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献县单桥
是闻名于世的全国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世界最长的不对称石拱桥，已有
近 400年历史，是一座至今“活”在
人们生活中的宝贵文化遗产。3月 28
日上午，“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将以

“岁月静好 单桥不老”为题，围绕单
桥在历史上产生过的影响和在当代的
文化活力，邀请作家、文化研究者、
文旅开发者展开多角度探讨。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宋灵
慧、史丽娜、吕永森、杜书恒、孙英
杰。其中，宋灵慧是书香沧州阅读推
广人，史丽娜任《无名文学》副主
编，吕永森曾获“燕赵文化之星”
称号、区域文化研究学者，三人均是
作家，在文学和地方文化研究领域成
绩斐然。吕永森还是河北大学献县文
化研究院主创者，组织了首届全国性
的献县文化学术研讨会，组织“汉献

王奉祀园”布展开园，整理著述地方
历史研究文献多种。杜书恒是沧州市
首届教学名师、书香沧州阅读推广
人；孙英杰曾获献县特殊贡献奖、县
长特别奖、沧州劳动模范、献县好人
等荣誉称号，任匠心文旅产业集团董
事长，致力于文旅事业，在单桥和献
县文化旅游的开发上有突出贡献。

单桥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沧桑。
风雨飘摇，屹然不倒；时节如流，石
桥不老。单桥具有科学、艺术、历史
文化等多重价值，寄托着人们对岁月
静好的期待，也在现实世界中影响着
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不断深化塑造着
区域文化精神。单桥所承载的精神，
在石桥本身的产生、修建、设计上有

哪些体现？在历史上，单桥及滹沱河
所在区域，发生过哪些善美故事？单
桥不老，这座至今“活”在人们身边
的古桥，对当下产生了哪些影响？历
史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之一是“活”
起来，为了使这座古老的石桥更加灵
动、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应采取哪
些方法？文旅开发是“活”起来的方
法之一，怎样才能做到既要保护好，
又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与人们
的生活和精神产生水乳交融的联系，
进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深化区域文
化精神？

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展开讨
论。欢迎读者扫码入群，参加互动。

时 间：28日上午
电 话：188337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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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畔诗人到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创建者，潘漠华在我党的

历史上，用热血画上了鲜红的一笔。有关潘漠华在沧县直隶二

中的活动情况，他的学生们有清晰的回忆，市委党史办工作人

员撰写的《潘漠华活在沧州人民心中》一文，也叙述了这位热

血青年在沧州的革命事迹。

潘漠华潘漠华潘漠华

点燃直隶二中的革命火种点燃直隶二中的革命火种点燃直隶二中的革命火种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人物简介：

潘漠华（1902～1934），原名

恺尧，学名潘训，浙江省宣平县

振武乡（今属武义县）上坦村

人。1921年 10月，与同学汪静

之、柔石、魏金枝等发起、组织

了杭州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晨光

社”。1926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南下参加北伐军，

1927年11月，潘漠华回宣平领导

党的活动和农民运动。1930年，

担任北方左翼作家联盟三届主要

负责人。1931年9月，潘漠华到

沧县直隶二中（现沧州市第一中

学）任教，领导和组织学校抗日

救亡运动，在学校里播下革命的

种子，使沧县直隶二中成为津南

一带的革命策源地。1933年 12

月，潘漠华被捕，1934年12月24

日在狱中牺牲，时年32岁。

1931年9月，潘漠华在北
京受党组织派遣到沧县河北省
立二中任教，秘密从事党的地
下工作。

潘漠华在省立二中任教高
中国文课，在教学中，他不受
教材局限，针对学生思想，自
编讲义，讲得深入浅出，广受
学生尊敬喜爱。在他和吴月亭
等几位进步教师的共同倡导
下，学校成立了社会科学、文
学、音乐等研究会，还指导一
些有志青年，刻苦攻读《资本

