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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他是圈内有名的“获奖专业户”，也是市
委宣传部命名的“商丘文艺新星”，其百余幅
摄影作品斩获各级大奖。他就是商丘市摄影家
协会副秘书长、梁园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赵冲。

12 月 6 日，赵冲在工作室里展示了他和梁
园区委宣传部共同拍摄制作的微视频 《林间白
鹭飞 故道生态美》《河南商丘：候鸟翩跹绘就
生态画卷》《黄河故道鸟欢歌》，这三部作品入
选了由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主办的 《千城胜
景》 视频展映活动。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盛赞
作品“画面精美、节奏明快，展示地域美景，
体现时代风貌”。

在这间名曰“麻雀传媒工作室”里，除了几
台电脑，就是琳琅满目的摄影器材。在柜子的
角落里，赵冲找出一台破旧的单反微型相机。

“这是我用攒下的 56块钱买的第一台二手相机，
他伴着我迈开了‘追光’的第一步。”那年，赵冲
刚高中毕业。从乐趣到痴迷，从“门外汉”到行
家里手，在摄影这条路上，他一走就是 20多年。

“相机就好比画笔，光和影就好比颜料，
社会和大自然就好比一张画板。我拿着画笔，
用颜料在画板上提炼某个精彩的瞬间，用视觉
冲击感染他人。”说起摄影，赵冲兴致勃勃、
侃侃而谈。

从田间地头到农家小院，从企业厂房到塔
吊工地，从飞驰的高铁到静谧的湖水，从古城

脚下到黄河故道，多年来，赵冲披星戴月，早
出晚归，足迹所到之处留下了一连串快门“咔
嚓、咔嚓”的清脆声，也留下了光与影交织的
精彩瞬间。每一张作品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故
事。为拍摄一张珍稀鸟类孵卵的照片，他伪装
趴在草丛中一动不动两个小时，身上被蚊虫叮
咬得遍体鳞伤。在抓拍狂风暴雪中的古城时，
他失足跌倒把腿摔伤。在拍摄候鸟在黄河故道
上空盘旋时，4 万多元的无人机被飞鸟撞落河
底……“有人追名，有人逐利，他却喜欢追

‘光’。无论是夕阳西下还是红霞满天，无论是
大雨滂沱还是雷电交加，人家往家跑，他往外
跑。”赵冲的爱人徐淑娟对他了如指掌。

商丘市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梁园区文

联副主席艾尔肯江这样评价赵冲：“他对艺术
的追求精益求精，每一幅照片都与美同行。”

追逐光线与影调，醉心画面与形象。赵冲
用镜头记录下的每一处秀美的风景、每一个感
人的场面、每一次精彩的瞬间，都无声地传递
着情感，诉说着故事。他的作品在国家、省、市
主流媒体上广泛刊发。其中摄影作品《村里大
事齐参与》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摄
影展、河南省文联举办的摄影书画展，《雪中古
城尽显诗情画意》《中国标准动车组成功进行
世界最高速交汇试验》《黄河故道野鸭嬉戏》
《黄河故道鸟蹁跹》 等作品在新华网上的阅读
量达 10 万 +，《黄河故道鸟欢歌》 获新华社

“生态文明奖”，《大美解放村》 入围第一届河
南省党徽闪耀中原主题摄影大赛奖，《夏花之
恋》 荣获大众摄影编辑三等奖……

除了痴迷摄影，他参与制作的专题片达
2000多部，拍摄的微视频有千余部被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新华网、
《河南日报》《河南工人日报》 等主流媒体采
用。仅被“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新华网采用
的微视频就有 100 多部。他执导的原创歌曲
《商丘》《乡愁》《虞城之恋》 成为宣传商丘、
推介商丘的名片。

“我准备在 2024 年举办个人摄影展，让摄
影记录时代变化，传递更多正能量。”他的目
光中透露出坚毅，话语中蕴藏着执着。

摄影人赵冲：追逐光影 与美同行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通讯员 焦风光

一 个 偶 然 的 机 会 ，我 有 幸
得 到 了 一 本 装 帧 精 致 的《翰 韵
千 秋 —— 兰 亭百家书写孙继良
诗词集》。在二十多天里，我手
不释卷，反复品味，收获颇丰。

