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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接到来自山东省德州市中医院宣传科郭防的电话，称他在挖掘德州市中医药文化资源时，偶得一书，此

书是张锡纯赠予在德州收的满族徒弟毕玉田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因年代久远，书有些破损。经张锡纯文化研究学者王

鹏认定，是1928年在天津出版的第五期。

本报讯（记
者祁凌霄）南京
与沧州武术渊源
深厚，沧州人张
之江曾在南京创
办南京国术馆，
沧州武术名家郭
长生 （郭燕子）
在南京呆过 10
年，在南京国术
馆期间，编创苗
刀二路。近期，
国际苗刀联合会
中国江苏分会在
南京成立，光大
于沧州的这一宝
贵文化遗产时隔
近百年，再次在
南京得到推重。

据郭长生嫡
孙郭铁良介绍，
国际苗刀联合会
总部此前驻香
港，后回归沧
州，由郭铁良等
沧州苗刀传承者
创办，以弘扬沧
州武术和苗刀为
主旨，在武术界
有很大影响。近
年来，因沧州苗
刀的影响力和郭
燕子与南京的特
殊因缘，苗刀受
到南京武术界的

重视。今年，南京当地教授西方
剑术的武术家经过比较对抗，发
现苗刀在实战和文化上的宝贵价
值，遂来沧与郭铁良磋商在南京
推广苗刀事宜。经过反复研究论
证，国际苗刀联合会中国江苏省
分会近期在南京正式揭牌。沧州
苗刀文化将会在那里得到传承、
弘扬和发展。

据了解，民国时期，爱国将
领张之江创办南京国术馆，将苗
刀技艺列入国术馆必修课，聘请
郭长生担任国术馆苗刀教官。在
那里，郭长生吸取沧州武术里先
进的步法，融入此前的刀法，增
强了动作的连贯性和攻击性，编
创了苗刀二路。郭长生在国术馆
培养出众多苗刀高手充实到抗战
前线，有的则被分配到部队担任
武术教官，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
白刃战的战斗力。

文化是社会生活、自然物
理、人生百味的映像，是来自
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精神，是直
指人心又终归为生命更好地存
在与服务的介质。社会自然人
生常变常新，亘古不息，反映
其变化并为之服务的文化，也
当如新雨甘露，汇聚清流，时
时润泽现实人生。

当前，全国各地文化建设
如火如荼，文化场馆纷纷建
立，成绩可喜，沧州也不例
外。公共文化场馆多是各地文
化在物质层面的象征，是文化
建设的重要步骤。而要使之成
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还要
有活态文化的生发。只有活态
的文化在这些场馆落地生根，
这里才会迸发出持久的活力。

文化场馆具有鲜明的公共
属性，随之而入的文化活动，
也应围绕社会公共意义而展
开，为社会进步、城市文明等
奉献文化上的价值。考察历史
上那些著名的“文化场馆”，
之所以被当时推崇、后世怀
念，多因此项功用在那里得到
充足的展现。远的如岳阳楼，
楼宇壮观之外，千古之后人们
念念不忘的还是那篇脍炙人口
的《岳阳楼记》；滕王阁，后
世刻骨铭心的，恐怕不是骄奢
豪横们铺陈的亭榭歌舞之盛，而是青年王勃如
花生命朝开暮谢的“挽辞”，随之触发对命运
个体与社会现实的反思。沧州历史上著名的

“文化场馆”也是如此，献王刘德的日华宫、
古皮城里的寒冰井、大运河边的旧书院、泊头
街头曾鳞次栉比的刻书铺，都曾生动再现了它
们各自在时代文化政策之下，志士、匹夫们为
社会进步所奉献的一份真诚。

