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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凤故事

陈仓杂谈

本报记者 麻雪

宝鸡，是一座与中医药

文化渊源颇深的城市，这里

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有

岐伯与《黄帝内经》的故事，

有孙思邈在秦岭山采药的

足迹，还有石泰在扶风留下

“杏林春暖”的美谈……近

日，记者走访多地，探寻这

方钟灵毓秀沃土上的中医

药文化。

从炎帝到岐伯
奠定中医药文化基础 

不久前，2024 两岸同

胞走进宝鸡炎帝故里拜谒

炎帝典礼，在宝鸡炎帝陵举

行。这里，流传着中医药起

源的故事，为后世中医药学

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距今约五千年前，在宝

鸡姜水流域，定居、生活着

姜炎部族，其首领炎帝，号

神农氏。炎帝尝百草，是中

药的重要起源，其经验经历

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被无数

次实践，逐步以书籍的形式

固定下来，这就是《神农本

草经》。《神农本草经》是我

国最早的中草药经典，对中

医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炎帝之后，又一中医药

学方面的重要人物就是岐

伯。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

内经》的主要内容便是以黄

帝、岐伯问答的形式写成，

因而后世以“岐黄”代称中

医、药学。记者曾经采访全

国医史学会常务理事、陕

西省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

员郑怀林教授时，他说过，

“岐”是一个罕见姓氏，古籍

记载，岐氏在今岐山，故有

岐伯，为黄帝师。

2005 年，在岐山县祝家

庄镇杜城村，竖起了岐伯故

里的石碑 ；2023 年 3 月，位

于岐山太平塔文化旅游街区

的岐伯纪念馆开馆 ；2024

年 6 月，在位于岐山蔡家坡

的岐伯和园里，举办了中医

药香包文化周活动。这些融

合宝鸡中医药文化与文旅资

源，惠及群众的康养等产业，

成为新的产业亮点。

陕西省中医药文化科普

巡讲专家团成员、宝鸡市中

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出身

于中医世家的王凯军说：“在

《黄帝内经》中提到的重要人

物，除了与宝鸡岐山息息相

关的岐伯之外，还有一位鬼

臾区，也写作隗（wei）臾区，

他是中医五运六气学的祖

师，据记载，隗臾区死后葬在

凤翔灵山附近。可以说，为后

世中医学奠基的《黄帝内经》

与宝鸡渊源很深。”

从医缓到孙思邈、王焘、石泰
杏林美谈流传千年

人们熟知的成语“病入

膏肓”，出自秦国良医医缓

的医疗实践。据记载，晋景

公病重求医，秦桓公选派国

中医术最高的医缓从雍城

远赴晋国，诊断出晋景公已

经病入膏肓。医缓的医术高

明，医德也十分高尚。

唐代的医学文献大师王

焘是眉县人，至今在眉县存

有其墓冢、石碑。王焘著成医

药大典《外台秘要》，是一部

综合性医学巨著，与“药王”

孙思邈的《千金方》齐名。

孙思邈曾深入秦岭，发

掘药材，为百姓治病，在宝

鸡太白、凤县地区，至今流

传喝“药王茶”的习俗。孙思

邈还曾在陇县龙门洞定居、

著书，在宝鸡留下许多足迹

和故事。

“杏林”是中医学界的代

称，相传出自扶风县杏林镇。

据《扶风县志》记载 ：“杏林

镇，相传宋代医家石泰住此

为人医病，痊愈者栽杏树为

报，久之杏树成林而得名。”

