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秘张锡纯与大仁村

今年 80岁高龄的刘宝恒，出
生于黄骅市大仁村，19岁独自去
往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汪清
县，凭家传 30 卷 《医学衷中参
西录》自学成才，如今是汪清县
中医院返聘的名老中医。2018年
10月，受盐山之邀，参加了首届
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承与发展大
会，并带来两篇文章——《张锡
纯先生与外祖家的家学渊源》和
《张锡纯先生早期的门生》。盐山
县张锡纯文化研究者韩玉瓒看
后，大为赞许，并鼓励他继续写
下去。于是，刘宝恒决定搜集新
资料，再写新篇，并将之前撰写
的张锡纯书稿 10 余篇，一起结
集出版。

在张锡纯有限的个人资料
中，很少提及他在盐山以及外祖
家（今黄骅市大仁村）度过的岁
月。在刘宝恒看来，这是一个缺
憾。作为张锡纯外祖家的后人，
刘宝恒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
张锡纯与刘宝恒的祖父是姑舅兄
弟，刘宝恒称呼张锡纯为“表
爷”。

《我谈张锡纯》分为《张锡纯
与大仁村》《张锡纯先生的逸闻
趣事》《〈医学衷中参西录〉 方

药新解》以及《刘宝恒先生古方
今用》 共四个章节，《张锡纯先
生与外祖家的渊源》 作为全书
开篇，书中写到：“锡纯先生的
外祖家，属大仁村五院，与其
外祖父锡伦公隔门而居者，是
锡纯先生的族弟谔廷公……锡
纯先生便经常往来于张边务村
与大仁村之间，以便向这位学
识渊博的谔廷公外祖公求教。”
张锡纯第一次秋闱落第后，来
到大仁村的学馆当老师。授学
之余，张锡纯常与族中人探讨
学问。比如 《易经》 的学问，
他就深受近族表侄刘丙炎的熏
陶。“锡纯一边教书，一边随舅
父熙春、钟庆为村民诊病。多年
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为锡纯
先生后来在医学上的发展夯实了
基础。”这些人成为他的医学引
路人。

张锡纯成名较晚，52 岁前，
他仍在家乡默默耕耘。“1907年前
后，在大仁村刘氏长辈们的一再
鼓励下，锡纯先生结束了多年的
教书生涯，由戚友资助前往沧州
尝试开业行医。这是锡纯先生迈
向医学界的第一步。”

刘宝恒用细腻的笔触，把人
们带回100多年前的大仁村，让我
们看到了一个知书达理、深晓大

义，被刘氏家族评选为“三个好
外甥”之一的张锡纯。

记载名医逸闻旧事

张锡纯年纪尚轻就已身手不
凡。在 《张锡纯先生二三事》
中，提到他轻剂重投，救表弟一
命之事。文中说，张锡纯的表弟
思曾在八九岁时染上瘟疫，高烧
不退，后昏迷不醒、气息奄奄、
危在旦夕。此时张锡纯加大了石
膏用量，缩短了给药时间，挽救
了表弟生命。推算下来，那时的
张锡纯不过 20岁左右，可见张锡
纯精于思考、胆大心细，已经具
备医学大家的潜质。

张锡纯不仅医术有成，与在
外祖家的经历有重要关系，而且
在大仁村教书的过程中，他还培
养了很多中医人才。如《张锡纯
先生早期的门生》一文中，刘宝
恒回忆近族兄长刘宝善讲述的一
段往事：“锡纯表爷在咱村教书
时，给大仁村教出了三名好中医
先生。这三名中医分别是毓骏祖
父、以荣祖父和镜荣伯父。”文中
写到：“我族中随先生读书、文医
兼学者尚有多人。后来，这些农
家学子中，有很多人都成为医道
中人。”在盐山，至今留有他辛勤
的足迹及播撒的中医文化种子。

书中还谈到一段鲜为人知的
尘封旧事。张锡纯自费在天津印
书，应该是 1909年，此时《医学
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已结稿。他
印刷了 9本，给外祖家送去 3本，
分别赠送给族中3位通晓医理的长
辈。但现在这3本《医学衷中参西
录》已经下落不明，据说这一版
本没有句读，纸的质量也不好。
作为后人，刘宝恒期待有一天能
知晓它的下落，一睹真容。

