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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越欣 李庆）
一本《本草纲目》，一部中国古代医药百
科全书。这部被奉为中药学医学经典
的巨著，由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所
著，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与遂宁市蓬
溪县有着深厚的渊源。

“李时珍长子李建中在任蓬溪知县
期间，帮助李时珍编辑修订了《本草纲
目》，并助该书出版。”1月4日，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寻路本草”大型人文采
访活动在蓬溪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
蓬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赵锋如此介绍
蓬溪的“本草”渊源。

此次“寻路本草”之旅从蓬溪出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多路记者将沿着
蓬溪这座千年古县的文脉，寻时珍足
迹，讲蓬溪故事，记录中医药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

蓬溪有1600多年的置县史，历史
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千年来，众多名
人大家或生于蓬溪或做官于此，为蓬溪
留下丰富而宝贵的文化资源。

明万历三年（1575年），明代伟大
医药学家李时珍长子李建中到蓬溪担
任知县，由此开启了蓬溪与李时珍、李
氏家族以及《本草纲目》的缘分，更是开
创了蓬溪本草文化的先河。

据有关资料记载，1578年，蓬溪知
县李建中协助李时珍完成了《本草纲
目》初稿，后又因当时文坛泰斗王世贞
的建议，在父亲李时珍的嘱托下，李建
中在蓬溪用5年时间完成了《本草纲
目》的编辑修改工作，之后更是对《本草
纲目》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蓬溪是
《本草纲目》的‘诞生地’。”赵锋说，蓬
溪与《本草纲目》的渊源不止于此。《本
草纲目》中囊括了蓬溪380种道地药
材，为蓬溪源远流长的本草文化打下
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蓬溪传承本草文化，深入
挖掘本草文化内涵，发展了“万亩千品”
的道地中药材产业。至2022年，全县
有植源性中药材1104种，规模种植种
类逾30个，种植面积3.3万亩，建成道
地中药材现代农业园区3个，药材总产
1.2万吨，产值3.5亿元。

此外，蓬溪县还以本草仁心为重
点，重塑“六心”文旅体系，全力打造“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旅游线路，先
后建成红海本草康养度假区、高峰山景
区、“香溪谷—万峰山—赤城湖”生态文
化长廊等融入本草文化主题的精品文
旅项目，举办“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四
季畅游等系列研学旅行等活动。同时，
发挥“万亩千品”道地中药材优势，加速
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养生养
心“大健康”产业，呈现出道地中药材种
植加工、国药研学、康养旅游、文创产品
几大板块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红色

书乡本草蓬溪”的知名度、美誉度逐年
提升。

为更好地向世界展现蓬溪深厚的
“本草文化”历史底蕴，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寻路本草”大型人文采访活动
在蓬溪启动。此前，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已开启
了“寻路东坡”、“寻路蜀道”等人文系列
报道。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医
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因此“寻路本
草”之旅，也正是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
族瑰宝的生动实践。

此次采访活动，将以“寻时珍足迹
讲蓬溪故事”为主旨，派出多路资深记
者，深度挖掘蓬溪的本草文化宝库，通
过优质图文、精品视频、创意产品等形
式，带领大众沉浸式了解中华医药巨著
《本草纲目》的前世今生，感受本草文化
的独特魅力。

川大教授、省委省政府决策
咨询委员会委员蔡尚伟：

李建中对编撰
《本草纲目》起到重要作用

1月 4日，“寻时珍足迹 讲蓬溪故
事”——“寻路本草”大型人文采访活动
在遂宁蓬溪启动。记者将从此地出发，
前往全国多地追寻李时珍足迹，弘扬中
医药文化。

“李时珍与四川的关系，最重要的一
点便是他的长子李建中曾任蓬溪知县
10年。”曾以“李时珍”的形象出现在“小
小郎中说”中医药故事公益演讲大赛总
决赛上的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
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
员蔡尚伟教授说。

