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家葵深度解读“本草”真义

四川对本草学术有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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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上午10点，内江市东兴区
田家镇场镇，前一天没过一楼商户的洪
水已经消退，店主正忙着清理店内物
品，环卫工人在街道上清除淤泥和杂
物，国网内江供电公司抢险人员忙着抢
修电力设备，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
恢复。

7月14日，受流域内持续强降雨影
响，东兴区大清流河、小青龙河水位不断
上涨，沿河多个镇（街道）出现洪涝灾
害。14日晚，洪水开始逐渐消退，各地及
时组织清淤和保供工作。

自来水管网抢修中
消防车为群众送水“解渴”

15日上午10点，内江市消防支队兴
盛路中队和田家专职消防队3辆消防车，
分别为田家镇不同地方的群众送上生活
用水。田家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拿着喇叭沿街通知，让大家去接水。

“自来水管网还在抢修中，先保障大家的
生活饮用水。”该工作人员说。

沿街商铺基本已被洪水浸泡，商户们
正愁没水清洗店铺内物品，一家运输公司

义务安排了4辆洒水车来帮忙。在一家餐
饮店门口，洒水车司机将车头前方的高压
水枪对准店门口摆放的桌椅，快速将污泥

冲洗掉。运输公司负责人罗培源说，灾后
清淤需要用水，公司恰好有工地降尘用的
环卫车，只是顺手帮个忙而已。

老师报名当志愿者
协助顺河镇清扫路面淤泥

据了解，东兴区大清流河顺河水文站
于7月14日晚10点40分出现洪峰，洪峰水
位313.1米，超保证水位1.8米。15日凌晨
4点左右，顺河镇水位开始逐渐消退。

15日上午9点半，尽管场镇路面还有
少量积水，但镇政府已经组织工作人员
拿着扫帚、铁铲等工具，采取“水退人进”
的方式，将路面的淤泥、杂物等一点点地
清理干净。

上午10点左右，内江一中党员志愿
服务队20名队员抵达顺河镇，协助当地
清扫路面淤泥。“党员就应该随时冲锋在
前。”带队的内江一中政教处副主任程果
说，学校才放暑假不久，老师们得知灾后
需要志愿者，都积极报名参加。

7月14日下午2点，杨家镇的洪水开
始逐渐消退，当地组织200余人对道路清
淤，协助商户开展生产自救。截至15日
下午4点，杨家镇场镇主次道、老旧院落
均已完成清淤，目前正在对场镇进行全
面消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晓庆摄影报道

7月15日，内江田家镇，洒水车冲洗商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是时三
伏天，天气热如汤。”7月15日，正式入伏。

所谓“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
统称。根据我国传统历法，初伏和末伏
固定都是10天，中伏则不固定，有时是
10天，有时是20天。今年就属于后面这
种情况，是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
从2015年至今，我国已连续10年都是
40天的“加长版”三伏了。

“三伏”正好处于小暑与处暑节气之

间，天气最为炎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桑拿天”了。不过，今年四川在入伏时
却少了一丝暑意，多了一丝凉爽。

在进入三伏前，四川开启了降雨模
式。上个周末，省气象台连续两天发布
暴雨蓝色预警，内江、安岳局部地方出现
了特大暴雨。

雨会持续下吗？
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盆

地大部地方有小到中雨，北部、西部有大

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川西高原和攀西
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可以看到，
上一轮的降雨中心盆地东北部这次没有
参与到降雨的行列。

东边的雨停了，西边的雨又下起来
了——据省气象台的中期预报，7月19
日至25日，盆地西部多阵雨或雷雨，其
中19日至21日和24日盆地西部有大雨
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盆地东部以多云间
晴天气为主；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阵

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其中 20日和 23
日至24日雨量中雨，局部大雨。

也就是说，进入三伏，四川将开启
“鸳鸯锅”模式——盆地东南部晴热高
温，而盆地西北部以及川西高原雨水不
断。有持续的降雨就不会太热，但这也
会给出行带来麻烦和风险。省气象台
提醒，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大，需防范局
地滑坡、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的发
生。