论入门》《社会科学讲义》等进
步书籍，先进思想风靡全校。

“九一八”事变后，潘漠
华和吴月亭积极领导学校的抗
日救亡运动。他组织进步学生
办起了壁报、校刊，以及大型
抗日救国墙报，为墙报写了题
为 《怒吼吧，中国》的创刊
词。后来又创办 《大众反日
报》，每周两期，发至周围各
县镇。此外，他还以抗日救国
会的名义印发传单和标语散发
张贴，影响很大。

为了跟学校当局斗争，潘
漠华组织了为期 3天的罢课，
带领进步教师、学生上街示威
游行。罢课期间，学生们聚集
在礼堂开会、唱歌、演戏，潘
漠华本不爱唱歌，却走上讲
台，拉起手风琴教唱 《打夯
歌》，并在全校迅速传唱开
来。潘漠华抓住时机，因势利
导，把抗日救亡运动引向全
城，举行市民集会，演出救亡
戏、活报剧，查禁日货，把抗
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受派遣来沧受派遣来沧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潘漠华把师生中的积极分
子发展为“反帝大同盟”成
员，还成立了“同志互济
会”。他指导学生深入到铁路
工人中，组织了脚行工会，在
店铺组织了手工业工会，在码
头组织了水车夫工会，在乡村
师范组织了学生会等。

通过教学和抗日救亡运
动， 潘漠华培养了一批骨干
力量，经过实践考验，秘密
吸收杨钦、刘树功 （刘建

勋）、陈玉玑、王濯臣、陈绍
唐、李鼎声（李伟）、刘义松
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潘漠华
以党、团组织为核心，广泛
团结群众，引导抗日救亡运
动由自发逐步向有组织有领
导的方向发展。

学校当局察觉到潘漠华对
学生运动的支持，发觉了学校
有共产党组织存在，便阴谋进
行破坏和镇压。潘漠华预感到

形势发展的严峻，便着手准备
应变。他两次去天津，带回一
台油印机交给党团组织，用来
秘密印刷传单，安排好和天津
党组织联系的地点、人员和方
法。果然不出所料，寒假中，
潘漠华等党员便被学校当局解
聘了。潘漠华虽然离开了，但
他留下的革命种子却萌芽、生
长、茁壮起来，直隶二中成了
津南一带的革命策源地，影响
极为深远。

在二中播火种在二中播火种 发展发展““反帝大同盟反帝大同盟””

李伟是潘漠华的学生，
1955 年 被 授 予 大 校 军 衔 ，
1964年晋升为少将。1931年7
月，李伟初中毕业，升入高
中，在新学校遇到了革命道路
的引路人潘漠华。潘老师对李
伟讲：一定要多读马克思的哲
学、社会科学著作，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潘老师
的指导下，李伟和同学们组织
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

“史地研究会”“文学研究会”
等组织。

李伟怀着一腔抗日救亡的
爱国情怀投入了学生运动。
1931年 10月，潘漠华找到李
伟，说：“在抗日救亡运动
中，你做了许多工作，也了解
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党人的奋
斗目标，你是否愿意加入共产

党？”“我愿意！”李伟回答得
很坚定。“我相信，总有一天
人类会实现共产主义！”就这
样，李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李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
到：从此，我的生命将同全世
界最无私、最富于进取精神的
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刘树功 1931 年 9 月经潘
漠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中共晋中
特委工作。刘树功晚年曾回
忆：当时他担任学生会主
席。1932 年 4 月间，遵照党
的决定，被派到码头和工
厂，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
为此，他和另一名党员打入
青、红帮内部，以加入帮会
作掩护，还通过关系在北门
里一家“摆香堂”，磕头认师

排了辈。假戏真演，膝盖都
跪肿了，好几天行走不便。

学生杨钦忆潘漠华老师
说，1927年他和刘树功同时
考入沧县河北省立第二中学。
入校后分配宿舍，因他俩是表
兄弟，就住在同一间宿舍。
1931年二人升入高中班，学
校请来了潘漠华、吴月亭二位
老师，经他们介绍，兄弟俩都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学
校开展的活动，引起了学校当
局注意。1932年6月，他们被
挂牌开除学籍，并勒令立即离
校。他和刘树功是被挂牌开除
的头两名。刘树功当时还在宿
舍睡觉，听说后没敢从前门
走，由后院越墙而出，辗转到
天津、沧州、山西等地，开始
了新的革命征程。

