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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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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这座屹立于大运河畔的古城，承
载着数千年的灿烂文明。大运河奔腾不息，
不仅串联起南北的商贸往来，更孕育了沧州
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中医药文化更是熠
熠生辉，源远流长。

沧州的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追溯往昔，历代名医辈出，他们悬壶济
世，留下了无数妙手回春的佳话，为沧州中
医药文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从传统的中医
诊疗技法，到独特的中药炮制工艺，沧州的
中医药文化在岁月的沉淀中不断传承与发
展，融入沧州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地域文
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今，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推进，
沧州迎来了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新契机。如何
借助大运河文化的东风，让沧州中医药文化
绽放新的芳华，成为当下的重要课题。

大运河作为国家级的文化名片，拥有无
可比拟的文化影响力与庞大的客流量。沧州
紧紧抓住这一优势，积极推动中医药文化与
大运河文化的深度融合。以南川老街的开发
为切入点，依托中医药文化传承弘扬项目，
在运河两岸打造了多个中医药文化传承基
地，如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南川楼国医堂、
沧州市中心医院医疗集团博施中医文化馆
等。这些基地巧妙地将中医药文化融入大运
河沿岸的历史风貌之中，让古老的中医药在
大运河文化的烘托下，展现出新的生机。

在传播推广方面，沧州借助大运河的文
化魅力，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义
诊活动中，中医药专家为往来的游客和市民
免费诊疗，让人们亲身感受中医药的疗效；
中药辨识、中药加工展示等体验活动，激发
了大众对中医药的好奇与兴趣；养生讲座则
深入浅出地普及中医药知识，让更多人了解
中医药在预防保健方面的独特优势。这些活
动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的人群参
与，有效提升了人们对中医药文化的知晓率
和认同感，使中医药文化真正走进了百姓生
活。

从传承基地的功能来看，各个场馆各有
特色。南川楼国医堂的中医诊疗和体验区，
提供中医辨证、针灸推拿等多项传统中医疗
法，满足了市民日常的就医和保健需求；博
施中医文化馆同样功能完备，名医诊室汇聚
了众多知名专家，定期邀请京津冀等地的专
家联合出诊，为群众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
务；中医传统治疗馆开展的特色针刺、艾
灸、穴位埋线等项目，展示了中医药传统疗
法的独特魅力；药膳堂则将中医药与饮食文
化相结合，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达到
养生保健的目的。

为进一步深化两者的融合发展，沧州还
需在多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方面，要深入挖
掘大运河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内在联系，开
发具有运河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产品。例如，
推出以大运河为主题的中医药养生旅游线
路，游客可以沿着运河参观中医药文化传承
基地，体验中医药传统疗法，品尝养生药
膳，感受两种文化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
要加强人才培养，培育一批既精通中医药知
识，又熟悉大运河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为项
目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同时，加大宣
传推广力度，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全方位、
多角度地展示沧州中医药文化与大运河文化
融合发展的成果，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
化品牌。

沧州中医药文化借大运河文化之势，发
展前景广阔。通过两者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
展，不仅能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的活力，也能为大运河文化注入新的
内涵，让这两大文化瑰宝在相互交融中，共
同书写沧州文化繁荣发展的新篇章，为沧州
的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学术传承

每天清晨，青县上伍乡上伍
村韩氏正骨诊所外都会排起长
队。第四代传承人韩和生一边为
骨折患者手法复位，一边教导徒
弟：“触骨知位，手法要精准，
更要心系病人。”这样的场景，
已在这老宅上演90余载。

上世纪30年代，韩和生的太
爷爷韩得璞偶得接骨丹秘方，免
费救助骨折乡亲，他的善举赢得
众人称赞。后来，韩得璞结识青
县一带民间骨科名医张五爷，因
其医德高尚，被五爷收为徒弟。
3年间，韩得璞随五爷出诊，医
术愈发精进。

传承的重任随后落到第二代
传承人、韩和生的爷爷韩中兴身
上。韩中兴一生扎根乡村，医德
高尚，凭借精湛医术，为乡民解
除病痛，备受敬重。

第三代传承人韩和生的父
亲韩正仁不仅继承了正骨医
术，还在骨科膏药研制上发挥
所长。他努力提升韩氏膏药品
质，为韩氏正骨发展夯实基础。

第四代传承人韩和生，从小
受家族医学氛围感染，热爱医
学。1996年，韩和生进入青县职
教中心乡医专业班系统学习中医
理论，1999年到青县人民医院骨
科进修，专业水平大幅提升。回
村后，他与爷爷、父亲一同投身
韩氏正骨传承，如今也在积极培
养下一代，期盼韩氏正骨传承不
息。

技法特色

韩氏正骨膏药制作工艺独
特。韩和生介绍：“我们的膏药
制作考究，每一步都饱含韩氏正
骨的深厚底蕴与责任，严守‘炮
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
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祖训。”

“膏贴制作需 30 多种药料，

有浸泡、炒制、研制、熬制等工
序。炒制时，全凭经验把控火
候，火小药性不出，火大则药料
报废。像黑狗头骨这味药，需精
心烤制、炒出香味，再磨粉备
用。”

