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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运河古迹探寻运河古迹 抚触岁月乡愁抚触岁月乡愁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春节前夕，
部分沧州文化工作者和文化爱好者自动
发起了寻访梅公祠的活动。在大家的努
力下，梅公祠这一消失的人文古迹被拉
回人们视野。梅公祠的前世今生，梅公
祠所承载的历史人文知识，在微信朋友
圈里转发，引起广大市民热切关注。与
梅公祠一样，运河两岸有许多古迹曾寄
托着数代沧州人的乡土深情，近年来，
自发寻访这样的古迹成为一种文化现
象。本期“文化八仙桌”，就以梅公祠为
切入点，邀请有关人士畅谈寻访古迹过

程中的故事和对沧州历史文化浓浓的情
感。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王立
成、刘绍行、张永诚、王吉仓。其中，
王立成是青年文化学者，多次利用节假
日到市区大运河畔、沧县旧州、东光谢
家坝、南皮古皮城、黄骅郛堤城、肃宁
武垣城等古迹探寻勘访，积累了大量的
文化资料，并写出文章，在国内发表，
弘扬了沧州文化；刘绍行多年来一直在
关注沧州老街巷的变迁和图片资料的留
存；张永诚对梅公祠有深切的历史记

忆，沧州的古城街巷里，有老人曾经探
寻的脚步回响；王吉仓也是乡土历史文
化的酷爱者，参与过许多古迹的寻访活
动，并在寻访沧州历史名人王国祚墓
地、轶闻、著作上取得历史性成果。

梅公祠曾是沧州大运河畔一处著名
的文化古迹，存在了百余年。可惜的
是，这处古迹如今已然不存。在本报记
者及热心读者的寻访、探究中，梅公祠
及有关知识逐渐清晰丰富。那么大家所
寻访和搜集到的梅公祠是什么样子？建
造缘起和规模如何？见证人有哪些宝贵

难忘的记忆？梅公祠之外，沧州还有水
月寺、鼓楼、文庙，诸多的名宦花园、
典型古建筑等历史遗迹或遗存，其中有
哪些值得人们去品味和回忆？大运河畔
的历史遗迹，寄托了一代代沧州儿女怎
样的情感？人们热切寻访古迹遗存的现
象说明了哪些问题？对于已经消失或尚
存的文化古迹，广大市民有哪些愿望和
期待？这些都将在访谈中展开，欢迎热
心读者扫码入群，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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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张锡纯因何纯因何
开办沧州立达医院开办沧州立达医院？？
———访张锡纯文—访张锡纯文化研究者王鹏化研究者王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哈薇薇哈薇薇

1924年春夏之交。夜渐深了，细雨霏

霏。沧州城小南门外西河沿，毗邻运河的小

楼上，一灯如豆。一位老者徐徐展开纸张，

沉思片刻，便奋笔疾书。他写信告诉友人，

自己已经回到沧州。

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中西汇通

医派先驱张锡纯。

沧州立达医院缘何而来？张锡纯与这

座医院有何渊源？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

事？张锡纯文化研究者王鹏为我们讲述了

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25岁，多数人的人生不过才刚刚开始，而许多先烈却已勇进到人生

境界的巅峰。

共产党员戴培元25岁牺牲。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短短的25

年，戴培元烈士用激情燃烧的生命，照耀了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追求真

理、解放贫苦大众艰苦卓绝的征程，为党旗染上火红的底色。

戴培元戴培元戴培元

252525岁生命的激情燃烧岁生命的激情燃烧岁生命的激情燃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祁凌霄祁凌霄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开栏话：

