，西河大鼓的演出活动逐渐少了。
但张书英还是在家里练，经常与同行
通过电话、微信聚在一起，切磋技
艺。不仅练了老段子，还学了《美丽
河间》《实事求是出河间》《军人的情
怀》等不少新段子。

2014年，河间市成功举办首届
西河大鼓书会，这给了张书英很大信
心，她坚信西河大鼓依然是被群众认
可、喜闻乐见的曲种，有市场、有前
途。第二年，她被推荐到北京、天
津、河北培训班学习。她演唱的西河
大鼓唱段，拿了多个奖项。

暑期办班教孩子

在西九吉乡第三中心小学的排练
教室记者看到，孩子们正在张书英的
指导下，右手拿鼓键子、左手持两片
钢板认真练习。她在这里教西河大鼓
已有3年多。

2016年，张书英参加第三届西
河大鼓书会。会上，她发现老艺人的
表演精彩绝伦，但年轻演员却比较
少。作为西河大鼓的挚爱者，她觉得
应该为西河大鼓传承作点贡献。

这一愿望在 2018 年得以实现。
这年暑假，在相关部门支持下，张书
英在家里办起了西河大鼓第一期暑期
培训班。

培训班成立之初，孩子们报名热
情不高，张书英就到各班去说、去
唱。西九吉乡第三中心小学也印发了
大量的宣传单，还利用家长群、朋友
圈进行宣传。终于，来了 20多个孩
子。

西河大鼓的演唱要求折口、吐
字、发音都要正，表演有板有眼，才
能跟三弦儿和唱。张书英犯愁了。她
反复琢磨，又跟任课老师沟通，找到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为了提起孩子们的兴趣，她先教
打鼓，节奏打准了，再教唱腔，最后
练习肢体动作和表情。教唱腔时，张
书英用上了拼音声调，这样学起来就
容易些了。但孩子们仍有些拘谨，不
好意思张口，张书英只得一遍遍地开
导，常急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嗓
子也哑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培训结
束时，很多孩子们都能独立唱一两个
段子。

培训班里有个孩子挺有天赋，但
家长觉得学西河大鼓会影响孩子成
绩，不想让孩子再学。张书英只好反
复到孩子家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劝，
最终说得家长回心转意。

2018年秋天，张书英到西九吉
乡第三中心小学传承西河大鼓。周
三、周五下午授课，周六日则到家里
学习。渐渐地，零基础的孩子们敲
鼓、打板、演唱……都会了。他们爱
上了这门艺术，写完作业后哼一段，
客人来了唱一段，学校有活动，也会
主动要求演段儿，越来越喜欢。

如今，每年暑期，张书英都要开
办培训班。如果刮风下雨，丈夫就开
车接送孩子，两口子为传承西河大鼓
努力着。

与艺术家同台演出

前不久，由张书英指导，11岁
的沈子慧和9岁的郭梦琪演唱的西河
大鼓《画蛋糕》，获得了“第九届河
北省少儿曲艺比赛”一等奖和“2020
北京少儿曲艺比赛”三等奖的好成
绩。孩子们得了奖，张书英非常高
兴，她觉得，苦点累点都不算什么，
只要孩子们有收获、有成绩、有成
长，西河大鼓就有希望。

一次，在河间光明戏院演出完毕
后，快晚上 11点钟了，雾很大，伸
手不见五指，但两口子还是坚持把孩
子们送回了家。平时 20分钟的路，
那天走了两个多小时，回到家，已经
凌晨一点多了。

在第五届河间西河大鼓书会上，
西九吉乡第三中心小学的6名学生登
台演出，而他们学习西河大鼓仅半
年。之后，孩子们又参加了第六、七
届河间西河大鼓书会，孩子们台风、
唱腔越来越好，老艺人评价很高。他
们说，看到孩子们登上舞台真高兴，
西河大鼓后继有人了。

“2019 年河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演出上，孩子们与西河大鼓艺术
家们同台，博得阵阵掌声。同时，西
九吉乡第三中心小学被授予“西河大
鼓传承基地”。

满园春色今胜昔，唱响盛世好
声音。为了西河大鼓的繁荣，张书
英付出大量心血。现在孩子们有了
一定的基础，接下来，她想试着教
说长篇。张书英说：“我一定倾囊相
授，愿西河大鼓这朵艺苑奇葩满庭
芳华。”

河间市西九吉乡北张村人张书英今年 59
岁，是西河大鼓沧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从

2018年到现在，她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传承西

河大鼓，教过的孩子有60多名，现在有20多个

孩子已能登台演出。最近，她指导的本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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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勾出前尘往事

