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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文龙 实习生汤佳怡）
每年的10月 22日为世界传统医药日。放
眼全世界，中国、印度、埃及等国家均有独
特的传统医药文化，其中传承几千年的中
医药学璀璨夺目，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
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因此，充分挖掘和发展传统医
药，对于人类战胜疾病、保障健康具有重要
意义。

泉州市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刘德
桓介绍，中医药学是一代代中华民族的行
医者在与疾病的不懈斗争中不断探索、逐
渐形成的科学认识，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

中国文化精髓。中医药注重整体观念和辨
证论治。在辨证论治过程中，从整体上考
虑，治其根本。中医药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五脏六腑在结构
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在病理上
相互影响。中医药通过多种辨证方法，针对
个体差异，断病论治，并针对病症的某一类
型采取个体化治疗方案，一人一方，解决疑
难杂症，疗效确切。

“中医药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泉
州市医药研究所所长、中医主任医师洪如
龙解释，简，是因时制宜，选择操作简便实
用的方式，如刮痧、拔罐、针灸等；便，是因

地制宜，随地取材，如树根、树皮、花、草等；
廉，是因人制宜，不浪费人力和物力，成本
低；验，是有效，中医药多年来积累了大量
行之有效的经方、验方和治疗方法，效果显
著。此外，中医药治未病理念在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养生保健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

有人认为中医药见效较慢，不适合治疗
急性病症。泉州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副主任
医师潘文谦认为，这种观念并不准确。中医
药理论源于古代医典《黄帝内经》，详细记录
了藏象理论、经络走行、气血津液的运行规
律，已于临床验证几千年。如有些急性腰扭
伤，中医只需针刺1至2个穴位便能缓解疼

痛。只要辨证准确，中医药疗效非但不慢，而
且效如桴鼓。同时，中医药在治疗功能性疾
病、疼痛性疾病、慢性疾病、情志性疾病、妇
科疾病、儿科疾病等方面疗效显著。

如今，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健
康更加关注，中医保健意识深入人心。在日
常生活中，不少人喜欢用中药调理身体和养
生。刘德桓指出，中药药性有四气、五味、升
降浮沉之异，并借此纠正人体气血阴阳之
偏，达到治病养生之目的。若辨证准确，方药
恰当，自然药到病除；若辨证不准确或辨证
错误，则会无效或加重病情，甚至造成肝肾
损伤。因此使用中医药重在辨证，患者应不

盲信、不偏听，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

泉州中医药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中医
人才辈出，中药材资源丰富。泉州中医的最
早记载是“唐嗣圣初（684年），置武荣州，
至景云二年（711年）改名泉州，其清源郡
有‘医学’置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据
志书记载，唐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泉州有28位中医药人士列入人物传，涌现
出吴夲、苏颂、庄绰、李迅等不少中医药名
家。独具泉州特色的灵源万应茶、老范志万
应神曲、养脾散、赛霉安等一批名药享誉海
内外。 （相关报道见第十八版、第十九版）

10月22日是世界传统医药日，中医药学作为世界传统医药的一颗璀璨明珠，包含着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至今仍指引着人们防病治病，益寿延年

（中国晚报优秀专栏）

航 标 □本期执行：本报记者 许文龙 实习生 汤佳怡

这是一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
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留下的瑰
宝，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它发展到今
天依然兴盛，是无数先贤努力的结果。比如
老子的道家思想，孔子的儒家思想，经过千
年的流传，仍然影响深远。

《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道，本原也。本原即本身具
有的东西，也就是规律。道亦法自然，可见
自然之层次至高无上。书法家们常写“道法
自然”四字，一个书法爱好者，即使已经获
得很高的声誉，有很大的影响，也未必就达
到了自然的境界。而要追求这个境界，心中

“正、诚、恒、谦”四字必不可少。二十多年
前，我曾去过一次泉州的清源山，清源山的
老子雕像是我看过的大大小小老子雕像中
精神体现最好的，耳朵一卷起，好像天地自
然成立了，他的眼睛那么深邃，可以很好地
彰显老子的哲学思想。

学术经纶，皆由心起。柳公权曰：“心
正则笔正。”故欲正书艺必先正自心，“其
心不正，所动悉邪”，书艺亦无从谈起。数
十年来，搞书法的人，对于书法而言，有
一部分心并不正。他们搞书法不是为了追
求书法艺术本身，仅仅是为了以书法为手
段去达到其他目的。在某地一个书法培训
班上，有老师公开对学生说：“今天在这里
学习书法，就是为了今后多赚钱。不能赚
钱，你们来学什么？”这是纯粹把书法作为
赚钱的手段。

前些年因为中小学生书法到了一定级
别升学可以加分，于是家长就让孩子去学
书法。有的老师为了给家长一个交代，让孩
子尽量早得分，得高分，一年半载，就让孩
子反复临摹几个字，考试时就写那几个。目
的达到了，字就不写了。这又是把书法作为
升学的阶梯。这些现象在当今社会也许可
以理解。但如果都这样，哪还有书法艺术可

言？单纯为了赚钱或者为了达到其他目的
而搞书法，不该是追求书法艺术境界之人
应有的心态。因为大凡持有这种心态的人，
对书法都没有高度的追求，从而进不了艺
术殿堂。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理念。中，正也，既
是宇宙自然之基本规律，也是天赋于人之
本性。庸，常也。中庸，乃天地自然之常态。
我过去将其与辩证法的三条做对比：对立
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中庸思想主
张做事不走极端，反左则防右，反右则防
左，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讲究否
极泰来、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就是中庸，事
物的发展存在量变和质变两种形式。从量
变转化到质变，因为当事物量变到一定界
限时，事物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旧质事物
就变成了新质事物；而质变的结果则是产
生否定之后。

我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这么好

地传承下来，复杂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汉
字居功甚伟。而书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欣
赏汉字，对传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如今已 80 多岁，仍然坚持写书法，
也会撰写一些传统文化的文章，或者到
一些地方开讲座，目的就是希望能让更
多人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重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欲正书艺 必先正心

余德泉，中国楹联学会原副会
长兼书法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央文
史研究馆书画研究院研究员。

泉州中医药多现名家名方泉州中医药多现名家名方

中医辨证施治中医辨证施治（（CFPCFP 图图））

中医疗法形式多样中医疗法形式多样（（CFPCFP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