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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籍天津书法家沧州籍天津书法家
举办家乡汇报展举办家乡汇报展

用好中医药文化这把用好中医药文化这把用好中医药文化这把“““金钥匙金钥匙金钥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哈薇薇哈薇薇

近年来，为传承和发展好沧州中医药文化，打造中医药文化名片，医疗界、教育界、文化界奋力突围，取得了

可喜成绩，但也应看到成绩背后的不足——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文化看点
WENHUA KANDIAN

本报讯 （记 者
祁凌霄） 篆刻与大
运河同属世界级文
化遗产，二者在沧
州有机结合，相得
益彰，是大运河畔
一道靓丽的人文景
观。在河北省第六
届 园 博 会 开 幕 之
际，由沧海印社集
体创作的“运河古
韵 美丽沧州”沧州
名胜百印展，将在
园内的沧趣园凝翠
楼永久性陈列展出。

目前，这百余
方由沧州篆刻艺术
家创作的作品，已
经在凝翠楼完成布
展，由沧州刻字艺
术家刻制的木制展
牌，已刻完挂好，
其他展览工作也已
准备就绪。据沧海
印社社长韩焕峰介
绍，为展现大运河
文化与篆刻文化，
助力大运河文化建
设，沧海印社组织
60 位老中青篆刻家
共同创作，精选大
运河畔重要文化景
点和篆刻石材，以
多种表现手法来展
现 运 河 、 篆 刻 之
美。或商殷甲骨、
周秦古玺、两汉铸
凿、唐宋叠朱，或
明清流派、时代新
风，风格各异，流派纷呈，充分体
现了沧州篆刻家们的文化理念和所
达到的艺术水准。

韩焕峰说：“创作这批篆刻作品
的宗旨，是对接融合印文化与大运
河文化这两个世界级文化遗产，用
篆刻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来宣传沧
州文化。篆刻作品内容是沧州境内
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全
国级文保单位 16方、省级 36方、市
级 31方和大运河沧州段文化带景观
21方，总计104方。”

网上教健体
中医“治未病”

每天早晨6点20分，河北省沧州
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博士赵辉都会准
时带领群内的几百名网友，一起站
桩，练功健体。

都说“上工治未病”，中医典籍
《黄帝内经》早在 2000多年前就记载
有“治未病”的思想，而中医在“治
未病”中一直发挥主导作用。赵辉
说，中医“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
是通过养神健体、合理膳食、谨慎起
居等方法促进身心健康，达到保健和
防病作用。而在中医思想中，运动一
词是分开解释的，运指运气、动指活
动，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气
学”，通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是能够

“治未病”的。“防”远胜于“治”，
“气学”习练是维护健康生活方式的
重要方法。

为正本清源，让老百姓在遇到疾
病时不慌张、不乱服药，中西医结合
医院还在网上开辟了“沧州治未病”
视频公众号，以赵辉为代表的中医专
家通过网络平台，为老百姓释疑解
惑，增强大家战胜疾病的信心。不仅
如此，他们还撰写文字公众号，从节
气养生到失眠调理，再到组场调气，
全方位、多层面帮助百姓正确认识养
生、疾病，从生命的角度关照生命。

“科技发展，中医也要发展。但
发展，一定基于中医体系和规律。可
以利用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比如网
络、大数据等，通过新媒体，为更多
人的健康提供帮助。”赵辉说。

疗效是王道
并非“慢郎中”

中医药不仅在“治未病”方面有
自己的独特优势，在治大病、疑难杂
症方面，也有其不可替代之处。沧州
市中心医院中医一科主任吕旺，用自
己的医疗实践编写的《中医辨治疑难
危急重症百案精选》，证明了中医不
是“慢郎中”。

吕旺认为：“中医学有着 2000多
年历史，古代大医是在临床一线摸爬
滚打历练出来的，常见病、多发病、
疑难杂症、危急重症样样拿得起来。
而目前，中医界涉及的往往都是常见
病、多发病，疑难杂症较少，危急重
症涉及得更少，至于疗效好、得到大
家公认的更是凤毛麟角。不在危急重
症方面打几场硬仗，是很难摘掉中医

‘慢郎中’的帽子的。”

医学史上，中医曾几次面临被废
除的困境，但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一次
次重新站了起来。无数次的临床实
践，让吕旺一次次反思这样一个问
题：中医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

