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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人到医生

许是从医的原因，1956 年出生的孙
德仁，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轻一些。身
材不算高大，但比较挺拔。他的故乡是
万荣县万泉镇涧薛村。那是一个小村，
古老而厚重的黄土地，养育了一代代吃
苦耐劳而又有情怀的人。干旱的气候、
贫瘠的土地，锻造了人们坚强的品格与
不甘人下的性情。

孙德仁从小好学，成绩不错。中学
毕业后，国家停止招考，他便和同学们一
起回到了村里。因为字写得不错，还会
打算盘，他先在生产队里帮忙。后来，村
里的学校需要一名教师，他又成了一名
代课教师。孙德仁吃苦肯干，有文化，在
乡亲们中间有着不错的口碑。

孙德仁的父亲在垣曲矿上工作，想
让儿子有份稳定的工作，便让他通过招
工到了垣曲。从一名农村知识青年、代
课教师，成为一名铜矿上的工人，孙德仁
既感到新鲜，又经历了农村没有的人和
事。

那时候的矿区工人，青壮年居多，上
过学读过书的却不多。因为平日的工作
繁重劳累，工人之间交流时简单直接，粗
声大气甚至打架的事情并不鲜见。有一
次，孙德仁亲眼看到两个年轻工人因为
小事冲突，动起了手。高个的要将矮个
的往井里扔，站在一边的孙德仁惊出了
一头冷汗。他看看自己的小身板暗想，
在凭力气吃饭的矿上，自己的前途看来
不那么明朗。

那一年，恰好国家恢复高考，孙德仁
重新拿起了书本。他认为，知识就是力
量，要从书本上学到知识，改变命运。第
一年高考，因为志愿报得高了，孙德仁没
有考上。第二年，孙德仁的志愿又报高
了，还没有被录取。好在那年山西省中
医学院药学专业补录时，将他录取了。

5年的大学生涯结束后，孙德仁回到

运城工作，成了原运城地区中医院的一
名儿科大夫。从工人到医生，孙德仁通
过上学，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华丽转
身。

拜名师精技艺

在中医院工作时，孙德仁发现，有些
孩子的病本来不重，但是因为退烧药和
抗生素用得超量，给身体造成了药害。
这些药害，有的会让孩子一段时间身体
状况不佳，有的则可能影响孩子将来的
健康，后果严重。

接诊这样的患儿让孙德仁的心情沉
重，他在想，怎样才能让祖国的花朵健康
成长呢？那时，原运城地区法院一名叫
杨钊的离休干部做中医小儿推拿比较
好，据说他当年在部队上就是军医，在运
城周边很有名气。孙德仁便找到了他，
并拜杨先生为师。有杨先生手把手的指
导，加上当年在中医学院的理论基础，孙
德仁在中医小儿推拿方面渐渐有了自己
独特的感受与经验，来找他治病的人也
越来越多。

孙德仁在《黄帝内经》上看到，小儿
求经，壮年求脏（腑），老者求通（畅）。意
思是小儿的病多浅而轻，只要疏通了经
络，慢慢病情自然会缓解。如果用上超
量的抗生素，孩子还要靠自己分解排出
去，无形中加重了身体的负担。他想，这
么好的医学经验与传统，可惜会推拿的
人不够多。他自己只有一双手，能力也
非常有限。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掌握小
儿推拿医术，为孩子们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呢？

有一天，在垣曲工作的妹妹来运城
给孩子看病，与孙德仁聊天时说，“哥，你
这推拿手法好，可是离我那里太远了，我
来一趟光路上就要走两三个小时，你能
不能把你推拿手法写下来，我回去照着
也能给孩子治病。”孙德仁听妹妹说得也
挺有道理，便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将自己

学到的东西，以及临床经验写了几十页，
装订在一起，成了一本小书。妹妹拿到
书后，认真地照着学、照着做，几年间用
书中讲的方法把自己的孩子照看大了。

无心栽柳柳成荫。有一次，一位同
行看了孙德仁写的小册子后说，可以出
版发行，让更多人受益。

那一年，恰好省里在运城安排了一
个小儿推拿培训会，地点就在运城地区
中医院。医院将布置会议的任务交给了
孙德仁。孙德仁跑前跑后，从培训的桌
椅，到就餐的用具，再到教学用的教材，
他忙了整整3天，终于将会议安排妥当。
那一次，一百多名儿科医生接受了中医
小儿推拿培训。想到能有更多的患儿受
益于推拿医术的治疗，孙德仁感到前所
未有的幸福。他认为，要让更多的儿科
医生掌握中医小儿推拿医术，必须办一
所专业的培训学校。

为梦想而办学

有了开办培训学校的想法，然而，身
份的限制让孙德仁开始犹豫。是在中医
院里安安稳稳地捧着铁饭碗工作，还是
停薪留职去下海办学？他找到杨钊先生
商量。杨先生告诉他，你如果是想让更
多的人为患儿治病，我支持你办学。遇
到困难不要怕，只要方向与初心是正确
的，都会解决的。