一百年风雨兼程，跨

世纪沧桑巨变。转瞬之

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

了百年光辉历程。在这特

殊的历史节点，沧州日报

特别推出“献礼建党百

年 记录百名先锋”大型

采访活动。聚焦不同时期

的优秀共产党员，讲述党

领导人民百年奋斗故事，

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

信仰和伟大精神，让初心

薪火永相传，让使命永远

担在肩。

人物简介：

戴培元 （1901 年-1926

年），任丘市梁召镇娄子村

人。1923年入党。1925年当

选中共保定市第一届委员会

委员。同年2月，任正太铁路

总工会秘书。后赴河南，任

中共荥阳县委书记，1926年

在洛阳被反动地主武装杀害。

在任丘烈士陵园，有一尊戴培
元烈士的塑像。他双手紧握书卷，
身体微侧，似乎正在前行。坚定的
步履、抿起的嘴角、微皱的双眉，
以及脖颈和双手扭结的筋脉、半扯
开的衣袢，凝聚着年轻革命者的沉
毅和坚定。这是一副砸烂腐朽旧世
界的精神筋骨，是革命者智慧无畏
的精神长相，是一个年轻却伟大的
生命，向百年之后的我们传递着感
人肺腑无坚不摧的力量。

烈士的生命是璀璨的。但烈士
的人生短暂，加之在外地进行革命
活动、牺牲在外，留给家乡的资料
并不多。

根据有关党史工作者的整理，

我们知道共产党员戴培元是任丘市
梁召镇娄子村人，1901年出生于一
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6岁高小毕业
后，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和许多知
识青年一样，他入学后深受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影响，成为北京“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成员，立志追求进
步、改造社会。1919年，中国近代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
动”在北京爆发并迅速延及全国。
消息传来，戴培元和同学们一起，
联络保定各校学生进行声援。在这
次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中，戴培元
锻炼了组织才能，也更加坚定了为
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意志。
1923年，戴培元由育德中学团组织

负责人王锡疆介绍入团，不久即转
为中共党员，成为沧州早期的共产
党员之一。

1924年，戴培元考入刚刚组建
的河北大学，在农科学习。入学
后，他把先进思想带进河北大学，
并在母校育德中学党组织的帮助
下，积极在大学开展进步活动，发
展团员，建立团支部。在他的组织
和影响下，文科生余世哲、农科学
生蔡馥等相继入团，段白雨、崔寿
山、王国政等秘密入党，河北大学
诞生了第一个党支部，并成立了

“学生会”“革命书报贩卖社”“平民
夜校”“新文化剧社”等进步组织，
带动一批青年学生成为革命骨干。

早期共产党员早期共产党员 点燃希望火种点燃希望火种

受聘沈阳立达医院

记者：立达医院是张锡
纯在沧州创立的吗？

王鹏：提起沧州立达医
院，要从沈阳立达医院说
起。 1918 年，张锡纯所著
《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引
起巨大轰动。中西医汇通为
传统中医学发展探索了一条
新的道路，张锡纯也因此名
声大噪。沈阳政、商、学各
界苦于本地医疗水平亟待提
高，又有英国人、日本人开
办的西医院，所以筹资开办
了一所中医院。取《论语·雍
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之意，叫作

“立达医院”。聘请张锡纯到
沈阳出任院长，他于当年中
秋节上任。在沈阳期间，张
锡纯进一步深化医疗实践和
中西医汇通研究，完善、丰
富《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
了该书第二、三、四期。

记者：张锡纯为何离开
沈阳立达医院？

王鹏：有两种说法。一
种说法是张锡纯外祖家的后
人刘宝恒老先生听祖辈们
讲，是因为出了一起医疗事
故，惹上了官司，迫不得已
离开沈阳；另一种说法是张
锡纯自己所说。二十世纪二
三十年代，中医受到严重挤
压，面临生死存亡的境地。
张锡纯辞职离沈，受到中医
界很大关注。他多次致信同
行、友人，讲述了辞职离沈
的原因、经过。

大体上是说，1923 年，
沈阳成立了市政厅，医政管
理也由警察机关移交到市政
厅。新政管理要求中医重新
考取行医执照，并要求抓药
的药工考取药剂士资格。此
举给当时沈阳中医造成极大
打击，多有关门停业者。张
锡纯作为沈阳立达医院院
长，兼任《沈阳中医杂志》
编辑主任，是当时沈阳中医
界的中坚人物，不可避免地
受到牵连。一是市政厅向中
医界施压，逼其就范；二是
张锡纯遭人诬陷，被司法机
关传讯；三是奉系军阀正在
加紧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
而张锡纯曾为直系军队服
务，有人欲借此加害。多重
原因逼迫张锡纯于 1924年春
夏之交，辞去沈阳立达医院
院长以及在沈阳中医学会担
任的职务，返回沧州。

