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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高清像发布张锡纯高清像发布张锡纯高清像发布
本报讯（记者傅新春）

近日，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
先驱张锡纯高清像发布仪式
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南川
老街国医堂举行。高清像是
根据遗留的张锡纯模糊的旧
照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复
原而来。弥补了中医药文化
传播、中医药学术交流等活
动中张锡纯高画质影像缺失
的不足。

前不久，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组织力量整理张锡纯生前文史
资料，发现张锡纯存世影像素材
匮乏。有关专家经过论证，筛选
出最能代表张锡纯形象的半身老
旧照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修复
出高清像，色彩精深，效果逼

真，形神兼备。
据了解，沧州中西医结合

医 院 一 直 践 行 张 锡 纯 医 学 思
想，盐山县是张锡纯的故里，
双方将继续牵手，扎实推进张
锡纯学术思想传承与创新方面
的合作。

本报讯（记者哈薇薇）“古方
悠悠医古人，中药神奇乐千年。
千年智慧传百世，艾灸刮痧调经
脉。”近日，在盐山县寿甫中医医
院新院区广场上，传来阵阵中医
经典诵读声，100多位医护人员
参加了此次诵读。

全体人员齐诵《歌咏中医》，
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俨然一幅
古人与今人杏林论道的画面，在
经典诵读中，医护人员感受到了

中医经典的魅力。
“诵读中医经典活动将作为

寿 甫 中 医 医 院 的 一 项 长 效 机
制，固定诵读时间，以 《黄帝
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等 中 医 药 经 典 文 献 为 诵 读 内
容，激发全院干部职工对中医
经典的热情，同时，努力营造

‘学中医文化、传中医国粹’的
浓厚氛围。”寿甫中医医院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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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张锡纯
文化研究。前段时间，为丰富张锡纯
在沈阳立达医院期间的学术资料，他
两次前往沈阳，成功寻访到沈阳立达
医院搬迁前后的两处院址。不久前，
他再次踏访大医故里——盐山县张边
务村。

张锡纯故里巧遇大医后人

6月3日一早，王鹏与南川老街国
医堂负责人孙铭冬来到了张边务村，
刚刚步入村西口，刻有“张锡纯故
居”的石碑就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就
在驻足仔细观看时，一位路过的村民
向他们打开了话匣子。他自我介绍是
张锡纯的四世孙，名为张远达。看到
王鹏对张锡纯如此仰慕和了解，张远
达主动带领他们到了张家老宅。

历经 100多年的风雨，房子早已
破败坍塌，周围长满树木与杂草。张
远达的妻子毛秀琴指着脚下说，这里
曾是一条过道，听老辈人讲，张锡纯
从小聪颖好学，经常在这过道中埋头
苦读。张远达也感慨地说，张家后人
对张锡纯十分敬仰，所以这处老房子
一直保留到现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
得到修葺。

两代师徒情

毛秀琴先是带领王鹏一行人来到
张锡纯墓地。墓地位于村东，这里安
眠着张锡纯、张荫潮、张铭勋祖孙三
代老中医。

王鹏仔细观看碑文，有了一个发
现：张锡纯墓志铭落款有“授业弟子
天津孙玉泉”字样，而张荫潮（张锡
纯之子）墓志铭落款有“授业弟子天
津孙学先”字样。孙玉泉，字静明，
是张锡纯的得意门生，而孙学先是孙
静明之子。通过墓志铭上的信息了解
到，孙静明、孙学先父子分别拜了张
锡纯、张荫潮父子为师。王鹏不禁感
慨，两代师徒深情、一段杏林佳话在
这里显现了出来。

毛秀琴的一番话，再次印证了这个
事实。她说，爷爷张铭勋在世时，经常
带着后辈到天津看望孙爷爷、李爷爷。
孙爷爷就是孙玉泉，李爷爷就是李宝
和。他们都是张锡纯的门生，曾经协助
张锡纯经营天津“中西汇通医社”，参与
《医学衷中参西录》的校对出版工作。

世代交好 两家联姻

毛秀琴的姓氏引起了王鹏的兴
趣，因为在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
录》中，经常提到一位“邑中名医毛
仙阁”，张锡纯与他既是同乡，又是同
道。两人经常切磋医道，交流医方，
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两人非比寻常的
私交。