文化要进入这些场馆并鲜活生动，当充分
开掘场馆本身的特质，与历史、当下和未来发
生血脉关联，而不是无关联的罗列。以河间府
署大门东侧的申明亭为例，河间府署著称于津
南，但其文化表征如仅体现在曾管辖多少地
方、多么重要，其价值则会宝珠沉没不足耀其
光华，毕竟那是历史，毕竟再大也大不过京
师，再重要也重要不过顺天府。活化深化其文
化，不妨就从这座小小的申明亭开始。申明亭
这种设施，目前在沧州地域内或是唯一，一般
人对这种称呼也比较陌生，虽然这只是偌大府
署的点缀性景观，但若能深挖活化，那么意义
会非常深远。在历史上，申明亭是朱元璋设置
的调解机构，较大的村落都有，凡邻里纠纷田
宅争斗，需经申明亭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
者”调解，不经调解不得诉讼。这对发挥民间
力量，就地化解民间纠纷极有效果，是多元机
制处理社会矛盾的典型；在现实中，目前国家
大力提倡建设法治国家，进行司法改革，民
事、刑事、行政诉讼程序中，都设置了调解制
度。这些制度的设置，就是对历史经验的总
结，是多元机制解决社会矛盾的深化，是建设
和谐社会的必须；在地域上，河间是《诗经》
再生地、传承地，古人引《诗经》以断争讼的
传统载于史篇，其方法也多有借鉴性，申明亭
置于“诗经之乡”的府署之侧，具有继承历史
和建设当代的提示性意义；在传统上，好讼者
终凶，道德与法治并重或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
的第一道防线，是国人的传统观；在教育上，
国家正大力提倡青少年研学，鼓励在实践中学
习在现实中感悟，如能结合历史和现实大背
景，深化活用申明亭，正好契合提高全民的道
德文化法律素养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这一论
断，启迪青少年对道德、法治、文化在社会进
步中各正其位、各当其用这一大课题的思考，
对当下未来意义深远。

沧州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耀眼的
莫过于杂技和武术。杂技和武术都是抽绎自然
物象原理，结合人体机能、人体结构而衍生的
遗产。历史上沧州武术和杂技的宏大繁荣之
下，其实是先辈对各种生命状态和自然规律的
钻研体悟，这是根本。大运河畔不乏晨曦苦练
的习武人，然而这种场景在全国并不鲜见，风
景也只是风景而已，欲使沧州武术充满内在活
力，仅仅这些远远不够。反思沧州武林前辈的
那些辉煌战绩，不仅因苦练，还有苦思，是前
辈对人体与物理完美结合的苦行。力如何发、
力如何养是武术之核心，如何抽绎自然物理，
顺应自然规律，在物和理的层面上加以深入和
提升才是武术之根，是促使武术本身进步的基
础，反之，满足于表象的成绩和眼花缭乱的花
式，终究会被他人超越，被历史淘汰。

不久前，大运河中心城区段通航，“一船明
月过沧州”的场景再现。再现之所以受到巨大
关注，是因为经过多年努力，人与水终于实现
了无间的亲密，水声歌声鸟声中，人实现了向
自然的回归，心灵得到前所未有的浸润，活态
的自然消解了钢筋水泥困缚人心灵的冰冷生硬。
登舟临水，是人情绪的释放，心灵的灵动，若
能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使人能摇橹荡轻舟，
饱看两岸野趣，那么河与人将更加灵动。

“一船明月”可谓运河之上立体的画卷，
而诸如画卷这类美术作品，只有沟通了人心，
感动了人心，才鲜活生动。比如宋画中有兔子
见鹰一惊一乍的瞬间刻画，齐白石有“小老鼠
上灯台”、孩童骑蒲葵扇做游戏的题材，画家
正是把他对生命的活态感悟写入画里，才捕捉
了人们的感触或久怀情愫、欲说还休的情状，
才让人奉为瑰宝。

欲使文化呈现汩汩清泉般的活态，必不离
社 会 、 生
命、人心与
自然。 人 文 论 谈

山东授业 收下满族徒弟

提起张锡纯，就不得不说他
与山东德州的缘分。1912年，德
州驻军统领黄华轩邀请当时在河
北已经很有名气的张锡纯来军队
任职。到山东德州是做军医正
（中华民国时期负责军事医疗事务
的军事职官）还是军医生？张锡
纯文化研究学者王鹏认为还是军
医生更为妥帖。因为张锡纯后来
撰写的简历中自称“军医生”，且
当时他的医学著作《医学衷中参
西录》还未正式出版，距离名扬
天下还有一些时日；而他刚刚进
入军界，不大可能一开始就是军
医正。当然，这只是一些揣测，
还需要不断挖掘、考证。

张锡纯在德州期间，不仅在
军队为军人治病，同时继续传道
授业。毕玉田的孙辈、德州市政
协文史专员刘为民说，毕玉田的
父亲是清咸丰年间德州城守尉之
子，他和张锡纯都有教书的经
历，因有共同语言，所以张锡纯
经常出入他家。毕玉田是最小的
儿子，排行老七，当时只有十几
岁，张锡纯见其天资聪慧，于是
收为徒弟。毕玉田跟随张锡纯学
习多年，甚得师爱。后来，毕玉
田也收徒，将张锡纯的医德、医
术在德州开枝散叶、发扬光大。
上个世纪 70年代，毕玉田在德州
逝世。

