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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字金碧辉煌 中华针药誉享寰宇
——记新加坡知名的书法家、中医师  于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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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海外，心系中华。用中医针药呵护人类健康，弘扬中医药文化；用书法彰

显中华文化神韵，弘扬中华独特书法文化，让两国粹共融合共发展，为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走向世界一生奋斗不已，以期“华夏文字金碧辉煌  中华针药誉享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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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于悦奇，男，1947 年出生于天津，中国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1994 年移居新加

坡。他是天津著名中医霍炳章、张耀华的嫡传弟子，因幼年抄习医书而走上书法道

路，现在是新加坡知名的书法家与中医师。书法在真、草、隶、篆等方面造诣很深，

擅长金泥书法，其作品多数被收集在新加坡国家级美术馆；医学方面他在内科、针灸、

妇科方面有独到的建树，著有《子午流经传心录》以及众多论文，书法与医术二者兼工，

多次受到新加坡政府领导人的接见并获得很多崇高的荣誉，他在海外为传承中华文

化的精粹—中医与书法，做出了杰出贡献！

☆传奇故事☆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尤以文字书法与中医中药为代表，二者均是国粹，因此 ,

历代的文人书画家中 , 就不乏既精通诗书画 , 又对中医有所钻研的 , 例如清代的傅

山、近现代的陆维钊、诸乐三等。书法与中医之类比，可以以唐人温庭筠的《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里一句词概之：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然而，时移世易，传承中华文化任道重远，我们不缺乏书法爱好者与传承者，

也不缺乏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者，可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可谓是凤毛麟角，能在两者

之一的方面有所建树者，就足以令人称道，能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传承的人可谓是

智者、能者、可堪大任者，现在旅居新加坡的华人于悦奇就是这样的人。

他比新中国大两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接受中华民族正统教育，我经历过新

中国建设过程中的种种锻炼”。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多从磨砺出，良好的家学渊

源铸就他勤奋、上进、不屈的优秀品质，他因继承中医衣钵而得以医艺双工，他用“治

病救人”的医术填充人生内容，用中国优美的毛笔字文化使人生翰墨飘香，他让双

国粹在新加坡花开芬芳，他就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奏响着让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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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学书 厚积薄发

天津，作为渤海湾畔的明珠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1947 年于悦奇出

生于这座城市，其父是当时天津很知名的中医，其母是一名会计师。

他在天津度过了自己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阶段，后赋闲在家。

人生总需一技之长，为了取得安身立命的本领，他从此踏上了继承父亲衣钵，

学习中医的人生之路，这期间，他有三位恩师。

恩师一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教授他中医基础知识，中医的理疗方法及方药。

由于父亲本身有自己的工作，学习都是在临床实践中进行，他跟随父亲一边学习开方，

一边实践针灸。

恩师二就是天津著名针灸大师张耀华先生。为了让他针灸技术能够有所建树，

在父亲的引荐下，他跟随张耀华学习医术。张耀华恩师授课独特，采取了口授的教

学方法，亲自背诵讲解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等条文，当恩师背诵讲解“子

午流经针灸”并实践掐指开穴，准确无误后，他对恩师渊博的积累和高超的技艺十

分钦佩。如今他每每实施针灸医术时，恩师的教习就如在自己的眼前一般。

恩师三是霍炳章先生。其父亲深知道学无止境，医无最高的道理，后来又把他

介绍给自己的师兄霍炳章。提起霍炳章，那是大大有名，霍炳章的舅父就是前清的

御医，霍炳章之母就是 60 年代天津河北区治疗目疾的名医。由于特殊的关系，恩师

霍炳章倾囊相授，将家中密藏抄本伤寒、温病、陈氏方剂学、陈氏中医学、陈氏针

灸学等二十余本中医宝典手抄本，让其抄录学习，抄录医书他大约用了六年的时间。

六年的寒来暑往，沉淀了他的医学知识；六年的春夏秋冬，练就他过硬的书法

本领，他正走向医者兼书者的大成之路。

他自己曾这样回忆这段历程“通过这段的抄书，自己感觉非但学习了中医知识，

更重要的是大长了书法的功力。抄书让我增加了指力、腕力和阅力，为写好小楷打

下了基础”。外人曾经评价他所抄写医术之字颇有唐代李北海、李邕之书风。

他之所以能够用毛笔抄习，得益于他接受中国正统教育，父亲开药方用毛笔，

五十年代的小学教学开设毛笔字课，这都对他起到了无形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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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悦奇和新加坡前文化部部长杨荣文在新加坡国庆大会的合影，于悦奇主任医师并将自己亲手写的金字书法赠送给大会。

