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医药经典
纳入燕赵医脉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这本书应
该早就到了。”深蓝色的封面，有一
种古典雅致之美，符合王鹏对心中
经典的定位。他说，整理此书的想
法，缘于 2018 年 《医学衷中参西
录》付梓 100周年暨第一届张锡纯
学术思想纪念大会。作为嘉宾，他
有幸赴会，并结识了很多专家、学
者。他们或遵循张锡纯的医术、医
德，或在临床、理论上继承、发扬
张锡纯的中西汇通思想。而他这个
外行，却总想帮助内行做点事。

因为几年来，他翻遍了市面上
能找到的各类版本的《医学衷中参
西录》，通过比对、研读、深思，他
发现了版本与版本内容上的差异。
1918年在沈阳初版的《医学衷中参
西录》距今百余年，已经很难见到
了。学界一直有人在关注初版。比
如辽宁沈阳老中医张存悌、原河北
唐山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赵成丽、
乐亭县中医院秦艳梅都曾见过《医
学衷中参西录》 初版。“综合他们
的描述：初版长 23 厘米，宽 15.5
厘米，比现行大 32 开本长宽各超
出一指许。用洋纸双页单面印刷，
字体字号近似今 4号宋体。共 8卷，
约 16万字，分为上下两册。其中上
册有 262页，下册有 265页。”在内
容方面，王鹏说，初版与现行版本
也有很大区别：一是初版没有张锡
纯肖像、友人题诗、跋语。二是初
版有高振铎、王有声两篇序文，现

版未录。三是初版版权页标明“印
刷所：奉天作新印刷局。总发行
所：天地新学社。代售处：奉天大
东门里志仁堂、奉天钟楼南永和
堂、奉天城内沈阳县胡同作新印刷
局。分售处：全国各大书房。定
价：大洋一元二角。”四是初版没有
使用西药，没有引用丁福保所译日
本医书。

通过比对、详读初步得出，初
版与现版有 10余处不同。所以，毋
庸置疑，《医学衷中参西录》初版本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此，王鹏
下决心恢复《医学衷中参西录》初
版的原貌。经过近3年的认真研读与
整理，这本带着王鹏印记的《医学
衷中参西录》终于完成了。

正在王鹏思索此书以何种方式
问世时，恰逢省中医学院为燕赵医
脉系列丛书选项目，而王鹏的这本
著作整理完全符合他们的定位。于
是，省中医学院当即决定，把这本
由王鹏（笔名王筱甫）整理的《医
学衷中参西录》（初版）纳入燕赵医
学研究文库。最终，这本书由河北
科技出版社出版。

苍生大医张锡纯
近年备受各界关注

在宣传中医名家、中医药文化
发展方面，我市的医学工作者和文
化学者功不可没。

为研究张锡纯和他的《医学衷
中参西录》，王鹏可谓下了大功夫。
客厅、书橱、电视柜上，甚至卧室
包括床铺上，都是有关张锡纯的书

籍、资料。从民国杂志到相关各类
医史，甚至为了研究张锡纯的从军
路线、实际情况，他还买来北洋军
阀史。为了寻找张锡纯的中西医结
合思想的起源，王鹏还研究了中西
医思想方面很多大家的书籍。王鹏
不仅看中医著作，也看西医著作，
他想了解在张锡纯生活的那个年
代，中西医之间学术思想上的碰撞
和交集。这不仅开阔了王鹏的眼
界，更把他的研究带向了更深、更
广的领域。

另外，王鹏还把个人收藏的 60
册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当
代海外出版的 《医学衷中参西录》
不同版本，捐赠给了沧州医专。

