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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邮票
尽显医学文化传承发展

医学内容，一直是国内外邮
票发行的主要题材之一，方寸之
间，显示出世界医学发展的历史，
也是人类与疾病抗争，并防治、战
胜疾病的历史。通过中外医家所
处时代的社会背景，还能深刻感
受当时社会的医疗水平及对医药
的重视程度等，客观反映医家为
医学发展和人类健康做出的不可
磨灭的贡献。

此次，“邮票里的医学”展览
由集邮专家整理提供相关邮品及
说明，并结合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有关文物、邮品及艺术品共同展
示给观众。其中，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医师张杰整理的《疟疾之源——
按蚊》《眼病》《慢性肾衰竭的治
疗》，以及医学集邮研究会王志华
提供的《中国药用植物》《中医药
堂》《药用植物加工》等主题邮票、
明信片、首日封，使观众有机会透
过这些珍贵藏品及其注解，纵观
医学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在展柜中展示的7组邮品，
是博物馆馆藏和郭峰老师的珍
藏，分别是中国古代医家邮票展
示古代名医华佗、张仲景、李时
珍；各国“红十字会”发行的邮票；
中国武术邮票；中国医疗卫生邮

票；广播体操邮票；港澳地区医药
邮票；牡丹系列邮票。在中国武
术展区还有一张是学校体育部冯
金瑞老师的八卦拳的邮票。

配合系列牡丹花的邮票，展
览还展示了中国国家画院首聘研
究员陈家泠教授的牡丹花，本次
8月书展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生
活里的中医药：闻香识本草》科普
书，封面就是该画作，彰显着中草
药之美，进一步助力中草药科学
普及。

短短一课
助力大一新生认同了解
在讲解专家带领下，新生代

表步入展厅，一幅幅精美的邮
票映入眼帘，仿佛是一本本打
开的医学史书，诉说着医学的
故事。展览精心挑选多组中外
医学邮品，将古代医学的智慧、
现代医学的成就、医学先驱的
贡献和现代医学组织的发展等
精彩呈现。

讲解专家根据这些展出的邮
品，将蕴藏在其间的历史讲给学
生听，包括从古代医学的探索到
现代医学的突破、从传统疗法的
实践到尖端科技的亮相等。在古
代名医的肖像邮票前，讲解专家
融入名医悬壶济世的感人故事，
让在场新生受到心灵洗礼。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

地接触中医药文化，通过邮票这
种新颖的形式，让我对中医药有
了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贵州
考入上中医的大一新生莫楠兴奋
地说，“特别是看到那些名医的邮
票，让我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医
者仁心的精神，国家对卫生事业
的关注和投入也在方寸中尽显，
激发我未来学好中医药专业，树
立职业理想的决心。”莫楠还和同
学们拿到了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特
别定制的一套“闻香识本草”明信
片，于点点滴滴中提升“萌新”对
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和了解。

“当邮票遇上医学这一人类
健康守护的主题，它所传递的不
仅是知识与信息，更是对生命与
健康的尊重和赞美，它们碰撞出
的绚烂火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
跨越时空的医学发展画卷。”上海
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斌介
绍，希望通过本次展览激发新生
对医学和历史文化的兴趣，提升
公众的健康意识，让更多的人接
触、了解中医药这个“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上海中医
药博物馆馆长李赣也表示，展览
将医学文化与邮票相结合，是对
医学文化的一次深度挖掘，这场
医学与艺术的跨界的对话，等待
更多人的探寻。

“邮票里的医学”展览将持续
到10月10日。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你可以想一想，一
个外国人在中国教太极拳，这是
不得了的事啊！”太极拳老师沙
哈说的“外国人”就是他自己。
昨晚他第一次站上了上海市民
艺术夜校的讲台，课程名字叫

