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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佳木斯市中药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市级中药专业志。它

的印制问世，无疑是我市思想文化建设的又一可喜成果。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中，我

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修志传统。身为炎黄子孙，值此盛世，肩负起时代

赋予我们的编纂《佳木斯市中药志》的光荣使命，实乃幸甚。

编纂《佳木斯市中药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千秋大业。编纂一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中药

专业志，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面临着困难。身为本志编

纂委员会主任，更感肩上责任重大。但由于我们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

方志学提出的客观规律办事，勇于实践，奋力开拓，终于克服了这样

那样的困难，完成了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在此国家繁荣昌盛之际，

对促进我市中药事业的振兴，发展医药经济，造福子孙后代，都会有

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佳木斯市中药业历史十分久远，药材资源十分丰富：我市具有发

展中药事业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开发药材资源，发展中药事业，

满足人民医疗保健用药的需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本志适

应中药事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

志者，中药历史与现状之写真也。一方之志，一业之志，苟简不

可，滥收亦不可。志，法贵谨严。佳木斯市地处三江平原腹地，中药

经济所关至巨，有关兴废利弊者，存；余则并从删汰。中药之有志，

非示观美，本以经世，昭法垂镜，以达资治之目的。内容信载籍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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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轻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6对正文不宜容纳而确有必要记载

的史事及有辑录价值的资料，附录志尾，便于查考，以增志书之使用

价值。

体例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为

椎轮，借鉴于传统志书的体例，有因有革，亦师法史裁，对史书三大

体的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均有所汲取利用，各救其失。除概

述，大事记、入文、附录外，各经济编为本志主体，按科学分类，以

横分门目，纵述历史联系，并采用篇，章，节．．目安排所要记述的内

容，达以排列有序，层层相辖，特点突出，归属得体。

本志全面记述了我市中药业兴衰之史事，上限取事于清初崇德元

年(公元l 6 3 6年)，佳木斯划入赫哲喀喇，百姓在此捕鱼狩猎，

采药治疾。历史是一面镜子。唐太宗李世民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

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本志的修撰，对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能提供可资征信的依

据，为系统总结中药事业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揭示客观规律，

可提供历史借鉴，为制定我市中药事业的发展战略提供基础资料和

信息。

盛世修志。值此《佳木斯市中药志?》问世之际，展望我市中药事

业发展之前景，必将是兴旺发达的新局面。

胡忠静

一九八九年二月



佳木斯中药志序

又是一年春草绿，阵阵药香扑面来。沐浴着明媚的春光，佳木

斯中药志以其独具的格局破土而出，印制问世。这是我省医药战线基

础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可喜可贺。 j

11於兹我们站在公元1 9 8 9年的春日，和煦江风清新送爽。回首

往昔，佳木斯一百多年的中药业历程步履维艰，一幕幕悲壮，曲折的往

事激发广大医药工作者开发中药业的勇往直前的意志。面对现实，经

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给中药事业带来发展的生机，使整个

医药工作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转折时期带来

的新的困惑和挑战，正在考验着医药工作者。展望未来，是绕过激流

险滩把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还是因忍受不了暂时的震动又回到

僵化模式中去，这一切取决于今天的选择。只有对未来目标抱着坚定

的信念，只有善于顺应历史发展重新建构适应时代需要的医药机制，

只有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仍能够进行理性思考，才可能在历史发展中显

示出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迈入医药现代化的行列。医药经济的发

展，面临着抉择。本志顺应时代的大潮，’适应改革形势的需要，应运

而生。
’

‘

方志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佳木斯中药志正伴随着历史曲折的步

履和新的时代的阵痛而梓行于世，必将以历史的沉思与现实的借鉴而

经世致用。

史志学界有一通论，史志同源而异流。作为文化史籍，影响所

及，甚至超越了国界，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据报道，l 9 8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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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清晨，在位63年的日本天皇裕仁去世。同日皇太子明仁继

位，改年号为“平成”。 “平成”即出典于《史记．五帝本纪》，记

的是帝舜起用八元和八恺，世因之和平而治，“父义、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内予外成”。可见史志借鉴作用之广阔深远。我们编修的社会

主义新方志将历史地汇入中国文化史籍的海洋，本志当在此之列。

志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阅时二千余年，源远流长，卷

帙浩繁。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列载，我国现存于国内、外的志

书凡八千二百六十四种。古代志书除以“志”命名者外，还有“图

经"， “地记”、 “乘”、 “书”，搿鉴"、“典”， “故”1“考”、

“史”、 “集”， “录”， “拾遗”， “琐事”，祷杌“’’、 “概

况”等等多种异名。记述的内容和形式受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的影响，版本繁杂，衍绎纷呈，诸如“四洲志”、 ．“总