惊喜，愉悦，亢奋，是贯穿
我品读 《翰韵千秋》 全过程的心
境与状态。

说起来，我这个人一不懂书
法，二不明诗词，是只三脚猫。
三脚猫是个历史典故，明代郎瑛
《七修类稿》 谈及三脚猫云：“俗
以事不尽善者，谓之三脚猫。”
后称技艺不精或略知皮毛者为三
脚 猫 。 故 而 ， 面 对 《翰 韵 千
秋》，我只有老老实实拜读的份
儿，绝没有说长道短的资格。不
过，心由境造，情因事生。《翰
韵千秋》 激起了我情感的波涛，
萌发了一种遏制不住的不吐不快
的冲动。

展开这部罕见的诗书合集，
方知此书规格之高：文化部原部
长贺敬之、中国书协原主席张海
分别为之题写书名；中华诗词学
会副会长林峰为之作序；中国书
协副主席张继，河南省文学院原
院长、省作协原副主席孙广举，
中国书协理事、北京市书协副主
席刘俊京，河南省文联原副主
席、河南省书协原副主席张剑
峰，中国书协理事、河南省书
协主席吴行，全国著名书法教
育家王建国等分别为之题写了
致贺诗书；中华诗词学会两位
老副会长林从龙和晨崧先生对孙
继良选入本书的 106 首诗词，分
别作了点评。这一切，呈现出众
星捧月之势。

《翰韵千秋》 最为出彩、最
抓眼球的，当数 57 位兰亭奖获
得者 （其中，一等奖 20 位，二
等奖 31位，兰亭七子 6位） 书写
孙继良诗词的作品，可谓是字各
有美，各美其美：或端庄流丽、
刚健婀娜，或空灵曼妙、雅正脱
俗，或端严大气、圆润自有，或
浪漫放达、气势如虹，或翩如惊
鸿、婉若游龙……姹紫嫣红，气
象万千，把这部诗书合集装扮成
了芬芳四溢的百花园。我品读大
腕们气韵生动的书法作品，感悟
其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领略其
体现个性、独具风采的书法境界，享受了一顿无与伦比
的审美精神盛宴。

邀请全国 57 位兰亭奖获得者共同书写个人的诗
词，绝无仅有，举世罕见。为什么是孙继良而不是其他
什么人？我琢磨再三，这还真大有讲究，不是一两句话
能说清道明的。

孙继良，永城人，从军约 15 年，曾任夏邑县人武
部政委，夏邑县委常委、副书记，夏邑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党组书记等；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
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诗词书画研究会
副会长；先后在 《中华诗词》《中国诗词》《中州诗词》
《河南日报》 等报刊发表诗词、论文百余首 （篇）；出版
诗词书画集 《诗情墨韵》。其阅历之深、学识之博、交
友之广得以彰显，委实令人刮目。

孙继良入选 《翰韵千秋》 的 106 首诗词，乃多年精
心打磨之结晶，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很值得兰亭奖获得
者挥毫书写。

枝叶关情，家国情怀。“神六金秋太空游/中华欢歌
震五洲/今朝英雄巡天河/明日俊才登月球”（七绝·贺
神六飞天成功） ——字里行间流露出喜悦之情、自豪之
感和满满自信。“长寿文化兴古栗/接天虹彩伴弘祺/满
城朝阳迎宾客/金曲歌出金夏邑”（《古绝·咏长寿文化
节》） ——写出了长寿文化节的恢宏气势，折射出对夏
邑的真挚情感。“善学能求一片天/勤俭酿出一生甜/德
智体美高优尚/坚勇循道安天年”（《人循天道世有
成》） ——诗人对子女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闪
耀着人文之光。

臧否历史，是是非非。诗人反思历史，理性思索，
对夏禹建国、启治昌盛、少康中兴热诚褒奖，对太康失
政、桀亡夏朝无情贬斥。在 《古绝·端午节悼屈原》
中，诗人蔑视诽谗的“群小”，称道“浩气多”的屈
子。“神州无处不骚歌”，讴歌了屈原精神的传承与永
存。在 《七绝·富春江怀古》 中，诗人放歌：“三品子
陵心不动/钓台稳坐乐鱼乡”，展示了对严子陵不慕权贵
的高尚品格的倾情赞扬。