“双语太极拳培训班”。2024年
市民夜校秋季班昨晚开学，2.5万
名市民迎来了自己的新学期。

沙哈2005年就到上海体育
大学来学太极拳了。之前他就对
中国功夫一直心向往之，在上体
学了10年之后，他对中国功夫又
有了更深的理解。“太极拳不像西
方的功夫是在打架，它是在动脑
筋。”沙哈对太极拳的评价，让记
者觉得他已经深谙此道，一语中
的。在上海练了近20年的太极
拳，沙哈得意地说，他妻子觉得他
比20年前还要健康还要年轻。

“Open your knees！”沙哈把
膝盖张开，给学员作示范。然后
他又要求放松腿部“抖一抖”，中
国话里甚至有一点上海腔。95
后学员郑鹏程刚在上海一家央
企工作一年，他觉得这位外国太
极拳老师很有意思，一会儿英
语，一会儿中文，所谓“双语太极
拳培训班”名不虚传。更关键的
是他确实很专业，在未来12节课
里，他会教学员陈式太极拳和八
段锦。“不光是我教他们，我也希

望能够在这个平台上与中国学
员多交流，进行文化的沟通。”

为了满足青年白领读夜校
的需求，上海市民艺术夜校这些
年一直在扩容。此次秋季班首
次实现全市街镇全覆盖，教学点
位和课程数量也得到大幅度扩
充。秋季班以上海市群众艺术
馆为总校，联动设立 36 个分校
363个教学点，400个点位，开设
1072门课程，招收学员近2.5万
人。记者从市群艺馆获悉，今年
秋季班学员以“90后”“00后”为
主体，男生比例达到40%。

市民艺术夜校点位的增加，
体现的是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不
断发掘潜力的能力。闵行区群
众艺术馆分校将夜校教学点开
进了马桥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
家，这也是总书记关心的“家”。
在解决“一张床”“一间房”的基
础上，进一步解决“一堂课”的问
题，同时引进上海沪剧院一级演
员徐蓉作为师资力量进驻，为来
沪务工人员提供沪语培训课
程。上海大学依托专业学科优
势与丰富的教学资源，由其继续
教育学院开设并推出不同层次
的美育课程。借助地理优势，学
校分别在其延长校区与宝山校
区开设了12门课程，吸引学员报
名共计400多人。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
加入到市民艺术夜校的序列，夜

校的“朋友圈”越来越壮大。上海
市群艺馆还发出了“上海市民艺
术夜校合作伙伴征集令”，广泛征
集2025年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春
季班教学点合作伙伴。上海市群
众艺术馆副馆长徐皓对青年报记
者表示，“欢迎具备教学点和课程
资源的机构或社会主体一起加
入，我们会请第三方专业教育评
估机构审核遴选。”

随着当代青年成长成才需求

的快速增长和多元发展，“夜校”
这一学习方式被激活并焕发新生
机。据了解，团市委高度重视青
年夜校建设工作，自2024年起打
造“青年中心·青年夜校”项目，指
导各区团组织充分用好当地资源
禀赋，主动寻求有关部门单位的
大力响应支持，因地制宜、按需成
班开办青年夜校。截至目前，全
市各级团组织共开办青年夜校87
家，设立课程220门，招收学员逾

5000名。课程涉及文化艺术、体
育健身、职业发展、社会融入等大
类。在各级团组织的探索实践
下，也涌现出了很多好的做法。
为推动青年夜校高质量、规范化
发展，团市委进一步整合资源，发
布市级层面第一批青年夜校课程
资源清单和《共青团上海市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办好“青年中心·青
年夜校”的工作指引》，切实为更
多职业青年提供服务。

当一个老外在夜校教起了太极拳
市民艺术夜校持续扩容，“朋友圈”愈加壮大

方寸之间见医学奇境，第一堂课树职业理想
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屠呦呦研制出青蒿素治疗

疟疾疗效好、而中药黄花蒿正是主要成分……为助力2024级新生迅速融入大学
生活，引领他们深入体会医学文化魅力，上海中医药大学安排大一新生走进上
海中医药博物馆，看了一场展览——“邮票里的医学”，以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时
代视角精心为新生送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沙哈的“双语太极拳培训班”。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大一新生观看展览。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