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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狮雄狮雄狮”””声威声威声威
壮狮城壮狮城壮狮城

16 日 ， 我 市
文物考古人员对
一处古墓进行清
理。古墓位于泊
头市文庙镇冯家
口 村 大 运 河 畔 ，
是一座砖砌券式
墓。经清理，出
土古钱币、铜簪
等少量文物，墓室内壁有砖砌桌椅等图案，年代为
宋。据当地群众介绍，多年前附近还发现过类似墓
葬。这处宋墓对大运河河道变迁、高桌椅的使用历史
等有一定参考意义。

本报记者 祁凌霄

大运河畔发现宋墓大运河畔发现宋墓

本 报 讯
（ 记 者 祁 凌
霄）今年，雄
狮足球俱乐部
落户沧州，并
征 战 2021 赛
季中超联赛，
沧州首次迎来
参加职业联赛
的足球队。这
是沧州体育运
动中的大事，
沧州足球发展

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沧州提升体育设施档
次、加强足球场地建设、普及群众足球运
动、推进青少年足球发展、建设足球之城的
重大契机。25日上午，“文化八仙桌”系列
访谈将邀请有关人士以“‘雄狮’声威壮狮
城”为题，在线上展开深入探讨。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体育文化
研究者赵洪志、狮城传媒董事长朱桂廷、沧
州建投永昌文体旅事业部总经理王惠伟、沧
州建投永昌文体旅事业部策划总监郭晓晨、
河北醒狮体育文化公司副总秦天放、沧州长
跑协会会长徐立堂、资深球迷吴曙光等。

沧州因国宝千年铁狮子又名狮城，足球
俱乐部以“雄狮”为名，蕴含了沧州拼搏向
上的精神，彰显了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雄壮声威，为沧州足球和体育运动发展、
文旅事业繁荣、城市建设、沧州形象提升等
鼓足了劲儿。经过数年发展，沧州的足球事
业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场地数量在全省名
列前茅，足球文体产业在沧州开始兴起，足
球文化进校园等活动在广大青少年中也产生
了很大影响，与足球相关的产业快速发展。

沧州的体育运动历史源远流长，武术、
杂技、民间百戏中的运动项目等都是典型代
表，沧州体育运动的深厚积淀与当代足球精
神有哪些内在关联？沧州足球的基础工作如
场馆、师资、群众参与度呈什么现状、怎样
提升？雄狮足球俱乐部落户沧州会带来哪些
发展契机、如何把握？沧州特色如大运河文
化、武术、杂技等怎样与足球更好融合，实
现城市全面化战略性发展？广大球迷对足球
赛事的举办、专业教育、大众性普及有哪些
期待？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展开，欢迎热
心读者及广大球迷参与互动、踊跃发言。

时 间：25日上午
电 话：18833783089

人物简介：

傅国光（1916年—1943

年） 盐山县百尺杆村人。

1936 年 8 月考入西安大

学。卢沟桥事变后，弃学回

乡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盐山县抗日民主政

府文教科长，冀鲁边总动委

会宣传部长、文救总会出版

部部长、《烽火》报社社长

兼总编、《冀鲁日报》社长

等职。1943年秋壮烈牺牲。

年仅27岁。

傅国光傅国光傅国光 烽火映红冀鲁边烽火映红冀鲁边烽火映红冀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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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你是一杆大旗，引领民众
拿起刀枪；你是一面战鼓，激
励勇士鏖战沙场；你是一把利
剑，刺向侵略者的心脏；你是
一束火炬，将英雄冀鲁边照
亮；你战火中诞生，坚挺着钢
铁的脊梁；《烽火报》啊，你是
边区抗日军民的精神食粮……”

这是傅国光牺牲后，冀鲁
边军民专门为他谱写的歌曲。

傅国光生于1916年3月22
日，盐山县百尺杆村人。1935
年，他因在北平积极参加“一
二·九运动”被学校开除。1936
年8月，考入西安大学继续学
习。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
事变后，他毅然放弃在西安求
学的机会，返回家乡，参加革
命，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盐山县抗日
民主政府成立，傅国光在文教

科工作，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
动。后来，又调任冀鲁边区总
动委会任宣传部部长、冀鲁边
区文救总会出版部长，1939
年初，调任冀鲁边区《烽火
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这时的《烽火报》报社，
只有 10多个工作人员、两架
中型石印机，没有电台，收不
到来自延安的消息。《烽火
报》是三日刊，四开四版，每
期只能印 1000多份，远不能
满足斗争的需要。他向区党委
请示，打算建立健全报社机
构，扩大组织。他派人买回电
讯器材，自己动手组装电台，
又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买回白
纸。到 1940年春，《烽火报》
报社已有工作人员 100多人，
大型石印机5台，电台也收到
了延安的电讯。石印机日夜开

工，三日刊改成了两日刊，每
期发行到 5000份，为促进冀
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

1940 年，日寇对冀鲁边
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边区环
境恶化。傅国光带领《烽火
报》的全体人员辗转活动于宁
津、乐陵、盐山一带, 坚持印
发《烽火报》。