咏物言志，寓情于景。诗人在诗中以杨桃枝叶残相
衬托，赞扬在狂风中“榆槐直立未腰弯”的坚韧品格；
以“磨打精工千百遍/粗污除尽更光明”的水晶喻人，
寓意深远；以“须扎石缝中”“空谷傲霜风”的写实与
写意相融合，称赞青松精神之可贵；咏鹤“百年拥一
个/相伴万涯汀”，赞美鹤的爱情专一，全诗融知识性和
教育性于一体。如此借物传意、融情入景，展现了诗人
美丽的内心世界。

诗心灵动，情趣盎然。《五绝·夕下森林湖》 诗
云：“夕抚榻边春/莺啼满柳林/花迎飞鸟笑/栀子最清
馨”，从视觉、听觉、嗅觉三个维度，写出了意境新、
春景美，笔姿摇曳，情韵动人。《七绝·春游大观园》，
抓住“长联”“护犊牛”两个看点，突显了大观园厚重
的文化底蕴。诗人的浪漫主义手法运用得娴熟，比如，

“蓬莱飘来罗浮山/八方神仙落岭南/十万富氧壮将士/三
千仙草佑民安”（《古绝·罗浮山》）；又如，“嫦娥潇
洒醉云头/图画清晰映九州”（《嫦娥揽月》）；再如，

“若是人生存善念/洲前鹦鹉报平安”（《七绝·黄鹤楼
文化考》） 等。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得空灵、奇
特，具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每首诗词下边，还配有一幅相
应的图片，使集子情致更浓。

如此诗书互映、诗图并茂，堪为今古奇观！
记不清哪位高人说过，文学是遗憾的艺术。笔者以

为，《翰韵千秋》 也有点小小的遗憾，即将书写孙继良
诗词的兰亭奖获得者 57 人，说成“兰亭百家”，似不够
严谨。但毕竟瑕不掩瑜。今年九月，该书成功入选上海
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最多兰亭奖获得者为同一诗词作者
创作书法作品的诗词集），便顺理成章、当之无愧了。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诗）。历史将会铭记：
孙继良先生与 57 位兰亭奖得主牵手共情创作的这部
《翰韵千秋》，流芳百世，惠泽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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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末期到宋朝初期，商丘出了一位著名
医学家名叫王怀隐，医术精湛，被称为“再世
华佗”，曾为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的
御医，且编著我国第一部官修医学方书著作
《太平圣惠方》。

一、厄途遇师

《五代史》《宋史·列传》 和 《商丘县志》
都记载，王怀隐，宋州睢阳人，幼年不幸，父
母双亡，无依无靠，以乞讨为生。

有一年春天，他讨饭来到睢阳城西，当时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从早起讨到下午，也
没有讨到吃的。当来到一座小院前时，见院门
敞开着，他便走了进去。院内无人，从主房里
飘出一股美食的香味，他不由自主地走了进
去，房内正中供着一位白发白须、红光满面的
老人塑像，神案上许多供品吸引了他。他不管
三七二十一，伸手抓起一样供品，狼吞虎咽地
吃起来。突然有脚步声传来，他陡然一惊，朝
外一看，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道长走进院来。
他吓得一时不知所措，躲藏不及，只得站在那
里，等待惩罚。

老道长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王姓，本
是关中人，年轻时世道混乱，出家为僧，后来
佛教屡遭官方打击，道教日渐兴盛，他又转修
道术，成了佛、道皆通的高人。慕睢阳是道家
创始人老子祖籍、庄子的故里，他便不远千里
来此寻道，后来化缘盖了一个小院，敬奉道家
之祖老子，精心修炼。

老道长初望见有人在偷吃供品，心中不
悦，想去好好教训他。当老道长看到是一位面
黄肌瘦的男童时，一股爱惜之情油然升起。老
道长走进房去，和蔼地问其来由，他如实相
告。老道长感觉他是个好苗子，便说：“贫道
是 修 道 之 人 。 你 若 愿 学 道 ， 贫 道 愿 收 你 为
徒。”他喜出望外，连忙给老道长磕头。老道
长十分欢喜，问他的姓名，知叫王怀德，便为
他取道号“怀隐”。

从此，王怀隐跟随老道长刻苦学道。时间
一长，他便懂得了老道长为他取道号“怀隐”
原来是取道家创始人之一庄子的话：“知道
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
之，所以之人也。古之至人，天而不人。”

