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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齐 征

首次全面展现 120位国医大师风

采的丛书 《国医大师传承录》 第一、

二辑近期面世，该丛书通过对国医

大师传承脉络、成才之路、学术精

华等方面的系统梳理和总结，展现

他们卓尔不凡的学术造诣、潜心敬

业的优良学风和修身治学的精神风

范，为中医药后辈的学医、从医之

路指点迷津、树立榜样。中国青年

报“温暖一平方”直播间采访了国

医大师及他们的弟子，讲述中医薪

火相传的故事。

“国医大师”称号是我国中医药

行业的最高荣誉，由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组织评选，自 2009 年至今，

已历经四届，共有 120位中医专家获

此殊荣。他们是中医领军人才的卓越

代表。

作为丛书的审定专家组组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见到

丛书面世，难掩激动的心情：“中医

药几千年历久弥新一直在发展，内生

动力是什么？我觉得是临床实践、活

态传承。我们中医药的发展一靠梯

队、二靠学术。国医大师是承前启后

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坚力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秦怀金

对丛书的定位是把握好两个关系：树

立标杆与客观性的关系，可以升华，

但不要夸大；解决好共性和个性的关

系，要在探寻共性规律的同时，写出

每位大师的精华和亮点。张伯礼院士

说：“本书编写的原则是：内容一定

是原创的，尽可能由国医大师自己来

写，独树一帜突出自己的特点；二是

引领方向，能够传播；三是有持续的

影响，可以复制，让更多人学习。”

丛书编写期间，正值新冠疫情肆

虐，很多工作室负责人和一些国医大

师都奋战在抗疫一线，他们克服了很

多困难，都按进度要求提交了书稿。

张伯礼院士谈道：“特别是去年年底

到今年年初，专家指导委员会的许

多专家带病工作，有的专家提出中

肯的修改意见，有的书稿都改成了

‘花脸稿’——介绍了 10 个方子，

有很多是大家熟知的，这些方子和

这位国医大师的关系是什么，创新

点是剂量还是配伍？就要求进一步

提炼，这些问题不仔细看是看不出

来的，这样的修改意见，我看了以后

很感动。”

已故国医大师邓铁涛的学术继承人

刘小斌教授作为传承人代表，深深体会

到中医名医是一个时期中医学术和临床

疗效水平的主要体现者、继承者和发扬

者。中医师承相授的发展关系，往往可

以持续几代人。

刘小斌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邓铁涛是获得首届“国医大师”称号的

30 名中医专家之一，跟师邓老时的获

得感、存在感、责任感是自己成为邓老

传承人后的深刻感受。“没有名师带

领，哪里有机会见识、诊治疑难病、危

重病、罕见病，并取得较好的临床疗

效？是邓老把我培养成‘一号难求’的

广东省名中医，这就是获得感。存在感

是指邓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宝贵的学术

经验传授给我，他坚守的中医行医风范

模式——对病人恫鳏在抱的人文关怀影

响着我，润物无声，使我在学术界有安

身立命之地。责任感，自己现已成为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责任重大。”

2011 年 1 月，时年 95 岁的邓铁涛

亲笔题词写下对后来人的期盼——铁涛

理想：一、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体系；

二、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三、有经得

起考验的社会效益；四、有一支可以持

续发展的队伍。“一支可以持续发展的

队伍，即岭南邓氏中医学派，如今已涉

及中医内科 （心血管病、神经肌肉

病）、中医诊断 （教材编写与翻译）、中

医基础 （国家 973专项五脏相关理论研

究）、医史文献 （中国医学通史）、岭南

地域医学 （岭南中医学术流派）、寒温

融合中医热病学、康寿之道治未病等方

向，他的学生们在这些领域都取得成

就，让老师感到骄傲。”刘小斌说。

“就邓铁涛学术团队而言，以师

承、就读研究生、大学人事教育部门的

师资培养等形式，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关于‘主要传承人’的界定条件者合

计 60人。”刘小斌说。中医学术事业的

发展，正是通过以国医大师、全国名中

医为代表的众多活跃在临床一线的中医

薪火相传。

据悉，《国医大师传承录》 已入选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

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春生告诉记者，这套书里不仅可以找

到某位大师的学术专业，大家可以对口

去学习；更多的还是学习他们通过临床

实践和总结得出的经验，对学习中医的

人士都有指导意义。对于有一定中医功

底、从事临床工作的人士来说，收获会

更大。对有一定基础的西学中医生，也

有帮助。

《国医大师传承录》讲述中医薪火相传的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作为甘肃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兰州刻葫芦阮氏葫芦艺术的第四代传

