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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地域文化探索的又一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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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勃兴，其中楚文化和荆楚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不断有新作面世，其研究领域广度和深度得到不断扩展。2012年1

月，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贾海燕撰写的《荆楚医药文化探研》（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面世。作为2010年湖北省社科基金课题的

结项成果，它是自上世纪80年代地域文化研究兴起以来的第一部专题研究荆楚医药文化的专著，内容独具特色。 

  区域医药文化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属于区域科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区域医药学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及其相关文化的一

门学科。荆楚医药文化有着辉煌而延绵不绝的历史，对祖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荆楚医药文化，既需要一定的医药

专业功底，对荆楚医药文化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又需要对与荆楚医药相关的科技、民俗、宗教等知识有系统深入的了解。正是由于其专业的特

殊性，长期以来问津者寥若星辰。《荆楚医药文化探研》并不局限于关注荆楚医药这一门自然科学本身，而是通过关注“荆楚医学与社会”、

“荆楚医药与人”的范畴内，认为医药学、养生学、巫术、儒、释、道等同时在荆楚大地有着炽热的流布，并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 

  《荆楚医药文化探研》全书共计六章，其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在“荆楚医药早期的养生文化”一章中，作者通过对先秦楚地彭祖、老子、关尹、庄子等人重要养生哲学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楚地出土

的重要医籍中记载的饮食、导引、房中、神仙等养生方式方法进行概述，认为底蕴深厚的荆楚养生文化具有以顺应自然为宗旨、以虚无清静为

基础、以人格健康为追求、以节气养气为手段等四方面的特点；先秦楚地产生如此炙热的养生文化，不是偶然现象，楚地养生文化的产生除对

祛病强身有益之外，它与楚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关，与楚地人们的心理因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有关，是楚地的哲学思想、楚人的文化

信仰与生活经验相互交融的结果。 

  在“民俗文化与荆楚巫医的分离流变”一章中，作者考察分析了巫与医在荆楚医学中的分离流变状况，以探究《五十二病方》中的巫术为

例，探讨扁鹊宣告“巫医分离”后，在战国至两汉的楚地医学中，巫虽已退居次席，但仍全面存在于医学的事实；通过对《五十二病方》出现

“四方”的病方进行分析，探讨四方观念在荆楚早期病方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原因，探究其中蕴含的诸如四方风、四象、堪舆、归根、崇北、尊

东等民俗观念，还有商周以来流被荆楚的鬼神崇拜的残存；通过对荆楚民俗节庆的梳理，发现先秦以来巫医混杂的现象，仍残存于后世乃至现

当代的荆楚民俗中。 

  在“生命哲学与荆楚医学的基础理论”一章中，作者认为生命哲学理论对荆楚医学基础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老子》、《庄子》、《淮

南子》、《太一生水》、《道原》、《吕氏春秋》等哲学经典著作，与张家山汉墓出土医籍《引书》、《脉书》，马王堆汉墓医籍《十问》、

《合阴阳》、《天下至道谈》中存在有相互关联的哲学信息，如天人观念、阴阳观念、精气神观念，以及朴素的辩证唯物观念和整体观念等，

从中可寻见生命哲学对荆楚医学的浸润，是中国早期巫医学向哲学医演化的直接证据。 

  在“宗教文化与荆楚医学的博大精深”中，作者认为儒学对荆楚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医学伦理和人生观上，旅楚名医张仲景，医圣李

时珍等的孝亲、忠君思想都可说明，这其中当然还包含着屈原忧国忧民忧患意识的浸润。荆楚医学与道教的关系，表现在荆楚医学和道教具有

同根同源的特性、道教借助于医学更接近于民众、道学促使医学理论的发展等多个层面。荆楚医学与佛教的关系亦是源远流长：先秦楚地出土

的玻璃珠、药品苏合香、魏晋葛洪《肘后方》记载的“药子”，以及《本草纲目》中也记载有大量的南亚药物，都说明荆楚与南亚自先秦以来

一直存在着文化交流。荆楚医学乃至整个中医学，难以从哲学医向科学医发展，与医学伦理和哲学，与儒释道的不断浸润有莫大的关系。 

  在“科技革新与荆楚医学的发展进步”章节中，作者认为荆楚医学的发展进步与荆楚科技革新息息相关，在原始社会时期农业科技进步如

火的使用、陶瓷的发明、本草的发现、酿造技术等，都推动荆楚原始医疗卫生的改进；随后，天文、岁时、冶炼等科学技术的发展，纸张、印



刷术的发明和运用，也推动荆楚医学的快速发展。先秦至魏晋医学出土资料表明，南方多竹简，北方多木简，南方出土的医学文献较北方为

多，与竹简来源广泛、容易制作相符合，说明书写工具的进步对医学的进步影响较大。 

  在“荆楚医家的人文精神”章中荆楚医药，从古至今，她从不乏勤劳勇敢、为民请命的名医，其代表既有传说中的炎帝神农，也有旅居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