1942 年 7 月，《烽火报》
作为中共冀鲁边区党委的机关
报，改名为《冀鲁日报》，傅
国光仍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此时，冀鲁边区抗战进入最艰
苦的阶段，日军纠集上万兵力
不断进行拉网扫荡，地委书记
杜子孚、专员石景芳、组织部
长邸玉栋、边区妇救会主任崔
兰仙等相继牺牲。在这种情况
下，傅国光带领报社工作人员

来到了盐山东部。不久，《冀
鲁日报》又在这里发向全区。

傅国光身体一直不好，长
期的艰巨工作和艰苦生活使他
旧病复发。边区党组织安排他
到环境较安定的清河区后方疗
养。4个多月后，他病情稍有
好转，就马上返回工作岗位。
当时盐山一带环境也已恶化，
作为报社的负责人，他根据当
时的形势和上级党委的指示，
立即着手整顿报社的工作。不
久，报社被敌人发现，石印机
也被敌人剿去。面对严酷的现
实，傅国光并不悲观，他召集
跑散了的部分工作人员, 带上
仅有的两台油印机，由盐山转
移到庆云县北部，继续出版油
印的《冀鲁日报》。

1943年9月下旬，敌人又
开始了秋季大扫荡，采取“拉
网合围”方式清剿根据地，来
势凶猛。9月26日晚，秋雨连
绵，傅国光正在庆云县小魏家
一带布置报社工作，劳累了一
天的他在小魏庄一个堡垒户家
中休息。次日拂晓，驻扎附近
的几十名鬼子和汉奸突然包围
了村子，傅国光未能及时撤
离，即被翻墙而过的敌人抓
住，同全村男青壮年一起，被
赶到大魏庄。敌人见他手上没
有老茧，不像老百姓，又见他
衣服上有墨水痕迹，怀疑他是
八路军。遂逼问口供，傅国光
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敌人便对他施用了酷刑，他依
然只字不吐。残暴的敌人无计
可施，恼羞成怒，对着他的胸
膛连刺数刀，傅国光壮烈牺
牲，年仅27岁。

2015 年，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傅国光入选民政部
公布的第二批600名全国著名
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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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锡纯系列报道

高如璧：校对“参西录”

1913 年，张锡纯客居邯郸
大名。一日，一个身体羸弱的小
姑娘随家人前来看病。据家人
讲，女孩多年来身体虚弱，不见
月信。张锡纯开出药方滋生汤，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治，小姑娘身
体大好。高兴之余，张锡纯把滋
生汤药方寄回家中。

一个月后，张锡纯收到门人
高如璧的书信。打开一看，张锡
纯大喜。信中，高如璧详述了用
滋生汤治好邻村一个赵姓男子的
全过程。那是延医无数、数年不
愈的一个病例，仅用滋生汤10剂
就令患者痊愈。

张锡纯喜的是这个医案丰富
了他对滋生汤的认识：原来“此
方治劳瘵，无论男女，服之皆有
捷效也。”

高如璧是今孟村泊二庄人
（时属盐山），是张锡纯在老家盐
山比较早的弟子。《医学衷中参
西录》中收录有高如璧治病医案
10 多则。张锡纯生前整理出版
《医学衷中参西录》，都是高如璧
与张锡纯之子张荫潮担任校对。

据高如璧后人说，高如璧跟
随张锡纯学成后，行医乡里，又
行游南北多地，名望颇高。后到
天津开办医馆。

董仁清：因病成名医

一年中秋节刚过，连日阴
雨。张锡纯正在盐山行医，这
日，沧县程董林村（今孟村董林
村）的村民冒雨前来延医。

病患叫董仁清，字寿山，30
岁出头，已被病魔折磨多日。初
是感冒，后发展到颌下颈项肿，
一直肿到胸部，且有向下发展的

趋势。多日来，董仁清只能从牙
缝间进点稀汤，但咽喉肿痛，又
难以下咽。经很多大夫调治，都
嘱以解毒清火之药服之，但未见
好转，肿热之象更烈。面对这种
棘手的病症，张锡纯沉下心来，
细致诊脉，脉象洪滑而长、重按
有力、兼有数象，他当即判断这
就是民间俗称的虾蟆瘟。这种病
毒热炽盛，要想解热毒，必须重
用生石膏。当张锡纯把医理说给
患者家人时，家人面露疑色。原
来前面的医生也用过生石膏，却
根本不见效。张锡纯解释说：

“石膏原微寒之药，《本经》载有
明文，如此热毒，仅用两许，何
能见效？”于是重用生石膏。董
仁清服了张锡纯开的药后，肿热
之象非但没有好转，好像更厉害
了，家人惶恐无措。张锡纯镇定
自若，先后又开了两个方子，令
患者服用。当晚10点钟，药力下
行，患者身体上部肿热渐轻，早
晨时，已经可以稍微进食了，三
天后痊愈。

被张锡纯治愈后的董仁清，
决心拜张锡纯为师，立志学医，
惠及乡里。张锡纯也不保守，将
毕生所学一一传授。后来，张锡
纯赠给他的《医学衷中参西录》
中还收录了董仁清的很多医案。