张锡纯影响至今

19岁的刘宝恒由林场工人成
长为知名中医专家，靠的就是
《医学衷中参西录》。从 20世纪 80
年代起，他相继在各级期刊发表
论文数十篇，参与编写并出版医
学著作多部，尤其对张锡纯深入
实践的“衷中参西理论”，更是苦
心钻研、毕生钟情、一学到老。
退休后，原单位汪清县中医院聘
他为首席顾问，并成立“全国基
层名老中医药专家刘宝恒工作
室”。也正是这段时光，刘宝恒将
积累的张锡纯逸事文稿编写成册。

经过多年实践，刘宝恒深切
感受到《医学衷中参西录》是一
部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丰富翔
实，理论具体完整，让人终生受
益。2019年11月15日，在刘宝恒

的倡导下，汪清县中医院寿甫读
书会（张锡纯字寿甫）成立，至
今已举办 23期。大家在读书会上
跟随刘宝恒诵读经典，探讨张锡
纯遣方用药的高明之处，感受张
锡纯的大医情怀，不仅提高了诊
疗水平，更对100多年前的张锡纯
有了更清晰、全面的认知。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刘宝恒还带着年轻医生们到边远
乡村，免费义诊，送中医文化。
通过实践，这些中医传承者受到
很大的教育。

书中，有很大篇幅是刘宝恒
的学习心得，如《浅谈张锡纯温
病“三解汤”》《张锡纯用药发挥
浅识》等。时代在发展，但张锡
纯的方剂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
奇效，所以刘宝恒注重古方今
用。第四章里，他写了 18篇古方
今用的内容，如 《奇效的山药
粥》《芦根与苇茎辨异》《“镇肝
熄风汤”治疗眩晕》等。

刘宝恒还整理了《张锡纯先
生大事年表》，梳理出张锡纯一生
的脉络。为让书早点问世，刘宝
恒工作室自己出资印刷了 200本。
刘宝恒说，这次出版也有一些遗
憾，之后他会自费把原稿印刷出
来，给世人提供最原始的第一手
资料。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文化八仙桌文化八仙桌文化八仙桌”””系列系列系列

访谈第一百四十九期访谈第一百四十九期访谈第一百四十九期

古香古色新沧曲古香古色新沧曲古香古色新沧曲

脉脉文心再续传脉脉文心再续传脉脉文心再续传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雍正 3

年（1725年），明代南京兵部尚书张

缙的后人张延绪利用别墅在大运河

南侧建沧曲书舍，又名沧曲书院，

成为四方之士和沧州人士读书研学

的中心之一，后来荒废。日前，位

于大运河畔百狮园东南的沧曲书舍

落成竣工。这座从南方迁移而来的

古建筑，再次出现在大运河畔，古

香古色，再传文心。10 月 31 日上

午，“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将邀请

有关人士对沧曲书舍、续接文脉的

有关话题，在线上进行探讨。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沧

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丽

勇、沧曲书舍管理者杨立峰、历史

文化学者王立成、沧州国学院副院

长翟广瀛。其中，杨丽勇多年以来

致力于文化发展工作，对沧曲书舍

的建设付出很多心血。杨立峰是沧

州资深收藏家、传统文化研究者，

在收藏、古典家具、书画艺术鉴赏

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心得和成就，是

筹建沧曲书舍的发起者之一，也是

邀请史树青等权威鉴定大家来沧讲

学的发起人之一。王立成除教书之

外，读书治学不辍，对版本学、沧

州读书的传统、沧州的书院有很深

研究。翟广瀛多次在各地讲授传统

文化，活跃于文化讲坛。

历史上的沧曲书舍建造的具体

情况如何？为沧州积累了哪些文化

财富？新建沧曲书舍营造的背景有

哪些？古建又是如何自南方迁移而

来的？新的沧曲书舍有哪些功能？

将如何融入时代特色，展开哪些活

动，续接沧州的文脉？读书人或社

会各界人士对新书舍有哪些期待？

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展开，欢迎

读者互动探讨。

时 间：31日上午9点
通 联：188337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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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兴县赵毛陶镇赵毛陶村，是
帝师孙葆元故里。咸丰皇帝的老师
孙葆元从这里走出，致仕后又回
归，在沧州东部一带讲学。因此，
也为这个村庄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积
累，省级非遗宫廷盒子灯制作工艺
10多年前在这里被恢复，国家级非
遗西路梆子也在这里发源并重新传
唱。近期，当地筹建的孙葆元纪念
馆，又给这个拥有“帝师故里”牌
坊、翰林园、帝师碑林等景点的美
丽乡村画上点睛之笔。

