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南冉北张南冉北张”，”，同频共振同频共振，，惺惺相惜惺惺相惜，，一段佳一段佳

话话。。时危见真知时危见真知，，临终受重托临终受重托————

冉雪峰代张锡纯授徒冉雪峰代张锡纯授徒
本报记者 哈薇薇

民国时期的名中医，如夏夜群
星一般璀璨。在数不尽的名医中，
世人公认的医界圣手有两位，他们
号称“南冉北张”。“北张”便是一
代医家张锡纯，而“南冉”便是冉
雪峰。当年张锡纯临终之时，对守
候在身边的弟子们说：“你们学业
未完、医道未精，日后如欲深造，
就去湖北找冉雪峰先生请教吧。他
医术精纯，足可代我授业。”言毕
安然而逝。

投身革命 功成身退

冉雪峰，1879年出生于四川省
巫山县，他的祖上五代均为清朝御
医。从为乾隆诊病的高祖冉天星开
始，到随曾国藩湘军南北征战担任
军医的父亲冉作楫为止，已绵延五
代上百年。

冉雪峰10岁随父学医，12岁入
深山采药，15岁便可诊病处方，挂
起“冉雪峰医寓”的牌子，接替父
亲为人看诊。如果就此行医，固然
一帆风顺。可他不安分，19岁他考
取成都的官费留日资格。可由于官
府的腐败，这趟日本留学居然凭空
消失了，究其原因就是官府亲属冒
名顶替。经此一事，冉雪峰对腐败
的清政府彻底失望了。28岁，他没
做中医而是闯荡江湖，担任《上海

民主报》记者，撰文抨击清廷。随
后结识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的洪
流中，自此取号“剑虹”，以表崇
尚聂政报仇白虹贯日的决心。武昌
起义时，冉雪峰任鄂军军务部秘书
长。他运筹帷幄，拟军令、下通
知，参与了捉拿黎元洪的战斗。后
来袁世凯复辟君主专制，他撰文批
评袁世凯逆天而行，结果被囚禁于
北京牢房。面对刑讯逼供，他丝毫
不惧，在狱中写下“刀锯不畏，何
论缧绁”的名篇。冉雪峰为革命一
腔热血，两次入狱，传奇经历很快
传遍各省。但就在他声名鹊起仕途
大开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功成身
退、遁入医林。他递交的辞呈上有
这样一句话：民国自我辈创始之，
不必自我辈安之。

防治鼠疫 医者仁心

辞职后，他在武汉租下了一个
幽静的院落，挂起“冉雪峰医寓”
的牌子，准备重操旧业。阳光穿过
树叶，斑驳地洒在脸上，和煦的春
风吹过面庞，他有点倦了，想好好
休息一下，过平静的日子。然而，
上天注定让他闲不住。很快，武汉
大疫。这个刚刚脱离了刀光剑影的
人，立刻又被卷入防治鼠疫的潮流
之中。

令人色变的鼠疫，从绥远地区
爆发一路传到武汉，为害尤烈。鼠
疫在传染病中堪称魔王，每一次大
爆发，都会造成百万级的死亡。冉
雪峰冒着被传染的风险，走到了鼠
疫患者的家中。尽管没有刀光剑
影，但这比待在袁世凯的监狱里更
危险，然而他义无反顾。中医治
病，必须亲自查看病人的症状，才
能辨别卫气营血，才能对症施治。
在病人的家里，他亲耳听到病人剧
烈的咳嗽和急促的喘息，他亲眼看
到有些病人皮下的青淤，甚至恶化
为更严重的紫色。他为了摸取病人
的脉象，必须要冒着被传染危险，
拿起病人的手。为了查验病人的舌
象，他不得不接受难闻的气味。病
毒与他近在咫尺，但他无暇顾及个
人安危，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治
病救人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
的大脑在急速运转，经过深思熟
虑，最后他开出两张药方：太素清
燥救肺汤和急救通窍活血汤。一两
剂药后，许多被鼠疫感染的濒死病
人竟然症状消退，神奇痊愈了。

这种大灾大疫，冉雪峰一生经
历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是一场生死
劫。若非医道高明，恐难全身而
退。对此，张锡纯十分佩服。他在
给冉雪峰的信中写到：“冉君诚近
世医界之翘楚也，楚国有才，其信
然乎”。这是高手之间的惺惺相惜。