扶风县文化馆原工作人员吕

松柏说，“杏林霞彩”是扶风

八景之一，虽然现在杏林镇

已经没有杏树林，但是这样

的景色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更多体现的是百姓对名医医

术、医德的赞颂之情。

王 凯 军 说，从 古 认 可

“医易同源”，是指周文王所

创《周易》和中医同源而生。

他认为，宝鸡是周秦文化故

里，同样发源于这里的中医

药文化，如同宝鸡的青铜器

文化一样灿烂夺目。从炎

帝、岐伯、医缓等这些宝鸡

历史上的中医药始祖和名

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敢

为天下先”的精神，如今，我

们更应该在弘扬中医药文

化中发扬这种精神。 

从“药方碑”到名医
惠及群众 打造康养之城

在西府大地上，至今存在

不少“药方碑”，它们或处于乡

村之间，或矗立于旅游景点等

地，其上镌刻着数量不等的中

药药方，以供当地群众便捷医

治。如，宝鸡高新区千河镇的

“集验良方碑”，相传是清末至

上世纪 60 年代，当地一位叫

马鹏的名医留下的。

药方碑，是名医或其弟子

为传承药方、惠及百姓而立，

从这些药方碑的背后可以看

到，宝鸡是一方医术精湛、医

德高尚的名医不断涌现的热

土，这也与宝鸡千年相传的中

医药文化息息相关。如今，我

市一批中医名家也营造出了

一个独具特色而又浓厚的中

医药学文化氛围。

“神农尝百草、秦地无

闲草”，秦岭宝鸡段中，中

草药丰富。太白山有中药材

800 多种，被誉为“药山”。宝

鸡还有地道药材柴胡，近年

来，我市多家单位、学院、协

会、企业以及个人等发挥柴

胡种植优势，打出了品牌。

2021 年，我市提出打造

康养之城，实现医疗、旅游、

中医药、食品等产业融合发

展，打响“岐伯故里·康养宝

鸡”品牌。

记者还了解到，近年来，

宝鸡市中医医院推出中药

乌梅饮、中药香包、二十四

节气养生线上讲座、中医减

肥等惠及群众的服务和治

疗方式，很受大家欢迎。在

市中医医院东院区大厅，还

建有展示宝鸡中医药历史

文化的大型铜雕墙，成为展

示地域文化的一个窗口。

从悠久而影响深远的中

医药文化、特色中草药，到

如今康养产业的发展、群众

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医的热

捧，缕缕药香在西府大地上

久久飘逸，守正创新，传承

延绵……

西凤酒在明代的发展
李一珂

西凤酒，始于殷商，盛于

唐宋，发展于明清。据《凤翔县

志》记载，明清时期，榷酒政策

多变，酒业几经盛衰，但酿酒

作坊仍遍布城乡，尤以关中西

部的凤翔等地为盛。一些农户

以自产之高粱、大麦、豌豆作酿

粮，麦草作燃料，自家牲畜作动

力，开设烧锅酿酒，俗称“连家

生意”。

《续修陕西通志稿》也有

记载，明万历年间，陕西酿酒

重点地区凤翔城内及城外一

些乡镇，酒坊已经发展到 48

家，这足以说明当时凤翔地

区的酿酒业已经相当发达。

明代诗坛“后七子”代表

人物、山东临清籍诗人谢榛，品

尝西凤酒后以诗称赞，写下了

一首《西凤酒》：西凤酒香飘万

里，秦川山水育良方。酿成美酒

酬佳节，痛饮千杯笑夕阳。

西凤酒——最早以高粱为原料的酒品之一
李一珂

陕西关中地区自古盛产

高粱，因而产于凤翔的西凤

酒是最早以高粱为原料的酒

品之一。至明清时期，凤翔全

县的白酒酿造皆以高粱为原

料，采用续渣法发酵工艺。

续渣法发酵工艺中，最

有特点的就是制曲技术和贮

存技术。据《凤翔县志》记载：

明清以来，民间作坊酿酒，必

先制曲。曲质对出酒率和酒

的质量起决定作用，历代酿

家都十分重视制曲。县境内

酿酒作坊，均为七月制曲，称

“伏曲”，也有个别冬制者。这

就反映出制曲技术的普及，

以及人们对制曲的重视。

有记载称：昌顺振作坊

始作酒海，凤翔柳林亭子头

村制作的最佳。酒海（篓）贮

酒，可加速酒的醇化、酯化，

为历代酒作坊储存和运输盛

酒的最佳容器，这也形成了

西凤酒独特的味道。

让爱国情怀根植在孩子心中
祝嘉

9 月 1 日晚，由中宣部、
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开学
第一课》播出。节目以“可爱的
中国”为主题，采用“多地实景
课堂”的创新模式，生动描绘
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
图景，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心
中的爱国热情。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教
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这
一使命不仅关乎国家的长远
发展，也承载着每个家庭的
殷切期望。在这场历史性的
接力赛中，深化爱国主义情
怀的培养，是教育工作的首
要任务和坚实基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
民族心、民族魂。这不仅仅是
一种情感的流露，更是一种责
任的担当，是对国家和民族美
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因此，我
们的教育应始终把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作为重中之重，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幼小心灵
中种下对祖国的深深热爱。

为了这一目标，我们需要
不断创新教育方法，使爱国情
怀的培养更加贴近学生的实
际需求。通过课堂教育，让孩

子们深入了解祖国的悠久历
史和灿烂文化，从而激发他们
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通过社会
实践，孩子们可以亲身感受祖
国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增强他
们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同时，
还可以通过红色教育基地参
观、英雄模范事迹宣讲、传统
文化活动体验等多种方式，让
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
国主义的熏陶。

家庭和社会同样是培养
爱国情怀不可或缺的力量。
家长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以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孩子树
立榜样，帮助他们从小树立
正确的爱国观念 ；社会各界
也应共同努力，营造浓厚的
爱国主义氛围，让孩子们在
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到正面的
影响和激励。

培养爱国情怀是一个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教育
的持续引导，需要社会的共同
努力，更需要每个个体的自觉
践行。我们要将爱国情怀融
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之中，鼓励他们通过实际行动
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让爱国情怀在孩
子们心中深深扎根。

凤县举办青少年综艺展演
本报讯 （孙海 刘涛）近

日，凤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化服务平台在城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广场，举办了“2024年

青少年‘经典咏诵·文化传

承’综艺展演活动”。

丝丝管弦，演不尽古风

的流光溢彩；悠悠书声，诵不

完古韵的悠扬绵长。活动现

场，伴随着优美的音乐，轮番

登台的选手们，用或高亢或

温婉的声音，诵读着那些流

传千年的古诗词，现场观众

也沉浸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之

中，深深品味传统文化之美。

进入古诗词有奖问答环节，

现场观众争先恐后地参与竞

答，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

潮。随后，青少年们还进行了

街舞、中国舞、架子鼓等才艺

表演，引得家长和现场观众

的掌声和欢呼声连连不断。

凤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化服务平台的志愿者樊雯说，

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要为青

少年搭建一个展示风采、互动

交流的舞台，让他们在吟诵经

典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

情怀，成为有理想、有志向、爱

阅读的新一代好少年。

宝鸡中医药文化
数千年瑰宝绽华彩

位于太平塔文化旅游街区的岐伯纪念馆 

医生们在岐伯和园进行义诊    本报记者 张琼摄

位于中医医院内的神农尝百草铜雕墙

药房工作人员在调配中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