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含 山

县 人 民 医 院 医

务人员走进含山

县含城第三幼儿

园 开 展 以“ 中 医

药 健 康 你 我 他 ”

为主题的中医药

文 化 进 校 园 活

动。图为该院中

医主治医师赵玉

良教小朋友认识

中草药和人体模

型 穴 位 ，让 他 们

从小感受中医药

文 化 的 魅 力 ，传

承中医药文化。

本 报 通 讯
员 欧宗涛 摄

中医药资源大省安徽，拥有“北华佗，南新安”中医药文化宝藏，诞生了许多优秀中医流派。如新安医

学培育了一代代杰出中医专家，术擅岐黄，济世惠民。如何改变中医药人才供需不平衡等现状，突破一些

“名医流派”后继乏人的困局？守正创新，探索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关键。增强对中医

的文化自信，传承是根，人才为本，能力为重，才能培养更多实践型中医药人才。

中医有不同流派，各流派亦有诸多分支。

安徽最有代表性的新安医学拥有超过 20 个不

同的学派。据不完全统计，在黄山市，家传三代

乃至近三十代的新安世医共有 76 家，涌现出了

休宁“西门桥儿科”、歙县“黄氏妇科”、祁门“胡

氏伤科”等众多特色专科。其中，“张一帖”内

科、郑氏西园喉科和祁门蛇伤疗法，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家族链’传承是新安医学一大特点，虽有

利于形成专科特色，但不少新安医学专科门诊

存在家族传承、家庭门诊现象，‘传儿不传女、传

内不传外’，一些老的治疗方式逐渐落伍，人才

培养模式难以形成规模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新安医学的发展。”黄山市中医药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分析。

中医人才分配不均，特别是基层地区缺乏

专业中医人员的现象较为突出。部分农村群众

仍然很难就近看中医，更难问诊名医。

“老、中、青中医人才梯队的断层，是我省发

展中医药事业的一大难题。”省中医药发展处副

处长吴化成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省几乎

每个地区都有“领军”名医，比如天长的“杨氏”、

安庆的“殷家”。如今，放眼全省，名家中医偏

少，缺少高层次学术带头人，缺少引领带动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排头兵。随着老一辈中医名家相

