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论坛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5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30
 

No. 5
 

2024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rw. 2024. 09. 002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石雪芹. 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杏与健康问题新探———杏林文化的生态学解释[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24(5):170-182.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rw. 2024. 09. 002.

Citation
 

Format:SHI
 

Xueqin. A
 

new
 

exploration
 

of
 

apricots
 

and
 

health
 

issues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literatures:
 

Ecological
 

explanation
 

of
 

Xinglin
 

culture[ J] .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5):170- 182.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rw. 2024. 09. 002.

作者简介:石雪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Email:sxqdoctor@ 163. com。

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杏与
健康问题新探

———杏林文化的生态学解释

石雪芹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杏是我国一味传统中药,本研究从杏及其生长环境特点、药用价值的发现及应用、杏林文化的

起源与发展、杏林文化所反映的多重关系来探讨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杏与健康问题,从历史的生态学角

度来分析杏林文化。 杏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分布范围广泛、栽培技术较高、种类和品种繁多,这为杏在

中医学上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杏的药用价值发现及应用的记载,先民

对于杏的产地、四气五味、毒性、药用部位及其主治、炮制等的认识不断提高。 杏的药用历史悠久,延续

至今。 早在先秦时期,杏在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诸多疾病的急救医疗上已有应用,后来杏广泛应用于

外感疾病的医治,乃至在当今国家公布的古代经典名方中,杏仍有较高的参与度。 杏发展为杏林文化,
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与演进。 东晋医学家葛洪的《神仙传》中的杏林典故,让杏林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

代称,成就了杏林文化,其核心是对医者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的赞颂。 在历史发展中,杏林文化内涵与

时俱进,不断丰富,孙思邈倡导的大医精诚精神丰富了杏林文化,青蒿素精神是杏林文化在新时代的体

现。 杏林文化展现了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智慧,蕴含着传统

中医学传承与发展的精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美德。 杏林文化是以中医药为核心,具有丰富内涵的一种

独特的和谐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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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因研制出青蒿素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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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青蒿素的研制受到了

传统中医药典籍《肘后备急方》的启发,该书载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1]77。 屠

呦呦在此处得到灵感,选用传统中药青蒿进行抗疟研究,并采用低温提取、乙醚冷浸等方法,从而成

功研制出青蒿素。 青蒿素的研发,不啻是对传统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是传统中医药依旧守护人类

健康的明证。
与青蒿相同,杏也属于传统中医药的一种,因为杏的独特作用,由杏成长而来的杏林还成为中

国传统医学的象征,杏林文化则成为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代称。 因此,中医药界一直比较重视杏对健

康的作用,对杏的研究集中于其医药价值的挖掘①,学术界则比较重视对杏林及其文化的研究,如冯

模健[2]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阐释杏林文化。 本文借鉴“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主张②,试图从生态学角度

阐释杏林文化,借此重新探究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涉及的杏与健康问题。

一、杏及其生长环境的特点

从生态学角度阐释杏林文化,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杏这个物种本身及其生长环

境,包括杏与周围环境的关联情境,有赖于对相关文献记载的爬梳、整理。
“杏”囊括杏树和杏树结的果实[3] 。 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杏”,写作“ ” [4] 。 中国现存最

早的一部记录农事的历书《夏小正》中也有“杏”的相关记载,其中写到正月“梅、杏、杝桃则华” [5]64,
这是对杏树开花现象的观察。 该书中还记载四月“圃有见杏” [5]101。 “圃”为种植果木瓜菜的园地,
可见最晚在夏代就已有人工栽植于园圃中的杏树,并且观察到夏历四月杏树上已结果实。

杏树在我国分布广泛。 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的《山海经》载有灵山“其木多桃、李、梅、
杏” [6] ,“灵山”为今天的陕西秦岭一带,当时那里已经有大面积的杏树出现。 东晋葛洪《神仙传》中

的董奉杏林故事发生在今江西庐山,可见当时在庐山可能已出现大片杏树。 南北朝时后魏卢远明

所撰《嵩高山记》中,载有“嵩山东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烂然黄茂。 自中国丧乱,百姓饥馑,
皆资此为命,人人充饱,而杏不尽” [7] 。 这说明,当时嵩山东北已种植有大量的杏树,繁茂的杏树对

于当时动乱局势下的百姓有重要的价值,杏可供百姓救饥。 宋朝唐慎微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

本草》 [8]和明朝朱橚的《救荒本草》 [9] 中都载有杏“生晋川山谷,今处处有之”,可见杏在山西一带,
也广泛种植。 这两本古代医史文献中还配有杏核仁和杏树的图片(见图 1、图 2)。 总的来说,中国