听了老师的话，孙德仁坚定了办学

的信心。 从 租 地 方 、 买 桌 椅 、 招 员
工、招学生，他一点点做起，不知道
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学校渐渐
办了起来，学生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有一名临汾的学生，亲戚朋友与家族
中 有 二 十 多 人 从 事 中 医 小 儿 推 拿 工
作，反响很好。

学了中医小儿推拿医术，毕业生可
以拿到相关的资格证书，而且随着临床
经验的丰富，手法也会越来越精当。学
校的学生从当初的几十人到几百人，如
今已经有一两千名在校生，孙德仁传承
中医国粹，造福广大儿童的梦想一步步
在实现。

年过花甲的孙德仁依然坚持每天到
校上班。采访中，记者提到河东先贤许
鉴观先生的一句话：“此身与世共之，
不敢惜力！”孙德仁听后感慨道：“这话
说出了我的心声！我们的身体是社会
的，不敢浪费，也不敢自私。靠着祖祖
辈辈积攒的一些福德，我们今天能够从
事这样利于人的事业，怎么敢不兢兢业
业呢？”

告别时，孙德仁说，他有一个梦
想——让运城市每一个村镇的医疗机
构都能有一名少儿推拿专业人员，让
运城的每一个少儿都能享受到中医少
儿推拿疗法的呵护。

春光正好，在传承中华优秀文明的
道路上，孙德仁与他的同行者步履铿锵，
大步向前……

◀
孙
德
仁

孙德仁：不敢惜力传国粹

孙德仁是河东中医少儿推拿学校的创始人。每当从街头走过，看
到大街小巷“小儿推拿按摩”字样的招牌，记者都会想到他。他今年已
经66岁，却依然在学校忙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上，
孙德仁与中医少儿推拿医术走过了怎样的路，有着怎样的故事？近
日，记者在河东中医少儿推拿学校见到了他。

□记者 薛丽娟

近日，一则喜讯传来，由芮城县书法
家范世平先生创作的《决战火神山》书法
片头题字，被小刚影视艺术工作室评审
通过并作为播映素材及形象宣传采用，
其本人也被聘为首任特约小刚影视艺术
工作室合作签约书画艺术家。据悉，这
部由著名导演冯小刚策划拍摄的电影

《决战火神山》将于近期在国内上映。近
日，笔者慕名采访了范世平老先生。

范世平老先生是芮城县北曹庄村
人，生于名医之家，自幼受教于祖父，从
握笔、运笔一点一滴学写字，使他练就了
过硬的童子功。后来年长，他务过农、做
过工，为了生计，重新提笔从书。每每看
到写得好的字，他都铭记于心。2010
年，他开始参加全国性书法展览，屡获殊
荣，并先后受邀赴北京、台湾等地进行文
化交流。

观范老先生写字，就是一种精神享
受。只见他稍作沉思，便提笔挥洒，泼
墨自如，一气呵成，力透纸背，娴熟至
极。使人蓦然想起苏轼“世人写字，能
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世间总有极
大字，焉能过此？”范老先生书写“精
气神”这一道教内丹学术语，最为得
手。在海峡两岸进行文化交流书法展览
中，其书写的“精气神”展出于台湾中
正纪念堂介石厅，受到很高赞誉。范老
先生写的“龙”字更为传神，曾被收入

《中国古今龙字书法大字典》。行家品评
说他：“笔墨功力，胸藏成卷，笔扫千
军，墨海翻腾，才含锦绣，堪称艺苑英
才。”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为其《翰墨
人生》作品题写序言，称他的作品端庄
大方，意境深远，守构严谨，线条流
畅，宛如行云流水。无论是运笔、用墨

布局、章法都恰到好处。可以称为当今
书法界代表者之一。如今，古稀之年的
他致力于书法艺术的传承，继续书写龙
的“精气神”，不遗余力传承后代，他
的孙子书法艺术已在全国同龄人中崭露
头角。

艺术源于生活。范老先生的字如其
人，不唯名不唯利，只图奉献，发挥余
热。他常以作品赠人，分文不取。他创
办的康乐书画院，汇聚了一大批从各单
位退休的书法爱好者，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事业，每月定期为老干部讲书法理论、
技巧课。远在几十里外的村里的书法爱
好者，都慕名前来听课。他常说，书法艺
术是为大众服务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芮城县王山有一位孤寡老人，寡言少语，
为人木讷，经常被村民使唤、欺负。偶然
一次机会，该老人遇见范老先生，见他面

善，言语投机，便向其倾诉，最后范老先
生书写“吃亏是福”四个大字赠予老人。
村民惊讶，这样的人竟能求得名人的字，
从此再无人敢欺负。

宝剑锋从磨砺出。经过日积月累的
锤炼，范老先生的笔法完全从胸臆间流
出，被《山西日报》资深记者骆士正称赞

“高手在民间”，被芮城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张应征誉为“逍遥一笔”。他先后被
授予“人民最喜爱的书法家”“中国著名
书法家”“中国百杰书法家”“中国书法创
作院高级书法师”“中国美术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
家协会名誉理事”“国家高级书法师”“中
国书画收藏协会签约书画家”等称号。

艺无止境，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范
老先生说：“要与书结伴写一生。”

解世强 郭荣

范世平：传承龙的“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