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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营遗产：齐文化开发与齐故城遗址公园建设研究》由山东大学和临淄区文化、旅游、齐文化
研究中心等部门组成的课题组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专门研究，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的罗马废墟遗址、墨西
哥的玛雅文化遗址、埃及的金字塔、日本的吉野里历史公园和弥生文化遗址等世界著名遗址区保护和
开发、利用的政策、技术、方法和模式，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开发、利用理念，学习
经验，吸取教训，试图在学习、检讨、比较和探讨的基础上，能够在齐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方面给出一份具有现实操作意义的研究报告，使其成为在齐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两个领域能够取得
双赢的破题之作。
 这份研究报告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下经三年的考察、研究后形成的。
需要说明的是，报告中有一些内容属于设计构想——课题组形成的最终成果是《齐故城遗址公园规划
》，而研究报告作为该规划项目的前期战略研究环节，与规划、设计方案形成上、下游的姊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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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五、旅游产品配套开发 第四章 发展基础——齐文化遗址保护与保障体系建设 一、齐文化遗址保
护的原则和技术要求 二、齐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的体制保障 三、齐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的政策保障 
第五章 他山之石——文化遗址开发与遗址公园建设考察报告 一、罗马废墟——不灭的辉煌 二、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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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根本（考察体会） 下篇 唤醒沉睡的文明——齐故城遗址公园规划规划方案说明 第一章 规划说明 第
二章 项目开发条件分析 第三章 开发总体思路 第四章 遗址公园规划 第五章 信息服务规划 第六章 旅游
市场营销规划 第七章 文物保护规划 第八章 旅游开发影响评价 第九章 市场启动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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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四）妙手回春，医术天传良医--仓公　　仓公，又称太仓公，本名淳于意（公元前205～公元
前140年），临淄人，汉初医学家，与华佗、张仲景合称为汉代三大名医。
　　淳于意自幼爱好医术，成年后遍访名师，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先拜“善为古传方”的淄川名医公孙光为师，掌握了公孙光手中的全部妙方。
36岁时又得公孙光推荐，与临淄公乘（官名）阳庆相见，由于淳于意求教虔诚，恭谨勤勉，而深得年
已古稀的阳庆的喜爱，收为弟子，并将号称“古先道遗传”的古代医籍悉数传授给他。
他在阳庆老师这里苦学了三年，达到了“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的效果。
后来他又遍游中国，于行医之中多方拜师求教，精研医道，终于使自己的医术日臻精湛。
　　淳于意年轻时做过齐国的太仓长，为公家管理仓库，故史称仓公。
淳于意家境贫寒，需要通过行医维持生计，并且他爱好医道，也乐于为人治病。
离开阳庆后，谆于意做了江湖郎中。
他医术高明，名气渐大，各国诸侯王也纷纷请他。
当时，诸侯王有自辟属吏的权力，都想把他留在府中为自己服务，但他为人正直，不肯俯就达官显贵
。
为此，他招致许多贵族官僚的怨恨。
　　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终于有人到朝廷告了淳于意的御状，主要‘说他作为医生却不愿为王
公贵族治病。
朝廷判定淳于意有罪，命押送京师处以肉刑。
作为一名潜心于医学的医生，淳于意虽然感到冤屈，却无力自辩，禁不住把满腹怨气发泄到自己家人
的身上。
淳于意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
临行前，女儿们都依依不舍，泣不成声。
淳于意无名火起，骂道：“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
”姑娘们低下了头，默默无言，都为在这重要时刻不能为父亲分忧而感到难过。
这时候，最小的女儿缇萦站了出来，自告奋勇愿跟随父亲进京，照顾其生活起居。
　　到长安以后，缇萦给文帝上书说：妾父淳于意做太仓公多年，齐国都城的人无不称赞他廉洁公正
，如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继，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
并表示志愿入官府为奴婢，以赎父罪。
文帝接到上书，深受感动，认为很有道理，即颁发诏书废除肉刑。
自此，淳于意越发名声大振。
　　淳于意是我国古代的著名医学家，他通过学习、研究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医理和医疗方面都有
卓越的成就。
淳于意自己也非常重视积累经验，对病人的姓名、职业、性别、住址、症状、脉象和自己对病情的判
断、病理的分析以及治疗方式、治疗后的结果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形成完整的诊籍。
仓公创立诊籍要比西方早数百年。
遗憾的是，仓公的诊籍绝大部分散失，仅在《史记》中保存25例。
即使从这25份诊籍中，我们已可看出仓公在医学上的成就和他对我国医学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望、闻、问、切四诊中，淳于意以切脉为主，在现存的诊籍中，大部分记录着仓公通过切脉对
病情病例的分析。
仓公不仅有高超的切脉技术，对药理也有很高的造诣，故一般能手到药到病除，有妙手回春的效果。
仓公又精通针灸技术。
　　淳于意的医道在当时虽然很高明，但他仍谦逊地承认自己诊断有时也不免失误。
他对病人真诚关切，行医严肃认真，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故他在医学领域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
仓公创立的诊籍是我国保留下来的最早医案，对研究汉代的医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至今仍受到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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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重视。
此外，他在传播医术、培育后学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招收门徒，因人施教，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他们，从而在当时临淄、淄川、济北一带形成了一个初
具规模的齐地医学群。
淳于意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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