“关于 《医学衷中参西
录》，1909年版本的事我有所
了解。”读完报道后，远在吉
林的刘宝恒很激动，第一个想
要交流的人，就是王鹏。

2018 年 《医学衷中参西
录》付梓100周年大会上，刘
宝恒千里来沧，见到的第一个
人就是王鹏，而王鹏见到刘老
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些年您
让我找得好苦哇！”事情源于
沧州的一次学术会议。2010年

10月 21日至 23日，沧州举办
了张锡纯先生诞辰150周年纪
念大会，刘宝恒应邀参加了会
议。期间，大会主办单位编辑
《会议论文集》一册，文集中
收录了刘宝恒撰写的 11篇文
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引起了王
鹏的关注。但当时大会签到名
单上，刘宝恒只留下了单位名
称，并未留下手机号码，所以
直到2018年这次大会，王鹏才
和刘老先生第一次谋面。

之后几年间，刘宝恒与王
鹏有了更深的交往。在张锡纯
学术研究方面，刘宝恒把王鹏
看作良师益友。所以，这次读
过《沧州日报》的报道后，他
想要迫切交流的还是王鹏。他
在微信中说：“关于这件事，
家族中的长辈都曾跟我说过，
他们对我说，当年《医学衷中
参西录》脱稿后，锡纯表爷托
人自费在天津印刷了9本，还
是多少本？我已记不清楚了。”

回忆印书事宜

为搞清张锡纯当年自费印
刷的真实情况，刘宝恒想到了
一位族叔，现居住在吉林省汪
清县罗子沟镇。据刘宝恒说，
这位族叔今年 88岁高龄，但
身体健康，尚能在房前屋后的
菜园里劳作种植瓜菜。刘宝恒
说：“这位族叔曾经亲身听族
中长辈说过锡纯表爷的一些往
时旧事。”

这位族叔果然没有令刘宝
恒失望，他爽朗地说：“这件
事我知道，长辈多次跟我说，
当年《医学衷中参西录》完稿
后，他（张锡纯）自己拿钱，
托人在天津印刷了3次，一次
印9本。”刘宝恒追问道：“为
什么一次仅印 9本呢？”这位
族叔说：“当时人家印刷厂一
次只能给印 9 本，多了不给
印，一次不能超过10本。”刘
宝恒又问：“为什么不多印些
呢？”这位族叔说：“锡纯表伯
父笑说，多了就不值钱啦！”

刘宝恒把这次谈话，原
原本本地转告了王鹏。王鹏
让刘老先生再问问“当时张
锡纯在哪里？”刘宝恒回答
说：“应该在黄骅仁村。”王
鹏再问：“是不是从军前就印
过书？”刘宝恒回答：“是。”
王鹏接着问：“从军前印过 3
次，每次印 9本，是吗？”刘
宝恒回答：“是的。”王鹏说

把这个线索记了下来。后
来，王鹏撰写的《张锡纯先
生年谱初稿》，确认了张锡纯
自费在天津印书，应该是
1909年。此时的《医学衷中
参西录》前三期已结稿，锡
纯先生于己酉 （1909年） 孟
春，为该书作《自序》。这时
的张锡纯，应该还在黄骅大仁
村外祖家揽馆教书。

三本书籍下落不明

刘宝恒说：“听老人们
讲，表爷当年自费在天津第一
次印刷了9本《医学衷中参西
录》，便亲自给外祖家送去 3
本，赠送给我族中通晓医理
的 3位长辈。后来这 3本书，
一本由族中老中医收藏，一
本由族中老药师收藏，可惜
另一本不知流落谁家。“文
革”期间，这两位长辈所收
藏的书籍，皆被付之一炬，
《医学衷中参西录》也在劫难
逃。前几年家族中的后辈，曾
在族人中多次寻找过这3本珍
藏百余年的《医学衷中参西

录》，但始终也没有线索。这
本《医学衷中参西录》我没见
过，听看过这本书的人说，书
中没有句读，纸张的质量也不
好。”

为何张锡纯当年自费印刷
书籍，而且每次仅印9本？刘
宝恒说：“当时的锡纯表爷乃
一介寒儒，以教书为生活计，
闲暇之余为人诊病，乃义务行
医。又有谁为其著作代呈‘内
务部呈请立案’‘批准有著作
权’？而谁又知当时印刷出版
界有何禁令？我揣度当时天津
的一些小印刷厂（私人小作坊

式），可能印刷书籍不得超过
10 本，管理部门不追究责
任，所以锡纯表爷一次印 9
本，共印了3次。”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医学
衷中参西录》 1909年版本的
大略梗概。刘宝恒老先生的讲
述为我们拂去流逝岁月尘封，
得见张锡纯先生往昔自费印书
的历史面容。刘宝恒说：“我
会委托后辈继续耐心地寻找。
由刘氏族人们所珍藏百余年的
《医学衷中参西录》，但愿是有
心人把它珍藏起来，幸免于
难。”

刘宝恒参加张锡纯纪念活动刘宝恒参加张锡纯纪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