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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源远流长 琳琅满目（代序）

自从盘古开天，陇原大地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福地，正所谓“羲轩桑梓,河岳根源”

者也。“黄河象”、“和政羊”化石的发现，使我们依稀可见，曾几何时,这里也是遍地湖

泊，到处湿地，水草肥美,生物繁茂的“伊甸园”。女娲炼石补天，伏羲参形画卦，是谓人

文始祖；西王母故事的传奇，大地湾遗址的遥远，马家窑彩陶的绚丽，礼县青铜礼器的

辉煌……昭示着人类文明在泾河、渭河、洮河流域留下逐水而居的足迹。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踏着先民文明进步的足迹，从远古走来，我们更能看到祖先

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留下的对生命健康、疾病、治疗和养生的独特诠释。伏

羲用八卦释阴阳，“制九针而味百草”，为医理之肇始；黄帝在崆峒山与广成子论养生之

道，与庆城岐伯问答，成就《黄帝内经》一十八卷,是为中医学之本源；汉代陇人用奇妙

笔法写成的92枚简书,记载内、外、骨伤、五官诸科疾病，载方30余帙,涉药百余种。从

一病多方的治疗方法中，已似蕴藏了辨证论治的先声，与张仲景提出的“观其脉症，知

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观点不谋而合；“晋朝高秀，洞明医术”的皇甫谧，原本是一位卓有

成就的史学家，却在年近50岁时因病始研针灸医术，将《素问》、《针经》与《明堂孔穴针

灸治要》“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而成《针灸甲乙经》，将针灸学理论

与腧穴学相结合，在中国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发展中，担当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扛

鼎作用，堪称“针圣”；浩瀚的敦煌医卷和精美的壁画中保藏的中医学文献资料，是多元

文明浇灌而催开的医学奇葩。

自唐宋以降，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东南崛起，西北沉寂。经济衰落而后医学

发展的脚步也慢了下来。然而，自20世纪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陇原儿女奋发

图强，传承经典的传统再度弘扬。故有张汉祥、于己百运用经方屡起沉疴，声名远扬；

郭均甫之洛阳正骨，陇原开花；李少波悟“全真导气”，创真气运行法，写养生华章；郑魁

山因神奇“烧山火”、“透天凉”之温通针法誉满天下；更有国医大师周信有教授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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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唱京剧、习武功，望百之年，形神俱旺。全国名中医王自立、张士卿、刘宝厚三位教

授在国内颇具影响……

陇原药圃，百草飘香，中药材产量跻身三甲。且看那得天独厚的岷州当归，西部高

原的礼县大黄，文县药圃的纹党参，逆境造化的红、黄芪，还有不同地区的207种代表

性藏药资源，都是一朵朵盛开在“一带一路”黄金段上的奇珍异草，更是大自然对陇原

儿女的莫大恩赐。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断发展，甘肃省的中医、中药

文化、教育、医疗、科研、产业及对外交流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如今，甘肃省已拥

有9个中医药发展国家（含部委）平台：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国家中医药

局中医药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甘肃陇东南中

医养生保健旅游国家创新区；国家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国家中医药服务

贸易试点省；定期举办的敦煌中医药国际论坛。同时，庆阳岐伯圣景、平凉皇甫谧中医

文化园分别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中医、针灸师承基地，也是全国中医药文化宣

传教育基地；平凉皇甫谧中医文化园还被世界针灸联合会确定为针灸拜师基地。因

此，当我们盘点全省有关中医、中药家底，就像历数家藏的宝贝一样，虽难掩心中的喜

悦，而更多的则是使我们树立起对甘肃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自信，更加肩负起继承

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使命，更加增强我们如何将琳朗满目的中药材资源化作助推社会

经济发展动力的紧迫感。

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对《甘肃中医药名录》的编撰十分重视，在省卫

生计生委呈送的编撰情况报告上批示：“很好，这是发展壮大我省中医药产业很重要的

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我省悠久深厚的中医药文化、扩大我省在国内外特别是一带

一路国家世界和社会的影响、发展基于中医药和旅游的康养产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望省卫计委、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大学及编委会各成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认真研究、反复论证、精心编写、务成佳品。”肩负着重托，全体编委唯有以高度的

责任感加倍工作，精益求精，务求减少纰漏，争交满意答卷。虽然如此，确因时间仓促，

能力所限，在资料收集、分类编排方面，挂一漏万之差在所难免，还望有关单位和读者

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以便再版时予以修订。

《甘肃中医药名录》编委会

201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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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文伏羲 医理肇始