建起孙葆元纪念馆

孙葆元纪念馆在赵毛陶村翰林
园南。今年，海兴的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在两会上提议，围绕孙葆元
挖掘文化遗产、打造美丽乡村、丰
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入秋以来，在
县委、县政府做好“帝师文化”的
号召和支持下，赵毛陶镇党委、政
府选定翰林园南侧的建筑，筹建孙
葆元纪念馆。目前，纪念馆已装修
完毕，并形成了布展框架和思路，
相关展品也基本准备停当。镇党政
办主任赵红亮说：“县委、县政府
今年提出打造海兴红色文化、海洋
文化等四大文化，帝师文化是其中
之一。两个月前我们开始筹建，现
在正邀请有关专家对相关内容进行
细致推敲。”

在布展效果图上，记者看到，
纪念馆内正面悬挂由沧州市书协原
主席李德瑞题写的牌匾“孙葆元纪
念馆”；牌匾两侧，分别是以“宁
静致远”和“源远流长”为题的孙
葆元精神和轶事介绍。牌匾下分

“传承”“文脉”“门生”“守真”
“评价”等篇章，文图并茂。展厅
另一侧，由中国美协会员、市文联
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孙鸿钧绘制的
《孙葆元朝服像》《少主师图》，同
时悬挂孙葆元的满文对联复制品、
孙氏后代历史名人的手迹、绘画
等。

据主要筹划人之一的学者孙传
治介绍，纪念馆主要分为“行状”

“帝师”“族氏”“思想”“门生”
“评价”“传述”“子孙”“远孙”
“遗物”几大版块。版块文字内容

由孙传治撰写，遗物来自馆藏和民
间征集，对“日讲起居注官”“稽
察左翼觉罗学”执照牌、孙葆元印
章、“进士”“明经”“五世同堂”

“岁进士”“拔元”（拔贡第一名，
荣誉衔）牌匾、“皇清诰授朝议大
夫河南怀庆”篆盖等遗物，以原物
拍照或仿真复制等形式展示。

“我们正在加紧完成最后的工
作，争取在一个月内全部完成开
馆。”赵红亮说。

帝师文化景观的注脚

孙葆元纪念馆面积不大，只有
50余平方米，但却是赵毛陶文化景
观带的点睛之笔。在这两间房子
里，不仅凸显了孙葆元生前身后的
文化历史贡献、家族名人，还囊括
了清末以来的众多显赫人物，成为
帝师故里所有文化景观的注脚。

赵毛陶村分 4个街，是镇政府
所在地。190多年前，被誉为“老
主同年少主师”的孙葆元通过科考
从这个村庄走向京城，进入翰林
院，官至礼部尚书，成为咸丰皇帝
的老师。他“累司文柄”，培养出
很多人才，著名经学大师俞樾就出
自他门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
洞、近代立宪先驱刘若曾也与他有
着千丝万缕的师生或举荐关系。在
纪念馆里，孙葆元与他们的渊源梳
理一清，呈现了这位历史名人对家
乡和社会巨大的历史贡献。

赵毛陶村素有“一门七进士，
叔侄两翰林”的美誉，丰富的文化
名人遗存是当地文化建设挖掘的宝
贵资源。近年来，当地政府重点实
施了“一线景观带”工程和“翰林
园”文化广场两大工程，美丽的景
观使这里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其中“一线景观带”投资 1000万
元，将正港公路赵毛陶镇段的2400
米便道进行翻修重建，并进行了高
标准绿化和亮化。对赵毛陶镇至津
汕高速道路沿线 13公里景观河进
行清淤，新修建桥涵 60座，并在
道路两侧建成了纵深 50米的绿化
带。结合建设海兴西大门，当地投
资 450 万元建设了“翰林园”项
目，帝师文化广场、帝师故里牌