学生忆老师学生忆老师 革命道路引路人革命道路引路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斐斐齐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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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哈薇薇） 3月 21
日，中西医结合思想重要奠基人、
中西汇通学派先驱人物张锡纯先生
塑像在天津古文化街举行揭幕仪
式。“人民英雄”荣誉称号获得
者、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为
塑像揭幕并致辞：“张锡纯先生是
近代中医大家，是中医现代化的开
山者，先生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
不离宗。注重实践，是中医的一面
旗帜，其守正创新、衷中参西的思
想引导着中医药的发展，造福人
类。”

从张锡纯、柳学洙、陈宝贵，
一直到陈宝贵的百余位亲传弟子，
中西医汇通学派已经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在揭幕仪式现场，
中西医汇通学派的第三代传承人陈
宝贵表示“落成张锡纯先生塑像，

旨在传承先
生精神。”

揭 幕 仪
式后的座谈
会上，中西
医汇通学派
传人以及行
业内各专家
学者，围绕
张锡纯的学
术思想展开
了热烈讨论。来自张锡纯故里盐山
的副县长王丽梅，介绍了盐山县近
几年为传播、弘扬张锡纯学术思想
以及挖掘历史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和工作，同时也恳请与会专家、领
导去盐山作客、考察，为进一步做
大做强盐山中医药事业提出宝贵建
议。

张锡纯塑像在天津揭幕张锡纯塑像在天津揭幕

院士张伯礼谈院士张伯礼谈““守正守正”“”“创新创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哈薇薇哈薇薇

揭幕仪式上，一位面带微笑、
慈祥谦逊的老者吸引了所有人的目
光，他就是“人民英雄”荣誉称号
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
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他对张锡纯的评价是：“师古而
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他说，一
个世纪以前，张锡纯先生提出的衷
中参西思想非常有远见，传承推广
张锡纯先生的学术思想，既是汲取
传统中医理论的精华，即为“守
正”，又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即为

“创新”。“我们要做好守正创新，推
动中医药事业更好发展。”

揭幕仪式后的座谈会上，来自
沧州的张锡纯文化研究者王鹏的汇
报，得到了张伯礼院士的极大关注。

王鹏说：“我们近期推动的工
作，一是整理了1918年《医学衷中
参西录》最初版（第一期），二是整
理了张锡纯的诗集《种菊轩诗草》。”
张伯礼院士马上问道：“正式刊发过
吗？”王鹏回答：“刊发过，在《医学
衷中参西录》第六期第五卷。后来整

理出版，多数认为它和医学没有直接
的关系，很多版本都舍弃了，仅有不
多的版本有收录。整理、校勘时我们
发现了不少问题。这样，我们就依据
1931年的最初版为主校版，再结合其
他版本校勘，把出版时出现的一些用
词、用字谬误修正过来，把诗词的换
行、断句出现的错误修改过来。这两
个稿子已经交付出版社了，正在校对
当中。”

接下来，王鹏还介绍了在沧州
媒体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位于黄骅仁村的张锡纯故居已
经被列入沧州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
位。而沧州立达医院的旧址也基本
考证完毕，就在运河边上。期待能
够得到有关部门关注，设立“立达
公园”，为大运河景观带增添一个历
史文化元素。

张伯礼院士听后激动地说：“不
是中医，胜似中医。为一位名医立碑
树传，这种精神令人感动，非常钦
佩！假若在写书的时候有困难，我也
可以帮忙。做吧，这是善事。”