——医源文化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探寻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轨迹，努力寻找我们的人文始祖，

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便会响彻耳畔，而此处的盘

古就是伏羲，“盘”字古义为开端，“古”即葫芦，寓意生命繁衍；而伏羲又被奉为“三皇之

首”，故称为人文始祖。

伏羲又称宓羲、庖牺、包牺、牺皇、皇羲、太昊等，《史记》中称伏牺，约生于6500年

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成纪，即今之甘肃天水，其具体地点尽管有甘谷县古风台之

说、秦安大地湾遗址之疑、西和县仇池山之问等，但对于人文始祖伏羲生于古成纪即天

水一带乃确凿无疑。正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记载：“故渎东经成纪县，故帝太

皞庖牺所生之处也。”且天水一带有关伏羲的活动遗迹、神话传说、文化的遗存十分丰富。

首先，传说中女娲与伏羲成婚，生儿育女，创造

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而后，世间天塌地陷，于

是女娲熔彩石以补天，斩龟足以撑天。伏羲的事迹

有许多是和女娲的故事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如五

代《录异记》卷八便记载了：“陈州不太昊之墟，东关

城内，有伏羲女娲庙。”据此可知，约在唐末之时，伏

羲和女娲兄妹成婚、繁衍后代的传说，就已经在华

夏民间广泛流传。唐·李冗《独异志》卷下：“昔宇宙

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

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

山，咒曰：‘天若遗我兄妹二人为夫妇，而烟悉合，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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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烟散。’于烟即合，二人即结为夫妇。”即为伏羲女娲再造人的传说大略。

其次，甘谷古风台以及秦州画卦台都是伏羲时代古建筑“台”的遗存之地。甘谷县

白家湾乡蒋家湾村就有古风台太昊山。古风台人说伏羲原名为“风伏羲”，和《三皇本

记》记载“太昊庖牺氏，风姓”相吻合。杜预曰：“太昊伏羲氏，风姓之祖也。”古风台有艾

蒿山，分为圆咀、馒头咀、苜蓿梁、漩涡咀、艾蒿山五台，其山顶中央低凹，呈盆地状，面

积约1400平方米。此地呈八卦状，据说伏羲在第五台艾蒿山摆卦，故艾蒿山又称“八

卦山”。古风台有伏羲土碑存，碑前一平地，乡人称为“伏羲砚”。据《史记·秦本纪》记

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冀，为今甘谷县。有着近2700
年的建县史，为全国县治肇始之地。

特别位于天水之三阳川的卦台山，更是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伏羲文化遗存。据明代

大学者胡绩宗的《卦台山记》中介绍：成纪之北约三十里，曰三阳川。其西北有台焉，羲

皇画卦处也。

在卦台山上出土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物。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7月，考古学家

裴文中沿渭河在三阳川考古，首次发现卦台山为史前人类活动的遗址。20世纪80年

代国家文物普查时发现，卦台山古文化堆积层厚达0.2~0.5米，断崖上暴露有灰层、灰

坑、白灰居住面、灰渣等遗迹，出土文物有石器、陶器、骨器等50余件。经鉴定，距今均

在 5000年以上。2002年 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华夏纽带”工程组委会秘书处项目实

施部派出的“甘肃考察组”在选址“华夏祭祖基地”时，对卦台山进行考察后提交的考察

报告中指出：“考察中，我们在卦台山的伏羲庙遗址及祭祀坑内发现了自先秦以来历代

先民祭祀中华远祖的祭祀品，以及象征中华远祖的祭祀崇拜物——目前国内最大、历

史最悠久且保存最完整的石祖（石制男性生殖器，此文物的年代距今6000～5000年），

这是中华民族父权时代的标志物。以这一新的发现为线索，考察组对整个卦台山进行

全面勘探并寻访周边村庄的花甲老人，整理了完整的考古资料和口碑资料。在对整个

卦台山现场勘探时，发现城址东北角约500米处遍布灰层陶片、石器、砖瓦、骨骸以及

柱础、白膏泥等建筑遗迹，地面陶片以史前时期为主。”

卦台山下也是三阳川的开始。卦台山山峦屏翠，渭水环流，白阶金殿，蔚然钟秀，

每当朝阳高照，山水相映，颇为壮观。龙马洞和画卦台隔河相望，坐落在龙马山上。其

洞深幽，每逢大雾，云雾封洞，给人以龙马出没的神秘之感。洞内原塑有女娲像，传说

数千年前女娲居此洞。画卦台东麓渭河中心，有滩地数处，形如太极图样。滩河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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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有一大石，长约2.4米，不方不圆，傍实中虚，如画太极。每遇水涨，石隐匿迹，水

