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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中药炮制技术被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金 世 元 作 为 该 项 目 的 代 表 性 传 承

人，被许多人尊称为“国药泰斗”。

中药炮制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

导下，按中医用药要求将中药材加

工成中药饮片的传统方法和技术，

古 时 又 称“ 炮 炙”“ 修 事”“ 修 治”。

中药炮制起源很早，在我国第一部

药书《神农本草经》序例中就有过

详 细 的 描 述 。 它 对 临 床 中 药 的 消

药毒、增药效、调味、调纯等环节都

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医能

有今天的发展，中药炮制技术功不

可没。

从 14 岁 当 学 徒 学 习 炮 制 中 药

饮片起，金世元从事中药事业已经

有 72 个年头了，可以说，他把一生都

献给了中药炮制这门博大精深的技

术。伴随着我国传统医药技术的发

展，金世元见证了传统医药行业的起

起伏伏，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医、

中药领域钻研的热情。时至今日，他

也仍然在不懈地探索将中华传统医

学的宝贵遗产发扬光大的道路。

金世元认为，当前中药炮制的

质量有下降的趋势，中药市场的整

体情况也良莠不齐。为了让传统不

失传，让药品有标准，让制作有依

据，金世元从中华老字号——北京

同仁堂开始，对传统中药配方与炮

制工艺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写出方

法并做出实物标本。他感慨地说：

“不这样做，技术就要走形，优秀的

东西就要丢失呀！”

在金世元看来，中药不仅能治

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

育人。金世元在北京卫生学校任教

期间总结出了一套中药专业的教学

规律，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亲

自带领学生上山采药、识别药材，收

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30多年来，他

先后培养了 1200 余名中药学专业人

才，为中药事业培养了众多的专业骨

干。在办学的过程中，他还对中青年

教师的培养注入了大量的心血，亲自

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业务素质较高的中青年教师。

谈起这次获得的“薪传奖”，不

难听出金世元语气中的激动之情：

“ 这是对我的一种鼓励，也是对中

医药发展的鼓励，把中药炮制这块

中华传统医学的瑰宝完整地继承、

留给后人，是我的责任！”

尼玛，在藏语里是太阳的意思，

象征着光芒与希望。现年 79 岁的老

藏医尼玛，作为藏药七十味珍珠丸赛

太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为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发展贡献了毕

生力量。

1933 年，尼玛出生在青海湖畔的

一个普通牧民家庭。自 15 岁拜师学

医起，至今投身藏医学事业已六十余

载。在青海省藏医院里，尼玛德高望

重，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阿克尼

玛”，意为长者、尊者。从 1958 年起，

尼玛开始在家乡为牧民看病，行医过

程中他一直秉承着“医以德为本，以救

死扶伤为己任”的信念，不贪钱财，对

待病人如亲友，受到当地农牧民的赞

扬。同时他凭借自己高超的医术，逐

渐在全国藏医界建立了威信，从四面

八方慕名找他看病的人也逐渐增多。

以前，藏医学没有得到系统的研

究和开发，随着科技的发展，尼玛清

楚地认识到，作为一名老藏医，要认

清时代前进的主流，用科学的方法、

严谨的态度分析研究藏医药，更好地

传承这门古老的传统医学。

七十味珍珠丸赛太炮制技艺一

直被视为是藏医药领域技术水平最

高、工艺最复杂、周期最长、难度最大

的一项炮制工艺，其炮制流程十分讲

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经验性，目

前能够掌握七十味珍珠丸赛太炮制

技艺的人屈指可数。2008 年，该项技

艺 入 选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近几年来 国 家 对 藏 医 药 的 保

护，体现了国家对民族医药的高度

重视。”在谈到获得“薪传奖”时尼玛

说，“作为藏医药界唯一获此殊荣的

人，我感到非常光荣，我将一如既往

地做好本职工作，将藏医药文化发扬

光大。”

