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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

八闽风光

书画艺术

———浅谈高宏斌的书法、篆刻艺术

高宏斌先生是活跃在多个艺

术领域的著名艺术家，这我知道。

早先，读过他发表的诗歌散

文，听过他谱写的乐曲，看过他执

导的大型晚会，也知道他多年来

一直在厦门多所高校授课。近日，

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书法和篆刻

作品时，仍然倍感意外和吃惊，不

由发出赞叹：他的书法作品如此

之大气，他的篆刻作品如此之精

美。

书法篆刻是我国具有悠久历

史的传统艺术，在世界上具有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高宏斌深知，书

法艺术包括“形、神”两方面的美。

“形”的美主要运用点线、结构、疏

密、轻重、行笔的缓急组成形象的

“字形”，以这种形式和力度所建

构的美，能唤起人们的崇高的情

趣和审美感受。而“神”的美，则指

的是线条组合后总体的外貌。书

法家以唯物的、运动着的气势和

本能，勃发着热爱生活的审美理

想，从而使其创作的作品达到陶

冶情操和影响他人的目的。正因

为如此，中国书法有着自身特殊

的规律和严格的规范，换句话说，

中国书法的学习没有捷径可言。

为了致力达到”形神兼备，气势生

动“的艺术境界，高宏斌从唐书入

手，由唐入宋至元，又由元返晋，

之后专攻近现代书法巨匠于右任

先生的“标准草书”。他从于右任

书法的和谐自然、雍容大度之美

中吸取养分，十几年来早起晚睡、

青灯黄卷、手追心摹，逐渐形成自

己收放自如、畅达大度的艺术格

局。著名学者宋永贤评价高宏斌

的书法继承“二王”脉络，有现代

风范，清新脱俗，书卷气夹带墨香

味。

高宏斌的篆刻从秦印入手，

以汉印为宗，对汉印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和临摹。其印作线条坚实、

古朴传统又不失探索创新，方寸

之间尽显大方，真可谓“天然去雕

饰”也。青海著名书画篆刻家王绍

元老师说“高宏斌的印痕线条变

幻灵动、疏密有致、意象不凡；刀

法韵味十足、破残处理自然，尤以

入印的个人风格鲜明、无矫饰，质

朴中见智慧与学养。”画家何金廷

认为：高宏斌的印作有一种儒雅

之气，让人耳目一新。从治印的角

度看，篆书也是少不了功课，显

然，高宏斌也没有少这方面的积

累和储备。

高宏斌认为，古人所说的喜、

怒、哀、乐，表现在书法领域各有

分数，体现在书者的广阔胸怀中

就是：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愤

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

平而字丽。

这些年来，高宏斌的书法和

篆刻作品逐渐被大家接受和熟

知、认可并喜爱，他的作品在福州

等地上拍，被北京、上海、甘肃、青

海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爱好者

和收藏家收藏。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艺

术分类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

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能在一两

个领域里有所发展已实属不易，

像高宏斌这样横跨多个领域且成

果丰硕，实在令人赞叹。在此，由

衷祝愿高宏斌先生青春永驻，艺

术之花越开越艳。

最年轻“老中医”的中医传播路
□冯川叶

80后最年轻“老中医”
福建省非遗项目福州壶山林氏

中医内科代表性传承人林润立之所

以被称为最年轻的“老中医”，是因

为他年龄不大，从业时间却不短。他

6岁开始学中医，13岁能开方，十七

八岁时基本能独立看诊。

“对中医药要有敬畏心。”林润

立 6 岁时就被选为壶山林氏中医

内科接班人，开始跟随祖父、壶山

林氏中医内科第七代传人林兴江

背药典认药识草。年幼的林润立

很贪玩，背《汤头歌诀》和《药性

赋》时，常被爷爷绑在桌腿上，背

完才给松开。爷爷还让他动手加

工中药材，每次要杵三五斤的川

贝母或白豆蔻。

有一次，贪玩的他把没杵完的

川贝母撒进草丛想就此了事。当晚

就被发现了。爷爷和药店里的工人

一起，花了一晚上才从草丛里把川

贝母一个个拾了出来。第二天，林润

立战战兢兢地来到药堂，本以为会

被痛揍一顿，不料向来严厉的爷爷

只是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学中医“做

得好为自己，做不好害别人”。也从

那以后，林润立对中医真正产生敬

畏之心，这也成为他从医与处世的