古代杏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其最南端可达今天的广州市南部,最西端已经分布到新疆的喀什以西地

区,最东北边分布到黑龙江的伊春市。 中国地域辽阔,杏树在我国的广泛分布展现了其较强的适应

性。 目前研究认为山杏具有较大的光合作用潜力,在中度干旱的条件下,山杏具有很高的水分利用

率,故而在黄土高原地区种植山杏对水土保持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都有重要意义[10] 。 进一步研究

发现,山杏林地对土壤肥力有明显的改善作用[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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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杏的药用部位以苦杏仁为主,研究集中于其在古代医史文献等的应用情况,及现代在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如齐世

强的《<伤寒杂病论>中杏仁应用和配伍规律探析》(《环球中医药》2022 年第 15 期),钟昌会的《苦杏仁苷对支气管哮喘大鼠 Kelch 样环

氧氯丙烷相关蛋白-1 / 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 信号通路的影响》(《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22 年第 38 期)。
这一主张出自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其含义是运用生态学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来帮助解释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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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沙乡的沉思》,侯文蕙
 

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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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杏核仁图 图 2　 《救荒本草》中杏树图

　 　 对于杏树的栽培技术及其条件,古人早有一定的认识。 春秋时期的《管子》中载有“五沃之土,

其土宜杏”和“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冈,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桐柞枎櫄,及彼白梓。

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茎起” [12] ,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杏树的栽培技术已经基本掌握,知晓土质

对于杏树生长的重要性;有肥沃的土壤,不管在小丘还是高山,在丘陵或是山冈等,多种地形下杏树

都可以花繁叶盛。 在汉朝初期,杏已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栽培水果,包括马王堆在内的几个汉墓中发

现了杏的遗迹[13] 。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有杏树“栽种,与桃李同”;杏树与桃树、梨树是一样

的栽培方法,并且合适的树间距为“大率方两步一根” “大穊连阴,则子细,而味亦不佳” [14]449,454-455。

当时已经观察到若是树间距太小,则杏子细小并且味道不好,杏树的稠密对杏子形态大小和口味有

影响。 目前研究认为,气候因子和土壤因子均与野杏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存在显著关联,较高的空

气温度、土壤温度、强光照以及偏低的空气湿度、土壤较高的全磷和砾石含量均有利于野杏种子萌

发及幼苗生长发育[15] 。 还有研究观察到杏树林地中的微生物情况,指出细菌在夏季土壤中含量很

高,春秋两季含量差别不大,真菌在夏季土壤中含量很低,在春秋两季土壤中含量相对较高,放线菌

在夏季土壤中含量较低,在春秋两季中含量较高[16] 。 可见,杏树林土壤中的微生物含量受自然环境

的影响较大。

我国杏树的种类和品种繁多。 古籍中所载杏的种类以普通杏和山杏为主,栽培杏以普通杏为

主。 品种可分为肉用杏、仁用杏和观赏杏[17]12。 在《齐民要术》中,载有“《广志曰》:荥阳有白杏,邺

中有赤杏,有黄杏,有柰杏。 《西京杂记》曰‘文杏’(材有文彩);蓬莱杏(东海都尉于台献,一株花杂

五色),云是仙人所食杏也” [14]454。 此处已出现白杏、赤杏、黄杏、柰杏、文杏和蓬莱杏多个品种,不同

地区盛产不同品种杏。 唐朝《酉阳杂俎》中载有“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 山上多杏,大如梨,黄如

橘。 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 [18] 。 该文献不仅记载了汉帝杏,而且对其形态特征有所观察。

《本草纲目》中也提到金杏(汉帝杏)、木杏、白杏、沙杏、梅杏、柰杏、金刚拳(肉杏)、巴旦杏和山杏 9

种杏,并对每种杏的形态特征有详细记载[19]672-674(见表 1)。 目前世界上杏属果树有 10 种,而中国

就占 9 种[20] ,分别为:普通杏、西伯利亚杏、辽杏、藏杏、紫杏、志丹杏、梅、政和杏和李梅杏。 全世界

所有国家的栽培杏都起源于中国,当下大概有 90 个品种[19]17。 中国疆域辽阔,杏品种多样,不同地

域环境有不同的可适应品种。 杏树的广泛分布,说明该物种自身有着良好的适应能力,能适应中国

辽阔疆域下的不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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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草纲目》中不同品种杏的形态特征

品种 形态特征

金杏
(汉帝杏)

