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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9月8日上午，由丽水市博物馆与上海韩天衡
美术馆联手策划的“梦回大宋——士人生活日记”
特展在市博物馆开幕。（据本报）

为深入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让宋韵文
化走近身边、走进生活、映照现实，深入挖掘处州
宋韵文化内涵，传承丽水传统文脉精神，打造“宋
韵丽水”IP，今年以来，市博物馆开展了系列主题
展览，其中“梦回大宋——士人生活日记”特展为
该系列的第二期。

宋韵文化，特指两宋文化中优秀的文明元素、
内在精神和传延至今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两宋社
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例如日常生活领域的物趣之
韵、生产技术领域的匠心之韵、社会运行领域的秩
序之韵、发现发明领域的智识之韵、学术思想领域
的思辨之韵、文学艺术领域的审美之韵等等。按
照后世的考证，宋朝的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
商业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这样的社会中，宋人
的幸福感自然特别强。当然，社会的发展都是人
创造的，而人又受文化左右，所以，宋人的幸福感
与其文化关系密切。今天，我们要汲取宋韵文化
营养，相信我们的幸福感也会增加不少。

当下，有一个词特别流行，那就是内卷，卷的结
果之一就是人越来越焦虑疲累，尽管物质条件越来
越好，但内心幸福感反倒似乎没有相应跟上来。“抚
琴弈棋、宴饮集会、踏春赏花、带雨种竹……他们活
得诗意优雅，宋人的闲情雅趣独有别样审美。”8日
下午，在市博物馆多功能厅，观众跟着专家们一起
品味宋代文士“宋瓷一样精致的生活”，畅谈关于千
年前他们的“诗和远方”。”诗意优雅的文化，催生了
宋人诗意优雅的生活。

以文化人，以文塑城，以文赋能。汲取宋韵文
化营养，前提是知晓宋韵文化。唯有知晓，才有机
会喜欢，唯有喜欢，才有动力吸收。

本次展览以场景再现的方式，用生动鲜活的
视听语言，以轻松活泼的叙事方式，着眼宋代士人
别样丰富的日常生活，聚焦金、银、铜、瓷、玉、石、
木、漆等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宋代精品器物 278
件（组），写真宋代别致的文化流行元素，阐释宋代
文人的审美与风骨，让观众进一步感受中华文化
中优秀的文明元素与内在精神。这次展览，就是
一种让市民知晓宋韵文化的很好方式。通过具象
化的展示，让大家了解宋人的匠心之韵、审美之
韵，了解而后知其好，知而后行，才能把宋韵文化
营养真正吸收到自己的身体中思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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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家了解宋人的匠心之韵、审美之韵，了解而后知其好，知而后行，才能
把宋韵文化营养真正吸收到自己的身体中思想里。

不断汲取宋韵文化营养

□ 莲都 林华斌

近几年，每到中国医师节，我市城区
以及下面县市中心城区的户外电子显示
屏陆续亮屏，为全市医师送上节日问候与
祝福。

2017年 11月 3日，国务院通过了卫计
委关于“设立中国医师节”的申请，同意自
2018年起，将每年的 8月 19日设立为“中
国医师节”。这是继教师节、护士节、记者
节之后，第四个国家法定的行业性节日。
身为医者，他们肩负重任。当地震、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突发，他们第一个奔赴灾区
抢救；当每逢佳节阖家团圆之际，他们依
然坚守自己的岗位；当新冠、非典等病毒
肆虐之时，他们披上战袍奋不顾身地“逆
行而上”，与病魔近身搏斗，不惜献出自己
的生命……他们是“护佑人民健康”的守
护神。他们没有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
畏。医师不是超人，却一生用仁心点亮生
命。

2005年，中国医师协会加入推行《医
师宣言》国际行动。2006年，中国医师协
会发起“铸就心的长城——新世纪医师职
业精神倡议”活动。在原卫生部的指导和
支持下，中国医师协会组织专家历时 2年
8个月的时间，结合中国的文化和国情，
结合中国“大医精诚”传统理念，挖掘提炼
中国医师的职业精神，起草编写了《中国
医师宣言》，并于 2011 年 6 月正式发布。

