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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大家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之首刘完素 （（一一））
陈秀春

刘完素，字守真，自号“通
玄处士”，又号真宗子。金代著名
医学家，河间人，世人称其为

“刘河间”。为“金元四大家”（即
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
说、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
养阴说） 之首，是河间学派的创
始人。因其临证以降心火、益肾
水为第一要旨，也被称为“寒凉
派”，为温病学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

刘完素一生著述较多，主要
有 《素 问 玄 机 原 病 式》（1186
年），《内经运气要旨论》（《素问
要旨论》），《伤寒直格》（1186
年） 3 卷，《黄帝素问宣明论方》
（1172年） 15卷，《伤寒标本心法
类萃》2卷，《三消论》附《儒门
事》，《素问药注》（佚），《医方精
要》（佚），其他托名刘完素的著
作还有 《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

《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

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
等。后人多把刘完素的主要著作
统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
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
著作。

关于刘完素的出生地，传说
有三个地方：

一是肃宁县洋边村 （师素
村）。据肃宁学者编写的资料记
载：父刘路，母王氏，全家三口
艰难度日。刘完素小名天喜，3岁
时，父亲离世，家境愈加贫寒。7
岁又遭洪水之灾，家乡一片汪
洋。大部乡民逃往他乡寻求生
计，其母子亦不例外。为了生
计，只好将田产典卖给本村大户
羡姓，随母逃难。漂泊至河间，
寄居于城南十八里营村 （今九吉
乡刘守村）。富户杨翁予以收留，
居于场屋简舍，让刘完素为其牧
羊，供给食宿。杨姓家有私塾，
其子亦在私塾读书，塾前有池塘
数亩，刘完素放牧出归都饮畜塘
边。或驻听读书朗朗、或侧听老
师授课、窥视书文，久之私塾先
生看刘完素求学诚笃，不计学
俸，义务教习。刘完素母病，三
次请医不至，不幸病逝，遂立志
学医。后人为纪念刘完素，改洋
边村为师素村，取“大师完素”

之意。并在刘完素家宅基地上建
成“刘完素庙”，立塑像。

二是河间市西九吉乡刘守
村。据河间市刘守村编写的资料
中 记 载 。 唐 贞 观 十 三 年 （639
年），李世民在河北正定修大佛
寺，当时河间知府为防河间水
灾，在河间城东 （刘守村） 修镇
海寺，派周、刘二人守护，宋朝
时形成村庄名周刘店，公元1110
年农历正月十五子时，刘完素在
周刘店出生。刘完素生活年代正
是宋金战争时期，金军攻到河
间，宋兵在河间往东一里一营依
次驻军，到该村是第十八里，于
是村名改为十八里营。刘完素去
世后，十八里营村改名为刘守
村，由周姓财主出资修了刘守真
庙。这里有前、中、后 3 个刘守
村，被当地百姓称为“刘爷庙”
的刘守真君庙位于中刘守村和后
刘守村之间。村里传说有“唐贞
观修镇海留下周刘店 陈希夷传守
真医术受皇封”的说法。资料还
说，刘完素生前曾在河间城西李
府设馆授徒，去世后，其徒将李
府改为师素府。

三是1923年王庆琦所写《惠
济元医广济侯刘守真君口史》碑
文，记载了刘守真生卒年月及籍

贯。说他“生于南宋朱宁宗二十
九年（1123年），原籍浙江绍兴府
兰溪县，又迁居嘉兴府秀水县，
成进士入太医院八年，简放直隶
河间府，卒于武宗二年 （1309
年）”。刘完素生于浙江兰溪县似
不可取，“成进士入太医院”“简
放直隶河间府”等应载各地县
志。查《兰溪县志》（光绪十三年
本）《秀水县志》《河间县志》，均
未收载，特别是《兰溪县志》及

《秀水县志》对刘守真只字未提。
资料记载：明朝授刑部主事章
拯，金华府兰溪人，在《重刻刘
河间保命集序》 中：“吾乡朱丹
溪，固河间三传弟子，兼法东
垣，而时出之……而河间之书隐
矣！殊不知审察病机无失气宜，
河间固医中王也。”只承认朱丹溪
是金华人，而没有记载刘完素是
金华兰溪人。虽不可排除史书遗
漏，但就目前资料看，刘完素不
可能是浙江兰溪县人，后也未迁
居秀水县。笔者在收集考证刘完
素资料时，曾在沧县小赵营村刘
守真庙碑文上看到刘完素祖籍浙
江兰溪人的字样，经询问，知情