大师精心塑造大医形象大师精心塑造大医形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哈薇薇哈薇薇

张锡纯塑像栩栩如生，深邃慈爱
的目光、饱经风霜的脸庞、写满故事
的皱纹……在国家工艺美术大师、雕
塑家郭刚的手中，这尊雕塑有了灵
魂。它穿越百年，散发出精神的光
芒。

“接下这个艰巨的任务，是在去
年10月。中西医汇通学派的第三代
传承人陈宝贵找到了我，说想在中西
汇通医社里为祖师张锡纯塑一尊雕
像。”虽说郭刚是雕塑大家，作品在
国际上都获过奖，可面对这个任务，
还是有些犯愁。因为张锡纯虽是近代
人物，可有关他的实物资料很少，在
网上找来找去，找到了仅有的4张照
片，但都模糊不清，这给郭刚的创作
制造了很大的难题。

郭刚决定，每张照片都用泥先塑
一遍，找找感觉。可塑了一遍下来，
他有些沮丧。一是照片质量不高、模
糊不清，二是4张照片里张锡纯年龄
跨度大，塑出来的人物形象差别很

大。就在郭刚陷入迷茫之时，张锡纯
文化研究者王鹏雪中送炭，为郭刚提
供了有关张锡纯的大量资料，“这为
我深入了解张锡纯，理解他的思想、
了解他的人格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最初我依据他的照片，塑了中
年时期的张锡纯，目光比较犀利，
形象也比较威严。但几经思考，还
是选择让他更接近老年时的形象，
目光中透着悲悯和慈爱，也符合他
的医者形象。”一天，凌晨一点多，
郭刚突然来了灵感，他披上衣服，
赶到工作室，一直雕塑到天色发白
才停下。

郭刚全身心投入到张锡纯雕塑的
创作中，两个月过去了，陈宝贵看到
塑像初稿后，觉得很满意。可回到工
作室，郭刚对着塑像端详半晌，突然
眉头紧皱，“不行，这不是最理想的
作品。”仔细琢磨间，一个嘴角微微
上扬、眼睛里充满慈爱的大医张锡纯
显现眼前。

中西汇通医社正式开放中西汇通医社正式开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哈薇薇哈薇薇

就在人们赞叹张锡纯塑像形神兼
备时，一位老者陷入了沉思，他就是
中西医汇通学派的第三代传承人、张
锡纯的再传弟子——陈宝贵。

中西汇通医社是张锡纯人生最后
8年的落脚之地，更是他中西医汇通
思想发展、传播的基地。在这里，他
收了很多门徒，柳学洙就是其中之
一。不仅如此，柳学洙作为张锡纯的
关门弟子，深得师父真传。他从医60
余载，对《医学衷中参西录》研读甚
深，颇有心得，以药少效高著称于津
沽，继承发扬了中西汇通思想。

1988年3月8日，一代杏林名家
柳学洙安详地闭上了眼睛。然而，就
在他病逝前的那天下午，这位年事已
高、抱病工作多日的老中医望着徒弟
陈宝贵，语重心长地说：“眼下，我
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你能把我一辈子
积累的经验，接着传下去。”那天夜
里，万籁俱静。陈宝贵久久地坐在老

师生前坐的那把藤椅上，默默地对着
老师的遗像，和严师进行着心灵的对
话。老师留给他的，不仅有宝贵的医
术，更是中西医汇通思想。

站在张锡纯的雕塑前，陈宝贵回
想起和老师共度的10年光景，不禁
潸然泪下。他曾在老师的遗像前立下
一生的目标：青出于蓝，将中西医汇
通思想发扬光大。

今年，为了兑现诺言，陈宝贵拿
出自己的积蓄，在距离张锡纯曾经开
办的中西汇通医社原址不远的古文化
街里重建了中西汇通医社。在塑像揭
幕这天，中西汇通医社正式开放。

中西汇通医社落成，陈宝贵不负
师望，亲传弟子百余位，沧州中西医
结合医院的刘建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河北省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负
责人的他，在张锡纯塑像前许下心
愿：一定会再接再厉，共同担负起中
西医汇通学派传承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