人、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85 后阮熙越

想要做“破局人”，重新定义“非遗”。

在她看来，现代人提及“非遗”，常常

带着时过境迁的滤镜，觉得这些手艺肯

定是一位老人坐在某个地方安静地创

作，作品曲高和寡，需要重金购买。

“这样进入了一个死局。”阮熙越说，

“非遗应该更有人间烟火气，买卖是最好

的保护，使用是最好的传承”。

在接过长辈的衣钵后，阮熙越开授

体验课、办沙龙，让更多人体验非遗制

作；更新作品“画风”迎合年轻人的消费

“口味”……她还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

“祖辈的作品见天地，我的作品见众生”。

兰州坊间早就有“吉祥葫芦牛肉面，

羊皮筏子赛军舰”的说法，当地刻葫芦的

手艺人也不在少数。阮熙越的观点让一

些“保守派”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年

轻传承人无法抵达老一辈艺术高度时找

的“托词”。

面对质疑，阮熙越选择用“垒山”的

过程来勉励自己，“山是怎么形成的？山

是在平地上慢慢垒起来的，它包容了所

有的景观，才形成了巍峨的态势”。

学葫芦肚大能容

阮熙越“破局”的底气来自一家几代

人践行的“君子之风”。“这种‘君子之风’

让家人做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不被他人

理解的举动，但在我眼里，这就是在‘垒

山’。”阮熙越说。

阮家族谱记载，1936 年，阮熙越的

外曾祖父阮光宇开始雕刻葫芦，是阮氏

葫芦艺术的创始人。

当时，阮光宇是一家报社的编辑。一

个偶然的机会，在兰州城隍庙发现了吉

祥葫芦，他十分喜爱，便开始学习手艺。

阮光宇为传统技艺增添了文人气

息，没多久，他雕刻的葫芦就出了名。

“那个年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但外曾祖父并没有端着读书人的架

子。后来，他辞了职，把刻葫芦当成了谋

生的手段”，虽然没有见过这位祖辈，阮

熙越仍被他的经历所触动。

阮氏葫芦艺术的第二代传人、阮熙

越的外公阮文辉是甘肃省第一位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亚太地区工艺美术大师，雕

刻的《150 个儿童游戏图》《唐诗 204 首》

等 4套 6枚微雕葫芦被定为国家珍品。

虽然在业内声名远扬，但在外公身

上，阮熙越学到的却是“谦卑”二字。“他有

机会在兰州工艺美术厂当领导，却为了专

心创作，婉拒机会，还有很多人高薪邀请

他去沿海发达城市发展，他也拒绝了，这

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刻葫芦的土壤和

根基就在兰州，不能忘根舍本。”

阮熙越的母亲阮琳是第三代传人。

从小耳濡目染，她喜欢上了刻葫芦。年仅

15岁，就能独立创作完整的作品，现在，

她是兰州刻葫芦省级非遗传承人。

“妈妈身上最大的特点是通达”阮熙

越说，“很多人都觉得，妈妈的艺术成就

还可以再拔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评正高、

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但她不是很在乎

这些，早在几年前，就退居二线，站在我

身后，支持我前行。”

母亲的“放手”，让阮熙越在短时间

内进步飞速。“无论何时，妈妈都对我的

工作高度认可，即使有分歧，最后也会以

我的意见为主。私下里，她还会从小红

书、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了解年轻人的

喜好，随时和我沟通，尝试用时尚化的视

角创作产品。”