继离世，青年中医还难以独当一面，中医人才断

档比较严重。此外，由于中医药学重实践、成长

期长、强调经验性，具有特殊成才规律，中医药

人才存在着“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现象，特

别是基层中医人员缺失尤为明显。

今年 6 月，《安徽省“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

划》出台，提出推动“北华佗、南新安”传承创新。

提升中医药教育水平，建立早跟师、早临床学习

制度。柔性引进沪苏浙等地名中医在安徽省建

设“长三角名中医工作室”，鼓励中医（专长）医师

到基层医疗机构执业。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

人才培养模式，后继有人，强化支撑，才能更好发

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现状 人才梯队需健全

“我的工作室落户蚌埠中医院，就是

想 要 把 自 己 多 年 的 中 医 研 究 成 果 传 承

好，造福广大老百姓。”近日，国医大师唐

祖宣传承工作室揭牌暨拜师仪式在蚌埠

市中医院举行。唐祖宣老先生擅长心脑

血管病的治疗，对周围血管病治疗也有

独到之处，学验俱丰，德艺双馨。师从著

名老中医周连三，系统学习中医经典著

作。师承现场按照传统礼仪进行，徒弟

向唐祖宣献拜师帖、鲜花，并奉拜师茶、

聆听师训。

对于中医而言，传统的“家族链”培

养模式难以规模化培养中医人才。现如

今，中医师承成为了当下主要的人才培

养方案，对传承中医具有重要意义。

张国梁介绍，“中医师承”指的是传

统医学知识传承的一种方式，以师授为

主，口传心授，将经验传承给徒弟，使得

传统中医药知识得以继承下来，并加以

弘扬。学习人员经师傅多年教导后，参

加出师考核，考核通过并拿到《中医（专

长）医师资格证书》后，就可执业成为一

名中医大夫。

师 从 国 医 大 师 徐 经 世 先 生 的 张 国

梁，对徐经世的人才培养模式还历历在

目。“在徐老身上看到‘大医精诚’的高尚

品质，他一直为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

呕心沥血，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张国

梁坦言，做好传承关键在于“师在传，徒

在承”，即“师真传，徒真承”。老师首先

要传德，仁德、仁术是本职的要求；其次

要积极负责做好临床带教，毫不保留把

自己的压箱底功夫传给学子。弟子要品

学 兼 优 、道 德 为 先 ，学 习 中 不 断 付 诸 临

床，在实践中求真知、练能耐。这是“中

医师承”最重要的核心所在。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师

承”培养方式有别于院校教育，是院校教育

的重要补充，是中医特色与优势的体现，是

继承和抢救老中医学术经验的重要手段。

下一步，将建立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机

制，形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

育有机衔接，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的中医

药人才培养体系。

国医 “师承”培养要精进

■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由于部分中医高校采用的是统一的

大纲版教学，对一些类似《黄帝内经》《伤寒

杂病论》《本草纲目》等中医经典的教学力

度不够，导致了很多学生对于中医古籍的

阅读量不足，而难以提升中医学生的中医

思维能力，因此要加强完善‘重经典、读经

典、强师承’的中医药经典教学模式，推动

中医药教学传承精华尤为重要。”安徽中医

药大学校长彭代银教授说。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的教育培养过程

中，重视和加强中医药经典教学，是新时

代中医药教育贯彻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的核心要义。

彭代银介绍，安徽中医药大学重视

学生对中医古籍经典的学习，已建立以

中医经典课程为主线的中医药类专业的

课程体系，《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中

医经典课程纳入到本科、研究生教学的

必修课程。通过课程设置，让学生更好

地学习中医经典，建立中医的思维体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安徽中医药

大学以基础为纲，在学校中药学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中，“中医学基础”“临床中药

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等专业

基础课程占据了半壁江山。“在本科阶段

打牢学生的中医药理论基础，就是把医

药文化认同感深植于学生内心。”该校药

学院院长桂双英说。

为此，学校提出学生要具备中药“专

业五能”培养目标——能“识”药，能用本

草的历史眼光识中药；能“辨”药，能辨识

中药材或饮片的真伪优劣；能“制”药，会

传统工艺，懂现代技术，善炮制加工、精

制剂生产；能“用”药，知药性功效，懂中

药配伍，会临床应用；能“创”药，会用现

代科学技术开发新产品，促进新应用。

中医除了要有精湛的治疗技术，如

何识别草药也是培养中医人才的关键所

在。目前，该校构建了第一、二、三课堂

一体化的校内外实践育人体系，创建了

黄山野外药用植物识别、亳州中药材市

场中药材辨识、中医药文化节、大学生中

药 资 源 科 考 等 实 践 育 人 品 牌 项 目 。 自

2018 年起，学校启动了中药资源科学考

察活动。每年暑期，经层层选拔的 20 余

名学生深入大别山、皖南山区等地，采集

道地药材标本，实地考察中药材资源的

分布、保护和开发利用等情况。

彭代银说：“通过科学考察，学生锻

炼了体魄、锤炼了意志、增长了中医药知

识，也增强了中医药文化自信，为中医药

人才培养打下夯实基础，为锻造中医药

人才梯队提供系统支撑。”

院校 守正创新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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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小乔