二、再世华佗

老道长深谙医术和养生之道，在向王怀隐
传道的过程中，也把医术和养生之道传授给
他。老道长为了让他医术更加高明，在带他出
外寻访道家高人游名山大川时，给他讲神农尝
百草辨药性以救民的故事；带他在山间尝百
草，辨药性，明药理；所经之处，寻访百姓，
搜集民间治病的验方，加以整理。王怀隐的医
术越来越高，许多重危病人在他的治疗下转危
为安，于是他的名声渐渐传开。

王怀隐从小就听人讲过神医华佗的故事，

对华佗十分崇拜。他想在睢阳为华佗盖一座
庙，供奉华佗，便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老道
长，老道长十分赞同。于是，师徒化缘，在桃
花坞建了一座“华佗庙”（《商丘县志·祠
寺》 记载：“华佗庙：在西关外，古名桃花
坞，其南为杏花村。”） 他遵奉华佗的医德，
乐于行医施药，为当地人治病，看好了许多病
人。他和老道长也像华佗一样，被人们尊称为

“神医”。
当时，睢阳有个人叫沈遘，字期远，幼年

立志苦学，二十岁中进士后为校书郎，后来由
御史台主簿拜监察御史，五迁至金部郎中，充
三司判官，后周世宗时官拜翰林院学士、中书
舍人，为人谨慎谦和，平易近人，许多人拜他
为师。有一年，沈遘得了病，经京中许多名医
医治，不见效果，陷入绝望。得知家乡出了位
名医王怀隐，他便抱着一线希望，病休期间，
回乡请王怀隐为其诊治。王怀隐经过望闻问
切，判定他的病为平常心理压抑所致，便为他
开方配药，建议他练华佗的“五禽戏”，很快
便将他的病治好了。沈遘喜出望外，逢人便称
赞王怀隐是“华佗再世”。之后，王怀隐又治
好许多疑难杂症，“再世华佗”之名响遍睢阳。

三、结识赵匡胤

后周显德六年 （959 年） 元月，周世宗柴
荣病逝，宰相范质等人拥立柴荣七岁的儿子柴
宗训为帝。七月，战功赫赫的殿前都点检赵匡
胤受命领归德军节度使。

据 《续资治通鉴·宋纪》 记载，赵匡胤在
做归德军节度使时，曾在阏伯庙里占卜命运。
宋朝王明清 《挥麈录 （后录）》 记载：“太祖
皇帝 （指赵匡胤） 草昧日，客游睢阳，醉于阏
伯庙，梦中觉有异，既醒，焚香殿上，取木王丕
珓以卜平生，自裨将至大帅皆不应，遂以九五占
之，珓盘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负。”

赵匡胤在为帝之前，不断求仙问道。拜访
老道长时，老道长对他说：“天祚 （保佑） 吉
土，乘火而帝，火帝兴于火墟。”王怀隐在一
旁听着，便想：睢阳正是火神阏伯的始封之
墟，老师的话不是说睢阳要出皇帝吗？

拜访老道长之后，赵匡胤更加坚定了今后
做皇帝的信心。他知道历来的开国皇帝都是用
武力推翻前朝皇帝而得位的，在其过程中总有
好多人伤亡，而且自己也要经过许多风险。他
想来想去，弄得睡不着觉，以致面色憔悴。他
的属官、节度掌书记赵普问他怎么了，他不
说。赵普担心，便找到老道长，请老道长以探
访为名为他诊看。老道长便带着王怀隐去拜谒
赵匡胤。谈话中，老道长问赵匡胤近来有没有
什么异常。赵匡胤便把睡不着觉的事说了。老
道长说：“如此久了会成病的。让随我前来的
这名弟子为大人诊治一下即可。”王怀隐为赵
匡胤诊脉开方，配稳定心神之药，煎后为赵匡
胤献上。赵匡胤服后，果然心神稳定，恢复正

常，因此对王怀隐的医术颇为称赞。从此，赵
匡胤记住了王怀隐的名字。

后来赵匡胤做了皇帝，建立新朝。因在古
宋地商丘的阏伯庙里得到神谕，定朝名为“宋
朝”，以火纪德，以“建隆”为年号。即位后，赵匡
胤诏老道长和王怀隐迁居京都，为朝廷效力。
老道长已年迈体弱，不能成行，让王怀隐前去。
赵匡胤改周世宗建的“太清观”为“建隆观”，作
为御前宫观，王怀隐以得道名医身份入观。