人说2000年重修刘守真庙时，抄
于保定刘守真庙记载。

河间和肃宁二地相邻，历史
上同属一地，自宋雍熙三年（986
年），才在河间县西置平虏寨。景
德二年（1005年）改为肃宁城（今
肃宁镇），属河间府。元世祖至元
二年 （1265 年），废肃宁县为镇，
入河间县，隶中书省河间路。金正
隆 元 年 至 三 年 （1156-1158 年）
在此置肃宁县，属河北东路河间
府。历史上肃宁县隶属河间府，
无论是在肃宁还是在河间出生，
称刘完素“刘河间”无可争议。
肃宁政协编写的《肃宁文史》：据白
话本《河间县志》载“……金……
刘完素寓居河间……”倾向于生
于离河间不远的肃宁县，但刘完
素死后的墓地在河间刘守村，从
人们的习惯和民俗规律推断，刘
完素死后不应埋于离假设出生地
家乡肃宁师素村之外40公里，反
之佐证河间刘守村应该是刘完素
出生地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官方
记载的纪念刘完素建庙时间，在
河间是元初，在肃宁是明万历年
间。

季振同烈士女儿季平龄问候家乡父老季振同烈士女儿季平龄问候家乡父老：：

“““英魂归故里英魂归故里英魂归故里 我心春意浓我心春意浓我心春意浓”””
本报记者 祁凌霄

本报讯（记者祁凌

霄 ） 2021 年 4 月 13
日，我省出台了《河北
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实施规划》，标志
着我省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工作已进入全
面实施阶段。沧州作为
大运河流经最长的重要
城市，近年开始进行大
运河景观带的建设工
作，已取得阶段性成
果，为总结过去经验，
开拓新成果， 2 月 27
日，“文化八仙桌”系
列访谈邀请有关人士，
就大运河景观带建设的
成绩和今年的新规划展
开访谈。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
讲嘉宾是大运河建设办
公室副主任杜金月、大
运河爱心志愿协会名誉
会长王成东、沧州师范
学院教授孙云英。他们
都是大运河景观带规
划、建设的一线人员或
参与者，为提升城市形
象、丰富大运河沧州段
的人文景观、丰厚城市
历史，洒下了汗水。

去年，南川楼、朗
吟楼在市区大运河畔相

继建成，与清风楼一起，构筑了沧州的历史
文化地标。这两处新景观和清风楼目前呈
现什么状态？今年将有哪些开发利用？
2021年，沧州市区还出现了哪些建设新亮
点？在大运河景观带建设提级上收到哪些
效果？沧州域内运河流经地各有哪些新变
化？今年大运河景观带建设的重点是什
么？将采取哪些措施，吸引更多的市民和
文化种类参与进来，将大运河景观变成一
道律动的饱含人文关怀的文化带？这些问
题都将在访谈中展开探讨。欢迎读者入群互
动。

时 间：2月27日上午9点
电 话：188337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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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HUA KANDIAN

今年春节和元宵节期间，季
振同烈士的女儿季平龄老人，从
北京分别给沧州日报社及各界人
士和沧县县委、县政府写来两封
信函，就促成季振同烈士故居落
成表达衷心感谢，并向家乡父老
致以节日的问候。

致信沧州日报社
感谢多年来不懈宣传

2月 17日，农历正月十七，
记者收到季平龄老人从北京发给
沧州日报社的感谢信。这封信是
老人元宵节期间所写。在举国上
下喜庆团圆的日子里，老人没忘
沧州的父老乡亲，以 92 岁高
龄，执笔写下对亲人们衷心的感
谢和节日问候。

“沧州日报社、沧州各相关
部门、沧州各界人士以及沧州的
父老乡亲，大家好。

我是季振同烈士的女儿、今
年 92 岁的季平龄。我在北京的
家中向各位问好，给大家拜个晚
年，并祝各位元宵节快乐，阖家
幸福团圆。”