阮熙越觉得，这些传承着的优良品

质，起始于家人与葫芦的“朝夕相处”。

“我们刻葫芦，和葫芦对话，滋养自己的

内心。葫芦，肚大能容。借物言志，说的就

是做人的道理。”阮熙越说。

泛艺海学无止境

传承记忆也传承技艺。

阮家的座右铭是“学艺，做人，过日

子”，在用“家风”为其打好底色后，四代

人 87 年间都在致力攀登高峰，“在没有

彼岸、没有到达的艺海中修行”。

相关历史资料记载，阮光宇将其在

诗书画印等方面的修养引入刻葫芦这一

民间艺术。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刻工精

细，凡诗词书法，南北派山水，以及西厢、

红楼、聊斋人物，应有尽有”。

阮文辉将雕刻工艺分为描写与雕刻

两种。描写是在葫芦的外表用特制钢针

将表皮刺破，镌刻书画，涂以松墨；雕

刻是以小刀将葫芦硬壳刺透，用粗线条

描绘人物、山水、花卉等。阮文辉在雕

刻上独具匠心，针刀并用，以刻、铲、

刮、磨等多种方法，将中国画的勾勒、

渲染、皴擦等手法用在刻葫芦上，仿制

出历代名家的泼墨写意山水以及徐悲

鸿、舶石的画风笔意。

除此之外，他专攻“微雕”，曾在一只

鸡蛋大小葫芦上，刻下唐诗 204首，每个

字只有米粒的四分之一大小。

阮琳传承“微雕”技艺，由她创作的

《百美图》，在直径只有 5 厘米的鸡蛋葫

芦上雕刻了近百位美女，细致到双眼皮、

睫毛都可以看到。

她还曾在敦煌创业，在这个艺术宝

库，与大量外国游客接触。因此，在创作

时，阮琳将不同国家的文化融入其中，

“接轨世界”。

她告诉记者，自己创作过一个有泰

戈尔头像的葫芦，头发是拿刀铲出来的，

用的是泼墨山水技法，《吉檀迦利》的诗文

是分别用中英文刻出来的，使传统的民间

技艺更具有现代感。英文、日文、希腊文等

也都在她的作品中出现过，让雕刻葫芦“踏

出对外传播的步伐”。

阮熙越在 2010年大学毕业后，正式涉

足该行业。尽管是“半路出家”，但受家人影

响，她从小看过大量诗书，学过书法，摹过

画本，加上 10余年的积淀，技艺不断精进。

在前辈的基础上，她运用“加减

法”，形成自己的风格。

她用减法给传统葫芦雕刻的画面“留

白”，凸显意境。在一枚扁形的葫芦器型

上，只刻一舟，一渔翁，无水，稀稀落落

几笔，让赏玩者自己去遐想。

“诗文有意在言外，音乐有弦外之

音、戏曲中也有虚拟动作，我喜欢这种疏

而不空，满而不溢的感觉。”阮熙越说，

这样的画面，可以留下想象的空间、无限

的可能。

而在葫芦的功能开发上，她又做了不

少加法，设计出功能类的打火机、钱袋子、

香薰蜡烛、储物篮，还有时尚单品葫芦手链

和搭配不同穿衣风格的葫芦配饰等。

阮熙越认为，非遗，最早就是老百姓

一种精神上的需求，本来就是服务于老百

姓的，所以，“破局”的方式就是改变它

的现状，让它返璞归真，更好实现它的服

务功能。

在题材内容上，阮熙越同样广开源路，

在葫芦上刻画“绿马”“旅行的青蛙”“哪吒”

“冬奥”等社会热点内容；还在作品中呈现

时代巨变，将中欧班列、丝绸之路、敦煌文

化等融入其中。

阮熙越认为，自己做的是不是超越，不

是外公刻唐诗 204首，她就去刻 300首。她

做的是传承，“这就像看一座大山，不止要

垂直看到山巅，还看到它有宽度、有面、有

纬度。”