金杏深赭色,核大而扁,乃接成者,其味最胜。 金杏大如梨,黄如橘。 其实有数种,黄而
圆者名金杏,熟最早

木杏 其扁而青黄者名木杏,味酢不及之

白杏 又有白杏,熟时色青白或微黄,味甘淡而不酢

沙杏 甘而有沙者为沙杏

梅杏 黄而带酢者

柰杏 青而带黄者为柰杏

金刚拳 北方肉杏甚佳,赤大而扁,谓之金刚拳

巴旦杏 树如杏而叶差小,实亦小而肉薄。 其核如梅核,壳薄而仁甘美

山杏 又小者名山杏,不堪入药

二、杏药用价值的发现与应用

从生态学角度阐释杏林文化,需要特别了解中国先民与杏的关联。 这除了上面涉及的先民对

杏树的栽培和相关观察外,主要体现为对杏药用价值的发现与应用。 中国古代医史文献是中国古

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杏的记载即以药用为导向,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对于当下社会的

医疗应用,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马王堆汉墓出土约成书于战国的《五十二病方》记载:“久伤者,荠(齑)杏核中人(仁),以职

(胑)膏弁,封痏,虫即出。” [21]可见早在战国时期,先民对于杏仁的药用价值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他们取用杏仁,用以治疗生活中所遇疾痛。

《黄帝内经》中亦载有杏,其中《素问·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曰“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

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22]48。 五果即为枣、李、杏、栗、桃五种果实,
可以补益精气。 在当时,杏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常见的水果,对杏的食疗价值给予肯定。 《灵枢经·
五味第五十六》言“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 [23] ,对于杏的性味给予归类,认为杏属于

苦味。
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所涉之杏的产地以“晋山川谷”为主。 综合历代本草考证可知,苦杏仁的

产地主要集中在北方,山西太行山一带出产的记载最早,宋元时期除山西太行山一带之外,山东产

地也被称为道地产区,民国之后增加了河北[24] 。 杏产地不断扩散,可以满足不同地区百姓对杏的需

求,对不同地区所产杏的区别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随着人们对杏四气五味认识的深入,从东汉《神农本草经》中的“杏核仁,味甘,温” [25] ,到南北

朝梁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的“味苦,冷利,有毒” [26] ,已经认识到杏仁有一定的毒性。 及至唐朝苏

敬编纂的《新修本草》中言“杏核仁味甘、苦、温、冷、有毒” [27] ,可见人们对杏仁性味的认识已经较为

全面,沿用至今。
《本草纲目》中对杏不同药用部位及其主治的记载也较为全面。 该书中对杏花、杏叶、杏枝、杏

实、杏根和杏仁的主治作用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见表 2)。 杏可谓全身是宝,只要用之合宜,皆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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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良药。 对于杏全身部位功效的认识,亦是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总结的经验。 当机体存在于自然

界中,有所不适时,将自然界之动植物等取之来用,或是偶然的发现,或是前人的经验传承,都加深

着对疾病的认识,加深着对自然界动植物等的特殊功效的认识。 因此,对杏各部分及其主治功效较

为全面的认识,也是李时珍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应用体会总结出来的[19]672-674。
表 2　 《本草纲目》中杏不同药用部位及其主治

药用部位 主治

杏花 补不足,女子伤中,寒热痹厥逆。 别录

杏叶 人卒肿满,身面洪大,煮浓汁热渍,亦少少服之。 肘后

杏枝 堕伤,取一握,水一升煮减半,入酒三合和匀,分再服,大效。 苏颂

杏实 曝脯食,止渴,去冷热毒。 心之果,心病宜服之。 思邈

杏根 食杏仁多,致迷乱将死,切碎煎汤服,即解。 时珍

杏仁

咳逆上气雷鸣,喉痹,下气,产乳金疮,寒心贲豚。 本经惊痫,心下烦热,风气往来,时行头
痛,解肌,消心下急满痛,杀狗毒。 别录解锡毒。 之才治腹痹不通,发汗,主温病脚气,咳嗽
上气喘促。 入天门冬煎,润心肺。 和酪作汤,润声气。 甄权除肺热,治上焦风燥,利胸膈气
逆,润大肠气秘。 元素杀虫,治诸疮疥,消肿,去头面诸风气齄疱

　 　 杏的炮制,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有着较为丰富的记载。 以杏仁为例,历代炮制方法包括净制、

切制、火制、蒸制、煮制、药汁制、童便制、米泔水制、酒制、醋制、盐制等[28] 。 汉朝到清朝的 167 部与

炮制有关的医史文献中,至少有 126 部载有杏仁炮制方法,计有 23 种[29] 。 可见古人已掌握了杏仁

的各种炮制方法,医者根据需要进行杏仁炮制,以满足不同疾病的药用需求。 如在《雷公炮炙论》中

对杏仁的炮制就有详细记载。

从战国的《五十二病方》至清代诸多医史文献,对杏的药用部位、产地、品种、气味、毒性、炮制、

主治与功效等有不断深入的认识。 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对杏药用价值的记载愈发丰富,认识也不