“‘药泡三春’尤为讲究。
清明节天未亮时，趁无人在场，
取清凉井水将10余种药料冲洗30
次，入缸密封，直到端午节上午
八九点钟开封，再用干净井水冲
洗上百次，确保无杂质才能使
用。”

“用石碾、铁碾等工具对 10
种药料进行研制，这对手法和力
度要求极为严格。熬制一般用醋
调和，关键在于精准把控火候和
时间。‘醋煅七次’是把马镫钱
烧红投入醋中重复 7次，再磨成

粉末，一次熬制需几十块马镫
钱。口服接骨药因直接入口，制
作更是精细，每个环节都严格把
关。”韩和生说。

经典医案

在韩和生的记忆深处，爷爷
韩中兴一生践行医者仁心的事迹
数不胜数。其中麦收前的那个故
事，他爷爷曾多次讲起。

那时韩中兴独立行医刚满两
年，一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打
开大门，见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
子疲惫地蹲在门口。男子的白背
心被汗水浸透，紧紧地贴在身
上，身体靠着一辆破旧生锈的

“铁驴”自行车，一看便知是赶
了很远的路。韩中兴见状，立刻

热情地将他迎进屋内，并吩咐家
人为他准备了早饭。

吃饭时，男子道出了自己
的来意。原来他来自几公里外
的枣林庄，他的老母亲前两天
不慎摔断了右腿。可家里经济
拮据，既请不起大夫，也买不
起药，更不敢去大医院。听邻
居说上伍村的韩大夫是远近闻
名的大善人，这才抱着一丝希望
赶来。说着，男子便要给韩中兴
下跪，韩中兴急忙将他扶起，二
话没说，拿起药箱，跟着男子就
走了。抵达病人家中时已近中
午，韩中兴顾不上休息，立刻为
老人进行手法复位，随后贴上膏
药。在这期间，堂屋里中年夫妻
的小声对话传进韩中兴耳中，妻
子责怪丈夫没商量就请来大
夫，家里连烙张大饼的面都拿
不出。韩中兴心里明白他们的
难处，便谎称邻村还有病人等
着，留下接骨药，仔细叮嘱他
们照顾好老人后就离开了。

韩和生感慨地说，这样的场
景在爷爷的行医生涯中屡见不
鲜，爷爷从来不会因为患者家境
贫寒而区别对待。“如今，我接
过了爷爷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的
不仅是他精湛的医术，更是他那
颗善良、悲悯的医者心。”

传承有道

韩和生始终将传承韩氏正骨
视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他的正骨

之路，始于爷爷的悉心栽培。从
最基础的骨骼结构认知，到复杂
多变的正骨手法实操，爷爷都毫
无保留地倾囊相授。临床示范
时，爷爷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无
误，让韩和生得以深刻领会韩氏
正骨的精妙之处。现场指导中，
爷爷更是一丝不苟，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耐心地纠正韩和
生的操作偏差，让他在实践中
不断积累经验、快速成长。爷
爷常说的“没有医德，医术再
好也算不得好大夫”这句话，
成为了韩和生传承正骨医术的
座右铭，时刻激励着他在医学道
路上踏实前行。

随着不断积累经验，爷爷逐
渐放手让韩和生独立操作。有一
次，韩和生独自接待了一位来自
天津的骨折患者。从诊断病情、
制定治疗方案，到实施正骨手
法，他每一步都全神贯注、全力
以赴。所幸的是，治疗效果得到
了患者及其家属的高度认可。这
次经历，让韩和生更加坚定了传
承韩氏正骨的决心和信念。

为了拓宽视野，进一步提升
自己的正骨水平，韩和生积极主
动地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
2008年，他参加了由“中国医疗
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国医专业委
员会”组织的赴韩国学术交流考
察活动。在首尔的研讨交流会
上，韩和生作了题为《论膝关节
骨质增生》的专题讲座，毫无保
留地分享了自己在正骨领域多年
积累的丰富临床经验。他的精彩
发言赢得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
价，原文还被刊发在当年的《中
韩代表学术论文集》里。这次交
流活动，不仅让韩和生结识了许
多国际知名的正骨专家，拓宽了
人脉资源，也让他对韩氏正骨有
了全新的认识，为日后的传承工
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发展现状

展望未来，韩和生对韩氏
正骨的发展充满了憧憬与信
心。历经四代传承的韩氏正
骨，一直以来都以服务农村老
百姓为宗旨，致力于为他们提
供最优质的正骨医疗服务。这
份传承下来的深厚情怀与神圣
使命，成为了韩和生不断奋进
的强大动力。他希望通过自己
的不懈努力，能够让基层医生
熟练掌握韩氏正骨的基本技
能，使农村患者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安全、有效、便捷的正
骨治疗，切实减轻他们的病痛
和就医负担。