书中，董仁清特别自豪地向张锡
纯汇报，他用老师治好他的方
子，治好了邻村一赵姓产妇。当
时，医学同道质疑董仁清生石膏
寒凉，产妇不宜用，他拿出《医
学衷中参西录》，请同道翻看关
于生石膏药性药理的论述，大家
看后纷纷叹服。

董仁清一生秉承张锡纯中西
医汇通思想，苦读《医学衷中参
西录》，终成一方名医。

马凤图：武师兼医师

1920年，正值青春壮年的马
凤图南游归来，欲在天津谋求发
展。马凤图是沧县杨石桥（今属
孟村）人，与弟弟马英图都是中
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武术大家，曾
经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

一日，马凤图去拜望桐城派
古文家孙宝琦，碰巧张锡纯也
在。马凤图早就敬仰张锡纯医
名，加之老乡的缘故，二人相见
恨晚，相谈甚欢。分别时，相邀
翌日鸿宾楼饭庄再叙。

第二日，马凤图如约赴邀。
同时在座的还有张锡纯最喜欢的
京剧武生高福安、李吉瑞、薛凤
池等戏曲界朋友。新朋旧友齐聚
一堂，张锡纯甚是欢喜。对于眼

前的这位晚辈、来自故乡的中
医爱好者马凤图，张锡纯颇有
好感。又知他是盐山武术大师
黄林彪的弟子，更是另眼相
看。马凤图之子、暨南大学历
史学教授马明达先生在回忆父亲
的文章中说：“张锡纯对他的

‘衷中参西’之说做了一番提玄
钩要的阐述，而且鼓励父亲大胆
用于临床，勇于实践。他反复
说，医家的真知卓识皆来自临
床，一日不临床，便短了一日之
智；三日不临床，遇病家如履险
地。”说到兴头上，他一口气说
了六七个“胆、胆、胆……”神
情激越，意气昂然，旁若无人。

几年后，马凤图返沧省亲，
当然他此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目的
——拜张锡纯为师。为拜师成
功，他费了一番心思。盐山籍国
民军将领张之江与张锡纯交情甚
厚，此行他带着张之江的引荐信
和礼品来到沧州立达医院。谁知
当时正有京中显贵的眷属来沧求
诊，张锡纯忙于接待，与马凤图
匆匆一晤而别。由于时局动荡，
他们之后都是书信来往。张锡纯
还给他寄赠过《医林改错》等医
书，然而最终没有再见面的机
会。

1933年，张锡纯逝世的消息
传来，马凤图悲痛不已。他在唁
电中自署“受业沧州马凤图”，
后来也以张锡纯的私淑弟子自
称。马明达回忆说：“父亲对张
锡纯怀有深切的敬重之情，他对
张锡纯所有的方剂都做过认真研
究，并经常在临床中参酌使用。
此外，在充分吸收西医理论和精

心诊断、大胆用药方面，也都有
效法张锡纯的地方。”

张堃：中西本一理

1933年，一个春雨之夜，天
津法租界广德新里一间狭窄的房
子内，一位老者和一位青年正围
灯促谈。老者是张锡纯，青年是
他在津门收的弟子张堃。这个画
面永远定格在张堃的记忆中，一
生都难以忘怀。那是师父去世几
个月前的一个夜晚，那天，张锡
纯兴致颇高。

关于中西医之争，张锡纯对
张堃说：“哲学、科学原是一
道，中医、西医原是一理。中医
重气化，西医重试验。气化则流
于虚玄，试验则证诸真实。然虚
之极必归于实，真之极又莫不归
于玄。此自然之理……”

越说越激动，张锡纯站起来
望着窗外，接着说：“方今舟车
人力，四海环通。东西文化，应
互相容纳。科学得哲学以深造；
哲学赖科学以证实。将来道器合
一，为物不二，治古今中外于一
炉，以哲学改造科学，以中医融
化西医，俾世人打破门户之见，
共同研究，以图进益。吾以‘衷
中参西’名书，意在斯乎！意在
斯乎！”说到此处，张锡纯眉头
紧皱，双拳紧握，神情坚定。张
堃恍然悟到了老师重复“意在斯
乎”的深意，他是想真正打破门
户之见，让中西医汇通思想大放
光明于全球啊！

那年秋，张锡纯与世长辞。
张堃和张锡纯之子张荫潮，以及
同门师兄弟孙静明、李宝和等
人，共同编辑完成了遗著《医学
衷中参西录》第七期。张荫潮嘱
咐张堃写点什么，附在书后。于
是，后世就有幸看到了这难得的
一段“中西医汇通思想”的精彩
论述。

张锡纯和他的弟子们张锡纯和他的弟子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哈薇薇哈薇薇

中西汇通医派大家张锡纯不仅医术

高明，留下了传世之作《医学衷中参西

录》，更加注重医学人才的培养。他对医

学理论、实践毫无保留的奉献，成就了

一个个名医。他和弟子们的故事，也留

下一段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