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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图 吴建正）12月11日上
午，聊城古城区聊城日报社无己书院，窗
外晴空万里，室内书声琅琅，成无己中医
经典大讲堂第六期学员上完最后一堂
课，完成一年的学习，集体结业。

聊城成无己中医经典大讲堂是聊城

日报社和聊城市成无己研究会从2016年
开始共同打造的一个纯公益项目，邀请
全国名老中医谷越涛、山东名中医药专
家谷万里每两周讲一次中医经典课，目
的是打响成无己“国医亚圣”品牌、传承
弘扬优秀中医药文化。

成无己中医经典大讲堂的培训周期
是一年，要求学员具有一定的中医理论
基础和实践经验，热爱中医药事业，遴选
学员的方式实行“自愿报名+资格审查”，
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考核合格后颁发
结业证书。

2020 年，成无己中医经典大讲堂全
面升级，讲座频次改为一周一次，同时扩
大受益范围，中医药从业者和爱好者以
及青少年学生均可报名参加；讲堂内容
也更加丰富，从中医药学术和文化扩展
到中国传统文化其他领域；授课老师不
仅有研究会的专家，还邀请了国内知名
学者前来讲学。

12月11日上午，聊城市成无己研究
会会长谷万里讲完《注解伤寒论》最后一
堂课，又仔细检查了第六期学员的作业，
随后向学员逐一颁发了结业证书，并集
体合影留念。当日谷万里又来到医嘉美
中医门诊部，为聊城市民义务把脉问诊。

谷万里说，聊城市成无己研究会联
合聊城日报社在过去的六年举办了六期
成无己中医经典大讲堂，培训学员300多
人，希望通过一场场讲座点燃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星星之火，为振兴中医
药事业尽绵薄之力。

聊城国象少年再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刘亚杰）12 月 10
日，“奔跑吧·少年”2022年全国国际象
棋校园联赛山东赛区选拔赛圆满结
束，聊城获得1个冠军、2个亚军、2个
季军，硕果累累。

“奔跑吧·少年”全国儿童青少年
国际象棋系列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青
少司指导，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
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主办。

山东赛区选拔赛，来自全省各地
66 支队伍 260 多人通过网络隔空对
弈，除现场裁判外，组委会搭建了17个
腾讯会议室，通过视频监控的形式监
督比赛。

除了棋协大师、候补棋协大师，选
拔赛还吸引了不少国家一级、二级运
动员参加，聊城参赛队伍获得了1个冠
军、2个亚军、2个季军。

幼儿园组，聊城市东昌府区月亮
湾幼儿园、聊城市昌润莲城幼儿园、枣
庄市峄城区实验幼儿园获得前三名。
小学组通过比较小分（局分）决出一二
三名，青岛榉园学校、聊城颐中外国语
学校、聊城市东方实验学校分别荣获
冠亚季军。中学组前三名分别是山东
省青岛第二中学、山东省青岛第一中
学、冠县实验中学队。

获得前三名的学校将有资格于本
月下旬代表山东省参加总决赛。

成无己中医经典大讲堂第六期结业

12月11日上午，谷万里正在检查学员们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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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江北水城、运河古都，水是聊
城的城市之魂，是聊城最鲜明的特色，
这座城市自然也少不了一座座跨湖、跨
河的桥。

闸口，对聊城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
的城市坐标，古运河穿城而过，河上的闸
口桥一头连着古朴的东关街，一头连着
烟火氤氲的后菜市街，不仅打通了交通
断点，方便了市民出行，也记录着运河的
如歌岁月，见证着聊城的成长和变迁。

一座桥和它的历史故事

运河流淌，惠风和畅。
京杭大运河聊城段属于元代所开凿

的会通河，当年为了节制水源，便于船舶
通行，会通河上建有大量的船闸，因此也
就有了“闸河”之称。据考证，在东昌府
境内，有李海务闸、通济闸、辛闸、梁乡
闸、梁水镇土闸等，其中“通济闸”位于聊
城东关，闸上有桥，俗称“闸口桥”。

在运河尚能通航时，“通济闸”的闸

板可以提升，合则通车走人，开则供桥下
船只通过。新中国成立后，该桥被改建
为石梁桥。

在民间，闸口桥又被称为“困镖
桥”。相传，明清时期运河上通行的商船
络绎不绝。河道之上，最威风的莫过于
押运贡品的镖师，过往的商船见到镖师
的船都要落帆。清康熙年间，有位刘镖
师经过时，见聊城商户赵良堂没有落帆，
一怒之下，便毁船伤人。但如此恶性事
件，竟无人敢管。

当时，清朝第一位状元、一代名相傅
以渐正好赋闲在家，闻听此事，决定出头
为赵良堂伸张正义。傅以渐随即派人在
闸口桥拦住了刘镖师的去路，要求其道
歉赔罪。刘镖师当然不服，便来到傅家
闹事。在看到傅家摆放着当朝皇帝康熙
的御书楹联时，才知道原来这位傅阁老
跟康熙皇帝关系不一般，刘镖师的嚣张
气焰顿时烟消云散。因害怕丢官送命，
刘镖师立即服软告饶，赔偿了赵良堂的
损失。“困镖桥”的名字在民间也流传了
下来。

12月9日，闸口桥上有呼啸而过的汽

车，也有步履匆忙的行人。历史上这里
是京杭大运河的码头，如今，这里是一幅
水清岸绿、景美文兴的诗意画卷。

一座桥和它的现代故事

漫步闸口桥上，桥栏板上的“玉皇
皋”“陈镛造建光岳楼”“光岳晓晴”“铁塔
烟霏”“仙阁云护”等一个个富有特色的
雕刻依然鲜明生动，仿佛向来往的行人
讲述着一个个聊城市民耳熟能详的故
事。

“一座桥，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承载
着历史和文化。”原市艺术馆（现市文化
馆）研究馆员周建国参与了闸口桥的设
计，2003 年接到设计建设闸口桥的任务
后，周建国一直考虑在满足交通功能的
前提下，如何让桥体现出聊城的历史与
文化底蕴。“但这座桥本身并不长，只有
50多米，所以图画雕刻还是以小切口和
小场面为主，这样和它的体量更相配。”
周建国说。

周建国巧妙地将东昌八景、小东关
街、驴市口等这些聊城当地的特色文化

糅合进了设计图。
在闸口桥历时约一个月的设计、建

设过程中，周建国一直盯在现场，“比如，
闸口桥上雕刻的图案全部都是手工的，
所以雕刻过程一定要认真、仔细，雕出来
才能细致生动、神采飞扬。”在周建国看
来，每一座桥都记录着城市的变迁，质量
上要经得住岁月的洗礼，细节上要讲好
故事，容不得半点马虎。

秋去冬来，寒暑易节，闸口桥下的运
河两畔，垂柳在河水中映照出灰色的树
影。

现在，闲暇时，周建国总喜欢到桥上
走走。“前两天，和老伴走在闸口桥上，偶
然间提起，她才知道原来闸口桥也是我
设计的。”周建国说，那一刻，自己的内心
还是有一丝小得意。但这些年，看到更
多、更先进的桥之后，周建国也会有当初
的设计囿于各种条件的遗憾，看着闸口
桥在岁月的打磨中有破损，他更觉得心
疼。“桥是有生命的，它需要我们的保护，
也需要定期修缮，这样它才能更好地服
务于这座城市。”周建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