当王鹏询问毛秀琴娘家是不是小
张马村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毛秀
琴说，她是毛仙阁的玄孙女，因两家
世代交好，当年爷爷张铭勋亲自登门
为张远达提亲。过门后，她尊老爱
幼，对张铭勋敬重有加。她说，当年
由于环境所迫，父辈们都没有学医，
到了张远达这一辈，张铭勋决定选出
一个作为家族医学传人，包括张远达
在内的 5个孙辈都十分渴望被选中，
最终爷爷选择了还未结婚生子的张远
泰作为医学传人。

尽管张远达、毛秀琴夫妇并未受
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但毛秀琴说，在

张铭勋的影响下，孩子小时候生病也
多是使用爷爷留下来的中药偏方，而
且大多见效。

6月 8日，王鹏又来到张边务村，
向张家赠送了自己整理的《医学衷中
参西录（初版）》、河北中医药大学周
计春教授编著的《古迹名胜与中医药
文化——全国中医药文化遗迹概览》
两本书。张远达之子、张锡纯五世孙
张盛熙听说从沧州来了客人，也赶回
家，加入聊天的队伍。听到了许多关
于张锡纯的故事，他很是兴奋。

张锡纯后人来沧寻访

意犹未尽的张盛熙，6月 17日上
午，携母亲毛秀琴、妻子董笑含来到
沧州。王鹏专门设计了参观路线，做
起了向导。

他们首先来到“沧州立达医院”
原址。王鹏向张盛熙一家介绍了 1924
年张锡纯自沈阳返回沧州，设立“沧
州立达医院”的简要情况。并说有关
部门正在设计、制作纪念碑，年内计

划完成，作为永久纪念。
大家又来到沧州医专图书馆，受

到馆长胡希俊、副馆长王妍和赵海鹏
的热烈欢迎。胡希俊介绍了图书馆古
籍室的基本情况和“张锡纯文化研究
所”的建设情况。王鹏为他们详细介
绍了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的成
书出版情况和馆藏的民国、海外不同
时期、不同地域的各个版本情况。在
新建图书馆，赵海鹏讲解了一楼大厅
铜雕壁画《中医药与沧州医药文脉》
的创作理念，壁画对张锡纯进行了重
点刻画，突出体现了张锡纯对我国中
医药文化的巨大贡献。在校园里的张
锡纯雕像前，张盛熙和家人一起鞠躬
致敬先辈，表达崇敬和缅怀。

随后，王鹏陪同张盛熙一家人来
到南川老街国医堂。大家一起观看了

“张锡纯简要生平展牌”，回顾了张锡
纯不平凡的一生。

凝视着国医堂门前的张锡纯塑
像，张盛熙等人陷入了深思。这次沧
州之行，使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张
锡纯的医学贡献。

如今，随着中医药文化的普
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医养
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越来越多年轻人
加入“养生大军”

每逢周末，很多年轻市民都
选择到南川老街国医堂体验中医
药文化。20岁的小叶是一名在校
大学生，平时看手机和电脑的时
间比较长，肩颈经常不舒服，她
说来这里就是想通过中医按摩调
理一下。

像小叶一样，现在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也开始加入中医养生的
行列。小黄是一名职场新人，平
时喜欢在网上浏览一些中医养生
知识，特别关注美容方面的养生
指南。为了深入了解中医药文化
在美容方面的论述，她还经常翻
阅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和朋友
们一起探讨中医养生美容之道。

“95后”茜茜在沧州一家互
联网公司上班，被称为养生达人
的她，最近在钻研经络梳。“这个
小木梳有 6个齿，按摩的部位不
同，作用也大不相同。从头顶百
会穴到脚底涌泉穴，一整套疏通
下来只要几分钟，整个人立马神
清气爽。”茜茜说，从中医养生得
到一些正向反馈后，她不但自己
坚持，还经常把好的方法分享给
身边人。

如今，保温杯里泡枸杞不
再只是中年人的标配，年轻人
也渐渐喜欢上这种生活方式。
每天在工位煮一壶养生茶饮、
早晨练练八段锦、火锅局换成
养生局、各种饮料被养生茶饮
替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
入养生大军，深厚的中医药文
化底蕴，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被
年轻人唤醒。