“南冉北张”同气相吸

冉雪峰生活的年代，是东西方
文化和中西医学激烈碰撞时期。在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北有张锡纯，
沟通融会中西医，“汇集十余年经
验之方”“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
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为

《医学衷中参西录》；南有冉雪峰，
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思想，谓之
曰“大同”。“大同者，乃中西结
合，世界大同之义。”张锡纯和冉
雪峰的惺惺相惜，实在是因二人在
学术思想上同气相吸、同频共振。

冉雪峰对张锡纯十分钦佩仰
慕，他曾求教张锡纯如何办学，张
锡纯一一作了答复。答复见载于
《医学衷中参西录》。冉雪峰在给张
锡纯弟子孙静明的信中说：“令师
张寿甫兄医学毅力予所钦佩。近代
医林作者，予于南则推张山雷，于
北则推令师。”在张锡纯的鼓励
下，冉雪峰独资创办“湖北中医专
门学校”于武昌黄陂，并任校长，
冀以“发扬国粹，造就真材”。

1927年，余云岫等人掀起民族
虚无主义思潮，诬蔑中医不科学，
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成为
中医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张锡纯
目睹现状、义愤填膺，他与冉雪峰
结成南北同盟，奋起反抗。他们在
上书南京政府当局的信中说：“近
闻京中会议上峰偏尚西医之说，欲
废中医中药，不知中医之实际也。
且中医创自农轩，保我民族……是
以我国民族之生齿实甲于他国之人
也，今若将中医中药一旦废却，此
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因冉雪
峰居于湖北，张锡纯居于河北，

“南冉北张”之称由此而来。

临终受托 代友授业

张锡纯临终时，还将弟子托付
给冉雪峰，并说：“真正改造国医

者，雪公一人而已”。后数 10 年
间，双方鸿雁传书，冉雪峰对其弟
子们悉心指导、谆谆教诲，均成一
方名医。

在张锡纯逝世后的近 30年里，
冉雪峰倾其所有，对张锡纯的弟子
孙静明、张堃、李宝龢悉心指导。
常赠送所编杂志、所著书稿，帮弟
子们修改医案及论著。如冉雪峰指
导张堃治“瘟毒项胸肿起”，指导
孙静明修正中风、喉症案，指导张
堃修改其所著温病、金匮著作。其
时国内战乱、通讯不便，而且没有
复印技术，指导文字全是逐字誊
抄、书信邮寄，可见冉雪峰对张锡
纯的弟子们所付出的心力。

1941年，冉雪峰听闻孙静明要
正式开业时，曾 3次致信谆谆教诲
其为医之道。他告诫说：每诊病必
须态度认真、衣冠整洁、言语谨
慎。每日所看之病，至夜间须一一
回思，斟酌得失。如有疑义，即刻
查书。要紧之病，须留底稿，反复
揣摩。不得偏执任性，不肆意诋毁
他医。看病少时则多看书，以厚根
底，看病多时则多多留心以广经
验。

冉雪峰与孙静明、张堃的师生
情一直延续到去世。冉雪峰平时在
书信中对弟子谦称“友生”，称弟
子为“老弟”，而弟子们则称冉雪
峰为“夫子”。冉雪峰晚年中风、
病情严重，他给孙静明发电报：

“师病危绝，冉。”1963 年 1 月 29
日，冉雪峰与世长辞，但这段与张
锡纯及张氏弟子的深情厚谊，则流
传至今。

冉雪峰伏案写医稿冉雪峰伏案写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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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红妹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又

