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岐黄纵谈

近年来，沧州以建设国家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
项目为契机和主要抓手，统筹
全市资源力量，将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工作纳入民生工程强
力推进，补短板、强弱项、固
根基、提质量，在提升中医药
服务吸引力、增强中医药发展
内驱力、扩大中医药文化影响
力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沧州
中医药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坚持提质增效，提升中医
药服务吸引力。一是加强中医
药服务体系建设。我市中医药
管理部门支持沧州中西医结合
医院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
项目建设，指导献县中医医院
顺利通过省三级中医医院评审
验收，完成6家县级中医医院
迁建项目建设，建成 48 个旗
舰中医馆、471个标准化中医
阁，推进市县乡村中医药服务
能力全面提升。二是建立中医
专科联盟集群。目前，我市已
建成骨伤微创、内分泌、治未
病等 10 个高水平中医优势专
科联盟，充分发挥市级中医医
疗机构示范作用，带动全市中
医药服务能力整体提升。三是
探索智慧中医药沧州模式。我
市积极探索“互联网+中医
药”服务模式，加快打造市级
中医药智慧平台，建立中药服
务全流程质量监管体系，以

“数字赋能中医药”为主题成
功申报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示范区。创新中药药事服务
模式，我市积极探索建设“统
一平台、统一审方和统一煎
送”的智慧共享中药房，黄骅
市作为全市试点先行开展运
营，并在国家 2024 年数字中
医药推进会上作为典型案例予
以推广。

坚持人才赋能，增强中医
药发展内驱力。一是强化中医
药人才培养。现在我市已建成
10 个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基
地，对全市 3600 余名基层医
务人员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
训；新增 10 家“西学中”市
级备案培训基地，积极培养中
西医结合复合型人才；组织了
220名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转岗
培训。二是深化区域交流合
作。我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积极
推进市县两级中医机构与京津
优质中医资源对接，建立定期
坐诊、挂职交流、委派培训等
协作机制。目前我市 11 家公
立中医院与 26 个京津名院名
科达成合作，柔性引进国医大
师 2 人、全国名中医 4 人、岐
黄学者3人，他们来沧收徒带
教、坐堂问诊。三是加强中医
药师承教育。全市已建成 21
个国家或省级名中医传承工作
室、80 个县级以上名中医工
作室、20 个老药工传承工作
室，同时拥有2名国家级和12
名省级名老中医学术经验指导
教师、5名国家级和11名省级
中医临床优秀人才、50 名市
级 名 中 医 和 50 名 基 层 名 中
医，基本覆盖市县乡村四级医
疗卫生机构。

坚持传承创新，扩大中医
药文化影响力。一是夯实中医
药文化宣教阵地。目前，我市
已建成 15 个中医药文化宣传
教 育 基 地 、 17 支 科 普 宣 讲
队，持续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
园、进社区等活动，营造起

“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
的良好社会氛围。我市中医药
管理部门启动市级中医药传统
知识保护研究中心建设计划，
对有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
的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和
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进行挖掘
保护、搜集整理和筛选推广。
二是创新中医药科普宣传形
式。我市依托南川老街的文化
特色优势，设立国医堂、博施
中医文化馆，组织知名中医药
专家轮诊，开展中医药健康文
化夜市以及义诊、中药辨识、
中药加工展示等公益活动，将
中医药文化与群众日常生活紧
密结合。三是擦亮狮城中医药
文化名片。我市继承发展扁
鹊、刘完素、张锡纯三大学术
思想，开展学术研讨、人才交
流、文创研发等工作，多次成
功举办张锡纯、刘完素学术思
想传承创新发展大会，持续扩
大沧州中医药品牌的影响力。

下一步，我市中医药管
理部门将进一步聚焦关键领
域、重点环节，积极改革创
新，着力破解中医药发展重
点领域的突出问题，积极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
推动我市中医药工作全方位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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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波为学生于洪波为学生
演示正骨手法演示正骨手法。。