回乡开办沧州立达医院

记者：回到沧州的张锡
纯都做了哪些事？

王鹏：张锡纯离沈返沧
之时，《医学衷中参西录》第
三期尚有余书待售，第四期
已安排印刷。他之所以没有
回老家盐山，而是落脚沧
州，主要是因为沧州铁路、
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有利于
《医学衷中参西录》的邮购售
卖。《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

期版权页标注的“发行处”，
就是“沧州立达医院”。

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
张锡纯一面在沧州立达医院
及原籍盐山行医诊病，一面
发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
三、四期。与此同时，他继
续在各大中医杂志发表文
章，与医道同仁探讨中医发
展之路。这期间，他还为很
多医道同仁的医学著作作
序，如《〈金匮广义〉序》
《慈溪张生甫先生〈医学达
变〉序》《〈黄纂医学要诀四
种〉序》等，都发表在当时
浙江、江苏、上海、山西等
地的中医杂志上。他在致友
人信中说：“弟近在沧州，仍
筹设立达医院，经营十余
日，已粗就绪。虽区宇非繁
盛之所，而东临铁路，西临
卫河，亦属交通便利。且沧
盐境地次毗连，是弟在沧，
无异在本乡也。其处原有医
学研究会。弟开院之后，仍
思于沧州振兴医学，且此志
百折不回。更思与我中华医
界同人振兴医学也。”虽历经
坎坷，仍初心不改，张锡纯
的人生志向由此可见一斑。

呼吁设立“立达公园”

记者：经您考证，沧州
立达医院现在确切位置是哪
里？政府相关部门能为此做
些什么？

王鹏：关于“沧州立达
医院”的具体位置，张锡纯
在致无锡同行周小农 （周
镇）信中说过：“沧州所设立
达医院地址，在小南门外西
河沿临河楼房”。此期间发表
文章、致友人书信、为同行
著作作序中，落款多次提到

“沧州立达医院临河楼上”
“古渤海郡临河楼上”等。据
此可知，“沧州立达医院”遗
址大概在现今沧州市运河区
小南门地区西部、彩虹桥
南、运河东岸。

2018年 8月，沧州日报
《人文周刊》曾组织文史爱好
者开展过寻访活动，引起市
民广泛关注和极大共鸣。

彩虹桥南、运河东岸、
华西南区西侧有一片绿地。建
议相关文化部门组织研讨、论
证。如可确认，可将这片绿地
命名为“立达公园”，设立张
锡纯塑像，加相关说明，给运
河景观带增加一个历史文化元
素。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沧州
中医药文化发展和历史文化名
人的宣传。

记者：张锡纯什么时间
离开沧州的？又为何离开沧
州？

王鹏：直鲁联军北攻天
津，战火波及沧州。张锡纯
因此于 1926年春迁居天津，
继续他的中西医汇通事业。
开办了中医汇通医社和中医
函授学校，出版、再版《医
学衷中参西录》 前三期合
编、第四期、第五期、第六
期，编写了第七期，直到
1933年去世。

实践出真知。理论与实践的密
切结合，成为戴培元在河北大学学
习时的一项重要工作。

他联系那些追求进步的同学
们，利用同乡、亲友等社会关系，
深入到乾义面粉公司、庆兴蛋厂、
发电厂、铁路、码头等处，和工人
们一起下工地劳动、谈心，建立起
广泛深切的阶级感情。时机成熟
时，就把自己编写油印的小册子送
给他们，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
发、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展党

员，为革命积蓄力量。
在 此 期 间 ， 利 用 回 乡 的 机

会，戴培元也向家乡父老宣传马
克思主义学说，启发他们培养争
取自由、寻求解放的精神。革命
者不仅是革旧社会的命，还要从
自家开始。于是他动员自己祖
父，把家里的土地拿出来分给那
些吃不上饭的穷人。先革自己的
命，是当时许多出身富裕的革命
者的高尚情操。比如同时代的任
丘革命先烈牛氏三杰，就曾带领