“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真诚守信、精进审
慎、廉洁公正、终生学习”，这是《中国医师
宣言》的核心精神，也是每个医师入职宣
誓的誓词。

医师在看病救人的工作过程中，时刻
存在着风险。目前的医疗技术与水平，不
能满足所有病痛的需求，人的精神与肉体
还有许多未被探知的领域，所以医师看病
也不能完全实现药到病除的功效。况且
一些外科手术，本身就存在一系列风险。
有些人喜欢“秋后算账”，当初看病时如获
救命稻草，病愈后发现有什么“不如当初”
的异样，就开始追究医师的责任，把这笔
账算到医师的头上，指责医师医德卑劣、
医术不精、枉为医者，甚至肆意实施网暴，
把一些原本救死扶伤的医师推上了“道德
审判”的风口浪尖。

我们是普通市民，对高深的医学知识
知晓有限，但可以坚信，没有一位医师不
希望看到自己的病人早日康复。治愈一
位病人，挽救一条生命，幸福着一个家
庭。医者仁心，他们身为医者，就是为百
姓解除病痛，守护好人民身体。这是他们
的初心与使命。

因此，在每年医师节里，我们不仅要
给予他们祝福，更要给予他们理解与宽
容，让他们坦坦荡荡、兢兢业业履行医师
的使命。

□ 市直 一言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是城市的历史底
蕴、人文积淀、特色品质的主要表现。作为千年古
城，丽水具有不可多得、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资
源，文化遗产数量占全省六分之一，其中红色文化
遗产数量占全省三分之一。全市拥有 17处国保
单位、21项国家级非遗、3项人类非遗，是轩辕黄
帝南方祭祀中心、“海丝之路”节点城市、中国民间
艺术之乡，以及东部沿海省份中传统村落数量最
多的地级市。

在“文兴丽水、挺进共富”的新征程上，我们要
把优秀文化传承好、发扬好、转化好，彰显文化特
色和地域特色，发挥文化铸魂塑形赋能的强大力
量，不断激发处州儿女的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
真正让文化成为丽水这座城市的灵魂。

传承优秀文化，助推文兴丽水，必须进一步加
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使文化资源成为弘
扬革命传统、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
教材。用好文化资源特别是红色资源，讲好红色
故事、抓好红色教育，能够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守
好红色根脉中提振奋斗实干的精气神，在涵养文
明风尚中汇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在推进文化惠
民中提高群众文化的获得感，在擦亮特色品牌中
塑造城市文化的新地标，不断增强对自身文化理

想、文化价值的信心。
传承优秀文化，助推文兴丽水，要多角度挖掘

利用文化资源。丽水文化资源丰富，我们必须加
倍珍惜和善加利用，聚焦时代命题和人民呼唤，做
好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这篇大文章，精心选取最具
丽水代表性和辨识度的重点领域，整合资源力量
实施黄帝文化研究和传播工程、世界文化遗产申
报工程、处州历史文脉研究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化传承工程、全域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程，加快
形成一批具有鲜明精神特质和人文神韵的标志性
成果，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神品质，争创全国红色文
化融合绿色发展示范区，使丽水这座千年古城的
人文光芒闪耀浙西南。

传承优秀文化，助推文兴丽水，要以人文旅游
促进优秀文化传承弘扬。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
游是文化的载体。一方面，要搞好文化与空间、文
化与山水间的双向互动奔赴。比如，用一条瓯江
山水诗之路，串联起古堰画乡的帆影、云和湖的船
帮号子和龙泉剑瓷的神韵，让诗情与画意的激荡，
勾勒出关于江南、关于处州的神往……另一方面，
要做好地方文化创新的文章，给城市植入现代的、
年轻人喜欢的文化元素。比如，缙云仙都的“岩
宕+公共空间”“岩宕+展演”，使废弃采石场华丽
转身，让仙都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和流量的青
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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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优秀文化传承好、发扬好、转化好，发挥文化铸魂塑形赋能的强大力
量，真正让文化成为丽水这座城市的灵魂。

传承优秀文化 助推文兴丽水

核心观点

我们不仅要给予医师祝福，更要给
予他们理解与宽容，让他们坦坦荡荡、兢
兢业业履行医师的使命。

守护好医者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