花洲溅，哗哗作响彻云霄；每逢水降，石浮河面，夕阳斜照，五光十色，这就是著名的分

心石奇观。卦台山之东，沃野万顷，陇渭萦回，山水相映，碧波浩瀚。山之西、北、南，群

山环绕，若揖若拜，有“九龙朝八卦”之称。

相传伏羲首创文字，常仰头观天象，研究日月星辰的运行；俯身察地形，考查山川

泽壑走向；观鸟兽动物皮毛的纹采和生长在大地上的各类植物各得其宜的情况，近从

己身取象，远从器物取象。一日，他正在画卦台上瞭望，忽见对面山洞里云雾滚滚，有

一身着花斑，两翼振动的龙马翻腾，与渺渺渭河中分心石太极图形相映，不禁灵机触

动，立即在画卦台上画下了代表自然界天、水、山、雷、火、地、泽的象形文字，这就是“始

画八卦”继有文字的来源，画卦台、龙马洞也由此得名。

再次，是伏羲庙会与伏羲公祭大典。伏羲庙又称“太昊宫”，坐落在秦州区西关。

据史载，伏羲庙创建于元代，重建于明代，历代修缮，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每年农历正

月十六，相传是伏羲的生辰日。这天，古老的秦州倾城出动，人山人海，参拜朝圣。而

政府及民间团体多在每年秋季举行公祭活动，庄严肃穆，盛况空前。20世纪 90年代

初，江泽民总书记来天水视察，为古成纪题下了“羲皇故里”的碑文。

此外，在天水一带，还广为流传着与伏羲、女娲文化有关的民俗、民风，诸如朝人

宗、拜三皇、灸纸人治病、朝女娲娘娘、游百病等。

伏羲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举世瞩目的。除了繁人类、制嫁娶

之外，还结网罟、养牺牲、兴庖厨、定姓氏、刻书契、作甲历、兴礼乐、造干戈。然而最为

重要的则是“始画八卦”，因为这不是具体器物的发明，而是一个哲学思想的萌芽。

“太一”、“太极”形为“混沌”，宇宙起源于混沌。同样，伏羲也源于“混沌”，其原型

也是太始之初的混沌之气。《列子·天瑞》：“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

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

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以未见气时为太易，气初为太初，

形之始为太始，质之始为太素，气形质浑然一体而未分离的状态称之为混沌。这个混

沌之物即元气，元气未分的状态即太极。

盘古与伏羲，二者皆由葫芦（混沌）而出。《楚帛书甲篇》记载：“古未有天地之时，惟

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鸿蒙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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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可

见，世界始于一团混沌之气，自伏羲一画开天后，阴阳剖分，是谓两仪，由两仪而生四

象，由四象而演八卦，八卦成则万物由生。

伏羲“始画八卦”为《周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中医学则是《易》学思想指导下

所形成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养生观。唐代医家孙思邈“不知《易》，不足

以言大医”之说，其意义就在于此。不仅如此，在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还有伏羲“味百

药而制九针”的记载，由此可见，伏羲文化是为甘肃古代中医药文化乃至于中国中医药

文化之渊薮。有伏羲“始画八卦”，而后有岐黄问答、武威汉代医简、皇甫谧《针灸甲乙

经》，陇原大地上有了伏羲这座文化标杆，则岐伯与《黄帝内经》、武威汉代医简、皇甫谧

《针灸甲乙经》……中医药文化的形成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宝兴百合（高原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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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岐黄问答 千载流芳

——医祖文化

陇原大地，“羲轩桑梓，河岳根源”。黄帝在崆峒山与广成子论养生之道，与庆城岐

伯问答，成就《黄帝内经》一十八卷，是为中医学之本源。自岐伯以降，华夏诸医，远师

伏羲阴阳八卦之说，前承《黄帝内经》之论，弘扬经典，证至于临床，用烫熨针石之法，扶

救百姓，遂成大医辈出之势。

一、岐伯故里，北地庆阳

岐伯乃我国远古时代最著名的医道鼻祖，史载不多，传说甚少。岐伯出生何地，籍

贯何方，众说不一，但“北地人”之说证据颇多。

“北地人”，即甘肃庆阳人。汉司马迁《史记》中的“孝武本纪”、“司马相如列传”及

《史记正义》、《史记集解》、张仲景《伤寒论》、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和《针灸甲乙经·序》