中医养生理念悄然入心

6月7日，记者在沧州中西医
结合医院国医堂刘建博士的诊室
前看到，有10多位患者在等候就
诊，其中大半是年轻人。

“疫情过后，人们更加关注健
康。尤其对于中医‘治未病’的
理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年轻
人对中医药走过了从好奇到接受
的阶段，所以现在年轻人的问诊
量逐年加大。”刘建说。

来问诊的年轻人，许多并没
有明确诉求。只是说自己“浑身

没劲儿”“想祛痘、祛黑眼圈”
“压力大睡不好”……针对这些年
轻人的诉求，中医大夫们在“四
诊合参”上除了运用中医养生理
念给予年轻人生活饮食、作息习
惯调整的指导，同时也给予他们
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慰藉。

中医养生理念也渐渐融入年
轻人的日常生活。沧州高等医学
专科学校学生李明介绍，他和同
学们经常习练八段锦、太极拳，
以提高身体免疫力。现在身边许
多年轻人都有中医养生的意识，
比如用食疗的方法解决身体的一
些小问题。

“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
正在年轻人群体中成为热潮。沧
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南川老街国医
堂负责人孙铭冬说，现在很多年
轻人因为学习、工作压力大，身
体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慢性疾病，
对于这些慢性病，中医外治的效
果不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
用针灸、推拿、按摩、刮痧、艾
灸等中医疗法来调养身体“治未
病”。

正确看待中医养生

为何中医药养生在年轻人中
越来越火？

对此，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党委书记赵建勇深有感触：“近年
来，国家大力支持中医药发展，
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医药的
认可度越来越高，中医药发展内
外环境都得到了改善。”

今年 2 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
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
代卫生健康文化建设的意见》，其
中特别指出，要推动中医药文化
融入生产生活。为此，沧州中西
医结合医院着力打造南川老街国
医堂，推动中医药年轻化，促进
中医药融入群众生活。

但赵建勇也强调，“中医药年
轻化，中医药融入生活，这为中
医药事业发展积累了群众基础。
但在此过程中，也要遵循中医药
发展规律，不可盲目而行。中医
和中医养生绝不是‘一个药方走
天下’，也需要辨证论治。”他提
醒年轻人，“中医养生不能盲目，
不是说有了中医，就不再需要西
医，而是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另
外，同一种中医疗法也不一定适
合每一个人，需要因时、因地、
因人制宜。”

许多年许多年许多年轻轻轻人人人
缘何缘何缘何热衷中医养生热衷中医养生热衷中医养生？？？
本报记者 哈薇薇

金代名医刘完素以“刘河间”
闻名后世，中医学界多认为其出生
地在河间。对此，笔者查阅到乾隆
《河间县志》中刘完素“居河间”的
记载后，提出“刘完素曾长年定居
河间，并在周边一带行医，其他多
为民间传说，不可全信”的论断。
最近，通过进一步考证相关资料，
笔者对刘完素出生地问题有了新的
思考。

《金史》中的“刘河间”

关于刘完素出生地较早的文字记
载，出自 《金史》 第六十八卷 《方
技》篇。《金史》对刘完素的记载相当
简略，只称他“字守真，河间人”，自
号“通元处士”，曾偶遇一位叫陈先生
的异人与他喝酒，大醉后猛然洞达医
术，遂成一代名医。

《金史》 中的“河间”在哪里？
与南宋对峙时期的金国，其行政区
域采用路、府 （州）、县三级管理，
共设有十九路。河间为府，属河北
东路，辖河间、肃宁二县，含束城
等三镇，其中肃宁于金正隆元年
（1156 年） 置县。查看 《金史》 之
《方技》 篇对名医籍贯的表述习惯，
多明确至州一级，有的直称“某州
人”，如“张元素，字洁古，易州
人”，有的则不提州名，如“纪天
锡，字齐卿，泰安 （州） 人”，如

“李庆嗣，洺 （州） 人”，也有少数
明确至州县，如“张从正，睢州考
城（县）人”。

由此推断，《金史》记述刘完素为
“河间人”，极有可能是说他是河间府
人。

元代史料中的“刘河间”

