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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落歌诗遍两川 阿来开讲陆游“入蜀记”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傅超美 朱宁 摄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直以来备受关注。2024年，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启动“寻路本草”大
型人文采访活动，以《本草纲目》重要诞
生地蓬溪县为起点，深入探寻挖掘本草
文化深厚底蕴，追寻时珍足迹。

未来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增长点何
在？四川中医药产业发展难点在哪？成
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超美表示，我国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为
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大
健康理念的普及必将为中医药产业发展
带来诸多机遇，未来中医药行业会迎来
一个增长期。

大健康理念被广泛接受
中医药可从其中寻找机遇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日益重视，
特别是在疫情后，健康的理念已经深入
人心。“中医药行业作为大健康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已经从种植、炮制加工、制
剂、临床、销售等一产和二产为主发展，
转变为文化、康养、生活化消费等二产、
三产为主的中医药‘事业、文化、产业’三
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傅超美说。

记者注意到，随着大健康理念的广
泛普及，中草药除了作为药物使用，还被

开发出了各类保健品、功能性食品、护肤
品、生活日用品等产品。“中草药使用场
景的拓展对中草药产业、地方经济也有
较大的帮助，对于一些有中草药蕴藏量
的农业县而言，加大在中草药上的投入
是一种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好办法。”傅
超美表示，如遂宁市蓬溪县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如今已发展包括川
白芷、黄精、半夏、枳壳等在内的特色中
药材种植，蓬溪的川白芷已是食品界的
一块招牌，被广泛应用于香料、调料等领
域。蓬溪是中药材“野转家”示范区和川
渝毗邻地区中药材集中示范区。

此外，四川种植川芎历史悠久，道地
优势显著，拥有“都江堰川芎”“彭州川
芎”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获批组建“彭
什川芎现代农业园区”“川芎之乡”“中国
(敖平)川芎特色小镇”“四川省川芎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机构。基于川芎
的香疗产品、保健食品、化妆品、药膳和
酒饮等产品开发力度逐渐加大，显示出
川芎的综合开发潜力。

“中医药是大健康产业的重要资源，
中医治未病理念符合大健康市场需求。”
傅超美表示，随着中医药生活化在全国
甚至全球的进一步落地发展，未来的中
医药行业会大有可为，肯定会有较快的
发展。

产学研一体化融合
提升川药产业科技创新实力

四川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之
美誉，全省中药材资源多达7290种，川黄

连、川芎等道地药材有86种。其中，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的中药材产品62个，江油
附子、绵阳麦冬、遂宁白芷、中江丹参、天
全川牛膝等川药在国内外久负盛名。

“要开发川内大宗中药材，使其成为
一个产业，重点在于如何将四川中医药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傅超美表
示，四川需要形成像东北人参、云南三七
一样的千亿产业链的道地川药金牌品
种，为四川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作出贡
献，在此过程中，首先要保障中药材质
量，不无序利用和盲目引种道地药材资
源，系统研究中药材适宜的生长环境，既
要重产量，也要重质量，确保种植的中药
材品质和临床疗效。

“‘川药’发展主要在于川产药材质
量的保障和科研创新能力与思维的进

一步提升。”傅超美表示，近年来，由于
重产量轻质量现象较为普遍，中药材品
质下降，影响中药质量和临床疗效，损
害了中医药信誉，也影响了川药的市场
美誉度。

川芎作为川药的核心代表，在“振兴
川药”过程中担当重要历史使命。傅超
美认为，从川芎发展来说，需要加强政策
引领、深入开展系统研究，鼓励企业将生
产车间建在种植基地，实现川芎产地趁
鲜加工与炮制一体化，同时培育领军龙
头企业，推动川芎产品工业制造的数字
化转型，提高生产规模与质量一致性，组
建川芎产业联盟，形成川芎产业集群，加
快川芎大健康产品研发。

其次，产学研一体化融合，提升川药
产业科技创新实力。围绕四川千亿级中
药产业发展目标，加快推进川产道地药
材种植种苗繁育基地和药材生产基地建
设，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同时
以川药大品种为载体培育“文、旅、医、
养、体、教、食农”一体化的中医药新质生
产力，实现川产中药单品种的全产业链
全生态消费圈双轮驱动发展。

傅超美还提到，在社会发展和中医
药领域发展的同时，大健康产业发展对
于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变化，除了懂医药，
还需要更多跨学科的专业人才，人才培
养才是这个行业发展的基础。相关高校
应该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结合现
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来改革中
医药领域人才培养模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

7月9日下午，阿来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报告厅开启“陆游蜀中诗讲”系列
第一讲。 阿来书房供图

走你走过的路，看你看过的风景。
杜甫来过的地方，岑参来过，陆游也来
了，他们都与蜀地有密切的关系。

提及陆游，大家往往会想起他与唐
婉的爱情故事：“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
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
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
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
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除了《钗
头凤》里的深情缱绻，他更有感人至深的
爱国情怀：“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
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
乃翁。”