成果共享 沧州鼎力支持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工夫。郭防在挖掘德州中医药
历史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中西医
汇通学派先驱、近现代中医学泰
斗张锡纯曾经在德州做过军医
生，而在网络上浏览资料时，《沧
州日报》关于张锡纯的多篇报道
进入他的视线。原来沧州的主流
媒体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报道张锡
纯的学术、人文思想，这让郭防
心中大喜。他在电子报纸上寻来
电话，最终联系到了本报记者。

郭防说，山东是中医药大
省，而德州又是山东省的中医药
特色城市。近几年来，特别是疫
情发生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中
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他作
为一个中医药学科出身的中医
人，更有责任和义务让有着几千
年历史传承的中华瑰宝焕发出新
的时代生机。所以自从德州筹建
中医药博物馆以来，他就每天沉
浸在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历史资料
中，还真发现了不少宝贝。其
中，张锡纯到过德州的历史脉络
就是一个重大发现。

“我在读书时，张锡纯就是我
崇拜的偶像，当时只知道他是河
北盐山人，他的很多方剂和学术
思想被后代医家学习和尊崇，但
其他方面就知之甚少了。这次看
到了《沧州日报》的报道后，很
激动，原来在沧州有这么多热爱
张锡纯的人在研究他，还产生了
那么多学术成果。”郭防激动地对
记者说。

未来的德州中医药博物馆，
计划为张锡纯设立一个展厅，但
现有资料难以支撑。在与记者交
流中，郭防开诚布公，提出在丰

富张锡纯历史资料方面，还需要
沧州张锡纯文化研究者们的鼎力
支持。

随后，张锡纯文化研究者王
鹏，远在吉林的张锡纯外祖家后
人、全国名老中医刘宝恒与郭防
通过微信建立了联系。他们把现
有的张锡纯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
分享给山东德州的友人。“他是一
个很痴迷的人，加上微信后，白
天文字交流，晚上一打电话就是
两三个小时。对于张锡纯其人其
事，他非常感兴趣。”王鹏说，只
有更多的人都投入到研究张锡纯
中，张锡纯的形象才会日益丰满。

点燃热情 立志研究张锡纯

郭防说，自从和沧州建立了
联系，就得到了张锡纯文化研究

学者们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一
丝不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
毫无保留、无私奉献的精神，深
深感动了他，也点燃了他研究张
锡纯的热情。“通过和张锡纯文化
研究者们的交流，让我更加深深
地爱上了张锡纯。他 52岁来到德
州进入军队，说明他不仅是一个
医者仁心的大医，更是一个有理
想、有抱负、有着很深的爱国报
国情怀的人。这样一个人，值得
我们学习、探究和颂扬。”

“现在，只要我有空，就会到
德州大运河古玩城转转，只要看
到和张锡纯有关的书籍，我都会
想办法买下来。一方面，丰富德
州中医药博物馆展厅，另一方

面，也为自己日后研究张锡纯提
供资料上的支撑。”郭防越说越兴
奋。他甚至说，等忙完了中医药
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后半生会全
力以赴地研究张锡纯。

自 2018年《沧州日报》开设
专栏报道张锡纯以来，已经有 40
多篇报道见诸报端。在这个过程
中，吉林、辽宁、天津等地很多
与张锡纯有关的后人及弟子与本
报记者联系，引起了张锡纯研究
的一波又一波热潮。相信，随着
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加入研
究、探寻张锡纯的队伍，张锡纯
这张中医药名片一定会更加熠熠
生辉，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未来。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盐山县政协出版的《周贯
五画传》是一部红色传统教育
的好教材，读后令人感到接受
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周贯五画传》的封面是一
张 1940年的照片。尽管过去了
82年，依然可以看到周贯五将
军神情凝重，目光坚毅，气概
不凡，屹立在历尽沧桑、虬曲
交错的枣树前，彰显出为国家、
为民族而战的坚定信念。此时，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遭遇严重的
旱灾、虫灾和粮荒，主力大批
转移，日军疯狂扫荡，企图摧
毁根据地。周贯五临危受命，
任冀鲁边军政委员会书记，领
导全区军民浴血奋战，振兴边
区，坚持、巩固和发展了根据
地，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8年冬，已经是渤海军
区副政委兼渤海纵队政委的周
贯五留下了一张令人难忘的照
片。照片中的他笑容灿烂、喜
上眉梢，此时，日本侵略者已
经投降，解放战争也取得了重
大胜利，即将迎来全国的解
放。渤海区已发展成为一千多
万人口的解放区，经济条件有
了很大改善，然而他的脚上依
然穿着露出3个脚趾的棉鞋。