于悦奇主任医师和新加坡中医药研究院师生的合影。



第 155 页

有心栽花花会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于悦奇从学医的道路上与毛笔字结缘，从

此中医与书法成了他的笃定追求。

为了把医书的字写好，他狠下功夫，这期间他又得到了一位名人的指点。这位

名人就是母亲的族亲，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赵元孔之孙退休的赵老教授，他也是天

津近代学者，书法家吴玉如的好友。赵教授教导：练习书法，无有捷径，唯有勤练

多练，狠下苦工临帖，十遍不成百遍，百篇不成千遍，然后有临帖到出帖，方可形

神兼备。

在采访时，他依旧能够背出赵教授所教授卫夫人笔阵图中“横如千里阵云，点

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象，戈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雷奔，横折

钩如劲弩筋节”的内容。

从那时起，学习书法的愿望愈加强烈，他谨记吴玉如老先生所说“作字虽小道，

其中亦有至理。临古人碑帖，先须细心玩读，而后临之。临必一笔不苟，一点一画之间，

细入毫厘，不可轻易放过。初写必求能匀、能慢，先不能慢，后必不能快。专心一艺，

必如种植，不时除草，每日灌溉，始望有获。涵养之功，不能别有路也。久而久之，

乃可造自然而明神韵矣。”并以此为指导，笔耕不辍，直至今日。

岁月精进，医术与书法日臻完美。为了完成传承中医的重任，于悦奇后跟随天

津中医药大学李毓磷、陈瑾学习全科中医，1972—1978 年分别在天津南开医院、天

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修内科、针灸，后考取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1988 年

被天津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评审为中医师。

从1966年高中毕业，到1993年，二十八年的时间里，于悦奇从边学习边学医，

到自己成为中医师，他厚积薄发的人生在天津这块沃土芳香四溢。

传承国粹  他国绽彩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1994 年，于悦奇移居新加坡。在陌生的国度里，

他依旧不忘本真，把中医与书法作为自己的立命修身之本，他扛起了弘扬国粹的大旗，

他走在了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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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医医技讲述中国故事

于悦奇早在 1993 年与俄罗斯地质信息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到格连吉克地

区医疗联合院所进行中医指导及讲座，开启国外传播中医药文化之路。

于悦奇 1994—1996 年应新加坡三大庙宇之一的万佛林老人院聘为医学顾问，进

行诊病、讲学，深受新加坡人民的喜爱和医界欢迎，同时受到该国政府多位部长与

国会议员的接见。2000 年，他参加泰国政府举办的第六届亚细安中医药学术大会，

发表了题为《子午流经注经纳卦法在临床的应用》论文。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他在 1994 年发表的《子午灵龟传心录》。子午流经和灵龟八

法，是研究中国针灸医术的基本理论方法之一。本书是当年跟随张耀华恩师学习笔记，

将时间推算开穴方法、纳干支子午开穴时间，灵龟六十日各时辰干支推算的方法等

记录了下来。目的是让中医传统医术经典能够重见天日，发挥更大的作用，造福世

界众人。

后来他获得了新加坡注册中医师认证，开设了悦奇中医诊所，并被聘为新加坡

中医学研究院临床导师。他尤其擅长内科、妇科，针灸，注重辨证施治，扶起沉疴。

2017 年在南洋理工大学针对《中医与传统文化》发表讲座，讲座由南大中医诊

所的李慧敏医师主持。于医师通过剖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诊疗理念、道德伦理等

方面的特点，探讨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同时结

合当代名中医治疗案例，分享了中医学的基本知识、治疗方法和其专著《子午灵龟

传心录》。本次活动重点阐述了中医治疗理念，那就是治未病：司外揣内，以象测内；

逻辑思维与悟性结合；中医的道德伦理观之大医精诚，治病救人；以及中医天人合一，

形神统一的中华文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东南亚最大的华语综合性理工大学，其学子多来自世界

各地热爱华语的学子，此次讲座颇受学生、教师的喜爱，对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具有极大的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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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书法文字弘扬中华文化