断提高,理论不断完善,这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疾病斗争得来的经验总结。 在中华民

族几千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杏一直在守护大众的健康,从最初的食用充饥,到不断挖掘药用价值来

帮助大众解除疾痛。 这里以《肘后备急方》一书为例加以说明。

《肘后备急方》共 73 篇,除了序中 2 处外,“杏”还出现于 25 篇病方中,可见该书中有 1 / 3 篇涉

及“杏”。 总的来看,该书中“杏”共出现了 58 次,其中“杏仁”出现 51 次,“杏人”出现 1 次,“杏子”

出现 4 次,“杏核”出现 1 次,“杏叶”出现 1 次(见表 3)。 由于《肘后备急方》是一本简便实用的急救

医疗手册,因此可见杏仁在诸多疾病的急救医疗上的应用已有一定的探索积累。 杏仁与别药配伍

成方,可救卒客忤死、治卒中五尸、治尸注鬼注、治卒心腹烦满方等诸多急危重症。 其中以治疗卒上

气咳嗽为最多,涉及方剂有 9 种。 而咳嗽也是当下社会大众的常见病、多发病,早在东晋时期已经

在使用杏仁来治疗咳嗽上气上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卒上气咳嗽方第二十三篇中,载有“服如杏子大一丸,日可三服” [1]107。 在当时计量工具并不

完善的时代,以常见杏子的大小来比量吃丸药多少,非常形象生动。 以自然之物来做比拟,既利于

医患之间的沟通,也便于患者遵从医嘱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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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肘后备急方》中关于杏的记载

序号 出现处 出现名称 出现次数

1 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序
杏仁 3

杏人 1

2 救卒客忤死方第三 杏仁 2

3 治卒中五尸方第六 杏仁 1

4 治尸注鬼注方第七 杏仁 1

5 治卒心腹烦满方第十一 杏仁 1

6 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 杏仁 3

7 治中风诸急方第十九 杏仁 2

8 治卒风喑不得语方第二十 杏仁 2

9 治服散卒发动困笃方第二十二 杏仁 1

10 治卒上气咳嗽方第二十三
杏仁 10

杏子 1

11 治卒身面肿满方第二十四
杏仁 1

杏叶 1

12 治卒大腹水病方第二十五 杏仁 2

13 治心腹寒冷食饮积聚结癖方第二十七 杏仁 3

14 治胸膈上痰诸方第二十八 杏仁 1

15 治脾胃虚弱不能饮食方第三十四 杏仁 1

16 治痈疽妒乳诸毒肿方第三十六 杏仁 1

17 治卒阴肿痛颓卵方第四十二 杏仁 1

18 治目赤痛暗昧刺诸病方第四十三 杏仁 1

19 治卒耳聋诸病方第四十七 杏仁 2

20 治卒诸杂物鲠不下方第五十
杏核 1

杏仁 1

21 治面发秃身臭心鄙丑方第五十二 杏仁 3

22 治卒有狾犬凡所咬毒方第五十四 杏仁 1

23 治卒毒及狐溺棘所毒方第五十五 杏仁 1

24 治卒中诸药毒救解方第六十八 杏仁 1

25 治食中诸毒方第六十九
杏仁 1

杏子 2

26 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七十二
杏仁 4

杏子 1

　 　 在古代中医的医疗实践中,杏在外感疾病的医治上得到了应用。 中医所谓的外感疾病,指的是

人体受外界环境变化影响而引起的内在疾病。 它多因外界环境失调所致,主要病因为六淫,分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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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寒、暑、湿、燥、火邪。 而杏的药用部位以杏仁为主,具有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的功效。 因此,杏仁

在以咳、喘为主要症状的外感疾病的医治上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
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③,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

《伤寒论》是一部论述外感疾病的专著。 《伤寒论》中含杏仁的处方共有 9 份,分布于书的 6 卷中。
其中对于杏仁的应用,以发挥其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的功效为主,所针对的症状常见咳喘、便秘等。
如可治喘的麻黄汤中用“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30]37,可用于润肠通便的麻子仁丸中用“杏仁一升,去
皮尖,熬,别作脂” [30]78。 疫病是外感疾病的一种。 在《伤寒杂病论》成书的东汉末年,因天下大乱、
战争频繁且天灾不断导致疫病频仍,而张仲景自言其“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

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30]13。 可见当时以伤寒为代表的外感疾病盛行,对百姓

的生命健康影响大。 而《伤寒杂病论》中所涉及的杏仁在外感疾病上的使用,恰体现了杏仁的药用

价值,也是其守护健康的明证。
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的吴瑭撰有《温病条辨》,这是一部关于温病学说的标志性著作,温病是