而沧州医专也早已成立了专题
研究室和读书会。校园内，在原有

“扁鹊”雕像的基础上，去年又增加
了“刘完素”“张锡纯”雕像。

作为张锡纯的后辈，远在吉林
的名老中医刘宝恒，去年也出版了
《我谈张锡纯》，为研究张锡纯提供
了新视角和方向。

由张锡纯的故乡人——盐山县
张锡纯文化研究协会的吕少军、韩
玉瓒策划，盐山籍剧作家高秉剑执
笔创作了剧本 《大医张锡纯》。与
此同时，沧州的张锡纯研究热现
象，也吸引了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
研究中心的关注，他们把目标锁定
张锡纯，并邀请央视共同拍摄纪录
片，目前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盐
山县已经成功举办两届“张锡纯学
术思想传承创新发展大会”，用中医
药文化引领健康文旅产业，提升了
知名度与美誉度。

探脉中医药文化
《沧州日报》揭序幕

2018年，《沧州日报》“文化八
仙桌”系列访谈以“中西汇通张锡
纯”为题，揭开了张锡纯研究序
幕。2020年 9月，《沧州日报》开设
专栏——《纪念张锡纯诞辰 160 周
年》，记者去盐山、奔天津、访吉
林，先后采写了 20多篇稿件，多角
度、多层级、多维度地展现张锡
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让张锡纯
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他不再是遥远
模糊没有情感的医学巨匠，而是一
位慈祥的长者，他的音容笑貌、喜
怒哀乐、大医精诚，穿越时空，与
读者在精神上产生共鸣。

今年1月，在继续报道张锡纯的
基础上，《沧州日报》将报道范围拓
展至沧州中医药文化层面，以期对
挖掘沧州中医药文化的脉络发展和
弘扬传承尽媒体引导、推动之力。
先后推出了《沧州中医药文化：巨
匠辈出 一脉相传》和《生活新方
式 中医来帮忙》 以及疫情期间的
《中医抗疫“亮丽”组合》等稿件。
沧州大地上，呈现中医药文化根深
叶茂、繁荣葳蕤的可喜现状。

在深入挖掘沧州中医药文化方
面，我市充分利用扁鹊、刘完素、
张锡纯这 3张名片，深挖学术思想，
传承创新中医药特色文化。近几年
来，中医文化寻根祭拜医祖扁鹊大
会在任丘举办、刘完素学术论坛相
聚河间、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承与发
展大会亮相盐山、张锡纯学术研究

室挂牌成立、仁村“张锡纯故居纪
念馆”开馆等一系列动作，使沧州
中医药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目前，沧州中医药文化在吸
收、融合中医疗法和人文思想的基
础上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医养生、
中医治未病、中医康复等理论体
系，深受百姓欢迎。如今，中医药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这一观念，已成
为社会共识，发展中医药成为国家
重点关注的工作，而沧州中医药文
化传承与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正如市卫健委中医科科长苗欣
所说，加强中医药文化平台建设，
建立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中
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中医医联
体建设，延伸中医药服务链条等，
仍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翰墨书香育桃李翰墨书香育桃李
本报记者 哈薇薇

师生自己题写校名

“怎样才能培养孩子们的专注力
呢？静能生慧，我希望孩子们能在
翰墨书香中陶冶情操。”多年的教育
实践经验告诉张红艳：培养学生专
注力，读书和写字是不错的选择。

谈到教育理念，张红艳倡导一
静一动，动静结合。她说，阅读是
一切学习能力的基础，没有良好的
阅读习惯，学习上也会越来越吃
力。于是，张红艳提出了打造礼雅
书香校园的目标和方向。通过形式
多样的读书活动，营造浓郁的读书
氛围。比如在微信群开展“雅声童
韵”读书会，让家长参与到孩子的
读书中，打造书香家庭，掀起读书
热潮。从古诗词到经典文言文，从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到外国获奖小
说，从古圣先贤的名言警句到现代
文学大家的作品，孩子们无不涉
猎。在读书的过程中，不仅和谐了
亲子关系，搭建了家校共建的桥
梁，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和书籍交上
了朋友，一生受益。

