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咏山水邹平
马明德

山水新城故事多，江南同比待如何。
大儒大略存铭志，名相名言谱续歌。
四水波清游锦鲤，三山林霭隐鹍窠。
征鸿俯瞰愕然语，解读宏图是绿梭。

注：对邹平新城建设，深圳一家城市空间
设计院提炼出了“绿梭”概念。

瞻邹平长山范公祠(新韵)
王洪昌

岳阳名著感黎民，忧后萦牵系世人。
书洞醴泉读万卷，安邦之志壮凌云。
清廉为政高风尚，宠辱持节浩气存。
雅士千年声望在，缅怀范迹传精神。

韩店镇书画展观感（通韵）
杲仁华

小镇金秋聚众贤，琳琅满目展奇观。
丹青绘就梅松韵，雅趣吟成曲赋篇。
峻岭茂林天映绿，平湖碧浪水涂蓝。
梁邹自古诗书地，香绽神州撼墨园。

卜算子•夏登白云山
韩淑静

乱鸟白云飞，碎紫①盘根逐。俯仰腰
亭凉趣生，恰恰临山筑。

汗漉畅神游，仄径寻幽瀑。叹羡溪边
碧草丝，长倚清泉宿。

注：①碎紫：代指开着米粒大小的山
花丛。

游齐东古城遗址吟怀
成若刚

旧邑今何在，名城尽水摧。
探幽空怅惘，寻胜久徘徊。
古韵随风去，涛声入梦来。
黄河新擘画，文化筑高台。

注：齐东古城遗址位于邹平市台子镇
黄河南岸，为国家级3A景区。

水调歌头·黛溪晚照
赵梅红

水边浮花气，山岳映霞光。双双飞
燕，欲啄云锦语琅琅。凤吐流苏千状，落
在长亭波上，遣此醉徜徉。盈盈不堪赠，
极目送斜阳。

摘云卷，裁云片，舞霓裳。人间几度，
为你惊艳又何妨。相遇相携相悦，和月和
风和昶，兴起著诗章。欸乃唱新曲，故事
比溪长。

咏故乡（新韵）
王学军

黄山犹画屏，屹立在门前。
先祖惜新土，儿孙恋故园。
耕读须不辍，福禄且休谈。
欣喜逢昌世，阖家尽笑颜。

鹤伴山上
布汝奎

拾阶浓翠碧云间，叠次溪流许径攀。
鹤梦临风新世界，槐香浥露旧春颜。
不妨繁叶皆如客，解与空亭共此闲。
俯仰才知怀恨在，栖身未处四围山。

夜上将军岭
石秀霞

雨后聚餐清气欣，西边燃起火烧云。
新蝉伴唱水流和，丽竹寄情山色熏。
峪上红灯村错落，岭悬翠幕影缤纷。
绣球花意跟谁去，随景梦中抛向君。
注：将军岭系邹平西董大马峪主要山

峰，因许世友将军途经休整而得名。

黄河梯子坝观景
张爱珍

长堤赏紫花，忽见夕阳斜。
倩景盈双目，群星伴返家。

注：黄河梯子坝位于邹平市码头镇境内。

在黄三角地区世家医学传
承中，齐鲁郑氏妇科无疑是具有
代表性且在国内学界颇有影响
的一支，其开山之师便是郑长松
先生。

郑长松，字瑶峰，1927年生
于如今的滨城区三河湖镇河南
郑村。幼时家贫，家里五口人，
有三人常年闹病，微薄的粮食收
成要拿大半去请先生看病。正
因为亲睹家人饱尝疚疾之苦，幼
年的郑长松就立下了学医的志
向。

可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想读
书谈何容易，好在他的父亲思想
开明，咬着牙供六岁的郑长松去
私塾念书。私塾先生崔玉田是
清末秀才，医文俱佳。郑长松随
其读书近十年，打下了扎实的医
学和经学底子，这为他日后临证
奠定了结实基础。

崔师对其学业很满意，题词
谓：“凡弟子之成否，不在才华过
人，惟观其谨饬与放肆，则一生
之成败皆可预知。吾生长松，自
从学以来，克勤奋读，尤爱医学，
后生定可博取，广济万民。”