拆开信件，一股暖意扑面而
来。

在信中，季平龄老人说：“我
的父亲季振同在1931年领导了震
惊中外的‘宁都起义’，与诸多爱
国官兵共同缔造了一次具有传奇
色彩的起义，绘就了一部红色起
义英雄谱。‘宁都起义’的胜利直
接瓦解了蒋介石派往江西的剿共
兵力，增加了红军有生力量，产
生了可歌可泣的红五军团。季振
同任总指挥，成为中国革命史、
中国军史中的一座里程碑。”

对于季振同烈士的丰功伟
绩，因为历史原因，在他的冤案
平反之前及平反之初的一段时间
里，公开介绍得很少。有关“宁都
起义”的文章中，对烈士事迹或一
笔带过或疏漏或错讹。烈士在起义
中究竟做了哪些工作？起了什么作
用？“宁都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
占有什么地位？起义后烈士又有哪
些贡献？众说纷纭，迷雾重重。然
而，家乡并没有忘记烈士的功勋，
沧州各界及有关文史工作者，对烈
士的事迹及“宁都起义”进行了深
入的考证探寻和梳理。这些文章，
近20年来陆续通过各级媒体及《沧
州日报》刊登出来，烈士的功勋逐
渐清晰。

以 《沧州日报》 为例，10
余年前，先是报社工作人员季彦
胜（季振同的邻居）写来烈士的
有关文章，后来又在老党员季辛
生（季彦胜之父，离休干部，已
故）的帮助下，本报记者对季振

同故居及轶事进行了实地考察采
访。并以《将军庭前野草花》为
题刊发，后又以专栏“触摸沧州
文脉”“寻访沧州名人故居”等
形式，从不同角度对烈士事迹及
故居情况予以关注和报道。去
年，本报记者与沧县筹建季振同
故居的有关人士，一起到北京、
天津进行深入参访，获得季振同
烈士当年领导“宁都起义”的许
多第一手资料，7月 1日以特刊
的形式刊出。

季平龄老人说得不错：“季
振同的事迹在家乡广为流传，经
过沧州媒体的不断呼吁、沧州各
界人士的持续关注、沧州各级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稳步落实、沧州
父老乡亲的热切盼望，季振同故
居得以修缮完成并落成揭幕。”

感谢家乡沧县
修缮季振同烈士故居

季平龄老人致沧县的感谢信
写于春节期间，沧县有关部门是
在元宵节前后收到的。

老人在信中说：“我始终收
获着来自家乡沧县的关怀和问
候，心中对家乡的感激和思念从
未间断。家乡人民质朴热烈的情
意为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让我
的内心如春天一般生机盎然。我
们都是沧县的儿女，我们的血液
中流淌着故乡给予我们的坚强不
屈与温厚善良，我们的根系都深
植于故乡辽阔的土地上。”

季平龄老人及家人“对尊敬
的杨猛书记、穆春江县长、董永
盛主任以及沧县的父老乡亲表示
感谢，家乡人民没有忘记牺牲了
近 90 年的季振同烈士，也没有
忘了远在他乡的季家儿女。”

读到这里，让人不禁动情，
想必，老人在写信时想起多年来
的往事，也已泪眼婆娑。季振同
烈士蒙冤时，老人才两岁，随母
亲刘玉芝（冯玉祥将军内侄女）
在以后60多年的岁月里，过着颠
沛流离、改名换姓的日子。新中
国成立前，她们遭到了国民党特
务的追踪和迫害，不得不寄居在
亲戚和朋友家中，度日如年；新
中国成立后，因季振同是“反革
命”，母女俩更不敢暴露身份。
直到1979年春，多病的刘玉芝在
女儿季平龄的搀扶下，找到了曾
与季振同一起领导“宁都起义”
的苏进和李达等人，请求他们代
为季振同平反。1979年6月，姬
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苏
进等12位“宁都起义”参与者上
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6
月 22 日，叶剑英副主席批示：

“……我听过毛主席说过（似在
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
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
昭雪。”此后，季振同得以平
反，恢复党籍。（据 《党史博
采》）

