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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中雨转阵雨
偏北风1-2级

阵雨转中雨
偏北风1-2级

22-27 C 22-28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成都（18时）
AQI指数 28 空气质量：优

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5—85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8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月7日开奖结果

知冷暖川大教授舒大刚谈《本草纲目》

四川何以成为李时珍的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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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星彩第24077期全国销售16370452
元。开奖号码：623288+0，一等奖1注，单
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4注，单注奖金
892591元；三等奖21注，单注奖金3000元。
297008895.2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4179期全国销售39865762
元。开奖号码：535。直选全国中奖10787
（四川675）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
中奖18501（四川838）注，单注奖金346元。
58449127.7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4179期全国销售19479720
元。开奖号码：53544。一等奖54注，单注
奖金10万元。14956831.20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4103期全国销售
18992422元。开奖号码：33113111333131，
一等奖全国中奖2238（四川128）注，二等奖
全国中奖21858（四川120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4103期全国销售
17944516元。开奖号码：33113111333131，
全国中奖57926（四川3472）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4137期全
国 销 售 537150 元 。 开 奖 号 码 ：
111111033311，全国中奖41（四川3）注。

足球4场进球第24137期全国销售
2750104元。开奖号码：11001121，全国中
奖1077（四川62）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4年9月5日，逾
期作弃奖处理。

“炎皇览众草，异种多西州。”宋末
元初之际，文天祥挥毫写下《赠蜀医钟
正甫》，字里行间，思绪跨越时空。“西
川”，正是古韵缭绕、历史悠久的四川。

四川，自古便享有“中医之乡、中药
之库”的美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巴
蜀璀璨文化与独特自然气候相辅相成，
共同孕育了众多中医大家，培育了丰富
多样的川产药材，更积淀了深厚而浓郁
的中医药文化底蕴。

川派中医药，如同一条历经千百年
的河流，愈发博大精深。更有传说言及
李时珍在编纂《本草纲目》这部医药巨
著时，其初稿诞生于四川蓬溪。

这一传说，不禁为四川的中医药文
化平添几分神秘，引人遐想：四川何以
成为这位伟大的医药学家的灵感源
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
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兼四川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提出了这
一令人深思的问题。

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
吸引李时珍踏足巴蜀

探讨《本草纲目》时，舒大刚教授独
辟蹊径，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

“论其精髓，更需追溯李时珍缘何踏足
巴蜀。”在他看来，这一抉择背后，实则
交织着多重深刻动因。

巴蜀之地，以东经103°子午线为
界，东西景致迥异。东部盆地温婉，丘
陵山壑交织相映成细腻画卷；西部高原
巍峨，雪山皑皑，冰川闪烁，峡谷深邃，
草原无垠，展现大自然无尽壮阔雄浑。

正是多样化的地形地貌与复杂多
变的环境气候，孕育了巴蜀地区独一无
二的生物多样性，构筑了全国罕见的自
然生态系统垂直带谱，使之成为中国中
药品种的宝库，植被类型之丰富，堪称
全国之冠。

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的数
据，更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支撑：四
川境内，植物、菌类、藻类中药材种类
多达7290种，常用中药材重点品种占
据全国85%的份额，大宗中药材产量
为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中
药材重要基地。其药材历史之悠久、
品种之独特、质量之优良，皆为世人所
称道。

追溯历史长河，巴蜀不仅是珍贵中
草药的摇篮，更是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
之一。神农尝百草的古老传说，便在这
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而《神农本草经》的
形成与保存，亦与巴蜀紧密相连，这份
渊源，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自神农氏始，巴蜀便以其在草药资
源上的卓越贡献，成为后世医者不断挖
掘的宝藏。从本草学的视角审视，神农
尝百草的传说无疑为巴蜀之地赋予了
特殊意义，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
本草学发展的起点与摇篮。

“因此，李时珍选择巴蜀作为深入
研究的舞台，绝非偶然。”舒大刚说，这
正是基于其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深厚的
中医药文化底蕴，以及作为本草学发源
地的不可替代性。这一选择，不仅是对
自然恩赐的珍视，更是对中医药文化传
统的继承与发扬。