是一年辞旧岁，沧州文创年味

浓。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过了

腊月二十三，2022年春节就进

入了倒计时。这段时间，正是

各种年俗产品装扮年节、纷纷

出炉上市的时候。1月 21日上

午，“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将

以“沧州文创年味浓”为题，

邀请民间工艺美术作者、文创

专家、文创平台负责人等，畅

谈他们以过节和地方文化特色

为核心，为沧州父老准备的带

有浓郁年味儿的新文创产品。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

是，清风市集负责人张立民、

剪纸传承人梁兰新、飞刀书画

传承人胡胜利、布艺手工文创

人刘媛媛。4位嘉宾都是沧州文

创的践行者，或为文创工作者

搭建展示的平台，或剪出闯荡

江湖的杂技人风采，或飞刀刻

出地方文化的龙飞凤舞，或布

艺制作憨萌的十二生肖，在文

创领域都有一定的成绩和影响

力。其中张立民等人所创建的

清风市集，更是近年来集合各

种文创产品、突出地方文化、

令市民可触可感的开放式亲民

文创平台，也是大运河畔一道

流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

民谚说，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月二十三前后，年味儿

就更浓一层。那么在年前这段

时间里，沧州区域内的文创产

品都有哪些种类，出现了哪些

新变化？诸位嘉宾都是文创界

有一定影响的文创专家，在组

织展销、产品创作上，都给市

民准备了哪些新年新祝福和新

欢喜？这些新的文创产品或展

销方式，是如何完美结合沧州

地方民俗风情与年俗的？各有

什么特色？传统的年俗工艺品

会增添红红火火的喜庆味道，

但如果老是一副旧面孔，也会

带来审美疲劳，时代和城市的

变化呼唤既有传统味道又有地

方特色的年俗文创产品，在这

方面，文创专家们近年来做了

哪些努力？饱含沧州元素的年

俗类文创除了在本地展销之

外，如何超越地域限制进入更

广阔的空间？这些问题，都将

在访谈中涉及，欢迎热心读者

联系以下电话入群，互动畅谈。

时 间：21日上午9点
电 话：188337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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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的张之洞不等同于现实
中的张之洞，或者说，诗歌中的张
之洞呈现的是其理想人格，是一种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生境
界，它超越现实人生，又对现实人
生有着激励作用。

作为晚清名臣，张之洞不仅给
世人留下了名垂青史的赫赫实绩，
也留下了不容忽视的近五百首诗
歌。虽然对于张之洞诗歌的艺术成
就各方评论或褒或贬，但却一致首
肯其诗歌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生活
世界和个人情志。曾与张之洞共事
的文学家陈衍评价其诗：“事事皆节
镇故实，亦复是广雅口气，所谓诗
中有人在也。”即使对张之洞事功颇
有微词的民国学者黄濬也肯定了张
诗之“真”：“其实南皮之事功，不
如文章，而力希忠宠，故有创而鲜
获。然其真性情，可从诗文字句中
钩稽得知。”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

“诗中有人”、表“真性情”是张之
洞诗歌的突出特征。而此诗歌特点
的存在，恰是我们的讨论得以成
立、展开的前提。正因其“真”，我
们才有可能、有必要通过诗歌来体
察张之洞的精神追求与向往，我们
才有信心立足诗歌来管窥身份多
样、思想复杂的张之洞建构了怎样
的理想人格，并使所得出的结论有
了更高的可靠性。

在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一位
忠义仁爱的儒者

张之洞从小受到的是最正统的
儒家教育，出生于官宦之家，五岁
即入塾求学，受业师皆一时饱学大
儒，十几岁即遍览经史子集，时任
知府的父亲张瑛也注重在儒学根柢
上培养他。儒家注重道德自我完善
的人生态度，修齐治平的人生理念
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底，为他一生
的思想打下了基调，这不仅影响和
制约了他一生的选择和作为，而且
也投射到他诗歌的道德价值取向
上，呈现他作为一个儒者对忠义仁
爱的追慕。如将“心忧三户”的屈
原视为芳兰 （《屈大夫祠》）；称

“灵降佛骨顽驯鳄”的大儒韩愈为

“百世雄”（《过华山》）；对杜甫更
是一唱三叠：赞其“凭仗诗篇垂宇
宙，发挥忠爱在江湖 （《杜工部
祠》）”。诗中这些忧国忧民、忠君
爱主的先辈儒家士人，是张之洞为
自己树立的楷模。同时，一些同时
代的忠烈之士也是张之洞讴歌的对
象，如《五忠咏》中投笔从戎、战
死沙场的五位亲友；《拜寿伯符翰林
富墓》中，八国联军入侵时以身殉
国的皇室、也是张之洞弟子的寿富
……这些当世儒生在张之洞的诗歌
中，以“忠义”二字闪烁着时代的
光芒，映现出张之洞心底的旨归。
对于仁爱的表达，张之洞在诗歌中
更多是通过即人、即事、即景的抒
情和议论来完成的。这些诗句具有
自我人格描述的性质，是其追求理
想人格的自我实践。兄弟之情在张
之洞诗中屡屡出现，如，《重九日
作》中“晓起开门风叶落，白日忆
弟心不乐”。自注“舍弟还南皮，今
闻其病”等。那些写于不同时期的
诗歌描摹了一幅幅兄友弟恭的画
面，凸显出一个疼兄爱弟的张之
洞。诗歌中的张之洞对友人亦是满
纸挚爱，“我有倾河注海泪，顽山无
语送寒流（《焦山观宝竹坡侍郎留
带三首》）”等。通过一首首至情
至性的诗篇，张之洞希望呈现给众
人的是一颗仁心。