“送你一个小围裙，相信你一
定能把字写好。”张红艳印象最深
的，是一个二年级的调皮男孩，之
前上书法课，他总是不认真写字，
还经常打扰别的孩子。可自从系上
校长送的小围裙后，他就像变了个
人，每次上课都要系上它，认认真
真地写起字来，不仅字写得比以前
有了很大进步，就连成绩也提高了
很多。张红艳说，其实每个孩子都
需要被看到、被肯定，如果能通过
书法让他找到自信，也许孩子的一
生就会因此改变。

中国人要写好中国字，这是张
红艳在学校推行翰墨书香的初衷。

为激励孩子们都能练好书法，
她提议第一幅“献县第二实验小
学”校名由自己书写，此后的每一
幅，要在孩子们中选取。因为选中
的书法要悬挂在校门外，还要和作
者合影留念，所以大大提高了孩子
们学书法、写好字的热情，同时也
增强了孩子们热爱学校、热爱班级
的集体荣誉感。学校还利用课后服
务、社团等形式对热爱书法的孩子
进行专业训练，不断提高他们的书

写水平，在各级各类书法比赛中，
孩子们屡获殊荣。

曳步舞与大操场

在张红艳的教育理念中，没有
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老
师。她经常和老师们说，每一个孩
子，都是天使，我们要做的就是保
护天使的翅膀，用力托举他们，让
他们自由地飞翔。为了让这些小天
使们生出自由翱翔的本领，她在学
校推行了动静结合的教育模式。

鉴于学校操场还没有建好，没
有大块的场地供孩子们玩耍，张红
艳就想出了一种既能调动积极性，
又能锻炼孩子们身体的舞蹈——曳
步舞。没想到，这种舞步一经推
出，就深受孩子们喜欢。他们课间
操时跳，平时走路跳，甚至只要听
到同样的音乐，都会情不自禁地跳
起来。从此，曳步舞出尽风头。第
三届“献县马拉松”“迎重阳全民
健身文艺展演”“献县职工篮球赛
开幕式”上处处都有曳步舞的身
影。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起来。

为了能给孩子们打造好运动平
台，张红艳费尽了心。2018 年夏
天，张红艳从其他学校调入献县第
二实验小学任校长。走在校园里，
张红艳仔仔细细打量着这座有着20
多年历史的学校。眼前的校舍还是
1994年建造的，最初这里是献县五
中，2009 年改为献县第二实验小

学。20多年的风吹雨淋早已将校舍
侵蚀得破旧不堪了，教学设施不
全、院落狭窄，甚至因为没有操
场，孩子们无法得到很好的体育锻
炼。张红艳暗下决心，必须改变校
园环境。

张红艳还是低估了这件事的难
度。操场本就是在学校用地规划中
的，可这么多年一直被占用，张红
艳一次又一次地协商此事，终于将
这块操场用地拿了回来。重新拿回
操场的张红艳开心得像个孩子，在
那里跑了一圈又一圈。

“今年暑假把外墙粉刷一下”，
张红艳笑称自己更像一个维修工，
今天修修这儿，明天补补那儿。几
年过去了，献县第二实验小学旧貌
换新颜：装扮一新的教学大楼、赏
心悦目的楼梯、安全防滑的走廊、
现代化的冲水厕所、标准化的音乐
活动室、体育器材室、录播教室以
及干净整洁的餐厅等。张红艳说，
操场预设了环形塑胶跑道、足球
场、篮球场、乒乓球场、铅球及跳
远等田径场地，孩子们的运动梦很
快就可以变成现实了。

“双减”之下的“平衡术”

2020年初，疫情来了，这对于
整个教育系统都是一个不小的考
验。如何开展好线上教学？是张红
艳一直思考的问题。学校一共1987
名学生，保证每一个孩子的课堂效
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她加

入了所有班级群，时时刻刻关注着
每个班级的情况，包括老师的课前
备课、课堂授课、作业批改以及孩
子在家的种种表现等。经过两年多
的摸索，如今献县第二实验小学的
线上教学已经日臻成熟，效果也很
不错。