一定程度上，“减法”让刻葫芦的生

产周期得以压缩，相应的，产品价格也降

了下来，普通消费者购买并不费力。“加

法”则让产品拓宽了消费群体，有了更多

应用场景。

“处江湖之远，亦追庙堂之高”，2019
年，阮熙越创作的《雕刻葫芦·河西记忆》，

在 12 枚小葫芦上，用率真、奔放的线条呈

现河西走廊的人文风情。作品选材展现汉

代丝路盛景，而不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唐代，

此外，她还改变了传统松墨上色的方式，用

多种颜料铺陈出历史的斑驳感、西北土地

的肌理感，并用 12 宫格进行创意展陈，获

得多方青睐，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精品“百花

杯”金奖，也让一些质疑的声音戛然而止。

做传播面向未来

近年来，阮熙越将不少精力投放到兰

州刻葫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上。

她参加各种文化方面的交流培训会

议，通过各种新媒体的平台去推广、宣传兰

州刻葫芦，到传习所、校园、市集，讲解刻葫

芦历史沿革、演示相关技艺、指点大家自制

刻葫芦作品。

她还编写了 《兰州刻葫芦体验课程手

册》，根据各年龄阶段，选用卡通形象、

传统图案、甘肃符号、彩陶纹样等素材。

从 2016 年至今，阮熙越和研学机构、

旅行社、企业沙龙、工会以及多所中小学携

手合作，完成上百次授课，让学员在沉浸式

体验中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来自外界的正向反馈，让她内心葆有

热爱。“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两小时一

动不动，完全靠自己刻了一个葫芦，他的家

长都很惊讶，孩子能坐得住。”阮熙说。

阮琳也记得，一次，她作为文化大使带

着阮氏雕刻葫芦去以色列进行展览交流。

一些当地人想要购买葫芦，因为无法开具

发票，阮琳只能让翻译转告，作品无法售

卖。不料，“他们却趁没人，将葫芦拿到手

里，直接把钱往展台上面一放就走了，不要

发票，连包装也不要”。

“这让我再次看到葫芦的‘肚大能容’，

它容得下世界，也容得下未来。”阮熙越说，

她会继续“垒山”，继续“破局”，以刻葫芦为

窗口，打破外界对“非遗”的刻板印象；也会

让刻葫芦作为兰州的文

化标签，得到更多展示机

会，“让更多人知道，在甘

肃不仅仅有黄河文化、敦

煌文化，还有古老的雕刻

葫芦的文化”。

四代人“刻葫芦”，85后要当破局人

“ 千 万 工 程 ”
给农民带来了美丽
生态、美丽经济和
美好生活，寀卢村
不断探索实践，走
出了一条以“千万
工程”为牵引的农
业农村现代化新路
子。新时代“寀卢
经验”是更智慧地
种好田，向高科技

现代化农业迈进，在高效生产和农旅
融合中取得双赢。新时代的“寀卢经
验”，“党建引领”是核心，“技术赋
能”是支撑，“共创共富”是目标。
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我将在团员中
进一步交流新时代“寀卢经验”实践
成果，要求团员学深悟透新时代“寀
卢经验”的精神实质和时代内涵，以
人民为中心建设美丽乡村，以共同富
裕为奋斗目标，不断探索智慧农业、农
旅融合的新路子，吸引更多青年返乡，
在党建引领、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的
农业农村现代化路上贡献青年力量。

□ 沈杰群

10 年后，北京地坛书市于
今年秋天归来，自开幕之日起
持续在社交网络上刷屏。

作为 2023 北京文化论坛
的配套活动，“我与地坛”北京
书市为期 11 天，共迎来读者
48.7万人次。

地坛书市似有一种特别的
魅力，深深吸引着这座城市的
爱书人。我和身边朋友几乎都
是去逛过一次还不满足，接连
背着大背包、推着露营小推车
去“二刷”“三刷”，在书海中寻
宝，流连忘返。

如今，国内图书市集众多，
早已成为不少城市的文化生活
新“标配”、热门打卡地。去图书
市集“摆摊”，快成了很多出版
人的工作新内容。读者对图书
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
点，逛书市是和生活体验紧密
结合在一起的：选书买书、欣赏
精美文创、喝可口饮品……以
及体验舒服的露天环境与浓郁
的文化氛围。

从1993年到2013年，北京
地坛书市曾经连续举办了 20
多年，成为北京市民喜闻乐见
的群众性图书文化盛会，在广
大读者记忆深处留下了不能忘
却的文化印记和独特情怀。