孩子不愿上学孩子不愿上学孩子不愿上学，，，家长如何应对家长如何应对家长如何应对？？？
李李 钊钊

近日，市民高女士正上中学
的女儿，只要一靠近学校，就头
晕胸闷、心慌意乱，一心只想逃
离说什么也不去上学了。无奈之
下，高女士只好前往沧州安定医
院寻求专业帮助。

拒学原因深入剖析

从高女士的描述中，能明显
判断出她女儿身上呈现出强烈的
躯体化症状，头晕、胸闷这些身
体反应，背后是极度的情绪低
落。要真正帮助这个孩子走出困
境，就必须深挖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她对上学这件事如此抗拒。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求学时期是儿童、青少年融入社
会的关键阶段。在校园里，他们
不仅能学习到丰富的知识与技
能，还能在与老师、同学的频繁
互动中，逐步掌握人际交往的技

巧，进而找到自己在集体中的位
置，获得归属感。

根据多年在青少年心理健康
领域的工作经验，我认为，绝大
多数拒绝上学的孩子，并非一开
始就对学校深恶痛绝，而是经历
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起初，
可能只是偶尔请假，慢慢地发展
成长期缺勤，与此同时，生理和
心理上的不适症状也会越来越明
显，最终才会走到休学这一步。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多数孩子
都曾拼命努力，试图调整自己去
适应学校生活。

只要那些让孩子感到恐惧的
外在因素一直存在，比如长期遭
受校园欺凌，或者总是担心成绩
不好被家长责骂，他们内心的负
面情绪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直到再也承受不住，最终选
择拒学来逃避。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拒学和厌学并不是同一个概

念。有些孩子虽然拒绝上学，但
之前学习成绩还不错，只是因为
难以忍受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才
无法踏入校园。

孩子在拒绝什么

孩子的抗拒心理，有些抗拒
的是学习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
这类孩子在面对学业负担时，往
往显得力不从心，最常见的就是
担心成绩无法达到父母的期望，
或者觉得一旦成绩不达标，自己
就毫无价值。这些孩子大多性格
敏感，凡事追求完美，而他们这
样的性格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受
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

例如，有些家长采用简单粗
暴的奖惩机制，一旦孩子成绩不
理想，不是体罚就是言语羞辱，
什么“考这么点分，你还有脸活
着”“考不上好学校，以后只能
去捡垃圾”之类伤人的话张口就
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孩子很容易自我否定，逐渐变得
自暴自弃，觉得只要成绩不好，
自己的人生就彻底没了希望。

还有些孩子拒绝的是学校环

境，这里面既包括管理制度，也
包括人际关系。有些学校的管理
制度过于刻板、严苛，对学生的
方方面面都管得过严，这对于正
处于叛逆期的孩子来说，无疑是
一种沉重的束缚，让他们感到压
抑、憋屈，于是就通过拒绝上学
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反抗。还
有一些孩子在学校里处理不好人
际关系，进而产生拒学行为。

家长应该怎么做

只有找准孩子拒学的根本原
因，才能对症下药，有效解决问
题。

1. 重视孩子内心感受：家长
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在孩子的学习
成绩上，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的
日常点滴，比如和老师、同学相
处得怎么样，对学校的整体氛围
感受如何。多和孩子聊聊天，让
他们感受到家长是真正在意他们
内心想法的。

2. 关注孩子异常表现：要
是发现孩子身上频繁出现不明原
因的伤痕，学习用品总是莫名其
妙地丢失，不愿参加学校组织的

集体活动，或者一提起学校、同
学就满脸恐惧、焦虑，家长一定
要提高警惕，主动询问孩子到底
发生了什么。必要时，及时和学
校沟通，核实情况，千万别天真
地以为孩子能独自应对这些难
题。

3. 成为孩子坚实的后盾：一
旦孩子可能遭受霸凌，家长必须
毫不犹豫地站在孩子身后，给予
他们充分的信任和坚定的支持。
让孩子知道，不管遇到什么困
难，父母永远是他们最坚实的依
靠。

4. 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当孩
子因为某些原因暂时无法回到学
校时，家长要保持灵活的态度，
积极探索各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比如，可以让孩子先在家自学一
段时间，帮他们制定合理的学习
计划，同时严格控制玩手机的时
间；也可以考虑为孩子换个班
级，甚至换所学校，帮他们摆脱
不利的外部环境；或者看看有没
有其他的学业完成方式，比如线
上线下课程相结合。此外，寻求
专业的心理咨询或治疗，也是帮
助孩子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

项目简介
韩氏正骨：发端于上

世纪 30 年代，青县上伍乡
上伍村韩家机缘巧合获接
骨丹秘方。此后，历经韩
得璞、韩中兴、韩正仁、
韩和生四代传承，他们秉
持 修 医 德 、 精 医 术 的 信
念，专注接骨疗伤，守护
乡民健康，深受百姓信赖。

心灵驿站
沧州安定医院心理专线：0317-2011230

乘车路线：10路、29路、29A路、489路公交车可直达

韩和生在爷爷韩中兴的指导下韩和生在爷爷韩中兴的指导下，，为患者正骨复位为患者正骨复位。。

制作韩氏膏药的器具和各种中药材制作韩氏膏药的器具和各种中药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