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东光连镇
是运河古镇，也是古驿站、古渡口，
历史上商铺林立，八方辐辏，有丰富
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大运河沧州
段上具有鲜明特色的全国重点城镇。
11 日上午，“文化八仙桌”系列访
谈，将以“驿路花明 古渡云飞”为
题，对连镇的历史人文景观、当代建
设等展开访谈。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东
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万迪宏，县文
联主席张增岗，县政协常委陈金平，
作家匡淑梅，省民俗文化协会会员徐
孟茹。其中，万迪宏原籍江西，是历
史学硕士，在东光任职期间，将历史
及南方发展文化事业的观念融入到东
光的文化建设中，为挖掘、发展当地
文化提供了宏阔、严谨、新颖的思

路。张增岗作为宣传和文化工作者，
在东光历史文化研究、建设、弘扬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撰写了大量文章。
陈金平主编了《大运河历史文化名镇
——连镇》《东光记忆》等图书，系统
梳理了连镇及东光的人文历史。匡淑
梅是市级第五批非遗项目东光铁佛传
说代表性传承人、县广播电视台专题
部主任，曾参与编辑《东光县志》，出
版《歌吟的芦苇》《历代东光诗钞》等
文史书籍。徐孟茹著有《连镇轶事》
一书，是县政协文史研究员，他将对
地方文化的情感倾注在文字里，是乡
土文化的代表性研究人员之一。

连镇也称“连窝镇”“莲窝镇”
“连儿窝”，据考在宋代已小有规模，

元明清时逐渐兴盛，是大运河上重要
的驿站、渡口、古战场、商业繁华
地。作为大运河上的重要枢纽，连镇
曾产生哪些重要作用？留下哪些与驿
路相关的遗迹？连镇谢家坝是大运河
河北段的世界级文化遗产点之一，它
的建成和存在有哪些故事和意义？连
镇的历史文化遗存非常丰厚，具有鲜
活生命力的还有哪些？当下努力，未
来可期，连镇呈现出古驿路、古渡
头、工商业重镇、全国重点特色城镇
等多姿多彩的风貌，对于丰富的文化
遗产，应如何盘活，持久展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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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上午
电 话：18833783089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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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锡纯系列报道

在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纪念馆内，耸立着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创

作的常德善雕像。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牺牲于冀中

抗日战场上，年仅30岁。1962年，河北省军区为他立纪念碑，

贺龙元帅亲自撰写碑文，赞誉“常德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人民军队的坚强干部”“功勋卓著，业绩永存”。

常德善常德善常德善 为掩护战友身中为掩护战友身中为掩护战友身中272727弹弹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静然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孙福军孙福军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人物简介：

常德善，山东

峄县 （今江苏邳州

市）人。 1912年出

生，1929年参加工

农红军，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4年

随红军长征。1937

年 8 月，随八路军

120师开赴晋西北，

任挺进支队队长。

1938年任八路军冀

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

令员。 1942年，在

雪村战斗中不幸牺

牲，时年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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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对于张锡纯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张锡纯受到中西医
汇通思想启蒙；这一年，他登上
泰山，抒发鸿鹄之志；这一年，
《衷中参西录》第一次被人在文
章中提及；这一年，他第二次科
考落第，人生定位发生重大转
变；这一年，他屡起沉疴，救人
危难，创立药方“从龙汤”……

开启中西汇通之门

1893 年，行医 10 年有余的
张锡纯，在盐山一带已闻名乡
里。

前一年， 1892 年 3 月的一
天，一位大鼻子、蓝眼睛，中文
名字叫路博施的英国传教士来到
了沧州盐山一带。他此行的目的
是什么？众说纷纭。

一个月的时间，他的足迹遍
及梁张庄村（现盐山小营乡梁庄
村）、麻湾村 （现盐山杨集乡大
麻湾村）、周庄村 （现黄骅羊二
庄回族镇周庄村）等村庄，为村
民们免费诊病。一开始，人们半
信半疑，这个洋人就拿出了一瓶
药水，给患有沙眼的病人滴上两
滴，竟有奇效，眼疾很快痊愈
了。接下来，1500名村民都成了
路博施的患者。

一传十、十传百。洋人治病
在盐山流传，自然也传入正在家
乡备考科举、行医诊病的张锡纯
耳朵里。中国一直以中医为本，
老百姓第一次见识了西医，崭
新、独特的医学理念，给了张锡
纯很大触动。那时的他，早已读
过英国传教士合信的医学著作
《合信氏医书五种》，深觉中、西
医各有优劣，应融汇贯通、取长
补短。

也是在这一年，张锡纯中西
医汇通思想的启蒙者出现了，清
末知名医家唐容川的著作《中西
汇通医经精义》刊行。张锡纯读
后不禁“欣喜欲狂”“灵明顿
开”，后著《医学衷中参西录》，
始终遵循唐氏学说。

关于 《医学衷中参西录》，
张锡纯说：“自西药之入中国
也，维新者趋之恐后，守旧者视
之若浼，遂至互相抵牾，终难沟
通。愚才不敏，而生平用药多喜
取西药之所长，以济吾中药之所
短，初无畛域之见存于其间。故
拙著之书，以‘衷中参西’为名
也。”

