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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松阳明清老街大井路 61 号，是一家开
了 32 年的草药铺。

不到 30 平方米的面积，被大包小包的
草药堆得满满当当，“总数量超过 400 种”。
现年 57 岁的纪日风是这儿的主人，只见她
熟练地剁药、取药、称量、装袋，动作如行云
流水般一气呵成， 淡淡的药香在老街上飘
溢而出。

在松阳，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
当下， 松阳县域内尚有 100 多家本土

中草药铺， 其中历代名医留存的许多疑难
杂症的单方验方，便让这一切成为“日常”。

尤其是 2016 年以来，松阳先后提出打
造“中医药复兴地”“国际中医药康养胜地”
目标，立足“三农”整体转型，着力构建中医
药服务、产业、文化、保障“四个体系”，实现
“兴文化、兴三农、兴经济 ”，为中医药完整
传承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示范。

渊源与基础并存
松阳，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是一

个与中医药有着深厚渊源的千年古县。
一脉好山，一川好水，一派好空气。 在

辽阔的松阳大地上， 优良的自然山水和生
态环境孕育了极为丰富、 品质极高的中草
药资源，境内药用动植物达 2400 余种。

松阳中医底蕴深厚，唐代道教大宗师、
越国公叶法善，其养生文化博大精深，由其
发明的养生饮品———端午茶流传至今并广
受推崇。

明朝之后 ，松阳中医世家盛出 ，有 “酉
田先生”叶氏、“仁寿堂”“张三馀”张氏、“中
药楼”杨家堂宋氏、“包一钱”城西包氏等中
医世家， 其中三都酉田叶氏七代数十人从
医，深受乡人信任和爱戴，并著有 《妇科切
要》《医案》《集效全书》《梦熊诊所医书》《益
寿奇验医案》等传世医书，形成了一脉相承
的医学理论体系。

纪日风便属于“女承父业”的那一类。
她从小矢志中医药事业， 源于父亲的

耳濡目染。 8 岁那年，父亲将采摘和收购的
草药带回家中，一边分类，一边教她辨认 ，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她认识了各种草药的
性味功效。 1982 年，父亲去世后，她开始挑
着担子， 每天到各个村子叫卖，“挑着上百
斤重的上百种草药，每天至少走 30 公里山
路。 ”她调侃道，“在松古平原上早出晚归，
所以才‘走’出了这双大脚丫子！ ”返家时，
箩筐里装着大多是鸡蛋、 菜干和稻米，“这
是她用草药和村民交换的”。

随着和草药打交道的年数越来越多 ，
她逐渐掌握用草药诊治疾病的能力。 1988
年， 纪日风在县城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草
药铺。 31 年里，“店铺在同一条街上搬迁了
三次”，生意依然好得不得了，每年夏天，光
是“歇力茶”就能卖出 250 多公斤 ，而端午
茶每年的销量多达 500 余公斤，“它们被卖
到农家乐、酒店、学校……”

在纪日风眼里，“百草都是药”。 她说，
店铺里的草药，大多源自松阳本地，自己长
期和 10 多名深山采药师保持联系，以此保
证货源充足。

挖掘与传承并重
建县 1800 多年来，松阳农耕文化发育

良好， 为民间传统中医药发展提供稳定的
基础。 从清代初期到民国的 300 年间，松阳
民间对中医药有“三多”之说 ：一是民间药
堂药号多，在县城，仅是有名号的药堂就有
二三十家；二是民间中医师多，每个药堂至
少有一名中药师；三是中草药材多，一方面

指外地运到松阳的药材多， 药商大多聚集于
此，另一方面是松阳本地生长的中草药材颇为
丰富，经科学系统梳理，本地的中草药材、药用
植物有 1197 种。

为此，松阳挖掘“松阳中医药”文化底蕴，
整理松阳县历代名老中医医案、叶法善道教养
生文化、叶天士温病理论。目前，本土中医特色
著作《松阳常用中草药（一）》已定稿，其中收集
整理民间单方验方 100 个，完成端午茶、歇力
茶等传统养生单方验方 60 余个， 对本土 100
余种草药土名进行了确定。

2019 年 7 月， 由松阳水南小学 7 位老师
编制的中医药校本教程《百草韵》已经完成，并
在暑期期间进一步完善。 作为社团教学，目前
已在部分学生中投入使用。 同时，学校还打算
在校园内开垦一块中草药种植基地，供学生实
践学习。