7月9日下午，继“杜甫成都诗”“岑参
蜀中诗讲”之后，由川观新闻、封面新闻、
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唐宋诗中的巴蜀与
成都”系列讲座，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
学院报告厅开启了全新系列“陆游蜀中诗
讲”。作为该系列开场第一讲，四川省作
协主席、作家阿来将主题设为“入蜀记：零
落歌诗遍两川”。一个多小时的讲座，阿
来以诗为主线，分享了他所阅读、理解的
这位南宋诗人与四川的渊源。

细雨骑驴入剑门
一个文学经典形象的诞生

在文学界，提到陆游，很多人的脑海
里都不免出现一个经典形象：“细雨骑驴
入剑门”。 讲座开场，阿来选择以陆游
的《剑门道中遇微雨》，作为新系列的第
一首诗，来展开陆游的入蜀之旅。

《剑门道中遇微雨》并不是陆游入蜀
的第一首诗，但却奠定了大家对陆游的
形象认知：“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
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
剑门。”在阿来的讲述中，微风细雨中，走
来了一位骑着毛驴进入剑门关、衣襟上
犹有酒痕与风尘的诗人，旅途虽然艰苦

但内心依然充实快乐，陆游，就这样穿越
千年的时光，重现在大家眼前。

赏其诗不能不知其人，陆游，一个看
似潇洒的身影，其实有着更为复杂、丰富
的人生。阿来说：“陆游是越州山阴（今
浙江绍兴）人，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和
父亲都在北宋朝廷做到很高的官职：祖
父陆佃，曾任吏部尚书。父陆宰，北宋
末，曾任转运副使。北宋宣和七年（1125
年），在陆宰去汴京走水路的途中，一个
风雨大作的早晨，船只停靠在淮河岸边，
陆游出生了。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
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
帝，导致北宋灭亡，又称靖康之难。这一
重大历史事件留下的阴影，开始投射在3
岁的陆游身上。后来陆游一直主张朝廷
出兵收复失地，或许跟他幼时的这段经
历有关系。”

阿来说：“陆游非常聪明，12岁就能
写诗作文，成年后通过门荫补登和相关
考试的方式进入仕途。但因为主张朝廷

‘用兵’，不被采纳，他曾‘洒泪龙床，面请
北征’，这种致力于恢复北宋疆土的政治
主张，导致他一生失意，甚至生活一度处
于贫苦状况。48岁的陆游，宦游在外，一
度‘贫不能归’，还写了《上虞丞相书》《上
王宣抚启》谋求官职。”

拾遗白发有谁怜？
陆游在夔州“从杜甫看自己”

在封建社会，一个人在仕途上屡屡
受挫，困顿失意，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成
就他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唐代的李白、
杜甫，还是宋代的苏轼、陆游，都是如
此。像陆游这样有着现实主义关怀的诗

人，是很难不崇敬杜甫的。当陆游来到
夔州，登上白帝城，不免心潮澎湃：这可
是杜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啊！有所感怀
的陆游，写下了《夜登白帝城怀少陵先
生》：“拾遗白发有谁怜？零落歌诗遍两
川。人立飞楼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
然。升沉自古无穷事，愚智同归有限
年。此意凄凉谁共语？岸沙君看去年
痕。”阿来分析说，当陆游写“拾遗白发有
谁怜？零落歌诗遍两川”时，不仅仅写杜
少陵曾在夔州的经历，更是写自己，这是
他对自己未来的发问：“从古时看今朝，
从杜甫看自己，我的诗将来能像杜甫一
样流传吗？”

在讲座中，阿来还讲述了陆游在蜀
期间写作的《岳池农家》与《筹笔驿》两首
诗。虽然陆游一直向朝廷建议出兵收复
失地，但看到岳池乡下没有被战争影响
的平静生活，他被深深吸引：“春深农家
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泥融无块水
初浑，雨细有痕秧正绿。绿秧分时风日
美，时平未有差科起。买花西舍喜成婚，
持酒东邻贺生子。谁言农家不入时，小
姑画得城中眉……”

熟悉阿来古典讲座的人都知道，他讲
诗词时还会扩展到更广阔的人文地理知
识。比如，他讲到陆游生平留诗八九千
首、是宋朝最高产的诗人时提到，“这一方
面跟南宋时印刷术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
跟陆游感情充沛创作力旺盛有关”；在讲
述陆游细雨中骑驴来到剑门关时，他则趁
机讲述了“四川”这个名字容易带来的一
个误解。不少人看到字眼以为“四川”是
指四条河流。实际上“四川”是指剑门关
以北的利州路，剑门以南的益州路与梓州
路，与长江三峡的夔州路，四路的合称，后
称为“四川四路”，简称“四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孙沁怡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傅超美：

未来中医药行业会迎来一个增长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