登泰山赋诗明志

1893年孟春，母亲病愈，张
锡纯开始泰山之行。

路过济南，大明湖和千佛山
让 他 感 叹 “ 济 南 潇 洒 小 江 南
也”。“行近泰山，诸峰攒秀，高
插青云。见有矗然起于诸峰环绕
之间者，泰山也。其气象庄严，
不同诸峰之秀丽。《鲁颂》所谓

‘泰山严严’者，实善为泰山写
照也。”

这篇 《登日观峰诗并序》，
足以凸显张锡纯的文人气质，
他的文笔既大气磅礴，又如行
云流水。有诗为证：夜气苍茫
里 ， 来 登 第 一 峰 。 群 山 丹 嶂
列 ， 古 径 白 云 封 。 旭 日 观 初
出 ， 青 天 问 可 通 。 汪 洋 沧 海
阔，极目到蓬瀛。

“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医
生张锡纯还是个秀才，有很好的
文化素养，在诗词方面，他从小
就表现不俗，父亲还一度认为他
会在文学的道路上取得造诣。虽
然没能如父所愿，但他的诗集
《种菊轩诗草》，也算是有了交
代。

替人治病初露头角

李应熙，字子咸，是清末盐
山教育家，也是一位孝子。他的
母亲手腕肿胀已经 3年了，前前
后后请了不下 10 位大夫，可都
没治好。

李应熙与张锡纯的父亲是多
年诗友。一日提及母亲的病痛，
边说边叹气，还不时垂泪。刚刚
弱冠之年的张锡纯在旁听闻，提
出愿意一试。李应熙后来回忆

“寿甫年在髫龄，即迥然器宇不

凡。至弱冠时，博通五经，而又
深于《易》，每与谈及，辄能剖
析入微，爽人心怀”，不如就让
他试上一试。

谁知“数剂而大愈”，李应
熙大悦，赞誉张锡纯及《医学衷
中参西录》云：“近今名医应运
而出，更有本 《易》 理化为医
理，以医药救世者，则寿甫所著
之《衷中参西录》是也……其所
著医稿，凡至医理深奥之处，莫
不引《易》理以为之解释，乃深
知寿甫之于医学，洵由《易》理
推衍而出者也。然寿甫素裕经
猷，固医国才也，医药之神效犹
其小焉者耳！”

李应熙的这篇评语，后被张
锡纯收录到《医学衷中参西录》
中。这篇文章的落款是“癸巳季
春盐山李应熙子咸氏序于鱼香书
院”，而癸巳年正是 1893年。李
应熙在 1893 年就已经明确提到
《衷中参西录》，可见，那时张锡
纯就已经积累了很多医案，并投
入写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初
具雏形。

名落孙山连救两人

1893年农历 8月，张锡纯和
同乡贾恩绂一同踏上了赴京赶考
的路。这是张锡纯第二次参加科
举考试了，报国无门，一直是他
内心最深的痛。

刚刚抵达京城，按照惯例，
他们去一位官员家拜访，却意外
遇到这家女仆生命垂危。贾恩绂
极力推荐张锡纯医治。张锡纯很
争气，辨症准确、因病施治，女
仆转危为安。

可张锡纯的科举考试就没有
这么幸运了。放榜那天，张锡纯
挤进人群，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
一个字，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但看到了“贾恩绂”三个字。

刚刚回到故乡的张锡纯，还
没来得及歇上片刻，就被外祖家
的亲戚叫去了，原来是表妹刘蕙
姑身体抱恙，危在旦夕。仔细询
问才知，蕙姑曾因夫妻矛盾，吞
食了鸦片。经其他医生治愈后，
却添了一个奇怪的病。《医学衷
中参西录》中记载说：“喘息迫
促异常，须臾喘息顿停，并呼吸
亦随之而停，张口呼气外出，而
气不上达，约半分钟许，病人异
常躁急，手足忙乱，气息忽通，
甫呼吸两三口，喘逆又作，迫促
如前。”请了很多医生来诊治，
都不知为何病。张锡纯精思良
久，恍然悟曰：“此必怒激肝胆
之火，上冲胃气上逆，冲脉上阳
明胃腑。”

找到了病因，张锡纯胸有成
竹地开出了方子，“果服后须
臾，气息调和如常”。

读《伤寒论》创“从龙汤”

1893年的一天，邻村武生李
杏春外感痰喘，来找张锡纯医
治，这勾起了他的回忆。

几年前，李杏春给他出过难
题。李杏春当时三十出头，体格
健壮，素有痰饮，偶因外感风
寒，遂至喘促不休。看了很多医
生都无效后，找到张锡纯。张锡
纯迷茫之际，想起了隐居渤海之
滨的八旬老医皮隆伯，就引荐延
医。皮隆伯诊后曰：此易治，小
青龙汤症也。几剂药入肚，李杏
春的咳喘症竟痊愈了。小青龙汤
乃医圣张仲景的经方之一，张锡
纯自愧看书未到，遂广阅有关伤
寒的注疏。