扶危定倾的豪杰也成为张
之洞的向往

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豪杰以
其阳刚劲健的审美气质，奋勇无
畏、富于担当的精神内涵，成为士
大夫们追求的人生境界。这一人格
向慕涌动在张之洞的诗歌中。《戒坛
松歌》托物言志，以松喻人，将古
松完全人格化为一位气势雄壮、力
挽狂澜、万夫莫敌的大丈夫。如果
将这首诗与其他诗作相参看，便知
此松可视为张之洞的自我期许。名
将陶侃忠顺勤劳、精于吏治，数次
平定战乱，为东晋政权的稳定立下
赫赫功勋，位列武庙七十二将。张
之洞曾数次在诗中与陶侃作比，其
心意可知。当朝前辈、位列咸同中

兴四大名臣之一，以文臣带兵而战
绩辉煌的胡林翼也是张之洞倾心仰
慕的对象，亦在诗中一吐心曲：“枢
轴 安 危 第 一 功 ， 上 游 大 定 举 江
东”……这些英雄人物虽处于不同
的时空，但他们有着共同点：身任
天下的责任与担当，扶危定倾的功
业与雄心。这些皆为张之洞“心向
往之”的理想人格要素，张之洞在
诗歌中的赞美之词，正折射了他对
以此为核心的豪杰人格的憧憬。

旷达睿智的名士是张之洞
的又一人生理想

何为“名士”？张之洞在《輶轩
语》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名士
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贤
者名士之次。”在这里，他勾勒出了
心目中的名士风范，即：道德的完
美，心性的圆融旷达，才华的明慧
拔群。通观张之洞的诗歌，会看到
他正是在以此为名士内涵的前提
下，表达他对名士人格的推崇。《江
上观鱼》一诗即是张之洞名士情怀
的直接抒发：“绿波风定起微皴，矶
畔抛罾待巨鳞。网得固欣空亦喜，
喜他江上是闲人。”即事抒情，化用
苏轼 《观棋》 中的诗句“胜固欣
然，败亦可喜”，作者不计得失、洒
脱旷放的身姿跃然纸上。

张之洞的“苏东坡情结”已是
学界共识，落实到诗歌领域，更可
看到他对苏东坡的极致尊崇。《三君
祠桄榔》以张之洞督粤时为虞翻、
韩愈、苏轼所建之祠中的桄榔树为
题，由树及人而成，在诗中笔直无
横枝、质地坚硬、不倚不惧的桄榔
树化为了苏轼等人格的象征。而

“恰似颓唐苏玉局，洗将素面斗天资
（《武学西园四首》）”之类的诗
句，则是张之洞将触目所及的白秋
海棠都看作了苏轼清水芙蓉般的品
性。通过这些诗作，我们看到，苏
东坡令张之洞迷恋的是其旷达高洁
的人格魅力、睿智的人生态度以及
不世出的才华。可以说，在张之洞
的诗里，苏东坡已成为一个符号，
凝结着他的名士向往。

张之洞是带着传统儒学的深深烙

印进入晚清变局的，天崩地解的社会
现实并没有颠覆他业已形成的观念形
态和深层的心理结构，只是迫使他寻
求将已深入骨髓的传统价值、与生俱
来的个人气质与社会现实之间进行整
合。各自被赋予特定内涵的儒者、豪
杰、名士三者交融的理想人格便是这
一整合的结晶，是一名身兼朝廷重臣
与文坛领袖二重角色的士大夫。在风
云激荡的社会变革面前，将自己植入
时代之中而孕育出的独特面貌。端方
在为张之洞的诗集《广雅碎金》作序
时写道：“文襄功业轩天地，文章照四
裔，岂其资诗以传者？顾其为诗，情
深而文明，忧深而意达，其忠勤恳
挚、正君匡国之思，往往于诗见
之。……然世不知公，曷不于公之诗
往复玩索之，不足窥公之全，亦庶几
得公之万一乎！”诚哉斯言！我们研
读张之洞的诗歌，不仅仅是为了理解
其诗歌内涵，更是为了走近张之洞，
拨开历史的风烟，尝试着去辨析其复
杂且日渐模糊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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