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 该书提及杏 81 次,载有 27 首含有杏仁的方剂,分布

于上、中、下三焦病变,用于医治风温、温热、瘟疫、冬温、暑温、伏暑、湿温、寒湿、温疟、秋燥等多种温

病。 该书明确载有“咳者,加杏仁利肺气” [31]17,如治疗“太阳风温,但咳”的“桑菊饮”中用“杏仁二

钱” [31]19。 “温病四大家”中的另一位叶天士也十分重视对杏仁的应用,在其《临证指南医案》中应用

杏仁的频次高达 71 次。 如他在治疗咳嗽中,不论寒热温凉,新咳或旧咳,根据病情,随症加减配伍,
取杏仁适量,将其广泛应用于温病中[32] 。

由于外感病是人置身于生态系统中而受外界不良因素影响所生的疾病,因此,古代医者密切结

合外感病患者的症状,将杏仁广泛应用于外感疾病的医治之上,不啻是杏参与生态循环的体现。 而

从杏在我国的种植历史悠久以及分布广泛、种类和品种多样等情形可以看出,古时杏一直被广泛需

要,并且可满足不同地域的人们的需要。
在当今印发的古代经典名方中,杏仍有较高的参与度。 2018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协同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有 100 首,其中含杏仁的名方有 9 首,分别为麻黄

汤、麻黄厚朴汤、小续命汤、华盖散汤、桑白皮汤、清肺汤、桑杏汤、藿朴夏苓汤、清燥救肺汤④。 2023
年印发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二批)———汉族医药共 93 首,其中含杏仁的经典名方为 6 首,分别

为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桂枝麻黄各半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六和汤、五虎汤、宣痹汤⑤。 两批经典

名方中含有杏仁的名方,都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为主,这与杏仁的功效密不可分。 杏仁在经典名方

中有较高的参与度,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呼吸系统疾病较为常见,具有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等功效的

杏仁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功不可没。
在 2021 年统计的城乡居民前十位疾病死亡率及死亡原因构成中,呼吸系统位居第四,死亡率为

54. 49 / 10 万,占比 8. 45%[33] 。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呼吸系统的死亡率和占比都较高,如此推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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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其余三部中医经典分别是《黄帝内经》《难经》和《神农本草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发布<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 >的通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http: / / www. natcm.
gov. cn / kejisi / zhengcewenjian / 2018-04-16 / 7107. html,2018 年 4 月 16 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网:http: / / www. natcm. gov. cn / kejisi / gongzuodongtai / 2023-09-01 / 31743. html,国中医药科技函〔2023〕159 号,2023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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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呼吸系统死亡率可能更高。 可以说,从古至今,杏仁以其独特疗效守护着中华民族的健康,其
作用不可小视。

三、杏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从生态学角度阐释杏林文化,还需要剖析由杏联结与塑造的人与人的关系,即杏林文化的内涵

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杏林”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代称。 含有“杏林”的相关成语颇多,如“杏林高手”和“杏

林圣手”,是对医术精湛者的尊称;“杏林春暖”“杏林春满” “誉满杏林” “杏林满园”等,描述的是杏

林中春意盎然的景致,用以赞扬医者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虎守杏林”是指患者被医生治愈后

会诚挚地感谢医生,用来形容和谐的医患关系;“杏林遗风”指中医学界遗留下来的文化特点,体现

了中医学的传承。 诸多古代诗词中也赞颂“杏林”,如“闻道久种阴功,杏林橘井,此辈都休说” ⑥;
“杏林好春无数,橘泉甘乐有余” ⑦;“争似莲花峰下客,栽成红杏上青天”等⑧。 此皆是将对医生医德

和医技的赞美融入诗歌中予以歌颂。
“杏林”典故出自晋·葛洪所著的《神仙传》卷六《董奉》,董奉是三国时期名医,与张仲景和华

佗齐名,被称为建安三神医,该书中记载了董奉济世救人的故事:
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 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

余株,郁然成林。 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
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

一器杏去。 常有人置谷来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旁倾覆,至家量

杏,一如谷多少。
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啮至死。 家人知其偷杏。 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
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34]

该故事展现了董奉的医术和医德。 他给患者诊治疾病不收钱,重病患者治愈只需栽种五棵杏

树,轻病患者治愈仅需种一棵杏树,经年累月,山中已有十万多棵,成了杏林。 关于“杏林”的所在,
有说位于今江西庐山山南般若峰下,也有说在庐山山东北莲花峰下。 所栽杏树成林,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董奉医术的高超,救百姓疾厄,医人无数,造福一方百姓。 繁茂的杏林极大地改造了自然环

