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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岭南，在传统上是指越城、大庾、骑田、都庞、萌渚五岭以南的地区。
这个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富有特色，是我国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分支。
广东是岭南地区的核心地域，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均走在地区的前列。
在这里，传统中医药以独特的作用深得人们信赖，一直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2006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多个促进广东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文件，提出要将广东从“
中医药大省”建设成为“中医药强省”，这无疑为广东中医药的腾飞增添了巨大的推动力。
其中，《岭南中医药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的出版就是一项具体的措施。
遵《文库》编委会之嘱作序，略述感言如下。
从中国文化发源来看，中国文化的主流发源于中原一带。
中医药学是从中原传入岭南的。
晋代有葛洪、支法存、仰道人等活跃于广东，唐代开始有李喧《岭南脚气论》等以岭南为名的方书，
可见医学与岭南挂钩，岭南医学成为中医药学科的一个分支，为时至少已有千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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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岭南医学史（上）》是记述岭南地区医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以及历史成就的
专业性书籍，它不仅仅是一部地域性医学史学的书籍，同时也是延绵数千年的中国医学史组成部分。
《岭南医学史》编写更注重其学术性，它的延伸可拓展为岭南中医理论学术源流、岭南中医临床各学
科特点、岭南中草药及名医验方运用等，因此它的意义又不仅仅限于一部地域性医学史的书籍。
　　《岭南医学史》仿照《中国医学通史》成书体例，全书拟订分为四册。
上册为古代卷，从远古至清代中叶（鸦片战争以前）；中册为近代卷，从晚清至民国：下册为现代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图谱卷另为一册。
四卷册之《岭南医学史》全方位记述岭南地区医学史事，岭南历代医学著作、医案、医话、医论以及
医事将成为史书永恒的主题，《岭南医学史》将相关的学术产品支撑中医药学科的建设，并使之成为
社会其他学科受益的著述。
　　《岭南医学史（上）》主编者在中医医史文献领域有较深造诣，同时有坚实中医临床基础。
全书史料翔实，可读性强，内容观点正确，足以启迪后学。
《岭南医学史（上）》可供科学研究机构、医药行政管理人员、临床工作者以及中医院校学生参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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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岭南医药起源及早期发展（远古至三国，即远古至公元265年）第一节 岭南医药的起源及萌芽
一、岭南远古时代的社会发展二、关于医药起源的认识三、夏商周时期的岭南医药卫生文化第二节 秦
汉时期岭南的医药发展一、岭南地区的发展二、岭南与中原的物产交流三、汉代对岭南药材的认识第
三节 秦汉方士与早期岭南医药一、秦代来岭南的方士二、汉代来岭南的方士与医药养生活动第四节 
岭南汉墓出土医药卫生文物一、岭南汉墓出土的卫生文物二、岭南汉墓出土的医药文物三、南越王墓
出土医药卫生文物第五节 三国时期的岭南医药一、岭南医事二、岭南的药材与海外交流第二章 晋唐
时期岭南医药开发（两晋至五代，即公元265-960年）第一节 岭南地区的开发与医政发展一、岭南地区
经济文化发展二、岭南的疾病与医药状况第二节 医学人物与医学成就一、主要岭南医家及其成就二、
道教医药人物第三节 岭南医方与疾病记载一、“岭南方”著作二、晋唐医籍对岭南疾病的认识第四节
岭南药物学的发展一、晋唐志异笔记中的岭南药物二、晋唐本草及医著中的岭南药材三、南方本草专
著《南海药谱》与《海药本草》第五节 岭南与海外医药文化交流一、晋唐时期岭南与海外的药材交流
二、岭南佛教与医药文化交流第三章 宋金元岭南医药学进步（宋代至元代，即公元960～1368年）第
一节 医药发展概况一、宋代岭南医学事业的发展二、元代岭南的医政药政第二节 医学人物与学术成
就一、陈昭遇与《开宝本草》、《太平圣惠方》二、吴简与《欧希范五脏图》三、刘昉与《幼幼新书
》四、宋慈与《洗集录》第三节 宋元岭南瘴病研究及《岭南卫生方》的成就一、两宋医书对瘴病的探
讨二、《岭南卫生方》内容与成就第四节 岭南药物学的发展及海外交流一、《体草图经》对岭南药物
的记载二、有关岭南药物的单篇记载三、岭南与海外的药物交流第五节 岭南道教内丹养生术一、苏轼
在岭南交游的道者及其养生术二、道教南宗祖师陈楠与白玉蟾第四章 明清广东中医之崛起（明代至至
清代中叶，即公元1368-1840年）第一节 明清广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一、明清广东社会政治二、明
清广东经济贸易三、明清广东文化教育第二节 医政与药政的发展一、明清地方医政和药政的兴废二、
岭南地方医药机构概况第三节 明代岭南医学人物与学术成就一、盛端明与《程斋医抄密本》、《程斋
医抄撮要》二、熊宗立三、王纶《明医杂著·拟治岭南诸病》四、琼台丘溶五、张继科与《三合集》
六、文人梁有誉论医理第四节 清代岭南医家学术争鸣及成就一、《景岳全书》与岭南医学二、谢完卿
与《会经阐义》三、刘渊与《医学纂要》四、黄岩与《医学精要》、《眼科纂要》五、郭元峰与《脉
如》、《伤寒论》六、岭南名医何梦瑶⋯⋯第五章 明清时期岭南与海外医药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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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医药卫生发展概况东周的春秋和战国时期，是中医药理论开始发展并逐渐成熟的时期，
其中也融汇着不同地区各民族的医药知识与经验。
《素问·异法方宜论》谓：“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盛处也，雾露之所聚也。
其民嗜酸而食肘，故其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
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所谓“九针”从南方来，可能与南方植被繁茂竹木多刺，以及渔猎发达，鱼刺、骨针较多有关。
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西周末年古墓中出土了两枚青铜浅刺针（其中一枚出土时已残断）
。
针体通长2.7 厘米，针柄长2.2 厘米，宽0.6 厘米，厚0.1 厘米，呈扁的长方形。
针身短小，长仅0.5 厘米，直径仅0.1 厘米，锋锐利。
经考证认为是两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其锋微细，这与古人对“微针”描述是一致的。
这反映出周代时，岭南地区已会用针刺治病。
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与《促臂十一脉灸》，据推断成书于战国时
期，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经络学说文献。
湖南是楚文化的地域，而当时岭南亦受到楚文化的影响。
所以《黄帝内经》说“九针从南方来”，确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另外，传统医学中的导引，起源于原始人类的舞蹈。
《吕氏春秋·古乐》中说：“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
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
”[to]51说出了舞蹈的健身作用。
广西左、右江地区绘制于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古代大型岩壁画——花山岩壁画，其中就有大量的古代舞
蹈画，如宁明县的一处面积约6千平方米的岩壁画上，绘制有1370多个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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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岭南医学史(上)》：岭南中医药文库·文献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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