近期，尼玛将在医院里举办藏医

经典著作《四部医典》的传承讲座，同

时利用夏季植物生长的好时机带领

学生上山采集和识别药材，培养他们

的药材辨认水平。对于传统藏医药

学行业的发展，尼玛提出，要加强藏

医药古籍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推

进藏医药标准化建设，并且建议国家

尽快开展民族医药执业药师资格认

证工作。对于自己的传承人，尼玛也

提出了期望：“希望他们刻苦学习藏

医药经典著作，加强实践操作能力，

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不断提高

藏药的炮制水平。”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将中医同

现代生命科学结合起来，实现中医药

的现代化，让患者花很少的钱，就可

以治好自己的病。”这是中华非物质

文化遗产“薪传奖”获得者、国家级

非遗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的代表

性传承人张伯礼一直坚持的信念。

30 多年来，他致力于用现代科学技

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他兢兢业业

地工作，现今虽已年届花甲，却依然

努力着。

中医传统制剂是在中医药理论

指导下，以中药为原料加工制成的可

直接用于防病、治病的药品。最具代

表性的传统剂型有丸、散、膏、丹。千百

年来，历代医家在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制剂技术，是

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禹时代，古人就从酿酒过程中

发现了曲剂；至商代，汤剂已广泛应

用。后来张仲景在汤、丸、散、膏、酒

的基础上，又创制了坐剂、洗剂、糖

浆剂等 10 余种剂型。但是随着现代

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的制剂技

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有

些传统技术已经失传或正在被淘

汰。2006年，中医传统制剂方法入选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中医药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

上，张伯礼很慎重。他针对中医高等

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中医临床

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的教学改革，

并建立了实训基地，向学生传授中

医传统制剂的技术与方法。在他的

理念中，一流的医生应该坐下来会

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考，

进了实验室能科研。所以他一直坚

持在教学一线指导并亲自给学生授

课。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

地，很多成为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

人。“培养出一批超过我的学生，就

是我最大的心愿。”张伯礼说。他还

发起设立了“勇搏”基金，以激励、资

助家庭困难和立志于中医药发展事

业的优秀学生，激发和培养他们“勇

于拼搏，敢于奉献”的胸怀与抱负。

现 在 的 张 伯 礼 依 旧

工作繁忙，但仍旧坚持每

周出门诊。他处处为病

人着想，不做不必要的检

查 ，不 开 不 必 要 的 大 处

方，不收病人任何礼物，

为病人精心诊治。对于

传统中医药学今后的发

展，张伯礼表示，中医药

学 虽 然 古 老 ，但 它 的 理

念、方法并不落后，现代

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

困难和挑战，都可以从中

医药学中得到启发。

在英国伦敦奥运会期间，来自中国的文化元素不

断带给人们惊喜，而这种文化的交流并非只在伦敦才

能感受到——由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创意制作的“漂

亮的兵马俑灯笼”景观装置展，于 8 月 1 日至 5 日在第

25 届“英国斯托克顿国际河畔艺术节”上成功展出，得

到了当地政府官员、民众及各国游客的热烈反响。

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新创意走出国门
张馨元 李乐乐/文 边 群/图

4年前的约定

“漂亮的兵马俑灯笼”是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在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宫廷灯彩扎制技术的研究基础上，

融合现代元素创意而成的景观装置艺术，是对代表中国悠

久文化历史底蕴的“兵马俑”进行的一次重新包装：一是揭

去了“兵马俑”附着的战争标签，取而代之的是符合时代特

征且能体现生命和光明的人文讯息；二是用五彩斑斓的灯

笼替代了陶土泥塑工艺，让这些人们印象中晦暗沉寂的兵

马俑首次以流光溢彩的新面貌展示于节日盛典上，烘托了

喜庆祥和的氛围；三是在提取传统兵马俑形态元素的基础

上，又创意加入了儿童俑、妇女俑、孕妇俑等新角色，为其

赋予了与公众贴近的家庭化、社会化的新形象。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漂亮的兵马俑灯笼”景观

装置展曾在朝阳区世贸天阶奥运文化广场展出，伦敦奥组

委代表团到此参观时，深深地被展览独特的创意、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和精湛的传统手工技艺所感染，并表示到伦敦