境,既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也能给人们提供有营养的食物和治疗的药物。 另外,杏林中杏丰收

时,百姓可以用稻谷换取杏,交换过程中,全凭众人自觉遵守,此番行为也考验了人性。 传说中有群

老虎自发地为董奉守护杏林,维持秩序,迫使无德欲偷杏之人遵守交换规则。 董奉也将以杏换取的

稻谷回馈于众人,或救济穷人,或给予长途跋涉但未携带充足粮食的人,送出去的稻谷数不胜数。
此中又展现了董奉的医德,表明他始终怀揣着济世救人之心,不仅是以医术救人,还以粮食济世。
后世“杏林”则发展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代名词,是对医者精湛诊疗技术和高尚医德的称赞,饱含了对

中医界的赞誉。
中国古代历史上诸多名医,其医术和医德不断丰富着杏林文化。 如唐代医学家、药王孙思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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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杏林文化上颇有建树,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著作,集中反映了当时的中医学

诊疗水平。 孙思邈在其行医数十年中,一直践行着“大医精诚”之医德,在《备急千金要方》有曰“凡

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35]1。 他明言要平等

对待患者,常怀大慈恻隐之心,并需“省病诊疾,至意深心。 详察形候,纤毫勿失。 处判针药,无得参

差” [35]2。 诊治疾病过程中,他强调要审慎对待,不得有错。 医者将高尚的医德与高超的医术相结

合,方可为“苍生大医”,若不如此,则成为“含灵巨贼”,耽误患者性命。 此大医精诚精神文化是杏林

文化的发展。 孙思邈还首创“虎撑”之法治愈老虎金簪卡喉问题[36] ,“有虎伤人,被金钗插于喉,虎
跪而张口示之,思邈出其钗,有龙病鳞思邈为针之,时称巫仙”。 可见,孙思邈对人和动物一视同仁,
勉力解决其疾痛。 唐太宗李世民赞其“凿开经路,名魁大医。 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拯衰

救危。 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37] 。
在现代,杏林文化也持续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越双方深受抗氯喹恶性疟疾

困扰。 中国应越南请求,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38] 。 在履行如此紧急的军工任务中,中国中医科学

院屠呦呦受命担任组长,开始抗疟研究。 如前文所述,屠呦呦研究员受到葛洪编撰的传统中医药典

籍也即急救医疗手册《肘后备急方》的启发,最终创制出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其应用有

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 2006 年,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综合疗法作为抗疟的一线疗法[39] 。
青蒿素综合疗法仍然是当今最有效和最值得推荐的抗疟疗法[40] 。 青蒿素疗效获国际认可,是传统

中医药迈向世界的重要步伐。 以屠呦呦为核心的一代代中医药工作者凝练出了以传承创新、情系

苍生、淡泊名利、勇攀高峰为核心的青蒿素精神[41] 。 青蒿素精神丰富了杏林文化的内涵,是杏林文

化与时俱进的体现。

四、对杏林文化所反映的多重关系的揭示

对杏林文化的上述解读,体现了“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的意蕴,是有关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杏与

健康问题的一种新的探讨。 由此可以看出,杏林文化基于杏的生态特性演变而来,是我国先民在长

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一文化不断发展,延绵不绝。 以生态学来阐释杏林文

化,可以更好地体会人、自然、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谐关系,进而对传统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会有更深

的理解,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会有更深的认同感。
首先,杏林文化彰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董奉杏林典故讲到,病重的患者与病轻的患者分

别栽种五棵杏树和一棵杏树,杏树数量虽不同,但都为杏林的造就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患者栽

种的杏树成长为杏林,杏林成为诸多动物嬉戏玩乐之处,且老虎为董奉的医术所征服,自发去守护

杏林,守护杏林秩序。 此中可能有演义和传说的成分,但彰显了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的行为

会影响自然界,自然界的变化也会影响人类活动,这二者之间的互动是和谐的,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传统中医药将取之于大自然的植物、动物等炮制为药,以解决生活于自然界中人们的疾痛。 取

之于自然,用之于人。 如《本草纲目》中记载了 1
 

892 种药物,如此众多的药物都源于自然界,取之为

人体健康服务。 杏仅是众多中药中的一味,而众多中药的使用,可为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这是中华

民族的智慧所在。 在人类健康问题上,我们的先人选择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科学的方式。
传统中医学始终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以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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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 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
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22]7-8。 这样,将
在天的方位、季节、气候、星宿、生成数,在地的品类、五谷、五畜、五音、五色、五味、五臭,与人的五

藏、五声、五志、病变、病位相结合,表明天地自然与人体有着相对应的关系。 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