医者仁心。于悦奇单就医术高德就足够令人钦佩的，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因抄

习医书而练就的书法技艺，他认为书法就是人品，文字能传情达意，更能表现中华

民族方方正正，光明磊落的胸襟。这种情有独钟，让他诸体兼容，对中国历代楷、行、

草、隶、篆、钟鼎、甲骨文等广泛涉猎，且造诣非凡。

纵观于悦奇的书法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幼年的蓄积（上文已经讲到）；

青中年的兼容与提升，他在国内曾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创作委员；中老年的炉火

纯青，他曾担任世界艺术家协会理事。

特别是来到新加坡后，他医术与书法相得益彰，有时他对书法的痴迷与传播甚

至超越对医术的追求。他用毛笔字开写药方，他用毛笔字抄写经文，他用毛笔字撰

写店名，他更用毛笔字频频参加各项艺术大赛，多次获得各种大奖。

他把传承中华文化重任镌刻心头，这种情节在他一幅作品里展现的淋漓极致。

他曾用楷书大字写下“汉柏秦松骨气，商彝夏鼎精神”，其笔力遒劲，力透纸背，

其布局得当，疏密俱佳，文体携颜真卿的厚重，点画之间又有柳公权的峻峭，其中

似乎还有李邕的神韵，观之雄浑震撼，让人警醒的同时爱不释手。言为心声，其内

容表现就是厚重的中华人文历史，伟大的民族精神。

于悦奇尤其擅长金泥书法，金书是中华瑰宝，具有高雅、尊贵的艺术风格。它

的难度在于研金与调胶，而且只有掌握金粉的上色量与层次感，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作为医者，他以书法为载体，呈现健康养生理念的金书——明代名医龚廷贤著

名的《摄养诗》。诗云“惜气存精更养神，少思寡欲勿劳心。食惟半饱无兼味，酒

止三分莫过频。每把戏言多取笑，常含乐意莫生嗔。炎凉变诈都休问，任我逍遥过

百春。”他写的庄重秀丽，溢彩流光。

现代社会是节奏快捷的时代，他用书法传递中华文化黄帝内经的养生理论“上

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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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这幅作品，他采用至少四种字体，其篆书字字独立，造型别致，装饰性强，笔

断意连，圆匀如铁线，且似棉中裹铁，刚柔相济，方圆兼备。结字讲究对称均衡，

疏密和谐，看似平易，却又有无穷奥妙，令人回味无穷；

其魏碑行笔速起急收、点划峻利，转折处多以侧锋取势，形成内圆外方，撇捺

重顿的特点。在结体方面纵横倚斜，错落有致；

其行书保留了正楷字的严谨、方正和规矩的特点，又比正楷字活泼、富有变化，

突出了行楷的书写有三个主要特点：连、变、省；

其草书在汉字简约的线条和单纯的色素中，通过点线“一波三折”的生命律动，

变化诡谲的空间结构和字与字之间智性的承接关系，物化着艺术家诗意的精神世界。 

一叶知秋，由点带面，透过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于悦奇就是书法大家。

不仅如此，他长期致力于中国与新加坡的文化交流。2015 年受新加坡美术总会

邀请参加新加坡 2015 年“继往开来”金禧名家作品大展，以赤金兰宣书写开国总理

李光耀的“新加坡独立宣言”，一笔一画地表达对新加坡人勇敢、勤劳、团结精神

的赞赏，受到了广大书法爱好者欢迎。

勤劳耕耘，荣誉自来。新加坡庆祝 50 周年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王瑞杰向他颁

发 SG50 证书，并受到李显龙接见及合影。新加坡最权威的报纸“海峽时报”与“联

合早报”分别给予以报导，深得新加坡大众关众赞赏。其作品多被新加坡美术总会，

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收藏。

☆结语☆

风云激荡七十多载。于悦奇的前半生生活在中国，他的后半生事业崛起在新加坡，

他感受过两种不同的制度，实践过不同的社会风俗，时间愈久，他越发感受到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他坚信：中国制度与中华文化是其他任何

一个国家无以复制的，是人类历史永远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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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红心弘扬文化。缘于对祖国的热爱，缘于绿叶对根的情谊，尽管他医术与

书法双绝，在新加坡颇有建树，然而他总是很低调，很谦逊，作为一名炎黄子孙，

更懂得弘扬中华文化责无旁贷。用医术治病救人，那是中华文化博爱理念弘扬，用

文字呈现中华文明光彩，那是宣扬中华文明的直接途径之一，两者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

未来，他要在有生之年，笃定追求，为实现“华夏文字金碧辉煌，中华针药誉

享寰宇”的人生追求继续奋斗新征程！

于悦奇主任医师、王学珍中医师与王瑞杰部长合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于悦奇医师合影

于悦奇先生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