▶▶于洪波为患者于洪波为患者
正骨正骨。。

项目简介
舞来河于氏中医正骨：

历经 130 多年、五代传承。

其特点是内外结合，既擅于

外用膏药，又长于正骨手

法。在腰椎间盘突出症、颈

椎病、骨关节病、骨折等筋

骨损伤治疗上疗效显著。多

年来，以其简、便、验、廉

的特点深受当地患者信赖，

直到今天仍在临床中焕发着

强大生命力。

南川老街国医堂举办沧州立达医院百年纪念展南川老街国医堂举办沧州立达医院百年纪念展南川老街国医堂举办沧州立达医院百年纪念展———

“““沧州立达沧州立达沧州立达”””传承百年留药香传承百年留药香传承百年留药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哈薇薇哈薇薇

把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近日，以“弘扬国医精髓 传承岐
黄薪火”为主题的张锡纯——沧州立
达医院百年纪念展在南川老街国医堂
展出。展出以来，吸引了众多中医爱
好者和游客前来观展。大医张锡纯为
何建立沧州立达医院？沧州立达医院
的旧址在何处？其背后有着哪些鲜为
人知的故事？这些成为此次展览讨论
最为集中的话题。

提起沧州立达医院，要从沈阳立
达医院说起。张锡纯思想文化研究学
者王鹏向记者介绍了那段鲜为人知的
历史：1918年，张锡纯所著《医学衷
中参西录》出版，在中医界引起巨大
轰动，张锡纯也因此名声大噪。沈阳
各界期盼本地医疗水平提高，所以筹
资开办了一所中医院。医院取《论语·
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之意，叫作“立达医院”。张锡
纯被聘请到沈阳立达医院出任院长，
他于当年中秋节上任。在沈阳期间，
张锡纯进一步深化医疗实践和中西医
汇通研究，完善、丰富《医学衷中参
西录》，出版了该书第二、三、四期。

王鹏说，后因种种原因，1924年，
张锡纯离沈返沧，在运河边建立“沧州
立达医院”。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张
锡纯一面在沧州立达医院及原籍盐山行
医诊病，一面推出了《医学衷中参西

录》第三、四期。与此同时，他继续在
各大中医杂志发表文章，与医道同仁探
讨中医发展之路。这期间，他还为很多
医道同仁的医学著作作序，如《〈金匮
广义〉序》《慈溪张生甫先生〈医学达
变〉序》《〈黄纂医学要诀四种〉序》

等，都发表在当时浙江、江苏、山西、
上海等地的中医杂志上。

张锡纯在致友人信中说：“弟近在
沧州，仍筹设立达医院，经营十余
日，已粗就绪。虽区宇非繁盛之所，
而东临铁路，西临卫河，亦属交通便

利。且沧盐境地次毗连，是弟在沧，
无异在本乡也。其处原有医学研究
会。弟开院之后，仍思于沧州振兴医
学，且此志百折不回。更思与我中华
医界同人振兴医学也。”

关于“沧州立达医院”的具体位
置，王鹏说，张锡纯在致无锡同行周
小农信中明确写道：“沧州所设立达医
院地址，在小南门外西河沿临河楼
房。”而张锡纯在此期间发表文章、致
友人书信、为同行著作作序中，落款
多次提到“沧州立达医院临河楼上”

“古渤海郡临河楼上”等字样。
为寻找沧州立达医院旧址，2018

年 8月，《沧州日报》曾组织文史爱好
者开展过寻访活动，引起市民广泛关
注和强烈共鸣。

今年正值沧州立达医院建院百年
和张锡纯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第
四期《药物讲义》出版百年，为纪念
大医张锡纯，让后人铭记他为沧州中
医药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沧州中西
医结合医院于今年年初时，就召集组
织张锡纯思想文化研究学者、文史专
家以及媒体代表等相关人士对“沧州
立达医院”旧址展开了多方论证和实
地考察，最终确定其位置为现今沧州
市运河区小南门区域西部、彩虹桥
南、运河东岸。