其实除了疫情，张红艳思考最
多的还是国家“双减”政策下，如
何让孩子们在减负的同时不减教学
质量，在成绩和素质教育中取得一
个良好的平衡。她认为，成绩和素
质教育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互相
促进、相辅相成的，重点在于如何
操作、如何平衡。为此，她也在不
断摸索、不断践行。比如在学校开
展各类社团活动，培养孩子在书
法、绘画、舞蹈、体育等方面的特
长，以此来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而
自信心又会反作用于学习，达到互
相促进、全面提高的作用。如今的
献县第二实验小学，在张红艳的带
领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社
会各界刮目相看。

从她上任以来，每年想方设法
给老师做体检。她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就是：“健康第一位，有了
健康的身体才能干好工作。”每年
教师节、“三八”妇女节，都会为
老师们送上真诚的祝福和爱心小礼
物，令人感动。老师们为拥有这样
一位爱心满满、心思细腻的领导倍
感幸运、满足。但张红艳总是说：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
地方需要努力。”

王鹏王鹏（（中中））在研讨会上发言在研讨会上发言 资料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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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中医经典致敬中医经典致敬中医经典
本报记者 哈薇薇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 静
水深流，音乐飞扬，熙熙攘
攘。这种美好祥和的场景，几
乎每天都能在市区大运河畔上
演。流淌的运河赋予音乐自然
的灵性，跃动的音符则给予人
们心灵的熨帖。大运河畔自古
笙歌不断，新奏新曲而今方兴
未艾。本期“文化八仙桌”系
列访谈，就以“歌声飞越大运
河”为题，对大运河畔的古调
新声做人文性观照。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
是李炳天、常连祥、赵春伟。
其中，李炳天曾任内蒙古公安
边防总队总队长，从戎时期即
在文学领域深耕，有多部作品
发表流传。退休后，李炳天以
家乡沧州为创作素材，写出大
量描写乡土乡情的作品。有关
大运河的歌词创作如《一船明
月过沧州》《运河谣》《运河
吟》《小老鼠上灯台》《飞越南
运河》等歌曲广为流传。常连
祥是沧州著名音乐家，中国音
乐家协会会员、省音乐家协会
理事，对沧州音乐传统深有研
究，乡土类原创音乐电视片
《枣乡情》 曾获全国第七届
“金牛奖”。舞蹈音乐《武乡虎
娃》曾参加中国国际儿童节演
出，其它音乐作品获权威奖项
多次。自2013年起，作为沿运
河省市“运河情音乐笔会”
主创者之一，他创作了大量运
河题材的优秀作品，先后在
《歌曲》《词刊》等国家级音乐
刊物发表，在各地演唱。近年
他还进行了沧州大运河两岸音
乐的专题性研究。李炳天、常
连祥二人合作，珠联璧合，创
作了多首运河音乐作品。赵春
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沧
州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女高
音。曾获第十七届群星奖入围
奖、“我爱我歌”京津冀百姓
歌手大赛青年组金奖，多次获
得燕赵群星奖。演唱的《茉莉
花》《枣乡人》等歌曲，深具
沧州地域特色。

一地必有一地的风情，音
乐是这种特色的表现之一。沧
州大运河畔的民歌民乐有哪些
地域色彩和特点？有哪些代表
性作品？这些作品如何体现区
域特点？当代与大运河有关的
音乐创作呈什么态势？有哪些
组织或个人在进行有关创作？
取得过哪些成绩？沧州文艺界
根据地域特色创作了哪些代表
性音乐？民俗风情、时代行进
和词、曲如何融合的？未来朝
哪些创作方向行进？这些问题
都将在访谈中展开。

时 间：15日上午9时
电 话：188337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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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3155261 电邮 wuyetingchan@163.com文化看点
WENHUA KANDIAN

历久弥新的经典需要敬畏，需要挖掘鲜活的价

值。日前，历时3年，由张锡纯文化研究者王鹏重新整

理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初版）由河北科技出版社正

式出版，为医学工作者及张锡纯中医思想研究提供了

有益参考。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老旧校舍，如今，变成教育示范点。是从事教育

26年的献县第二实验小学校长张红艳，把它变成了孩子们成长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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