《做读书博主半年，我赚了 5 万》《十个月，十万粉

丝，我如何成为读书博主》……打开社交平台，人们总

能看到这样的文章。轻松月入上万、享受读书自由、

实现弹性工作，做读书博主是个兼具爱好和谋生的

“香饽饽”，事实真的如此吗？

互联网时代，读书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有

人想看书却没空，有人不知道如何挑选书，有人希望

与他人交流读书心得而缺少渠道，有人不爱看书但喜

欢听别人概括提炼精华内容，读书博主满足了这些社

会需求，才能赢得读者的追随。然而，令很多网友不

满的是，一些读书博主只是博“姿势”，假装读书、摘抄

“金句”、记“流水账”，跟风追捧“网红”书籍，收费宣传

“烂书”，更有甚者，没做几天读书博主就通过制造阅

读焦虑，开班授课、运营读书社群。

因热爱而分享，无可厚非。把自己喜欢的事做成

事业，当然也可以。关键要有正确的价值排序，明白

初心是什么。通过读书分享而走向“财务自由”、人生

巅峰的博主毕竟很少，阅读并不能快速转化为可见的

财富，低门槛、高收益只是假象。二来，过度追求变

现，而让读书沦为功利化工具，虽短暂拥有了市场和

流量，却丢了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和风骨。一天看完一

本，几分钟讲完一本，天天还不重样，阅读质量无疑要

打个问号，深度思考更是无从谈起。这样的阅读糟蹋

了好书，更不可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深层精神启迪。

少数读书博主“吃相”难看但依然“吃香”，是因为

读者“不挑”。热爱应是读书的初衷 。一些人把读书

当成任务，以阅读数量的累积给自己立人设，以浮光

掠影的涉猎作为炫耀的谈资。不仅容易陷入付费课

程的陷阱、沦为被收割的对象，而且长期沉浸于浅阅

读、快餐文化中，削弱了思考能力，反而会离好书越来

越远。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成了风尚，将对社会进步

和文化传承产生负面影响。

摸过书、买过书、收藏了书，或许可以装出“爱读

书”的样子，却无法拥有用心读书的快乐。思索回味

经典名著，细品慢嚼文字之美，灵光一闪通透满足，废

寝忘食沉浸其中，这样的感受只有真正爱读书的人才

懂。读书博主首先应是一个真诚的阅读爱好者，缺乏

对读书的敬畏，绝不可能在这一文化领域有所建树。

任何文化产业的运营，都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统一。读书博主应当平衡好知识传播和赚钱营收之

间的关系，努力提升阅读素养，提高知识储备，输出更

多高质量内容，对自己、也对读者和社会负责。

假装读书，并不会让人更有力量。好的阅读习

惯，需要长期培养。读书博主不应是财富密码，不能

仅提供金句观点，而要通过有价值的思想输出，邀请

读者进入网络阅读空间遨游四海，带动越来越多的人

真诚分享读书内容，促进全民阅读氛围形成，带领更

多的人们心润书香、“阅”见美好。

假装读书
不会让人更有力量

■ 本报记者 洪放

前不久，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公布，来自合肥市蜀山区的庐州麦

秆画入选传统美术项目。近日，记者来到马龙

麟的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亲身感受庐

州麦秆画的独特魅力。

半个手掌大小的花篮上花纹精致而细密，

花篮里簇拥的花朵逼真动人……马龙麟的工

作台上一幅未完工的麦秆画已让人感叹其技

艺的精湛。工作台一角，不大的盒子里，镊子、

剪刀、铁笔、浆糊等，这就是马龙麟创作的工

具。古人视麦草为祈福吉祥之草，麦秆画历史

也十分悠久。

“麦秆不易腐烂，色泽光亮，用来作画不仅

颜色美，也非常耐保存。挑选麦秆时，以粗、

长、光泽度好、没有斑点的麦秆为佳。”年过七

旬的马龙麟精神健旺，每年端午节前，她都趁

着麦收时节，亲自下乡，挑选适合创作的新鲜

麦秆。

原料虽简单，制作工序却费时费力。新鲜

的麦秆要经过“洗、煮、染、刮、晾、劈”等多道工

序才能用于作画。

“你看，这就是处理完的麦秆，又薄又光

亮，多好看！”举着处理完的麦秆薄片，马龙麟

兴致勃勃地介绍，尽管麦秆画历史悠久，但直

到上世纪 90 年代，还存在着技术落后、做工粗

简等弊端。大多数创作者仅仅是把麦秆简单

处理后贴至画板上，效果呆板，观赏性差。而

近年来麦秆画传承者不断精进技艺，麦秆画的

美观度和美学性已有了大大提升。马龙麟表

示，一幅合格的麦秆画需要彼此间严丝合缝地

贴在一起，不同部分之间层次分明，结构安排

合理，颜色得宜，这些都是基本要求。

在马龙麟的工作室，一件件巧夺天工的作

品令人惊叹。在一幅名为《和鸣乐舞》的麦秆

画上，两只孔雀姿态优美，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的孔雀身上一根根麦秆撕成的羽毛细若游丝