学术渊源

“不手术、不开刀，仅是一拉一
折，骨折处就复位成功了，自己少受
了好多苦！”80岁的李奶奶因左腕部受
伤来到舞来河于氏中医正骨医院就
诊，经过市级非遗“舞来河于氏中医
正骨”第四代传承人于洪波的手法复
位，李奶奶的骨折部位成功复位了。

一推一按间，患者骨折处便可被
瞬间复位。“舞来河于氏中医正骨医院
成立已经有 20多年了，我每天都会接
待很多需要正骨复位的患者。”于洪波
说。

舞来河于氏中医正骨，历经五代
传承，在沧县及附近地区声名远播。
于洪波介绍，清朝末年，他的曾祖父
于树芳偶得中医正骨秘方后，开始钻
研中医骨科，并开办吉春堂药铺，经
过曾祖父广泛的医疗实践，于氏中医
正骨享誉乡里。后经祖父于之亨、父
亲于从新两代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于
氏正骨承续不断、薪火相传。“舞来河
于氏正骨传到今天已经130多年了，我
觉得身上有一种责任，必须把家传的
正骨技术传承下去，让来源于民间的
正骨技术也同样用于人民、造福人
民。”于洪波说。第五代传承人是于洪
波的儿子于兴盛，在家庭的熏陶下，
于兴盛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医骨科
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后也如
愿以偿地考上了华北理工大学中医骨
伤专业研究生，目前正在沧州中西医
结合医院实习。

技法特色

中医正骨疗法，是用推、拿、
按、提等手法治疗骨折、筋伤等骨伤
疾病，需要通过“眼观”“手摸”“心

会”，实现手随心转、法从手出，达到
治疗整复的目的。自古以来，中医正
骨疗法以其简、便、验、廉的特点深
受百姓信赖，直到今天仍在临床中焕
发着强大生命力。

“中医正骨疗法历史悠久，疗效
好、安全性高。”于洪波介绍，早在周
代，医疗分工上已有专人治疗骨科疾
病，秦汉时期形成基本理论和技术。
中医正骨在《肘后备急方》《仙授理伤
续断秘方》《千金要方》《医宗金鉴》
中有大量记载。《医宗金鉴》更是总结
前人正骨手法的经验，概括出摸、
接、端、提、按、摩、推、拿 8种手
法，后来又发展为手摸心会、拔伸牵
引、旋转屈伸、端提挤按等手法，用
于治疗不同部位、各种类型的骨关节
损伤。

而“舞来河于氏中医正骨”的特
点是内外结合，既擅于外用膏药，又
长于正骨手法，在腰椎间盘突出症、
颈椎病、骨关节病、骨折等筋骨损伤
治疗上都有着显著疗效。

2017年12月，“舞来河于氏中医正
骨”入选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于洪波也因此成为“舞来河于氏中医
正骨”的代表性传承人。

“此次入选，是对‘舞来河于氏中
医正骨’的肯定，也体现了国家对于
中医正骨疗法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极大重视，将进一步激励我们做好传
承工作。”于洪波说。

典型医案

1995年的一天，于洪波从河北医
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不久，一个
下颌脱臼的患者来到他家，找他父亲
就诊。可巧那天他父亲出诊去了，只
有于洪波和年迈的爷爷在家。

第一次面对下颌脱臼的患者，于
洪波跃跃欲试，想检验一下自己这几
年的学习成果。在患者的允许下，于
洪波壮起胆子，一边回忆书中的复位
方法，一边为患者操作，谁知第一次
失败了。他不甘心，回到屋里赶紧翻
书，找到书中记录的关于下颌脱臼复
位的关键点，反复诵读。即使这样，
他的第二次复位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他只好求助爷爷，在爷爷的指导下，
这一次非常顺利，一下就为患者成功
复位了。