中医药传承教育，从娃娃抓起。今年暑期，
松阳举办了第一期“中医童子夏令营”。在短短
12 天时间里，39 名孩子直观且深刻地感受了
“小中医”中蕴含的“大智慧”。 他们在《大医精
诚》中，知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
无求，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
苦”；在《医学三字经 》中 ，熟悉 “人百病 ，首中
风，骤然得，八方通，闭与脱，大不同，开邪闭，
续命雄，回气脱，参附功”。

松阳，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厚植全县域
“信中医、学中医、懂中医、用中医”的中医文化
土壤，中医药发展自信愈加坚定。

复兴与培养并行
在位于县城中弄中医药特色区块的本草

园里，种植展示了 32 种常见中草药，并设立植
物标识标牌，上面注有别名、药性、功效等。 文
化墙上，绘有松阳历代名中医、古代药堂药号、
端午茶文化展示等，以点带面，复兴中医药文
化，打造富有松阳特色的中医药文化片区。

从古自今，松阳的中药师，都有着 “不为
良相，便为良医”秉性。不论是中医药复兴地建
设，还是中医药产业体系的完善，都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群众。

在中医药复兴地建设中，松阳注重民间中
草药从业人员的培养和从业队伍的建设。 71
岁的揭朝根便是其中一员，他创立的揭朝根中
草药堂在当地颇具名声。 既是草药师，又是采
药人，从前的他，常常“睡在草药堆里，闻着草
药味入睡”。 和中草药打交道的 50 年里，他爬
过县内的每一座山，用一把电筒，一个脉枕，完
成了一次次祛病除痛的使命。

这一切，都被他的二女儿揭乐梅看在眼里。
从前，揭朝根时常带揭乐梅出诊，教授一

些中草药知识，给她讲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
故事，讲华佗、张仲景的故事。 因此，从她懂事
时起，车前草、当归、杜仲、板蓝根、芍药、柠檬、
橘梗等中草药的药效和治疗范围，就已烂熟于
心。 8 年前，揭乐梅正式接手父亲衣钵。

“最让我痴迷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
化。” 揭乐梅感慨地说，这些年里，她开始广泛
涉猎中医药方面的书籍，由此更加坚定了一件
事，“中医药文化，绝不能丢”。

中医药学是中化民族的瑰宝。 近年来，松
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工作，
将其作为兴三农、兴经济、兴文化、做强
优势论的重要一招 ，着力打造 “国
际中医药康养胜地”，积极申报
创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试验区。

传承中医药国
粹精华， 松阳，
一 直 在 路
上。

作品赏析

何津摄影作品赏析

� � � �何津，男，1975 年出生，丽水市青年摄
影协会理事、丽水市摄影家协会会员，2017
年、2019 年两次获丽水市青年摄影家协会
年度十佳会员。

南明湖是丽水城市的一部分， 如今已
和丽水百姓生活完全融为一体。 何津利用
自己经常到南明湖边跑步健身的机会，用
手机记录下湖边人们活动状态的点点滴
滴。这些手机镜头中的丽水市民，或休闲健
身、或在湖边淘洗干活，状态平静而自然，
他们是安泰笃定的丽水人， 同时也是南明
湖上的一道风景。

在工作坊教学中， 我们强调不要把生
活模式和创作模式相互隔断， 生活和创作
是有机的整体， 真正的好作品是把对生活
的感悟用图像的方式表现出来， 而不是为
了创作而去创作。以往，何津观看南明湖想
到更多的是光影、颜色、构图等技术要领，
把“视觉效果好不好”作为摄影创作的第一
考量要素， 于是自动把生活和创作两件事
隔离开来。 这组作品是他摆脱“创作模式”
之后，用平常的心态去记录平常的生活，自
然而然消除了对技术的框限。 我们看到的
是，他内心真实对应的南明湖。 当然，不要
把技术表现作为第一要素并不等于放弃技
术，而是在基本功得到扎实训练之后，自然
而然地忘记技术的存在， 转而将注意力放
在对生活本身的感知之上， 这个时候技术
已经悄然隐藏于你的作品之中了。

（傅为新/文）

纪日风在称量草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