10年不见，再度回归的地
坛书市格外“圈粉”“出圈”，且
赢得广大年轻读者的青睐。其
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
颇有积淀和底蕴的北京本土书
市招牌，既保持着那份独有的
古典美感，让市民在旧地重拾
过去的美好回忆和阅读情怀；
又在当下增添了生动鲜活的气
息，营造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地坛是千年古都的九坛之
一，至今已有470余年历史，位
于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是
传统文化地标式建筑。

地坛令人念念不忘的，不仅是这一座拥有
红墙绿荫、古香古色的园子本身。“我与地坛”情
结，赋予这个地标与众不同的气息与意义。

“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
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地坛是史铁生
先生在残疾后的人生低谷期时常思考人生、寻
找生命意义的地方，是支撑他身残志坚、奋进不
止的精神家园。史铁生创作的《我与地坛》《我的
遥远的清平湾》等名篇享誉文坛。本届书市以

“我与地坛”为主题，契合了史铁生的人生态度
和精神追求。

地坛书市上，《我与地坛》图书本身就卖得
很火，与此同时，一只设计美观的“我与地坛”文
创帆布袋也成了“宠儿”。在某社交App上，许多
打卡书市的人都会晒出帆布袋和书，引来评论
区大呼“想要”的网友们，纷纷询问如何能买到。

书，自然是书市的灵感。我看到，本届地坛
书市诚意满满，展棚密集，每家展位堆满了图
书。尤其一些老版本书籍，被热情市民团团围
住，都希望自己能寻到难得的宝贝。离开地坛的
时候，个个提着一大袋、一大包的书，更有推着
满当当一推车的。

据介绍，此次书市展场总面积 1.5 万平方
米，设置8大专区350个展棚，208家参展商集中
展示展销40余万种精品图书，再创历史新高。

除了选书，地坛书市这次让大家很“上头”
的项目，还有集章打卡、古旧图书和文创产品公
益竞买等。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当属公益竞买活动，也
专门沉浸式体验了一下举牌“竞拍”全程。这次
拍品涵盖文创产品、木版水印作品、精品旧书、
系列签名本、系列连环画等，而所募资金将全部
用于汛期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

虽然书市刚开幕头两日一直在下雨，但这
场旧书与文创公益竞拍活动，让路过的读者游
客们好奇驻足围观、参与。每次拍卖师挥下成交
槌，都让现场充满热烈气氛。

比如，我在现场看到，当展示20世纪70-80
年代出版的聊斋志异故事连环画八种时，带着
孩子的家长和青年爱书人让这套书的竞拍在现
场掀起一阵热潮。竞价先是两位数：52 元、58
元、68元……然后迅速升阶到三位数赛区：100
元、120元……最后直接冲到了180元。

而中国书店的文创“片羽存真”系列，亦是
高人气拍品。古籍零页残片被置于典雅画框中，
兼具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

走出公益竞拍场地，外面整条路上都挤满
了快乐买书的读者。我还看到，为了能集齐书市
所有的章，大家大排长龙队，耐心等候。

走在地坛书市，身边熙熙攘攘，抬头望去，
清幽的草木与绚丽的繁花，则成为诗意隽永的背
景。有书香，有景致，有如此多炽热的爱书人，谁能
不爱这样的地坛？谁能不爱这样丰富多彩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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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赠书。

受访者供图

北京地坛书市。 沈杰群/摄

浙江省东阳市城东

街道宷卢村团支部

书记 卢科来

2023 年 是 共
青团百年新征程开
局之年，对于基层
团组织改革工作，
我们坚持问题导
向、深入调查研
究、发挥自身优
势、打造特色品牌
项目。团的基层工
作，要靠我们团干
部干出来，我会发

扬团干部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精
神，科学、精确做好新时代青年工
作，以此来激发青年、影响青年、团
结青年、引领青年，以青春之力开展

“建功青春”。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

县县直机关团工委

兼职副书记 谌媛

四代传承，兰州刻葫芦阮氏葫芦吸引更多人体验非遗技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