“是疗效，也只能是疗效。疗效
是中医的根，也是振兴中医的关键
所在。没有疗效，中医就成了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中医是一门实用
科学，不是挂在墙上的字画，好不
好都不会害人，中医有效就有用、
无效就有害。我认为这是中医工作
者应该认真思考，并且在实践中必
须解决好的问题。简单地说，只要
能让病人满意、认可，中医必兴。”
吕旺说。

疗效才是硬道理，所以只要能减
轻病人痛苦，不必有中西医成见。早
在民国时期，盐山大医张锡纯就吸收
医家唐容川理论，提出了中西医结合
思想。吕旺认为，今天要传承的，不
仅是张锡纯的医术，更要学习他在医
学上不断开拓创新、包容并蓄的精
神。

传中医文化
重中医人才

4月 5日，盐山县张边务村张锡
纯墓前，一群年轻学子庄严肃穆、垂
首而立，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医
药系主任徐智广带领学生齐声诵读
《医学衷中参西录》自序全文，并敬

献花篮，以表达对张锡纯的崇高敬意
和无限追忆。沧州医专教师赵海鹏
说：“拜祭张锡纯的是中医药系的学
生代表和张锡纯经典读书会的学生。
重温经典，是思想提升和精神洗礼。”

近几年来，沧州医专不断持续深
入打造地方中医药文化特色。校园一
步一景，中医药文化元素尽显其中。
扁鹊、刘完素、张锡纯塑像如启明星
般光耀校园，各种中草药植物星罗棋
布、争宠花坛。学校图书馆里，有一
处展区，经常有学生驻足，陈列处，
一本本发黄的扉页上写着《医学衷中
参西录》。这是学校为张锡纯医学经
典著作单独开辟的陈列展区。校图书
馆馆长胡希俊介绍说：“这个展区所
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共计 40种版
本 117册图书，除部分来自学校，其
余全部来自于张锡纯研究学者王鹏，
正是他的无私捐献，老师和学生们才
得以看到这本医学经典各个时期的版
本。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医专在张锡纯
医学理论著作方面的馆藏，也让年轻
学子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中医大家
的文字温度，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张
锡纯和他的医学经典有很重要的意
义。”

张锡纯经典读书会是医专挖掘张
锡纯人文、学术思想的又一有益尝
试。从 2021年 11月成立起，张锡纯
经典读书会就吸引了众多中医学子，
他们孜孜以求，在读书会上，被大医
张锡纯的家国情怀、学术思想、高超

医术所折服，纷纷立志要学习大医、
学习经典，做新时代有益于人民的中
医人。赵海鹏说：“截至目前，读书
会已经组织线上、线下各类讲座 10
次，举办各种形式讨论会 12场，先
后邀请文化学者王鹏、张锡纯再传弟
子陈宝贵，以及校内校外的多位专
家、学者授课，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
迎。”

沧州中医药发展，人才是关键。
在专业人才培养上，医专责任在肩。

“2021年，学校成立中医药系，分为
中医学、针灸推拿、中药学、中医养
生保健四个专科专业，每年毕业生约
400人。同时，学校联合华北理工大
学开办中医学、针灸推拿、中药学三
个本科专业，每年毕业生约 160人。
随着中医药系学生的毕业，沧州基层
中医药人才队伍将日益壮大，基层中
医药人员知识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沧州医专党委副书记张中兴说。

创中医强市
需强势突围

面对传承和发展沧州中医药文化
这个大课题，医学界、教育界持续发
力，文化界也不甘落后。

在张锡纯故里盐山，一批文化学
者著书立说，在人文思想、历史沿革
等领域深扎深挖，取得了一些成果。

王鹏历时 3年，重新整理的《医
学衷中参西录》（初版） 正式出版，

为医学工作者和张锡纯中医思想研究
提供了有益参考。之后，他继续扩大
张锡纯研究范围，开辟新视角，从历
史源头，探析张锡纯时代中西医结合
的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一本新的张
锡纯研究之书正在筹划酝酿中。

张锡纯外祖父家所在地黄骅传来
喜讯，张锡纯纪念馆开馆。自此，黄
骅市、天津市两座张锡纯纪念馆遥相
呼应，共同成为研究、继承、发扬张
锡纯学术思想、人文精神的遗迹和遗
存。

