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

于 文 彬（1916 年 —

1938年），原名余土珍，河

南省息县临河店人，中共

党员。历任共青团北平市

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组

织部干事、大学部书记、

鲁北特委书记、冀鲁边工

委书记。领导创建了冀鲁

边区抗日救国军及乐陵、

庆云、无棣抗日民主政

府。1938年3月在庆云崔

口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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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
明史，曾经各行各业在世界都处
于领先地位，尤其是中医药事
业，更是璀璨夺目。从《黄帝内
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
等不胜枚举，保健华夏，远播海
外，对世界医药卫生事业影响举
足轻重：如三国时期的华佗，创
立麻沸散，施行开腹肠管切除
术，堪为外科鼻祖；唐代的金针
拨障术、灌肠、导尿术；公元前一
世纪成书的《内经》认识到血管
内血液的流动，并提出对血液循
环的初步认识，而西方直到公元
二世纪才由盖伦提出血液的概
念；17世纪明代的《白猿经》中记
载了世界上第一个生物碱——
乌头碱的制作过程，而西方直到
1806年才由德国科学家塞脱钠
从鸦片中分离得到吗啡。

随之而来的“西学东渐”，让
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例
如对消渴病的认识有一两千年
的历史，但却没有建立内分泌学
说；外科有创治疗领域更是一片
空白，王清任虽然亲手解剖尸
体，但没有建立系统的解剖学。
然而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
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身处低谷

而不自弃，知难而进、拼搏进取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清末
民初国内一些有志之士，立足中
医，放眼世界，用他们的智慧在
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之间架起
了一座桥梁，洋为中用，取长补
短，奋发崛起，逐渐形成了独具
中国特色的中西医汇通学派。

1860年出生于盐山县边务
乡的张锡纯先生，便是中西医结
合的先驱，沧州人的骄傲，是中
医后学者的标杆，也是继扁鹊和
刘完素之后，沧州大地涌现出的
又一位大师级名医。因他行医
主张“师古而不泥古，参西而不
悖中”，被誉为“医学革命第一
人”。他在沈阳创建中国历史上
第一家中医院——“立达中医
院”，疗效卓著；在天津开办国医
函授学校，培养了大量后继人
才；他还在当时各地医学刊物上
发表了很多具有创见性的文章，
在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此，
他声名远播，名冠宇内，与当时
江苏陆晋笙、杨如候、广东刘蔚
楚齐名，被誉为“医林四大家”，
又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并
称为海内“名医三张”。

先生巨著《医学衷中参西

录》是医学界第一部中西医结合
的专著，他融汇中西、创立新说、
自成一家，如镇肝熄风汤治疗肝
阳上亢、升陷汤治大气下陷、玉
液汤治疗糖尿病、石膏阿司匹林
汤退热屡获奇效，真可谓垂方法
立津梁，独树一帜，前无古人。
张锡纯先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
志行高洁，他曾在《医学衷中参
西录》序言中这样写到：“人生有
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
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
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他这种
不为个人私利，但求济世活人的
崇高志趣，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每
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医者。

多年前，本人连续应用升陷
汤配合西医同道，抢救了多例危
急重症病人，被先生高论深深震
撼，萌发了创立张锡纯学术思想
研究会的想法，很快得到了沧州
市中心医院领导与盐山县政府
的大力支持。经过副会长卢希
平（张锡纯先生后人）、高爱民、
张国胜、郑德柱、李朝辉、秘书长
马俊华以及全体会员多年的不
懈努力，学会健康成长、蓬勃发
展。

中西医学同为治病救人而

设，无非一源两歧，而又殊途同
归，面对的是相同的病人，相同
的症状、体征、辅助检查，达到相
同的目的——治愈疾病。只是
方式不同，二者各有所长。“人之
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
我们应该将二者有机结合，取长
补短，把中医学推向新的高潮，
以中医理论为基础，辨证论治为
指导，结合现代药理、病理、生理
研究，四诊合参处方用药，必定
事半功倍，收到1+1>2的效果，
真正意义上做到“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

1933年，先生远渡，先生大
论仍与日月同辉，付诸临床，效
若桴鼓！我们作为中医后学、先
生同乡，即感荣幸，更感责任重
大。泰山不拒土壤方能成其高，
江河不择细流乃能就其深，独行
快，众行远，希望医界同道互相
交流、共同提高，将先生开创的
中西医汇通学派发扬光大，提高
疗效，造福患者，这也是我们责
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人生百年
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振兴中
医已号角破晓，让我们齐心协
力、众志成城，向着中医复兴的
最后一公里冲刺！