1966年，已经是南京军区副
政委的周贯五到农村参加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和大家同吃、同
住、同劳动，穿的依然是一身旧
军装和露着脚趾的布鞋。老百姓
说:“看不出老周还是个高级干
部，种庄稼还是把好手哩！”

周贯五夫妇教育子女政治
上向高处看齐，生活上向低处
看齐。他们有三个女儿都夭折

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在后来
的 3个孩子中，最疼爱的是小
女儿，但从不溺爱。1970 年，
周贯五将军送给即将上大学的
女儿一双用布条编的“草鞋”，
教育她要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
传统。周贯五的夫人张玉桂是
山东庆云人、泊镇师范毕业，她
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我参军的
那一天是旧历1937年9月25日，
正是板营镇集。‘七七事变’
后，父亲在病重中仍为中国之
存亡焦虑，要我效花木兰替父
从军，嘱我先去，他病好后也
去参军打鬼子。母亲杨胜亭送
出我四里路，临分别时说：‘你
去吧，跟着军队是打日本鬼
子，就是死了，也和在家里不
一样。不要惦记家。’当时我口
袋里只有 5个铜板，拿出来交
给母亲，这 5个铜板可以买点
糖给父亲吃点糖水。就这样，
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
国军，走上了革命的征途。我
当时穿的是从小学到师范毕
业，穿了八九年的而且是布最
差的破棉裤。到最冷的时候，
因为行军多，就不能穿了，只
好把它丢掉。北方的腊月是滴
水成冰，河里行人走车的时
候，我就穿了 3条破单裤，上
边是半斤棉花的棉袄，脚上是
一双只有脚面没有袜底的袜子
和一双没有前后底、只中间有
底的鞋。1937年到 1938年春末
夏初，发了六角七分八厘钱。
直到 1938 年夏才发了衣服，
1944年前我们都不发被子。以
后是每月一块钱，1942年还有
几个月不发。在艰苦的年月

里，谁都不想苦不苦的问题。
虽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从
没有想牺牲了怎么办。”

周贯五的儿子说，我从小
就听着父亲和他的警卫员叔叔
们讲“面条”的故事： 1942
年，由于敌人对冀鲁边区实行

“囚笼”政策，对根据地进行分
割封锁，剔块清剿，粮食医药
奇缺。部队经常露宿在野地，
睡觉时，哨兵手腕系着一根
绳，另一头栓在指挥员的脚
上。一发现敌情即拉绳子，指
挥员迅速将战士们推醒，带队
转移，有时一夜换几个地方。
战士们开玩笑说：“我们白天游
击战争，晚上游击睡觉。”没有
粮食，父亲和战士们吃野菜、
树皮充饥，高粱面窝头是最上
等的饭食。一天，父亲在野地
宿营淋了雨，发起高烧。警卫
员周德宝送来两个“掷弹筒”
（高粱面窝头），他咬了一口，
梆硬苦涩糙乎乎，怎么也咽不
下去。小周急得直落泪。勤务
员侯延江想了想说：“擀碗面条
吧，面条吃着软和，咽着滑
溜。”两人把高粱面倒进缴获的
钢盔里，兑水揉成面团，小周
卷起裤腿，拿大腿当“面板”，
搓出一根根筷子粗细的“面
条”，那块积了厚厚一层泥垢的

“面板”，竟然被搓白了。父亲
吃了两小碗，觉得真香。

“正是父辈的严格教育，我
们身上少有娇骄之气。”周贯五
的子女们说。

周贯五给女儿的布草鞋周贯五给女儿的布草鞋

周贯五将军在冀鲁边周贯五将军在冀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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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开国中将周贯五诞辰120周年。他是抗战时期冀鲁边区司令员、政委，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
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一。在沧州东部大地上，为民族独立立下了不朽功勋。作为《周贯五画传》的编辑者
之一，盐山县政协原副主席吕少军在搜集编辑资料过程中，受革命先辈艰苦朴素、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
福献身的精神感召，以系列文章抒发了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与怀念。 ——编 者

自自20182018年年《《沧州日报沧州日报》》开设专栏报道张锡纯以来开设专栏报道张锡纯以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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