志”， “通志”、～府志?， “县志”， “乡(镇)志”、 “通代志

(通纪)一”， “断代志”， “杂志”及“专志”等。专志，相对通

志，总志而言．，专记某一项或主要记述某一项内容的志书。汉魏隋

唐时就已存在，但大多已亡佚，宋之后日益增多。本志就是一部地域

．性中药专志。

医药志是方志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门类，专门记述一方医药事业发

展情状。在历代方志中亦有这方面的记载。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

中已有关于惠民和剂局(专门研究药物和配制药方的机构)和太医局

的载述。本志则是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而成的社会主义新

方志，不仅有与内容相适应的体例，独具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在内容

上有崭新的面貌。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

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 ”报

告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本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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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正是编纂者遵循这种精神，几年辛勤耕耘的心血结晶。

7‘佳木斯市地处祖国东北边陲的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

的三江平原，是黑龙江省开发较晚的一个边境地区。佳木斯属沼泽冲

积低平原。自中生代断裂沉陷以来，始终处于以下沉为主的间歇沉降

运动。由于受地质构造不均匀运动影响，地貌结构大致分为低山、丘

陵漫岗、平原、低平原四种地貌类型。这恰恰为药材资源的生息繁衍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长优势。佳木斯野生药材资源极为丰富，中

药业历史亦源远流长。

本志作为一部市级中药志，丰富的信息量来自历史，它包容现在 ，

，将服务未来。关于药材资源的蕴藏、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客观记

述，关于药材资源生态平衡的忧患意识，将日益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意

义和借鉴的参阅价值。
’

祖国的中药资源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直接服务於人民保健事业。

本志对药材资源的记述是现实的、客观的。药材资源与生态平衡息息

相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是严酷的，前景之堪忧已不容人们置疑。

一些有关的现实材料，或许有助於我们更充分地认识所面临的危机和

我们广大中药工作者应担负的历史责任。过去3 0年里，在我们九百

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已经损失将近四分之一的森林，同时有数

百种植物濒临绝种，其中不少是珍贵的药材资源。地球的困境和它令

人惊恐的未来，加深着我们的危机感。一位科学家这样说， ，人们再

也不能把地球当作一个无穷无尽的午台，当作对每一种需要都慷慨给

予而没有极限的母亲了。 ”字里行间回荡着地球敲响警钟的回音，

这对於我们广大中药工作者说来无疑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本志对药材

资源的记述，将向今天提供借鉴，向未来传递社会与自然信息，从而

服务并造福于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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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我们有着辽阔的平原沃土，三山五岳

九江八河，药材资源蕴藏丰富。我们要面向未来。宇宙苍茫，五千

年在无限时空中是刹那之间的事。人类或许还要生存五千亿年。我们

必须站在历史的台阶上，以磅礴开朗的气势，把目光投向未来。历史

与现实就是我们所修志书走向未来的基石。

人类是历史的主人。没有人，也就谈不上有社会历史，当然更不

会有医药历史。人食五谷杂粮，会致病患疾，自然和医药息息相关。我

国古代哲学家苟子任为，人“饥而欲食，寒而欲暧，劳而欲息，好利而

恶害”(《荀子·性恶》)这是人本学的唯物主义。求生存是人的社

会与自然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

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我们信仰的马列主义绝对不是教条，而是

观察社会的方法。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然地与医药发生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地要研究医药的历史及其规律，并给以必不可

少的文字载录，以促其发展。显而易见，医药志书无用论的怪论奇

谈，正是政治庸人的鼠目寸光。本志的实践有力地回击了这些狭隘偏

见。

-方志再现客观历史与现状，并不是机械的、被动的，而应该是能

动的、创造性的。因而，医药志的编纂不仅要受客体因素的制约，

而且要受主体因素的影响。在主体因素方面思维定势是一种值得注意

的心理现象，它影响和决定着后继心理活动的趋向和形成，它使人们习

贯按照一种固定了的倾向去认识事物和反映事物，从而表现出心理活

动的趋向性和专注性。本志为在编纂过程中充分表现出时代性、科学

性和地方性的特点， 编纂者善于克服头脑中的习惯定势， 从新的视

角，以新的方式，感知、认识被记载的客观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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