奥运会举办之时一定要邀请“兵马俑”到英国展出。

今年，伦敦迎来了第 30 届奥运会，英国规模最大、历史

最长的街头戏剧表演艺术节——“斯托克顿国际河畔艺术

节”也迎来了 25 周年纪念，艺术节主办方盛情邀请“漂亮的

兵马俑灯笼”到英国展出，并在其官方网站上推荐说这一

展览是“2012 年英国斯托克顿国际河畔艺术节最精彩的部

分之一”。

“漂亮的兵马俑”别有味道

艺术节举办期间，约有十几万名当地民众及各国游

客汇集于蒂斯河畔的斯托克顿。据主办方介绍，今年艺

术节邀请了 10 余个国家的 200 组艺术表演项目在市区

及周边展示表演，其中在市区内表演的有 40 余组，主要

形式包括：街头演出、装置展览、音乐节、小剧场演出、开

幕和闭幕演出等板块。装置展览类共有 4 组，兵马俑灯

展就是其中之一。

斯托克顿位于英国东北部，面积 110 平方公里，人口约

17 万人。艺术节期间，主办方将兵马俑灯展安排在位于斯

托克顿市区中央主干道南端的“圣三一教堂”遗址举行，该

教堂始建于 1835 年，直至 1991 年毁于火灾，现只残留了部

分建筑外墙。朝阳区文化馆的布展人员于 7 月 28 日进驻

展区，用了 4 天时间完成全部布展和环境装置工作。8 月 1

日晚试灯时，现场效果令人惊艳，100 余盏五彩斑斓的兵马

俑灯与英国古典教堂建筑的断壁残垣相互映衬，视觉感受

极为震撼。

当地时间 8 月 2 日晚 8 时许，主办方在市文化中心举行

了小型的艺术节开幕酒会，朝阳区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金日

顺代表中方在会上致辞，并向主办方赠送“海内存知己，天

涯若比邻”的书法作品。晚 10 时，巿政厅楼前的广场上举

行了盛大的艺术节开幕表演。与此同时，“漂亮的兵马俑

灯笼”展也在“圣三一教堂”遗址正式向游客开放，展览时

间定在每晚 9 时至 11 时。在接下来的 3 天展期内，兵马俑

灯展人气直线飙升，至 8 月 5 日闭幕时已接待了 1 万余名观

众，其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了主办方预料，更超过了同期

的其他展览。

一位约 50 岁的当地女士参观展览后十分激动，她说：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这个教堂还是相当完好的，

但后来我目睹了教堂被毁之一炬，心里十分难过。这次

的展览为这座古老的教堂赋予了新的生命，我真的非常

感动。”她的情绪感染了现场很多观众，他们纷纷向朝阳

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说：“ 感谢中

国！我爱你们！”

将创意品牌“进行到底”

此次展览是朝阳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推进“文化朝阳”十大行动计划，加大国际文化交流，展

示朝阳文化品牌迈出的重要一步。活动得到了朝阳区委

宣传部、区文化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提出了要精心筹备、

积极交流、做好保障、展示风貌的要求和期待。展览果然

不负众望，不仅增进了两国民众的友谊和文化艺术的交

流，也展示了朝阳区文化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发扬

和富有活力的创意，让中国的传统手工技艺焕发出了新的

生命，更让海外的民众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

独特魅力。

8 月 5 日晚，斯托克顿市市长参观了“漂亮的兵马俑灯

笼”景观展示，她感叹地说：兵马俑灯展在晚间观赏别有

味道，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意装置艺术的确独具魅

力。陪同前来的市文体局局长鲁本先生已是第二次参

观展览，他认为，展览的现场效果和受欢迎程度都超出了

想象，非常成功。

斯托克顿国际河畔艺术节总监弗兰克先生也由衷地

称赞了展览的美妙，同时称赞朝阳区文化馆的工作团队非

常敬业，工作表现高效出色。他坦言，最初由于高额的运

输费用，艺术节的组办成员还曾对这个展览有过一些争

议，在他和鲁本先生的坚持下才最终达成。如今，展览取

得了如此好的效果，让他非常欣慰，这也将为双方在未来

的进一步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他希望继续与朝阳区文化

馆合作，运作该展览项目到更多的国际大城市巡展。来参观的民众排成了长龙。

“兵马俑”和古老的教堂相映成趣。

夜幕下的“兵马俑”灯笼绚丽多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