《辞源》、《辞海》、《甘肃新志》等志书中都有“岐伯，北地人”的记述。北地郡即今之庆

阳。岐伯在历史上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是确有其人；岐伯的故里在古北地（今甘肃庆

阳）；岐伯的出生地在今庆城县葛崾岘乡青龙嘴；岐伯的诞辰纪念日为农历三月初五。

二、岐伯善学，博识汇通

（一）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北宋·林亿等在《重广补注黄帝

内经素问·序》中说：“岐伯，上穷天

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关于岐伯

善学博识的记载，主要阐其发奋学

习、艰苦努力，在名师僦贷季的谆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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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诱之下，通过其本人之大胆实践和不断创新，终成一代伟大的博学巨匠，且在天文地

理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测量日影等观测事宜。

（二）深谙音律，熟识兵器

岐伯精通音律，善制兵器，曾为古代制作乐器和兵器，对军乐短箫铙歌做过一定的

贡献。如《后汉书·礼仪志》曰：“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

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亦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黄帝命岐伯（北

地人）作镯铙、鼓角、灵鼙、神钲，以扬德而建武。”

（三）撰辑医论，实践创新

《素问·移精变气论》载，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先师之所传也。”又如《灵

枢·经水》中，岐伯曰：“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岐伯为了获得医学上的真知，不断创新获

得医学真知的手段和途径，强调尸体解剖的科学性和重要性。亦如《晋书·皇甫谧传》

中说：“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过虢而尸起。”

（四）著述丰盈，医学渊薮

岐伯之巨著除《黄帝内经》行于世之外，据有关史志书目记载，以岐伯命名的医学

著作有十余种之多，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其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经典中医

巨著，实为中医理论的精髓和渊薮。有作者通过对《四库全书》研究，认为岐伯的学术

贡献可用药中之圣、方中之祖、医中之王、针中之神来总结，他在继承伏羲、神农、黄帝

医药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为中华医药体系的创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岐黄问答，千载流芳

《黄帝内经》虽成编于西汉，在此之前定有其祖述蓝本，而这个祖述蓝本应是《黄帝

内经》的骨架，而黄帝与天师岐伯以问答形式揭示中医理论精髓则是《黄帝内经》的基

本写作形式。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及《灵枢》两部分，每部分各81篇文章，共由162篇文章组

成，以岐黄君臣问答而作。在《素问》中，除11篇不具撰人及黄帝与雷公问答7篇、黄帝

与鬼臾区问答1篇、帝曰1篇外，其余现存61篇篇文，基本上为黄帝与岐伯问答文。在

《灵枢》中，黄帝与岐伯问答文共有整文46篇，与别篇组合成文者5篇。在理论上建立

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

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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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所

在。纵观全书，其言冥奥，其义弘深，其法宏大。细究其旨，乾坤之德昭显，医哲之理明

章，厥功至伟，千载流芳!
（一）岐黄文化的哲学思想

《黄帝内经》按照上古时先进的哲学思想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归纳

出关于健康和疾病的某些规律，用于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它把零散的、原始的、初

级的医疗实践经验，通过分析研究和总结归纳，使之成为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医学理论

体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象学说和精气学说，这些哲学思想不

仅应用于中医学的每一个层面，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二）总结地理气象知识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

通过多学科对地理气象进行了观察和总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论述人与自然的

关系。正如《素问·举痛论》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

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

（三）岐黄文化是传统医药学的宝库

《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术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其真正的魅力在于：一是它

在养生、保健和治病方面的实用价值以及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的卓越贡献；二

是它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的认识自然和生命的思维理念；三是它有一套至今魅力不

减的理论体系的指导。自《内经》之后，中医学术虽然代有发展、流派纷呈，医学著作汗

牛充栋，然而追溯这些学说、流派、著作的渊源，无一不是导源于《黄帝内经》。以《黄

帝内经》为源，以各家学说为流，从源到流，所承继的都是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岐

黄文化的血脉，岐黄文化是中医发展的根系和魂魄。这是祖国传统中医学历千年而不

衰，且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的重要根源。

（四）岐黄文化是现代医学的明鉴

“天人相应”的医学模式，是中医学独特的认知模式，也是越来越被现代医学所重

视和借鉴的模式。“形神合一”的观点是中医学的生命观。中医认为，人是形神相偕的

统一体，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有形才能有神；神是形的生命体现，形没有神的依

附就徒存躯壳而已。形神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形神失调是疾病的标志。“未病先防”的

观念与现代医疗保健指导思想相一致。《素问·上古天真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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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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