重整行装再启程重整行装再启程
———沧州市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吕旺寄语—沧州市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吕旺寄语 沧州市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

是沧州市中心医院与盐山县政府联
合主办，经沧州市民政局、科协审核
通过，于 2017 年 5 月批准成立的社
会团体，旨在研究、发扬近代中西医
结合先驱、民国四大名医之一张锡
纯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好地将祖国
医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付诸临
床。

如今，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研
究会共举办5届沧州市中医药论坛
和4次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会员
代表大会；成立盐山、孟村、沧县、河
间分会；承担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
科研项目《三两三加减治疗恶性肿
瘤放化疗的不良反应疗效观察》；发
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篇、科技核心
期刊论文1篇、出版专著三部；已坚
持一年半每周一次去张锡纯先生家
乡盐山义诊；应邀外出到北京、天
津、深圳、香港、澳门等地讲学，提升
了沧州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并多次
接待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
克、韩国等国外学者，共同探讨、交
流中医药学；2018年，被评为沧州市
优秀市级学会，会长吕旺被评为全
市科协系统优秀科技工作者，同年
应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之邀担任
中西汇通分会副会长，破例批准在
沧州市成立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学
组，担任第一任组长。

在研究会的壮大发展过程中，得
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尤其
是来自张锡纯先生家乡的力量，让
研究会走得更远。盐山县卫健局局
长王海池说：“通过充分研究论证，
我们坚持把打造张锡纯文化名片、
挖掘张锡纯文化内涵、推动中医药
事业和产业发展作为推动卫生健康

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作为落实健康
中国行动的重要举措，积极谋划并
进一步推进张锡纯学术及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

2020年10月，盐山县举办了第二
届（中国·盐山）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承
创新发展大会和张锡纯文化研讨会，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在中医院正式挂牌成立。同时，总投
资1亿元的电视连续剧《大医张锡纯》
剧本已完成写作，正积极与国家级媒
体对接，在筹划拍摄中，力争早日开
机；总投资6800.45万元的寿甫中医
医院新建项目也正在建设中，全县12
个乡镇卫生院全部完成国医堂建设，
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得到进一步传承
和发展。

作为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守护
者，作为重要的民生保障部门，尤其
是这次新冠疫情，使王海池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卫健部门工作的重要
性，更增强了为民服务的责任感。
他说：“下一步我们将以中医院和张
锡纯学术文化交流为契机，依托张
锡纯故里及‘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承
创新发展大会’，加强我县对外宣
传，进一步营造中医药产业发展氛
围。在‘十四五’期间谋划建设张锡
纯中医药文化基地建设项目，大力
发展康复医疗、中药种植基地、发展
康养项目，推动中医药种植、生产、
旅游产业的
发展，进一步
把盐山的中
医药文化发
扬光大，把中
医药事业和
产业发展壮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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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祁凌霄）100名书法家和爱好者书
写毛泽东诗词100首，创作100米长卷，庆祝党的百
年华诞。献县书协组织创作的恢弘巨卷，日前由献县
文旅局、献县文联隆重推出，可谓“世纪华章”。

老少参与，真草隶篆，竞妙争妍。在献县文
化馆，长卷由 100名少先队员集体展示，盛况空
前，引人驻足。“世纪华章”建党百年百人百篇百
米书法长卷展，以书法创作、展出的形式，体现
出人们对党、对祖国浓厚的情感。长卷原件将被
献县博物馆珍藏。

百年百人百年百人
献县创展百篇百米长卷献县创展百篇百米长卷

导师引领走上革命道路

“为何我的国家积贫积弱？为
何我的国家任人宰割？国家的出路
在哪里？我又能为国家做些什
么？”这些问题在16岁少年于文彬
的脑子里一直萦绕。1916年，他
出生在一个地主兼盐商的家庭，衣
食不愁，仆人都喊他“小少爷”。
不过他从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更
没欺负过贫苦人，他有很多奇奇怪
怪的想法，就连父亲也无法理解。

1932年，于文彬考入河南焦作
私立中学高中部，在这里，他遇到
了人生最重要的导师——李常青
（时名李耀先）。他觉得这位先生与
众不同，不只教授知识，还讲抗日
救国道理，这让一直心存困惑的于
文彬豁然开朗。在李常青的引导
下，他阅读了《铁流》《母亲》等
进步书籍，开阔了视野，思想受到
很大震撼。同年6月，他加入了共
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
路。