据《蕲州志》、《蓬溪近志》、《李时珍》
等史志著述记载，李建中，字龙源，明嘉
靖四十三年（1564年）甲子科举人，隆庆
五年任河南光山县教谕，万历三年
（1575年）擢四川蓬溪知县，万历十三年
（1585年）升调云南永昌府通判，万历十
五年告官回乡。

据传，李建中在蓬溪担任十年知县
期间，曾在蓬溪和四川其他地方遍访名
医，遍采百草，寻访四川中医药文化，而
这些知识直接呈现在《本草纲目》内容之
中。蔡尚伟说，《本草纲目》中记录了
380种蓬溪道地中药材，能够予以佐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建中担任十年蓬溪
知县，对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

蔡尚伟说，《本草纲目》一书是李时
珍祖孙三代共同著述的成果。初本由李
时珍主笔撰写、辑注，长子李建中附图编
辑，次子李建元、李建木绘图，孙子李树
宗、李树声校对，上表成书时间为明万历
六年（1578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虎刘彦君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成都文旅
市场供需两旺，全市A级景区累计接
待游客28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456.8
万元。

作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成都
涌现了一批文旅新地标，并不断“升
级”旅游新玩法，让游客感受成都独
特的风情与“万千气象”。2023成渝文
旅新地标评选活动启动后，不少网友
积极推荐成都城南的热门地标。

点位一：交子大道
元旦开启沉浸式主题灯光秀

1月 1日晚，成都交子大道流光溢
彩、璀璨夺目。天府双塔联动交子之环、
交子大道两侧建筑群楼灯光，呈现了一
场“空中+立面+地面”的360度声光电
沉浸式主题灯光秀。当晚，交子大道元
宇宙街区也正式开启，市民游客打开“元

游”APP，扫一扫周围的建筑楼体，即可
看到叠加了趣味数字资产的交子大道
AR街景。

交子大道自2021年开街后，便迅
速成为成都的潮流地标。目前，交子
大道所在的交子金融商圈正在加快
打造城市消费新中心，聚集了成都
SKP、环球中心、银泰in99等多个大型
商业综合体，并通过步行街及慢行空
间连接周边购物中心，形成了多元消
费、休闲社交、活力时尚的特色商业
集聚区。

点位二：高新中演大剧院
“家门口”欣赏国内外一流演出

日前，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发布了
2024新年演出季计划。1个多月内，剧院
将有30余台50多场精彩演出及10多场
艺术活动密集登场。其中，中央芭蕾舞团
经典舞剧《红楼梦》《红色娘子军》、国家话
剧院话剧《四世同堂》、中央歌剧院经
典歌剧《茶花女》等一大批优秀剧目将与
观众见面。同时，剧院将邀请世界排名
第一的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国际知名的

德国慕尼黑童声合唱团来成都演出。
作为中演院线布局西南首家剧院，

从2022年12月正式运营至2023年底，
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演出超200场，年
均上座率达到78%，接待和服务市民超
过20万人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
赏到国内外一流演出。

参与成渝文旅新地标评选活动

2023成渝文旅新地标评选活动正
在火热进行中，快来推荐你身边的文旅
地标。今年的评选活动经推荐、初选、投
票、专家评审等环节后，将举行颁奖典
礼，现场颁发“2023成渝十大文旅新地
标”等重量级榜单，并发布“拥抱星空的最
佳观景台”“亲子游首选地”“自驾秘境”
等，探寻川渝文旅新秀的“诗与远方”。

你还可以晒出自己的“反向旅游”线
路，展示如何避开“人从众”、打卡小众旅
游目的地。或者分享旅行避雷指南，讲
述满心期待的旅行如何变“囧途”等故
事。今年活动还将首次发布用户口碑
榜，同时综合用户互动情况和全网数据，
发布用户口碑“旅游听劝笔记”“出游白
名单”“旅游避雷指南”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从遂宁蓬溪出发

“寻路本草”大型人文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网友推荐成都城南热门地标

元旦假期的成都交子大道人气很旺。 图据成都高新区

1月4日，“寻路本草”大型人文采访活动在蓬溪启动。 陈羽啸 摄

快来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