坊、帝师碑林三大历史人文景观，
形成了特色文化面貌。在这里，人
们健身休闲，读书看戏，小日子过
得倍儿滋润。

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

2015年元宵节，宫廷盒子灯在
赵毛陶村的夜空璀璨绽放，那是单
个盒子灯体量最大、制作工艺最精
美、燃放时间最长的一次。来自天
津、山东、沧州等多地的群众驱车
来看，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这项

省级非遗也是孙葆元自宫中带回
的，制作工艺一直在当地流传，
1980年后因故中断。2005年，中
断了 25 年的盒子灯恢复制作工
艺，并在赵毛陶首次燃放，同样吸
引了周边3万余名群众来观。

这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制作工艺相当复杂，得五六个人，
耗时一个多月才能完成。工艺恢复
后制成的新式盒子灯分为多层，嵌
入多种文化元素。新时代的轮船、
飞机等都在灯上有特殊的体现，集
裱糊、绘画、纸塑、烟花等各种技
艺于一体，堪称精美的民间艺术
品。

围绕孙葆元，赵毛陶还形成一
项国家级非遗——西路梆子。这一
全新剧种秉承了山陕梆子高亢、激
昂的唱腔特点，又吸收当地民歌的
音乐元素，融入婉转、平和的柔美
情趣，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艺
术风格。有专家考证，西路梆子，
正是河北梆子的前身。近年来，海

兴有关专家调查、考证，掌握了许
多关于西路梆子的文史、口述资
料，搜集到大量相关实物，其中包
括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手抄剧本40余
件。在多方努力下，原汁原味的西
路梆子戏在海兴一带再次传唱开
来，在剧场或村头，曲韵依旧铿锵。

关于孙葆元的研究，海兴文史
工作者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孟建
华、刘立鑫等人，海兴文史、文化
等单位更推动了研究向现实的转
变。而学者孙传治，数十年来致力
于孙葆元的专题研究，推出《赵毛
陶孙氏族存》《孙葆元遗墨选粹》
《孙葆元诗文选注》等专著。这次
筹建孙葆元纪念馆，他又成为主要
筹划者之一和撰稿人。

孙葆元纪念馆，把这位历史文
化名人的贡献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体量虽小，容量很大，不仅成为当
地文化景观带的注脚，也为沧州历
史名人及相关文化建设落地增添了
光彩。

四年磨一剑四年磨一剑

八旬老翁出版八旬老翁出版《《我谈张锡纯我谈张锡纯》》
本报记者 哈薇薇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太行墨人邢家

训书画展”日前在南皮县文化艺术中心王蒙
馆举办，县委、县政府有关负责人及文化界
50多人参加了展览。

展览展出100幅书画作品，呈现出中和
之美、正大气象。真、行、草、隶、篆各体
齐全、一派生机勃勃；荷花、菊花、梅兰竹
石、情趣鸡图，大胆用墨、生活气息浓郁，
体现出邢家训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市文联副
主席、书协主席贾徽客观评价了邢家训的书
法成绩，赞扬他花甲之后 20多年临池不辍
的刻苦精神。县委有关领导和县书协主席李
洪斗赞扬了他多年来为南皮县文化事业的发
展所作出的贡献。李洪斗长篇致辞评价邢家
训为德艺双馨的老书画艺术家，是一位退而
不休的传统文化的守卫者、传承者、推动
者。

邢家训是南皮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今年
84岁。退休后致力于书画学习研究，并大
力支持南皮文化事业的发展。数年前，在寻
找张之洞遗骨、成立张之洞书画院、建张之
洞文化园等文化大事中，邢家训或主持或提
议或筹划，身体力行，亲力亲为，作出了突
出贡献。

庆祝建党庆祝建党庆祝建党百年百年百年

南皮举办南皮举办南皮举办“““太行墨太行墨太行墨

人人人”””邢家训书画展邢家训书画展邢家训书画展

近日，张锡纯外祖家后人、年近八旬的刘宝恒撰写的《我谈
张锡纯》正式出版。此书写作历时 4年，共 10余万字，不只丰富
了历史资料，也为研究张锡纯提供了新视角。

刘宝恒刘宝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