金元两代是中医“河间学派”形
成的重要时期。元代著名儒臣、史学
家苏天爵 （1294-1352） 所撰的 《滋
溪文稿》保存了大量的碑志作品，其
中有《元故河间路医学教授王府君墓
表》 一篇，写苏天爵于至元六年
（1340）被召入朝，经过河间时患病，
请一位叫王彦泽的医生看病，王家在
河间数代行医，到其父亲王伯川时，
已是官方认可的河间府医学教授。王
彦泽道：

“昔金大定间，乡郡有良医刘氏完
素，能起危疾，名倾朝野，累召不
起，赐号高尚先生。兵后子孙皆亡，
而所著书幸在。先世尝因刘氏遗书以
治其术，府君曰：不可使刘氏之学无
所传也。即其故居作新祠宇，旦望率
医者祠之，庶几瞻拜仪刑，讲习论
著，益广其传，以活斯人焉。”

这段记载因为距刘完素所处时
代较近，作者苏天爵系元朝史官出
身，又是在撰写他人墓志时提到刘
完素，记述较为客观，可信度较
高。其中提到刘完素的活跃时期，
即金代大定年间 (1161-1189)，称其
是“乡郡良医”，“乡郡”指的是家
乡所在之郡，郡是“府”的古称，
意思是“河间府的良医”，并未提及
是哪个县。

是河间人还是居河间

清代康熙年间官方主持编纂的大型
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之
《职方典》在《河间府祠庙考》篇提
到，“刘守真庙，在府治西南，河间
人，古名医也，谓之刘河间，著宣明诸
论行世，县学东有碑记。”此处明确提
到刘完素为河间人，府署西南有祠庙。

在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河间县
志》《艺术》篇首序言中，提到“河间
如信都芳、刘完素皆精其技”。然而，
在之后的刘完素传记中，却没有明确
指出他是“河间人”，而是泛泛地提到

“刘完素，字守真，号通玄处士，居河
间”。

乾隆《河间县志》的主笔是有江
南才子之称的黄文莲，并经县学教
谕、知县等多人编辑、校对，这些人
不可能不知道《金史》中关于“刘完
素，河间人”的记载。但他们为什么
提出刘完素是“（寓） 居河间”呢？
笔者推断，正因为《县志》编撰者认
为刘完素这样的“术士”虚无变幻，
踪迹秘异，所以认为没有可靠根据确
定刘完素是河间县人。

“刘河间”与河间府

笔者从“中国知网”检索下载了
与刘完素有关的论文27篇，自1963年
至20世纪末，论者均根据史料称其为
河间人；至 2002年第 2期《河北中医
药学报》发表赵士斌、李会敏撰写的

《刘完素与其医著考》虽仍称其为金代
河间人，但有“据传刘氏原籍河北省
肃宁县杨边村，其幼年家境贫寒，在
其 3岁时，全家迁居河北省河间县城
南”的表述。后来，部分论文或报刊
则直接采用了“生于洋边村，后到河
间定居”的说法，不再注明“据传”
等字样，随着互联网的传播，使部分
刘完素有关的传说与正规史料混杂在
了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人关于刘
完素出生地为河间市刘守村或肃宁
县洋边村 （师素村） 的说法都是缺
乏史料依据的。首先，对于刘完素
这样一个距今近千年的历史人物，
除非有碑文、家谱等书面化的记
载，否则很难将其出生地考证到一
个具体的村庄。自两宋至明清，今
沧州市所属各县市均多次经历战
乱，区划变迁也较为频繁，非要将
刘完素出生地精确到某地某村，既
无可能，也无意义。

笔者认为，刘完素的出生地应
在金代河间府境内，大致包括今河
间市、肃宁县的范围，但具体生于
哪个村庄已不可考。可以肯定的
是，刘完素曾长期在河间府城及周
边一带行医，其成名路径就像众多
名中医一样，通过口口相传，高超
医术越传越广，乃至风靡南北，使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河间城有这样一
位名医。及至后世，众多弟子以

“河间学派”将其发扬光大，很多地
方又建起祠庙供奉，“刘河间”才成
了约定俗成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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