如今，从北京 101中学退休
在家颐养天年的季平龄，对烈士
平反前的颠沛流离依然刻骨铭
心，对此后家乡给予她的温暖亦
感念于心。她说：“多年来，沧
县人士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对季振同烈士及‘宁都起义
’一直进行着探讨和交流，对季
振同烈士的史料征集也不曾停
滞，始终如一。在我们多次往沧
县期间，均得到了沧县方面热情
接待和无私帮助，令我们十分感
动和欣慰。2021年11月1日，季
振同烈士故居经过沧县相关部门
的科学策划和积极落实，修缮完
成并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

英魂回归故里
希望建成红色基地

季平龄的儿子宋红说，去年
11月1日，姥爷季振同故居修缮
落成时，他和家人陪同母亲参加
了揭幕式。在揭幕式上，母亲感
慨万千，千言万语一时难以说
起。在大红色的贵宾签字簿上，
母亲郑重写下“感谢沧州家乡的
亲人们！”一行字。

这一行字字数不多，但凝结
了季平龄老人 90多年来沉甸甸
的心绪。现在通过季平龄老人致

沧州日报社的信中可见一斑：
“我和家人参加了揭幕仪式，站
在家乡的土地上，环视季振同
曾经成长生活的院落，听到父
老乡亲的掌声和问候，我的内
心不断呼唤，父亲，您的英魂
漂泊在外地近 90 年，今天，您
可以回家了！这一刻泪水肆意
地 流 淌 ， 心 中 的 郁 结 终 于 抒
解，所有的人和往事在脑海中
闪现。感谢家乡没有忘记季振
同，感谢家乡一直以来对季振
同后人的关怀和帮助；感谢沧
州各行各界对季振同事迹的宣
传和季振同故居修缮的支持；
感谢那些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给
予我们温暖和力量的人们。”

在致沧州日报社和沧县县
委、县政府的信上，季平龄老人
提到：“希望季振同故居能够成
为沧州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为
继承和发扬先烈的革命精神和社
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希望季
振同旧居为家乡红色文化发展作
出贡献”。

对于沧州这片红色的土地，
季平龄老人一往情深。在信的末
尾，再次祝愿家乡人才辈出，人
杰地灵。父老乡亲平安富足，春
节快乐。

是啊，这片英雄的土地，因
为季振同等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
的丰功伟绩而鲜红夺目，当代沧
州儿女们也必将珍惜烈士们用鲜
血换来的平安富足，接过红色旗
帜，发扬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再
接再厉，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捷地御碑苑景区是
2021年全市旅发大会重要景点之一，生动再现了
明清文化的艺术魅力。18日上午，经过考察，沧
县计划再添“印证运河”“九河禹迹”两处新景
观，御碑苑由原来的“九园十八景”，将变成“九
园二十景”。

御碑苑景区有千里大运河上唯一一方巨印“人
智河清”，这是西泠印社理事韩焕峰在建设大运河
碑廊时所刻。2021年，“御碑苑”景区工程建设
时，因统一规划，巨印和大禹雕像暂时存放。沧县
县委、县政府、县政协主要领导对巨印和大禹像重
新安放非常重视，于 18日上午邀请韩焕峰和当时
负责筹建大运河碑廊的南运河管理处原副书记沈国
义现场考察，并委派沧县政协副主席吕国富、原副
主席刘云甲、捷地回族乡乡长代鑫等陪同考察，协
商安放地点和命名事宜。

通过实地考察，巨印位置选在“御碑苑”东
侧，此处三面开阔，是游客必经之地。大禹雕像也
安置在合理位置。考察期间，大家对两处景观的命
名提出意见，资深摄影师王少华认为，巨印是千里
大运河上的唯一一处篆刻景观，应突出其独特性，
以利宣传沧州。韩焕峰认为，御碑苑已有景观都是
四字命名，新景点命名应体现统一性，突出篆刻和
运河。本报记者认为，印与运河两个关键词中间应
以动词连接，以彰显篆刻文化和大运河文化悠久持
续的生命力。韩焕峰遂提议，以“印证运河”命名
为好。对于大禹像景点，韩焕峰和记者提出“九河
禹迹”的命名方案。因沧州处九河下梢，世人皆
知，大运河在九河基础上形成，而捷地分水闸正是
为向东海排水而建。典出有则，认同性也高。对
此，沧县方面十分赞同，表示将择期对巨印和大禹
像进行迁移，并进行景点标识等工作。

捷地御碑苑
新添两景观

完成“印证运河”“九河禹迹”命名

王少华王少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