1934年 10月，焦作地下党组
织遭到破坏，于文彬被迫来到北
平，开始了新的战斗。此时的李常
青任中共河北省委驻北平特派员。
得知学生于文彬到北平后，就安排
他进入华北学院“读书”，以学生
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父亲寄
来的生活费，他主要用于革命活
动，或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后
来，父亲得知实情，极为恼怒，一
气之下停止了经济支持，但于文彬
对革命的坚定却丝毫未受影响。

193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决
定，撤销了白区的团组织，于文彬

也于同月转为中共党员，并任中共
北平市委组织部干事、市委大学部
书记。

抓住枪杆子抗日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同年 10月，21岁的于
文彬被山东省委安排到鲁北抗日前
线，与中共津南特委负责人马振华
等成立中共冀鲁边工委，于文彬任
书记，马振华任组织部长。冀鲁边
工委的建立，统一了津南、鲁北地
区党的领导，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
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于文彬到达边区时，抗日救国
会已发展到 13个分会，救国军也
已发展到 1000多人。但由于时局
混乱，救国军人员混杂，共产党员
人数少，甚至有些人怀着个人目的
参加队伍，使救国军的发展受到影
响。经过仔细分析，于文彬决定冒
险进驻救国军，夺取该军队的领导
权。他在各个连队建立党支部，积
极发展党员，并与战士同吃同住，
宣讲抗日爱国和共产主义思想，挫
败了敌对势力的阴谋，及时扭转了
局势，掌握了这支部队的领导权。

从此，冀鲁边抗日救国军在冀
鲁边工委和于文彬的领导下，高举抗
日救国的旗帜，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青春定格在22岁

在于文彬的领导下，冀鲁边区
抗日救国军采取“大踏步前进，大
踏步后退”的方针，运用灵活机动
的战略战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逐渐发展了抗日力量。

山东省庆云县党史资料记载
了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英勇杀敌
的事迹：为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7年 11月，冀鲁边抗日救国军
先后攻打庆云、奔袭盐山、转战
无棣、围攻乐陵，转战宁津、南
皮，歼灭了大批伪军。一时间，
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声威大振，
成为冀鲁边区极具战斗力的抗日
游击武装。其中收获最大的战斗
当属望树镇伏击战。在于文彬等
人的周密计划下，1937年 12月，
救国军在庆云望树镇伏击了日军
车队，歼敌 40余人，活捉日军翻
译大盐谦治，缴获吉普车一辆。
与此同时，为便于同国民党地方
实力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同抗战，冀鲁边区工委决定，
在确保党对军队领导权的情况
下，改救国军名称为“国民革命
军敌后别纵队第三十一游击支
队”。同时为加强党对部队的领

导，在救国军大队、中队、小队
中设政工干部，由共产党员担任。

1938 年 1 月，“三十一支队”
东征西讨，初步建立了西至董村、
东至庆云，包括盐山南部和乐陵大
部的根据地。“三十一支队”连战
连捷，吸引各地青年纷纷报名参
军，队伍很快扩展到 2000人，同
时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改善，战斗力
大为提高。

然而，不幸的是，1938 年 2
月，于文彬在盐山保卫战期间负
伤，3月，因伤势过重，在庆云崔
口牺牲，年仅22岁。

70多年前，在冀鲁边区活跃着一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部队，他们在运动中消灭敌
人，先后歼敌近千人，发展壮大了抗日力量。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冀鲁边抗日救国军，而于
文彬就是队伍的领头人。

高国胜书法精品展开幕高国胜书法精品展开幕
本报讯（李洪斗） 4日，高国胜“逸轩之乐”

书法作品陈列展在南皮书协培训中心开幕。展览
精选作者近年书法作品 60多幅，体现了作者对党
的挚爱之情。

高国胜是融魏碑与行书于一体的名家，中国书
协会员，师从中国书协最高奖“兰亭奖”终身成就
奖获得者孙伯翔。在建党百年之际，他精心创作的
毛泽东诗词及经典诗联，以魏体行书、章草等不同
形式和艺术感悟，诠释讴歌了百年梦想和百年伟绩。

青县农民诗人组诗青县农民诗人组诗
颂颂““七一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获得者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6月 29日，“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9人获此
殊荣。青县农民诗人韩中清，创作 29首诗歌颂他
们的先进事迹，受到读者好评。

“七一勋章”是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
今年首次颁奖。29位荣誉获得者先进事迹在韩中
清内心引起极大震撼，于是决定为每位英雄创作
一首诗。3日，有关媒体将 29首“勋章组诗”配
图发表，受到读者不断好评。《中华诗词》一位编
辑表示，一次性创作“勋章组诗”29首的，在全
国4万多会员中，沧州韩中清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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