而又清晰可见，让人叹为观止。旁边的一幅

《丹叶吟风》的画作，展翅的雄鹰苍劲有力，仿

佛要从画中飞出，意象雄厚而逼真。

成功的作品里，浸透马龙麟对艺术不懈的

追求。为了创作，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动物园

观察动物的姿态，回来后反复试验琢磨，力求

完美。“时至今日，创作一幅画也很难十分顺

利。剪得不合适，贴得不严丝合缝，烙糊了，都

得重来。”马龙麟认真地表示，艺术就是得精益

求精。

拥有一双巧手的马龙麟更有着无尽的巧

思 。 在 欣 赏 过 各 种 其 他 门 类 美 术 工 艺 作 品

后，她积极为麦秆画这一传统艺术创新贡献

力量。“你能看出这幅麦秆画中的乱石是什么

做的吗？”站在一幅《松鹤延年》的画作前，马

龙麟笑眯眯地向记者揭晓了答案，是纸浆捣

出来的。她还曾试验了一年多，掌握了麦秆

渐变染色的技巧，并毫无保留地向同行们传

授。近年来，闲不下来的马龙麟，还用废弃易

拉罐、废弃纸壳、铁丝等进行各种有意思的艺

术创作。

如今，马龙麟常年在省、市老年大学等学

校授课，传授麦秆画制作技艺。她也荣获了安

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合肥市首届十佳艺人、合

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多项称号。

一双巧手，执“麦”作画

·文苑微谈·

以“阅读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书香安徽

“江淮读书月”活动，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在全省 133 家

图书馆联动开展。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以“阅、演、

展、讲、赛”和线上服务的“5+e”模式，持续推动书香安

徽全民阅读。据了解，活动期间，安徽省公共图书馆

联盟持续开展“百馆联动推广阅读”、主题公益文化讲

座展览、共享数字阅读、特殊群体文化阅读、“百辆次

流动图书服务车大行动”、便民服务降门槛扩边界、图

书漂流公益捐赠等系列线上线下活动。其中“百馆联

动推广阅读”包括长三角公共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阅

读马拉松”大赛、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古诗词大会、

“夜灯下的图书馆”等内容。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安徽

省公共图书馆联盟举办的阅读推广活动，营造了全社

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2020 年，在阅

读推广系列活动的基础上，联盟策划成立了“江淮读

书月”主题阅读服务品牌。据统计，2020 年至 2021 年，

“江淮读书月”累计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7300 余场

次，吸引了线上线下 340多万人次参与。 （晋文婧）

公共图书馆联盟开展

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

·文化播报·

日前，安徽省广播电视局牵头组织在阜阳市召开

2022 年度长三角结对合作帮扶城市电视剧高质量发

展研讨会。

安徽创作资源丰富，电视剧创作题材多样，与沪

苏浙制作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传统。推进优质电视

剧项目合作面对面联动，可以携手打造更多突出安

徽 元 素 、体 现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精 品 力

作。研讨会上，参会者分别就林长制、科技种粮、量

子技术应用等选题创作资源进行了交流，对影视园

区服务、红色文化资源创作、影视拍摄服务进行了对

接。皖北八市对各自丰富的影视创作拍摄资源进行

了积极推介。 （晋文婧）

长三角结对合作帮扶城市

研讨电视剧高质量发展

传承是根传承是根，，实践为重实践为重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社区未成年人课

外生活，日前，滁州市文化馆走进社区开展“非遗进社

区”——“滁州剪纸”等教学活动。据悉，滁州市文化

馆将持续开展“非遗进社区”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非

遗”的独特魅力。 （文迅）

滁州市文化馆开展

“非遗进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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