“本草”，中药之雅韵，典籍之承载，
其历史悠远可溯至《汉书》。古之“本
草”，不仅承载着医药学的博大精深，更
蕴含了民族文化的深邃与智慧。

2024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开
启“寻路本草”之旅，以四川蓬溪为中心，
循时珍足迹，深入探索本草文化之海。
此行既寻自然之美，亦掘文化之根。对
此，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药理教研室
教授王家葵说，《本草纲目》不仅是一本
专业的古代药学著作、一本集大成的本
草专书，还是一部记录古代文化的博物
学宝典，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

“探源”本草
从药物到药物书籍

“本草本质上是药物学著作，属于
医学学科之下药学专业的专业文献。”
王家葵教授认为，“本草”并非现今所指
的草本植物，也非日常语境下的“本品
含天然本草精华”，而是广泛指代古代
的药物典籍。

王家葵教授说，这一名词在《汉书》

中便有两处明确的用例：一处在《平帝
纪》，提及“本草待诏”，颜师古对此注释
道：“此指凭借药物学及本草知识等待朝
廷征召的学者。”这里的“本草”近似于

“药物学”的概念。另一处则见于《游侠
传》，描述西汉名医楼护“诵读医经、本
草、方术等著作达数十万字”，既言“诵
读”，则专指药学方面的书籍。

那么，“本草”究竟何解？王家葵
说，五代时期的《蜀本草》对“本草”二字
进行了专门的阐释，书中说明药物主要
源自动物、植物、矿物三大类别，而在这
三者之中，植物类占据了最大比例，“以
草为本”，因此，“本草”便成了药物书籍

的代称。
自汉代《神农本草经》始，众多药物

学著作纷纷在书名中融入“本草”二字，
王家葵教授对此如数家珍，如《本草经
集注》《本草图经》《证类本草》《本草衍
义》《本草备要》等，以及广为人知的《本
草纲目》。

“解读”本草
具备独特的传播功能

在王家葵所著的《本草文献十八讲》
前言中，指出了本草学研究的三大方向：
本草历史、本草文献及本草药物。若再添
上“本草文化”，则构成了四大研究面向。

在这四个研究方向中，本草文化虽
同属本草研究体系，却具备向大众传播
的独特功能。“本草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药神药王信
仰、灵丹妙药崇拜、药食相生相克及禁忌
等多个方面，其表现形式深受地域、节令
与风俗习惯的影响。”王家葵说，文化研
究虽无界限，但在向大众推广时，需充分
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正面引导，以
防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

王家葵以端午节饮用雄黄酒这一历
史习俗为例说，尽管其承载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却因存在急慢性砷中毒的高风
险而令人担忧。幸得近年来卫生行政部
门的积极引导和宣传，这一民俗逐渐淡
出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药之库”
四川诞生多部本草巨著

王家葵深度剖析了传统本草学波澜
壮阔的演进历程，将其凝练为五大锚点：
两汉之际《神农本草经》的问世，代表本
草学的诞生；齐梁时代陶弘景整理完成
《本草经集注》，本草体例从此定型；唐代
《新修本草》，成为国家行为；北宋唐慎微
编《证类本草》，集《神农本草经》以来本
草文献之大成；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
目》，成为古代百科全书。

“客观而言，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四
川对本草学术都有巨大贡献。”王家葵解
释，四川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丰
富的地理多样性、物种的繁茂，以及历史
上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从汉代《神农本
草经》以来，药物出产冠绝全国，甚至诸多
药物直接以“四川”冠名。

王家葵举例，在《本草经》里有蜀椒、
巴豆，名称沿用至今，稍晚芎藭名称经过
演变成为“川芎”，乌头名称演变为“川
乌”，这是非常少见的现象，也足见“川药”
地位之高。所以说四川是“中药之库”，当
之无愧。再论人文贡献，《证类本草》的作
者唐慎微，籍贯或为现今成都的华阳、崇
州地区。此外，五代时期有三部重要的本
草著作，其中四川贡献了两部。一部是前
蜀著名词人李珣所编的《海药本草》，另一
部则是后蜀的官修本草《蜀本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刘虎

王家葵教授 受访者供图

洪水消退后，内江各地及时组织灾后清淤保供

消防车送水“解渴”洒水车帮餐馆“冲澡”

“加长版”三伏天开启近期盆地西部雨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