四、杏林创举

《太平圣惠方》 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医学方
书著作，该书是吸收北宋及其之前的各种方书
的有关内容编著而成，是一部理论结合实际，
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很有临床实用
价值的著作，影响深远。这部杏林创举之作，
就是王怀隐编著的。

据 《宋史》 记载，王怀隐被赵匡胤召到京
城后，因其医术精湛，王侯将相请他诊病的很
多。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任开封府尹时患病，
请王怀隐前去诊治，王怀隐用汤药治好了他的
病。赵匡义做了皇帝后就下诏让他还俗，任尚
药奉御，三次加官后为翰林医官使。公元 978
年，吴越王钱俶派嫡子钱惟濬从杭州到开封朝
拜宋太宗赵匡义，刚到京城就患了重病，命危
旦夕。赵匡义令王怀隐前去诊治，钱惟濬很快
痊愈。赵匡义说：“如果不是医术高超的医
生，我的重臣性命尚且难保，何况天下黎民百
姓呢？”他也喜欢医术，平时收集了一千多个
验方，就把验方都贡献出来，下诏让翰林医官
院的医官们也献出自家的验方，总计一万多
个，命王怀隐同其副职分门别类，编辑成一部
有纲有目、条分缕析、前后理论统一、理法方药
俱备的综合性著作，颁布天下，为天下人治病。

王怀隐根据御旨和自己行医的实践经验，
制定编辑原则，列出疾病后先陈述诊断脉法，
再叙述用药法则，按照不同的临床表现叙述具
体的处方和医疗方法。为早日完成皇帝交给的
任务，王怀隐夜以继日，带领副职对验方研
究、分类，十四年如一日，终于完成数百万字
的巨著。当他把巨著呈给宋太宗时，宋太宗喜
不自胜，亲笔写序，赐书名 《太平圣惠方》，
颁发各州，让各州设置医博士，掌握使用。

《太平圣惠方》 系统总结了宋太宗之前历
史上的医学成就，全书共 100 卷，分 1670 门
（类），收验方 16834个，280余万字。作为医方
集成之宏著，不但成为宋朝“监局用此书课试
医生”的必备书目，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对光
大中医方剂学发挥了很大作用，被历代医家广
为征引。直至今日，医家所用的很多方剂和药
物的选择与配伍都出自此书，效验犹佳。

王怀隐由一个乞丐得遇名师，刻苦学习、
钻研医学，不但成了名医，而且成了中医理论
和实践的集大成者，树立了我国医学史上一座
丰碑。

出自商丘的著名医学家王怀隐
□ 刘秀森

文化人物

本报讯（记者
李 岩）“剪纸的美
在于它的线条美、
形态美和色彩美。
传 统 的 大 红 纸 很
薄，却被一把剪刀
赋 予 了 生 命 。”12
月 4 日，由市文联
文 艺 志 愿 服 务 中
心、市泊兮堂公益
服 务 中 心 举 办 的

“解密传统艺术之
美 —— 公 益 剪 纸
课”在商丘古城陈
家大院开课了。文
艺志愿者一边给大
家介绍剪纸的技巧，
一边给大家做示范。
大家在文艺志愿者
的指导下，手拿剪
刀、红纸，共同感
受剪纸的魅力。

据了解，为助
力“古城风、现代
味、人间色、烟火
气”的商丘古城增
添 一 份 “ 文 化
味”，让市民游客
感受浓郁的文艺气
息，市文联文艺志
愿服务中心、市泊
兮堂公益服务中心
每天 （上午 9:30开
课 ， 下 午 2:30 开
课） 在商丘古城陈
家大院开设公益课
堂，安排了精彩丰
富 的 公 益 艺 术 课

程，欢迎市民游客朋友参与体
验。

市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将不断
丰富文艺志愿服务形式，增加
公益课程的内容，为文艺志愿
服务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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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剪纸课吸引了不少市
民游客参与。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 岩 摄

赵冲在摄影这条路上奋斗了 20多年。

12 月 7 日，夏邑县委宣传部组织文艺志愿者，走进会亭镇刘齐炉
村开展“四送一助力”活动 （送政策、送文化、送健康、送温暖，助
力乡村振兴），受到村民点赞。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12 月 5 日，市文化馆联合睢阳区图书馆在宋城公园城市书房组织
开展“转角遇到书 知识伴我行”青少年阅读分享会，20 多名在校大
学生分享自己最喜欢的书籍。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 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