广袤蜀地传世医书
为《本草纲目》提供灵感源泉

岁月悠悠，《神农本草经》之光辉虽
渐趋隐晦，其精髓却幸得蜀中才俊唐慎
微以《证类本草》之鸿篇巨制，得以完整
记录，传承不绝。

舒大刚说，书中将中药分类为天
药、地药、人药，皆蕴含君臣佐使之配伍
哲理。此中深意，恰恰正好受蜀地天
皇、地皇、人皇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药圣李时
珍在编纂《本草纲目》这一医药学巨著
时，其灵感与根基皆深深扎根于蜀土。
唐慎微之《证类本草》，作为李时珍修订
工作之基石，不仅收罗药物、医方之广
泛全面，且配以精绘插图与详尽性味解
析，堪称北宋时期本草学的巅峰之作。
李时珍于《本草纲目》序言中对其推崇
备至，直言不讳广袤的蜀地及《证类本
草》，是其灵感的源泉。

而另一位蜀中才子杨慎，虽遭贬谪
云南，历经坎坷，却以不屈之志，寄情山
水，笔耕不辍。他不仅为白族修史，更
编著《滇南本草》，详述云南热带地区之
本草风貌，其学术贡献跨越地域，影响
深远。“据传，杨慎之《滇南本草》初稿，
亦曾赠予李时珍。”舒大刚说，这为《本
草纲目》编纂再添一抹蜀地风情。

舒大刚强调，对于《本草纲目》之研
究，不应仅停留于书卷本身，而应深入
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物产资源及气
候条件，尤其是巴蜀地区在中医本草领
域对李时珍之深远影响。李时珍此行
目的明确，旨在探寻本草之根，追溯中
医之源，以此推广本草研究，并向历代
本草先贤致以崇高敬意。

“整个巴蜀在本草学上的重要地
位，由此可见一斑。”舒大刚的话语中，
透露出对蜀地深深的自豪与热爱。他
深知，唯有深入挖掘与传承，方能不负
先辈之遗志，让中医本草之智慧在新时
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寻路本草的现实意义
让中医药智慧照亮生命之路

“寻路时珍非核心之所在，实则是
一种象征性的启迪，意在唤起对中医药
文化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在舒大刚
看来，历史文化如中药引子，流淌于文

化长河，不直接疗疾，却引领文化疗效
展现，深邃广博，缓缓浸润人心。

他言辞间透露出的，是对中医药文
化传承与弘扬的深切期许，以及对中药
资源开发的热切展望。这不仅是对历
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谈及巴蜀之地，尤其是遂宁蓬溪，
舒大刚强调，应聚焦于展示其独特的中
医药文化魅力，让这片土地上的瑰宝熠
熠生辉。他提到，打造本草文化品牌的
关键，在于实现中医药文化的本土化表
达，深入挖掘并广泛传播那些尚未被充
分认识的本土资源。

这些资源，如同被时光尘封的珍
珠，一旦得到精心打磨与展示，定能在
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绽放异彩。

巴蜀大地，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孕育了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这些药
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药性独特，功用
广泛。更令人称道的是，巴蜀地区还保
留着悠久的食疗本草文化，将中医药的
智慧融入日常饮食之中，实现了防病治
病、强身健体的双重目的。

舒大刚认为，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不仅是对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理念
的生动诠释，也与当前医疗卫生事业

“预防为主”的导向高度契合。
“我们应在巴蜀大地深入挖掘并突

出展示其在中医药领域的领先地位和
开创性贡献。”舒大刚直言，早在《山海
经》中，便载有川东巫医并行，彭祖养生
术源远流长。

而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
墓出土的《天回医简》，虽字数少于马王
堆医书，但理论系统，医学门类广，学术
成熟，临床价值高。此发现为四川首
次，也是我国医学简牍考古的重大突
破，数量最多、内容最全。

经研究者论证，基本可以论定医简
中反复提及的“敝昔”便是传说中的“神
医”扁鹊，而天回医简极有可能正是失
传两千多年的扁鹊医书。

从神农本草的保存地到首部食疗
本草的编纂，从海药本草的先河开创到
妇产科专著的诞生，乃至种牛痘的最早
记录……这些辉煌成就不仅是巴蜀人
民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
贵财富。“我们有责任也有使命去传承和发
扬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让中医药的智慧之
光照亮更多人的生命之路。”舒大刚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虎
刘彦君 伍勇肖洋 受访者供图

▲ 舒大刚认为，打造本草文化品
牌的关键，在于实现中医药文化
的本土化表达。

◀ 遂宁市蓬溪县李时珍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