河北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也闻讯
赶来，多方采访，一部 30分钟纪录
片《大医张锡纯》精彩呈现，为宣传
沧州中医药文化和大医精神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成绩固然喜人，但也应看到沧州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仍然任重道
远。有关张锡纯的研究在沧州各界人
士的共同推动下，近两年呈现出燎原
态势。但在沧州中医药发展史上，留
下不可磨灭功勋的另外两位医学巨匠
扁鹊和刘完素，却由于种种原因，研
究者寥寥，研究成果与其历史地位不
相匹配。而其他兄弟省市却在医学大
家出生地上大做文章，纷纷借势，打
起复兴中医药大旗，其发展态势不容
小觑。

面对强有力的竞争，沧州如何强
势突围，真正做大做强，成为名副其
实的中医药强市，不得不说是一个严
峻的课题。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天津书

法家王炳学，是沧州走出去的津门
书法名家，曾供职于 《中国书画
报》，属艺术理论和创作兼备的双栖
艺术家。日前，“家山情怀 母爱如
山”——王炳学书法家乡汇报展在
南皮县博物馆举办。天津、沧州、
南皮三地书法美术界人士相会于南
皮，展开文化学术交流。

展览以一个沧州游子歌颂家
乡、歌颂母亲为主题，展出以歌颂
家乡、母亲的诗文和自作诗文为内
容的书法作品100余幅，洋溢着家乡
情、慈母爱。真草隶篆多种书体的
呈现，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基本功和
对传统的多方追求。创作中戒怪、
乱、丑，以传统文化中的温润、中
和、雅致入书，力争雅俗咸宜，表
达了一位前沿评论家和书法家，对
怎样扭浮躁书风、正审美观念，继
承传统不忘创新、不忘大众的时代
性思考。王炳学说，这次活动，有
幸邀来中国书协副主席、天津市书
协主席张建会，天津美院教授喻建
十，中国书协理事杨建君等全国名
家，在沧州及南皮文联、书协、文
艺界的支持下，三地100多位文化界
人士相互交流，对家乡文化与天津
的互补有一定意义。

据了解，王炳学 1968年生于南
皮县小丈二桥村，天津学津书院创
始人，系中国书协会员、文艺评论
家协会会员、楹联学会会员、楹联
书画院院士，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
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曾供职
于中国书画报社，书法书学并重，
四体兼攻，追求清、正、文、雅，
以厚重、端庄、雅致见长。有近百
篇理论文章发表于《中国书法》《书
法报》《书法》《中国书画报》等报
纸杂志，作品入选中国书协、西泠
印社等专业机构举办的学术论坛。

大凡游艺于水墨之间者都明白，
人云亦云照猫画虎者众，能独树一帜
且开宗立派才是大成就。塞外画派创
始人、画马名家曹洪森先生，正是痴
心追寻和探索的典范。

“前有徐悲鸿的八骏，今有曹洪
森的九龙，不愧当代画马大师！”这
是央视 《大国精品》 和 《影响力人
物》栏目对曹洪森的评价，也是至高
荣誉。他是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任中
国书画研究院北京创作院副院长、北
京塞外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塞外
画派书画院院长。经中国文化艺术人
才库专家评审通过，2021年被授予人
民书画家荣誉称号；2022年当代书画
家编委会授予他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
书画家荣誉称号，同时，北京市总工
会在故宫为他举行了“百骏图”展览
专场。

马克·吐温在 《向马儿致敬》 中
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匹马，我
们生活在马背上，我们为有了马而骄
傲，为有了马而自豪；没有马，我们
就没有了路；没有路，我们就没有了

船。这就是我们的命运！”画里乾坤
营造笔墨精神，这是一个艺术家应有
的气概，洪森用画笔倾诉了一种高远
达观的气象，一种属于民族的大道精
神。

洪森自幼酷爱绘画，高中毕业后
拜师南皮县文化馆原馆长陈彦平学习
素描、油画、国画。1979 年入伍出
塞，在怀来、延庆，沿着古长城从事
宣传文化工作40余年。

癸卯孟春，我们作为同学加战友，
阔别久年再相遇。他魁伟嗓亮，军人风
采依然，谈起马来滔滔不绝。他的激
情、作派乃至无拘无束的爽朗大笑，蕴
含着一派天马行空任往来的神气。