是统一的,密切联系、相互影响。 故中医强调在养生和防治疾病上三因制宜,即因时制宜、因地制

宜、因人制宜。
因时制宜为养生防病需要顺应自然气候,在不同时节有不同的调养需求。 如《素问·四气调神

大论篇第二》中说道:“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
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22]4 养生需顺应四季变化,以求机体阴阳平衡。 因地制宜是根据不同地

域的地理环境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方法。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中有载“黄帝问

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 [22]24-25。 中国地域辽阔,东方、
西方、北方、南方和中央的地理环境各有不同,人体体质有所差异,所易感之病也有所差异,治疗方

法也就随之而变。 《医学源流论》指出“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 西北之人,气深而

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

剂” [42] 。 其进一步指出西北和东南地区地域差异,人的体质也有差异,故而选用的治疗方法不同。
因人制宜是指养生防治疾病过程中,要考虑不同的人的性别、年龄、体质的差异。 《温疫论·老少异

治论》说“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 设投承气,以一当十;设用参术,十不抵一。 盖老年荣卫枯涩,几
微之元气易耗而难复也。 不比少年气血,生机甚捷,其气浡然,但得邪气一除,正气随复。 所以老年

慎泻,少年慎补,何况误用也。 万有年高禀厚,年少赋薄者,又当从权,勿以常论” [43] 。 年老与年少的

患者,身体情况不同,诊治疾病过程中,就需要将其年龄所带来的用药差异体现出来。
可见,人与天地息息相关,人与身边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 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传统中医

学中显得格外重要,杏林文化即彰显着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次,杏林文化展现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更多体现在和谐的医患关系上。 在董奉杏林典故中

我们看到,董奉诊疗不收患者钱财,仅需患者根据病情情况种植不同数量的杏树。 百姓可以以粮食

来换取杏树所结出的果实,且粮食还可回馈于百姓遇困之时。 由此而产生的杏林文化表明,医者不

仅以精湛的医术服务于患者,更是时时心系患者,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 医者与患者相互信任,
相处和谐。

杏林文化所展现的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上升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如上所述,董奉将以杏换

取的谷物用来扶危济困,助人众多,无需回报,将医者的济世救人美德进行了提升。 这已经跳出医

患关系,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当代,青蒿素抗疟成果在国际上的应用,作为人类防治疟疾史上的一件大事,更表明中医药不

仅造福了中华民族,也为被疟疾所困扰的外国患者带去了福音。 2006 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

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 在 2015 年诺贝尔演讲台上,屠呦呦以“青蒿素———中医药献给世界

的一份礼物”为题作了学术报告,这意味着中医药的国际贡献获得世人的认可,也是中国医者面对

国际患者而展现的和谐的医患关系,体现了杏林文化在新时代的丰富与发展。
再次,杏林文化还构建了和谐的人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的医疗条件没有如今发达,彼

时传统中医药独挑大梁,扛起守护中华民族健康的大任。 如明朝初期,饥荒频发,百姓流连失所,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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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交加,藩王朱橚在亲历诸多灾害后,亲自组织编写《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中记载了 410 种常见

的草木野菜。 它们分布较广,都如“杏”一样,既可救饥,又可治病。 药、食两用的本草,对于明朝初

期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构建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起到了促进作用。
疫情自古至今都有重大的社会影响。 从公元前 243 年到 1911 年,中国历史上可考的重大疫情

有 300 多次。 其中,秦汉 34 次,三国 8 次,两晋 24 次,南北朝 16 次,隋唐 22 次,宋金 70 次,元朝 24
次,明朝 34 次,清朝 115 次[44] 。 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疫情频发,但是中华民族人口却是不断增

长,从秦朝初期 2
 

000 万左右到清末是 4. 1 亿[45] 。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中医药对于中华民

族健康的守护。 在每次疫情中,医者都以其自身诊疗技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疗效,对于维系社会

稳定与促进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 “简便廉验”是传统中医药的特点。 诸多中医药都源于自然,只
是需要加以炮制,就可取之以用,对症便有良好的效果。 因此,传统中医药大部分都较为常见、分布

较为广泛等,故而较为廉价。 如此大众看病就医,不需要过多的费用支出,有效地减轻社会医疗负

担、家庭医疗负担,这对于构建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上述几种关系反映了杏林文化所蕴含的传统中医学传承与发展的精髓。 就“杏”本身而言,作

为千百种传统医药的一个代表,从战国的《五十二病方》中较为有限的记载,到明朝《本草纲目》中较

为全面详尽的记载,及至清朝丰富的医案、本草等中医文献的记载,对于杏的药用部位和主治及功

效的认识不断发展,并形成体系。 而《本草纲目》所载 1
 

892 种药物中除了 374 种是李时珍自己新增

的,其余的 1
 

518 种则沿用了前人的记载。 本草学上的这种较为系统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传统中