这次李杏春旧病复发，张锡
纯依照前例，开出药方小青龙
汤。服药，其喘立止。停药，复
喘如故。为何同一个病症，同一
个药方，前后效果大异？而此时
皮老先生已经仙逝，再无法问
询。李杏春又请了多位医生医
治，终未奏效。

问题出在哪里？张锡纯反复
研究，觉得此病并非不可医治，
只是用药未能吻合。几经琢磨，
终于创立了“从龙汤”，意思是
可用于小青龙汤之后，根除外感
喘症。后来，张锡纯与毛仙阁等
乡间医生反复实践应用，验证了
此方的疗效。后将“从龙汤”方
收入《医学衷中参西录》。

张锡纯在张锡纯在18931893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哈薇薇哈薇薇

掩护部队抢渡金沙江

1912年，常德善出生于山东
省峄县一个农民家庭。家庭贫
苦，父母当长工。6岁时就给地
主家放牛，后来加入西北军当
兵。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军团。在红二军团中，因聪
敏机智，先给关向应当勤务员，
后给贺龙当警卫员。

在创建湘鄂西、湘鄂川黔革
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常德善屡立
战功，深受贺龙赏识。“在湘西
打仗的 3次战斗中，常德善把我
背扶出来。他身挂重彩，打起仗
来非常骁勇。可以说，没有常德
善就没有我贺龙。”贺龙元帅曾
这样说。

1934年，常德善任红 2军团
2军 6师 16团团长，长征途中，
他所在的部队是红 2军团的先锋
队。

抢渡金沙江时，他率军与敌
人激战，以少胜多，重创敌人，
掩护部队主力胜利渡江，立下不
朽战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常德
善随贺龙率领的 120师挺进敌后
抗战，在晋西北建立抗日根据
地，任挺进支队队长。1939 年
初，常德善又随贺龙转战到冀
中。他率所部挺进到大清河以北
的残酷地区，协同地方部队击退
了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 5 次围
攻，继而调任冀中军区八军分区
司令员。

八分区位于冀中抗日根据地
东南端，南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
地接壤，区内公路、河流纵横，
交通方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当时，正值敌人对抗日根据

地加紧进行分片扫荡“蚕食”。
常德善指挥八分区所属部队，主
动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
争，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保卫
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对冀中新
成立的部队进行整训，使之向正
规化发展。

反扫荡壮烈殉国

在常德善的指挥带领下，先
后开展了任 （丘） 河 （间） 大
（城）、大（城）肃（宁）战斗，
到 1940 年，八分区主力已发展
到二十三、三十两个团，还成立
了游击总队，战斗能力大大增
强。

1942年春，日军共纠集日伪
军 5万余人，在飞机、坦克的掩
护下，对冀中根据地进行空前规
模的大扫荡。

6月初，为保存实力，八分
区主力连夜急行军转移。9日拂
晓，常德善率部转移到了肃宁县
雪村一带。这时，敌人从河间、
献县、肃宁、饶阳等地纠集了七
八千人，乘几十辆汽车，很快形
成包围圈。枪声大作，常德善命
令大家：“立刻突围！”

敌人的包围越来越紧，火力
也越来越猛烈，常德善腿上和身
上多处负伤。他命令警卫员：

“赶紧销毁文件!”又命令机要人
员和电台人员：“脱下军装，换
上便衣，利用麦田，迅速分散突
围！”说完转身抓起一挺机枪，
向冲上来的敌人猛烈射击，掩护
大家撤退。这时，常德善左手负
伤，他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
击，同时命令警卫员胡德兰：

“不要管我，我掩护你冲出去，
到白洋淀找地委书记金城同志报

告。”胡德兰在常德善的掩护
下，含着眼泪冲了出去。敌人的
骑兵和车队包围过来，一阵激烈
的枪声后，常德善倒在了血泊之
中。

身中27弹年仅30岁

雪村战斗结束后，周围村庄
的父老乡亲眼含热泪埋葬了烈士
遗体。乡亲们发现，司令员常德
善的身上中了27颗子弹，不少人
当场失声痛哭。

常德善的夫人、八路军老战
士弓彤轩在99岁时留下一段珍贵
的影像回忆：“被敌人包围后，
王远音死也不走，一看敌人都围
上来了，自尽了，不让敌人捉活
的。常德善带了很多子弹，他被
打折了一条胳膊后，另一条胳膊
坚持打枪，腿被打折了后，跪着
还打，最后是脑袋被打中……”
常德善牺牲时年仅30岁，孩子才
出生一个多月。

常德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
30个春秋，但他的一生是光辉的
一生、战斗的一生，为革命立下
了不朽的功勋。1952年 3月，常
德善烈士的灵柩迁葬到华北军区
烈士陵园。1962年 10月，河北
省军区为常德善修建了纪念碑，
贺龙元帅亲自撰写了碑文，赞誉

“常德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人民军队的坚强干部”

“功勋卓著，业绩永存”。1986年
2 月，吕正操上将为常德善题
词：“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常
德善烈土永垂不朽”。2014年 9
月 1 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常德善名列民政部公布的

“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体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