塞外草原，天高，地阔，云低，
风劲。正合了他年少时看 《牧马人》
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童话世界。在
军营，他常常自诩：属牛画马，一张
一弛，文武之道也。与马结缘到成为
挚爱，是一位艺术家的宿命。因此，
工作之便他经常去骑兵连蹲点“相
马”，节假日，他就是牧马人老乡马
厩里的“马伕”。所以，马的体征、
习性和神韵已经深深地嵌入脑海、浸
入血脉。

洪森是沧州汉子，骨子里的血性
和军人的耿介，造就他笔下之马，独
具风神，横空出世。那飞奔的气势，
腾飞的动感，狂奔的神采，具有强烈

的冲击力。群马百态，嘶鸣生风，飞
扬恣意，忽如交响乐之磅礴，又似禅
音之静穆，开合有度，溢满极富张力
的奔放和流淌，可谓“铁马雄风入卷
来”。

他 以 点 线 面 的 艺 术 语 言 赋 予
“马”丰富的艺术内涵，以形式美诠释
出内蕴美。马在广袤的草原上飞驰、
狂奔，神态各异，形神毕肖，一股强
烈的破纸而出的气势。形移，势聚，
色跳跃，力迸发，水墨写意，酣畅淋
漓，赋予马人格化的精神气质和生命
活力。他的画进入崭新的艺术境界。

取法乎上，以传统为基石，走出
来方可创新。他四十年不改初衷，游
弋其间，画风远承汉画石刻、唐三
彩，近接八大、石涛、李苦禅、徐悲
鸿，点、线、面，黑、白、灰，笔法
与墨法之间的关系，以意驭之，生动

和谐。他以中锋勾勒，侧锋涂抹，线
条块面粗细兼顾；用墨浓淡兼施，干
湿交融。在形态方面，则融合中西画
法中的透视原理，呈现出立体效果。
在《八骏图》中，衬映的效果当为叫
绝之笔，《草原风》则通过背景透视
以显草原红的飘逸。《龙马精神》被
台湾藏家喻为“蕴含大成种子画”，
而经典之作 《百骏奔腾》，场面宏
阔、水墨酣畅，线条明快，气势夺
人，尽显大家风范。

马，力量和忠勇的象征。“想当
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
种豪迈尽揽洪森胸中，故而他的马活
在“神”上。他十分重视马的解剖结
构，依据马奔腾所引起的体态、肌肉
变化，着意描绘开张之力和雄健之
美。马的形象既写实，又在结构、造
型相对准确的情形下夸张、变形。而

马的神态，在此基础上抽离、提炼，
以大笔触有力度有节奏地渲染，更具
气势冲天的韵味。

洪森笔下奔马乘物游心，独与天
地神往来，超越了马本原的生态，提
炼出传统精神，臻超凡返真、气质归
化之境界。他心中无马又有马，他苦
心塑造的马乃是自己的心造之神：放
纵无羁，天马任行，无畏勇往，是思
考者、创作者对马本性的观照，走活
了天道一隅，也走宽了艺术空间。

老骥伏枥志千里，虽年逾花甲雪
染双鬓，但为发扬光大塞外画派的精
髓，洪森驻马长城脚下，足踏大江南
北，在华夏文化近缘的泰国、马来西
亚、越南等国的艺术中心，展示国画
大写意与国外抽象派融合后的精深，
探取众法之长补己之短，从而找寻属
于自己的“门道”，把具有中国塞外
画派独特语言符号的画风扬出国门。

画马大师，古有曹霸、韩干、李
公麟、赵孟頫，近有徐悲鸿。要想突
破谈何容易？而洪森却执著追求，硬
是踩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之路。

曹洪森正处艺术“井喷”时节，
期待他的画更趋佳境，塞外画风吹绽
满园桃李。

天马雄风任驰骋天马雄风任驰骋天马雄风任驰骋
———中国塞外画派创始人—中国塞外画派创始人、、画马名家曹洪森印象画马名家曹洪森印象
张春景张春景

沧州历史上的沧州历史上的33位名医塑像位名医塑像，，依次为扁鹊依次为扁鹊、、刘完素刘完素、、张锡纯张锡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