医学传承与发展的缩影。
无论是晋代医家葛洪的《神仙传》中所载董奉的杏林典故展现了董奉精湛的诊疗技术;还是千

年之后,屠呦呦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得灵感,成功研制出青蒿素,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都体现了跨越千年的中医在不同时代绽放出不同的光芒,这是传统中医学传承与创新的体

现,也是杏林文化的基本内涵。 董奉以其精湛的诊疗技术,为广大患者解决疾痛,并总是换位从患

者角度思考,为百姓谋求福利。 屠呦呦将传统中药以现代科学手段提取,并在研制过程中以身试

药,以造福国内外患者。 医者既有精湛的技术,又有高尚的品德,给杏林文化注入了灵魂,也彰显了

中华民族的美德。
总之,在悠久的杏的药用历史中,中国人发展出了以“仁、和、精、诚”为核心内涵的杏林文化。

杏林文化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集中展现,它秉承着“效法自然、以人为本、和谐平衡、济世活人”的

理念,是历代医家在长期诊治疾病的实践中凝练而成的一种基本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为全

社会医者所共同遵守。 “杏林”已是一个独特的认识和理解中医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更是一种对

中医药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 杏林文化是以中医药为核心,具有丰富内涵的一种独特的

和谐的生态文化。 其中,医者与患者的互动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个稳定并可持续发

展的秩序,一种围绕中医药而不断传承、创新的和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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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ricot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is
 

study 
 

apricot
 

and
 

health
 

problems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a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pricot
 

and
 

its
 

growing
 

environment 
 

the
 

discovery
 

and
 

application
 

of
 

its
 

medicinal
 

valu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Xinglin
 

culture 
 

and
 

the
 

reflection
 

of
 

apricot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Xinglin
 

culture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cal
 

ecology.
 

Apricot
 

has
 

a
 

long
 

history
 

of
 

cultivation
 

in
 

China 
 

characterized
 

by
 

wide
 

distribution 
 

advance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diverse
 

types
 

and
 

varieties.
 

The
 

discovery
 

and
 

application
 

of
 

apricots
 

were
 

extensively
 

recorded
 

by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Over
 

time 
 

the
 

understanding
 

of
 

apricots
 

regarding
 

their
 

origin 
 

four
 

properties
 

and
 

five
 

flavors 
 

toxicity 
 

medicinal
 

parts
 

and
 

their
 

indications 
 

and
 

processing
 

methods
 

has
 

continuously
 

evolved.
 

The
 

medicinal
 

use
 

of
 

apricot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ontinues
 

to
 

this
 

day.
 

As
 

early
 

as
 

the
 

pre - Qin
 

period 
 

apricots
 

were
 

used
 

in
 

emergency
 

treatments
 

for
 

various
 

diseases 
 

primarily
 

respiratory
 

ailments 
 

and
 

later
 

for
 

external
 

diseases
 

as
 

well.
 

Even
 

in
 

the
 

ancient
 

classic
 

prescrip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blished
 

in
 

China
 

today 
 

apricots
 

still
 

have
 

a
 

high
 

participation.
 

Apricots
 

have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symbol
 

known
 

as
 

Xinglin
 

culture 
 

with
 

a
 

long
 

history
 

of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The
 

allusion
 

to
 

Xinglin
 

in
 

The
 

Tales
 

of
 

Immortals
 

by
 

Ge
 

Hong 
 

a
 

medical
 

scientist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has
 

made
 

Xinglin
 

a
 

synonym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Xinglin
 

culture.
 

Its
 

core
 

is
 

the
 

praise
 

of
 

the
 

doctor s
 

superb
 

medical
 

skills
 

and
 

noble
 

medical
 

ethics.
 

Throughout
 

history 
 

the
 

connotation
 

of
 

Xinglin
 

culture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is
 

constantly
 

enriched.
 

The
 

spirit
 

of
 

Great
 

Medical
 

Sincerity
 

advocated
 

by
 

Sun
 

Simiao
 

has
 

further
 

enriched
 

Xinglin
 

culture 
 

and
 

the
 

spirit
 

of
 

artemisinin
 

is
 

its
 

embodiment
 

in
 

the
 

new
 

era.
 

Apricots
 

and
 

their
 

associated
 

culture
 

demonstrate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wisdom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people 
 

and
 

between
 

humans
 

and
 

society 
 

rooted
 

in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is
 

culture
 

encapsulates
 

the
 

essence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ighlights
 

the
 

virtu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Xinglin
 

culture
 

is
 

a
 

unique
 

and
 

harmonious
 

ecological
 

cultur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the
 

core
 

and
 

rich
 

connotatio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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