念过私塾的郑长松未及弱
冠就成了四里八乡的文化人，并
应乡亲邀请在村里做了教员，同
时亦悬壶乡里。他治学坚韧勤
奋，认准了学医这一行，教书闲
暇不是背就是写，不肯浪费时
间，每晚看书都看到家里人心疼
点灯用的煤油时。寒冬时节，看
书尤难，他就把脚伸进一个装满
麦糠或木屑的箱子里取暖。

几番寒暑，郑长松医术大有
长进，乡亲们有小病小灾的都去
找他医治。一老妪突然腹痛难
忍，脐下满鞕，脉微欲绝，问诊得
知，大解三日未行。时年18岁的
郑长松开出千金温脾汤加减一
帖，老妪一啜即安。此类效案日
渐增多，他的医名渐渐远播开来。

在解放前，请先生看病的规
矩是要备车轿酒饭的。对于有
些行动不便的患者，郑长松十分
体谅病家的实情，从来都是徒步
往来，一不抽烟，二不用酒饭，且
有不少疾患应手而瘥。看病不
取酬金，且不用酒饭，他在乡里
声望渐涨。

1948年10月，21岁的郑长
松被渤海区委选拔到专署文教

科工作，成为一名机关干部。在
机关工作期间，他每天仍要接待
很多从村里特意赶来看病的乡
亲。由此，专署上下都知道了他
的这一专长，组织上专门为他设
置了诊室和药房（诊室和药房成
为如今滨州市人民医院的前身
机构之一），配备了工作人员，并
由他负责许多中医药的研究与
相关管理工作。

学习的知识终于有了用武
之地，他就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
样干劲十足，一连治好了许多棘
手的疑难病症。一些结婚多年
不孕的病人怀了孕，有的长年卧
床不起的下了炕，一些中风瘫痪
的病人丢了拐杖……他们成了
义务宣传员，前来看病的患者日
益增多。当时每天排号就诊的
大车小辆能蜿蜒一里多远。为
了保证他的休息，组织上安排每
天限诊75位患者，但实际上，郑
长松总是把每天前来求医的病
号全部看完才肯下班。

此后，郑长松历任惠民地区
医科所所长、滨州市人民医院业
务院长、滨州市中医医院首任名
誉院长、惠民地区中医学会首
任会长等职。尤为可贵的是，
他组织开展了黄三角地区中医

“访风采贤”运动，总结历代医
家学术精粹，抢救式整理了很
多医家的手稿资料，还搜集了
大量民间验方验案，团结新老
中医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郑长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
黄三角地区“中医药事业的主要
奠基人之一”。

由于长年的忘我工作、无私
奉献，医术精湛的郑长松受到了
广泛赞誉，获得了许多殊荣。
1956年，29岁的郑长松被推选为

“全国劳动模范”，成为惠民专区
首位全国劳模。5月，郑长松参
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受
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参会
期间，他还受大会安排介绍了治
疗肺结核和破伤风的临床经验，
这些病在当时是难治之病，《北京
日报》《中医杂志》专门报道。

此后，郑长松连续三次出席
全国群英会，再次受到毛主席的
接见，这在省内也是不多见的。
1959年，郑长松赴京参加全国群
英会时，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张凯
在主题发言中点名表扬他：“热
爱病人、舍己为公、不辞辛劳，广
泛搜集验方、秘方和采集药
材”。1961年，山东电影制片厂
拍摄电影短片《好中医郑长松》，
1964年第9期《山东文学》刊发
报告文学作品《春风送暖——记
优秀中医郑长松同志》。2019
年，滨州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在滨州日报集中展示

“初心永恒·滨州市优秀共产党
员先进事迹”，介绍郑长松感人
事迹的专稿题为《郑长松：行医
术精德为先》。

郑长松的“四以四为”座右
铭在业内十分有名，即“以群书
为友，以中医为业，以助人为乐，
以虚己为怀”。郑长松在担任市
人民医院业务院长期间，每遇阴
雨刮风天气都会跑去病房，看看
窗户有没有关严、被子有没有盖
好。担心影响患者休息，进入病
区前，他会把皮鞋换成布鞋。