准则。13岁时，林润立就开始跟在

爷爷身边佐诊开方。到十七八岁时，

他开的方子爷爷审核时已几乎不改

动了。

秉持祖训传承百年非遗
壶山林氏中医内科是福建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建老字

号。祖地洋中厝大宅位于福州市

仓山区盖山镇后坂林珠村。壶山

林氏中医内科可追溯至公元 1726

年清乾隆年间，沿传至今近三百

年，传承已历九代。

壶山林氏制药炼方以“三重”、

“三正”立本，擅长内科诸疾的精细

辨证施治，尤对温病学说的延展颇

具独到之处，用方遣药已然自成一

派。在治疗湿温、脾胃、肝胆、妇科

等多领域均有很好的口碑。壶山

林氏编纂成集的《和斋医案》《伤寒

论眉批补注》《六经辩证歌括》《壶山

医统》《壶山意准》《普寿堂传家秘

方》《壶山林氏家传秘方》等书籍均

保存沿传至今。壶山林氏还公开发

表医学科普文章150余篇、医学论

文 100余篇、主编或手编医学论著

20余部，受到福建省人民政府、福

建省卫生厅、福建中医药大学颁发

的多项科技成果奖。

“壶山有‘尽杺’和‘精芜’的祖

训。平时我们都在不断地看诊，每年

的看诊量数以万计，我们在传承中

药铭记初心，把祖训传承下去。”

2014 年，从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内

科硕士毕业的林润立放弃留在公立

医院的机会，回到壶山接掌衣钵。他

着手修葺文保单位“壶山洋中厝”大

宅和“壶山珍寿中医药堂”，并在鼓

楼屏西复建了壶山林氏最早的堂号

“壶山普寿中医药堂”。林润立还带

领团队整理出版了壶山林氏历代医

案及学术思想，成为壶山林氏最年

轻的学术带头人。

用互联网思维弘扬中医文化
“作为新一代的传承人，我希

望能有所创新。在继承祖训的同

时，更要将中医文化发扬光大。”近

年来，林润立带领团队致力于壶山

精方、验方的文献整理与科研开

发。为了让更多人受益于中医文

化，他借助互联网开展了大量中医

药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工作，同时制

订并实施了壶山门徒培养计划，大

量培养新一代的中医药人才。

“网络上有一些人对中医的看

法不太好，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不

够自信的表现。”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中医，林润立还通过公益课堂、非遗

进校园等一系列活动普及传统中医

药文化。“小小药王夏令营”是林润

立 2015年开始发起的活动。该活动

通过一系列互动体验让小朋友通过

感官认识中药，在游戏中培养对中

医的兴趣，并从中遴选出好苗子。不

仅是“小小药王夏令营”，7年来他举

办了众多公益课堂、夏令营等活动，

截至 2021年培训少儿学员 1456 人

次，认证优秀小门徒 57 名，还颁发

了证书。

此外，他频频受邀到各高校、机

关、企事业单位举办中医科普讲座，

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星中医”。在微

博等自媒体平台上，林润立还是个

拥有 6万多粉丝的大V。在互联网

平台上，他常分享中医的日常，宣传

和普及中医知识，利用互联网来和

粉丝互动，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

触中医、了解中医。

“希望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弘扬

中医药文化与发展中医药的队伍

中来。”林润立表示，“复兴传统中

医药文化，我不能只当一个践行

者，更应该是一个传播者！”

（来源：东南网）

土楼好春光
□林辉 唐小玲

3 月 13 日，华安土楼景区百亩油菜花争相绽

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看土楼。

据了解，为丰富土楼生态旅游，增加观赏性，华安县在土楼景

区的道路两旁及秋冬农闲田种上油菜。如今，油菜花盛开，成为华

安土楼生态旅游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 （来源：东南网）

“鎏金”一树造福一方
□黄如飞 萧镇平薛敏灵

人参榕是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沙西镇（以前属漳浦县管

辖）的特色产业。全镇现有花圃 500 多个，榕树种植面积逾 1.26

万亩，带动从业人员 1.6 万人，年总产值达 1.6 亿元。目前，该镇

正充分利用“中国榕树盆景之乡”的优势，以及“中国根”和新注

册的“沙西榕树”品牌的名牌效应，通过“互联网＋公司＋农户”

等方式带动乡村振兴。 （来源：东南网）

□林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