贫苦农民抢了自家粮食。然而，
革自己的命又谈何容易？面对祖
父的训斥和拒绝，戴培元与家庭
断然决裂，返校后再不回家。

戴培元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当
局和校方的注意，被多方加以谋
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毅然退
学。1925年，在中共保定市第一届
委员会上，戴培元被选为委员。同
年 2月，他被党组织派到石家庄，
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从此开始
了职业革命生涯。

与旧家庭决裂与旧家庭决裂 退学干革命退学干革命

1925年时的石家庄军阀盘踞，
总工会组织在军阀的破坏下，千疮
百孔，几陷于瘫痪。戴培元受命于
危难之际，化装成工人，深入一
线，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把几乎
被摧垮的总工会重又恢复起来。但
他的活动马上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4月份，因叛徒告密，反动当局派
军警对戴培元实施抓捕。庆幸的
是，他与工人们已建立起深厚的阶
级感情，在工人们的掩护下得以脱
险。

此时，戴培元身份已经暴露，
形势已不允许他在石家庄继续开展
革命工作。而当时的河南，冯玉祥
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正在与军阀相
持。于是党组织派他到河南做农民
运动工作，支持国民革命军。红枪
会是发源于山东、河南一带的民众
武装，是一支可以改造的革命力
量。戴培元接受任务后，与共产党
员肖人鹄深入到豫西荥阳县，领导
改造红枪会，组织农民协会，建立
民兵武装并任中共荥阳县委书记。

据有些资料显示，当地的红枪
会首领向他发帖子，邀他参加红枪

会的会议。红枪会意图不明，鱼龙
混杂，但戴培元一番思考之后，接
过帖子，在回帖上大书“如期赴
会”四字，交给来者带回。农民协
会的几位领导觉得这样做太危险，
怕戴培元遭暗算，劝他不要去。戴
培元说：“他们给咱们召集人开
会，我们正好借此机会宣传党的政
策。”开会这天，台下二、三百名
红枪会会员荷枪实弹，虎视眈眈，
红枪会首领们抽着水烟，在台上走
来走去，耀武扬威。戴培元只身虎
胆，与红枪会首领们唇枪舌战，有
礼有节，不卑不亢。

“农民协会是煽动农民造反
的。”红枪会首领一脸敌意。“红枪
会会员都是贫苦大众，乡亲们都是
贫苦出身，所以才组织起来造反，
农民协会发动农民闹革命，自己当
家作主人，正是农民兄弟们所迫切
希望的。”戴培元智慧的回答立刻
拉近了与红枪会会员们的感情，台
下响起热烈的掌声，首领们无言答
对。单刀赴会，戴培元用翻身闹革
命的道理说服了广大红枪会会员。
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许多农民自

动脱离红枪会，农民协会会员发展
到 1.5万余人，农民自卫军也达到
数千人。

不幸的是，正当革命蓬勃发展
时，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屈服于直
系军阀吴佩孚，由支持变成镇压，
残杀了贾峪农民协会会长张虎臣全
家 13口。戴培元在农民的掩护下，
逃出虎口，由公开转为秘密活动。
他废寝忘食，积劳成疾，咯血病发
作，被送往密县龙虎洞休养，病情
日益加重。红枪会头子都是反动地
主，对他吸收农民脱离红枪会加入
农民协会干革命恨之入骨，多次派
人跟踪，企图杀害。他沉着应对，
临危不惧，被当地农民救出，送往
洛阳陇海铁路总工会，再次脱险。

在军阀的攻击下，革命形势逆
转，国民军节节败退，地主武装也
跟踪至洛阳。1926年 3月 4日，戴
培元遇害。

烈士已矣，浩气长存。
戴培元25岁短暂的生命，书写

了重于泰山的生命浩歌。共产党员
“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崇
高信念，化作激情燃烧的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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