1964年，省卫生厅副厅长、
著名中医学家刘惠民十分看重
郑长松的业务能力，安排其前往
省城工作。当时调令已到，欢送
会已开，行李已打好，可在启程
之时，惠民地委书记王成旺同志

和许多得其诊治的患者前来挽
留。见此情景，心中感动的郑长
松毅然放弃了到省城工作的机
会，继续留在鲁北服务百姓。

郑长松善悟医理，终生不离
临床，在“实践-学习-再实践”的
砥砺琢磨中成就了自己的学
问。他治学勤奋，但不拘于教
条，强调在实践中圆机活法。他
早年在惠民专署工作时遇到这
样一位小病号。在含鱼钩玩耍
时，小孩不小心咽下，钩在咽内，
线在口外，一牵拉便痛哭不已，
求医多家都说没办法。郑长松
稍一思忖，将小孩母亲手上的一
串小串珠剪断，将串珠逐个串到
鱼线上缓慢往下推送，待串珠把
鱼钩遮住，轻压就把钩在喉咙壁
上的鱼钩缓缓拉了出来。这种
巧思妙想，需要医者静心思索，
结合实际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
好方法。正是因为这种勤于思
考的习惯，使他在临床上每每有
收效。

郑长松强调，在社会高速发
展的背景下中医诊疗实践需要
突出精专，尤以妇科为中医优势
所在。他认为，现代医学技术的
进步使得许多原本在传统社会
依赖中医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
的治疗思路，但建构在对生命本
质追问思辨基础上的中医理论
在面对生命繁衍的时候有着自
己独特且西医不能取代的优
势。所以，郑长松引导并教育其
后人以中医妇科为专业，充分发
挥中医的实践优势。毫无疑问，
这是郑长松的阅历之见。

郑长松教子有方，郑其国在
其教育引导下也成为一方名
医。郑其国之子亦传承家学，担
当家业，渐得群众信任，并在学
界崭露头角。郑氏妇科在子孙
传承中恪守郑长松“靠疗效说
话，凭本事吃饭”的训言，形成
每日临证、每日读书的治学家
风，踏实临床，勤于总结，并在
学术上提出了独特的“气化”辨
治妇科病的理论，现已发展成
为在全国中医妇科学界享有声
望的“齐鲁郑氏妇科流派”。
2012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
分会对其进行了重点梳理，刊
入《全国中医妇科流派研究》；
2020 年 3月，郑氏妇科入选省
卫健委齐鲁医派中医学术流派
传承学术项目；2020年10月入
选省级非遗，成为我省首支入
选省级非遗的中医妇科学术流
派。2021年12月，省卫健委专
门立项研究郑氏家传鲁北地区
医学古籍与郑氏医家诊疗手稿
资料。

““齐鲁郑氏妇科齐鲁郑氏妇科””开山之师郑长松开山之师郑长松
郑书翰郑书翰

“在千里之外，我们就能感
受母亲河的气势磅礴和历史演
变，增强了孩子们的民族自豪
感！”近日，在云南省保山市博物
馆，正在参观的市民张易说。

眼下，有一张滨州“人文名
片”正在全国巡展，目前走到了
云南。这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
——历代黄河舆图特展》。在省
内的临沂、聊城，以及云南保山、
内蒙古阿拉善等地，历代黄河舆
图特展深受好评，被当地重磅报
道。该展究竟是何内容，为何能
引得全国各地博物馆争相邀约，
滨州文物“走出去”之路有哪些
值得盘点？

“通过展览，我们清楚地领
略到历代黄河的真实面貌，更能
深挖隐藏其中的黄河故事，真的
是太有意义了。”临沂市民刘女
士说。2022年初，该展的首次对
外巡展来到临沂市博物馆。

该展的分量在哪？
该展是滨州市博物馆在全

国首次完成的历代黄河舆图大
集结。

展品多——共展出宋元至
民国历代黄河舆图近百幅，汇集
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
物院等近20家国内外博物馆珍
藏。