正是这一次治疗成功，让于洪波
信心倍增。之后，再遇到下颌脱臼患
者时，他都能够轻松地为患者复位。

通过复盘下颌脱臼复位的医案，
于洪波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众多骨病
中，下颌脱臼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疾
病。但即便再简单，治疗起来也需要
丰富的经验作依托，没有大量的医疗
实践，中医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所以他经常告诫儿子，在学好
中医基础理论的同时，切莫忽视临床
实践。

匠心传承

“手艺人”，是很多中医骨科医生
对自己的评价，这体现出中医正骨疗
法的特点——讲究手法，重视传承。

2001年，于洪波的父亲于从新退
出“舞来河于氏正骨”，回家安心养
老，让于洪波独当一面。“父亲选择让
我早点扛起传承‘舞来河于氏正骨’
的大旗，对我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
种鞭策。”于洪波说。

对于传承，于从新有他的理解。
他认为两代人思想观念不同，老一代
人思想相对保守，创新性不足，这对
于“舞来河于氏正骨”未来的发展不
利，所以他选择适时退出，把舞台留
给于洪波。

“父亲退出后，我先后投资几百万
元购置了各种拍片的机器，借助高科
技仪器，前期诊断就会更加准确。时
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所以中医骨
科也必须与时俱进。”对于中医骨科未
来的发展，于洪波显示出了比老一辈

中医骨科人更前瞻的思想。
于洪波认为，“机触于外，巧生于

内”，中医正骨疗法看似简单，实则涉
及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和生物学
等多门类复杂知识。因此他一直主张
儿子学好理论知识，并鼓励儿子多多
关注中医正骨疗法中产生的新知识、
新技术、新成果以及在临床中的转化
和应用，通过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为“舞来河于氏中医正骨”注入新的
生命力，造福患者。

发展现状

除不用手术、减轻患者的身体痛
苦外，节约时间、费用较低也是让不
少患者点赞中医正骨疗法的原因。“用
中医正骨疗法治疗安全性高，治疗费
用也比较合理。”一位患者对记者说。

尽管中医正骨疗法在很多方面有
优势，但于洪波坚持认为，对于任何
疾病，都必须采取科学的治疗态度，
适合中医复位手法的做复位，适合西
医手术治疗的也要选择手术治疗。只
有这样，才是真正对患者负责任的态
度。

于洪波说，在行医的过程中，还
需要不断地学习，除了要把家传的中
医正骨疗法原原本本地传承下去之
外，还要向同行学习、向新技术学
习，不断地在医疗实践中提高诊疗水
平，最终用自己的一双“妙手”换来
病人痊愈后的笑脸。

沧州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

本报讯（记
者 哈 薇 薇） 近
日，盐山县寿甫
中医医院组织

“中医药文化科
普专家团”走进
盐山县第三中
学、第二中学、
第六中学、孟店
小学、曾庄小
学、韩集中学 6
所学校开展中医
药文化进校园活
动。

讲台上，中医药文化科普专
家们生动有趣地向学生们讲述了
中医药的历史、中医名人故事、
中草药相关知识等内容。讲台
下，学生们聚精会神地聆听、积
极热情地互动，对中医药文化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

今年以来，盐山县寿甫中医
医院已连续开展16期中医药文化

进校园活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活动不仅让学生们学习到了中医
药文化知识，更增强了他们对中
医药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

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

走进学校传播中医药文化走进学校传播中医药文化

南川老街国医堂负责人孙铭冬为游客介绍沧州立达医院的由来南川老街国医堂负责人孙铭冬为游客介绍沧州立达医院的由来。。

舞来河于氏中医正骨舞来河于氏中医正骨舞来河于氏中医正骨：：：

舒筋正骨传承舒筋正骨传承舒筋正骨传承“““手手手”””艺艺艺
哈薇薇哈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