质量高——展品全部采用
高清数据复制，遵循原大、原色
原则，其逼真程度更胜古之影
拓。

创意丰富——可提供“展
览+讲座+手工”等方式全方位体
验。将大国历史、本地文脉变作
鲜活直观的课堂教材，让孩子们
喜闻乐见、沉浸其中。在滨州展
出时，市博物馆特意配套开发了

“黄河澄泥砚”“黄河泥塑瓦当”
“贝壳风铃”等创意手工课程，邀
请葛剑雄、燕生东等权威学者来
滨开讲，市民反响热烈。

正因此，该展入选国家文物
局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展览，进而获得了全国
多地博物馆的展览邀约。

今年5月18日，第46个国
际博物馆日，“滨州市博物馆馆
藏精品书画展”在云南省楚雄州
博物馆开幕。此前，该展还在日
照市博物馆等地展出。

这个美展有啥？
该展分两部分，一为名人书

法藏品，二为文人绘画作品，共
计100余幅，再现了明、清、民国
时期书画精品纷呈、名家麇集的
局面。这背后，是特殊的滨州历
史——明清时滨州涌现出大批
簪缨之族、进士之家。他们与各
地望族、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或是姻亲，或为文友，抑或同
年，鸿雁往来，唱和频繁，寄情于

诗词书画之中。如今，流传下来
的大量书画精品既有艺术价值
更有历史价值。

滨州市博物馆馆藏文物丰
富多彩。以书画为例，明代文徵
明《辋川图》、明代《大方便佛报
恩经》、清康熙皇帝书写的《带经
堂》轴卷、乾隆皇帝御笔《春日临
帖》条幅、清末金石学家吴式芬
《临摹金文手稿》等都分量极
重。以瓷器为例，年代最早的有
北朝和隋代的青瓷，唐五代时的
白瓷，宋元则有定窑系白瓷、耀
州窑系青瓷、钧窑系瓷器，特别
是磁州窑系的瓷器在滨州发现
极多。

滨州文物“走出去”，不是从
今天开始的。特别值得一提的，
就是博兴出土的蝉冠菩萨像走
进国博。

2019 年底，由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回归之
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
文物回归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
举办。作为山东省惟一参展文

物，蝉冠菩萨像惊艳亮相。
业内认为，这种佛教蝉冠世

界罕见。它曾在国外“流浪”14
年，最终从日本收回，成为在无
法适用有关国际公约的情况下，
成功追索中国被盗文物的先例。

为配合该展，市博物馆率团
进京，详细解说、全面服务，在展
示文物价值的同时积极推介滨
州城市形象，吸引众多国内外游
客关注。展出期间，首都师大附
属回龙观育新学校一个班的学
生集体秋游，在菩萨像前久久驻
足，兴奋地听着讲解。一名意大
利男孩说，老师设计了“进馆寻
宝”任务，他觉得这件文物故事
曲折生动，就是他要寻找的宝
物。

滨州文物馆藏有一个特点，
就是珍贵的佛教造像、碑碣、墓
志、石刻非常多，特别是北朝佛
教造像更值得细说。博兴龙华
寺遗址出土佛教遗物数量之多、
质地之繁、纪年铭文之全、价值
之高，在国内极其罕见。正因
此，2020年“相由心生——山东
博兴佛造像展”对外展出广受业
内专家和群众欢迎。

从宋元城墙到明清世家文
化，这是一条灿烂的文化序列。
在全国文物版图上看，滨州市博
物馆馆藏文物有着重要位置和
鲜明特点，不仅有众多佛教造
像、石刻，还有珍贵的陶瓷、玉
石、字画、碑拓、古籍和青铜器精
品，还有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货
币钱范、印章砚台、竹木牙角器
等，尤以佛教文物、盐业文物、陶
瓷和字画为佳。它们都将是滨
州文物“走出去”、做好“在知爱
建”主题实践的王牌。

一张张滨州“人文名片”走出去大放光芒
——滨州精品文物“走出去”侧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马海真

“滨州市博物馆馆藏精品书画展”在楚雄州博物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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