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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湘医派在湖湘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下,或根植于湖湘地域,或与外来医学

交融,或传承少数民族医药,又融汇哲学思想、船舶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本文基于江南长沙

卑湿-水寒土湿木郁-五气之郁或五志致郁-向阳门第居住及香辣食性特点-辛香药物三因制宜治疗的逻辑

链,从湖湘人们居住、食性特点以及地方常见病、多发病辨证论治角度,阐述了湖湘医派的地域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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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文化是大中华文化之下的一个文化分

支,是指一个固定区域经过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

一种具有本地特色的地域文化。 湖湘医学是中医

药学术多样性结构中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

分。 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生活习惯、
疾病谱等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在相同疾病的认

识和辨治上,不同地域的医家有着不同的、独到的

学术思想、诊疗思路、治疗方法和实用技术,日久

经年,逐步积累之后,就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不同地区医家共同研究的学科问题,推动了中医

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临床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
因此,中医学术流派是学术发展的源泉,是提高临

床水平的动力,是弘扬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同
时也是培养中医人才的摇篮。 本文旨在阐述湖湘

医派的地域文化特色,以传承中医学术,促进湖湘

医学的繁荣发展。
1　 湖湘医派学术思想的地域文化特色

　 　 湖湘医派,或根植乡土,或出入湖湘,或世家传

承,或徒随其师,或专注一科一病,或揽读渊博贯穿

医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日久经年,有其独特的

学术特色。
1. 1　 原生医学与外来医学兼容通约　 湖湘地域为

中医药的源头之一,湖湘医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远

古湖湘各氏族群体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医药

经验与知识。 湖湘原生医学的主体为楚医学,包括

各种民族医学。 楚医学具有其独特的学术特色,如
炎帝神农尝百草、制医药以疗民疾的传说以及炎帝

陵的存在,最早之医疗器具砭石、石针、骨针及部分

简帛医书的出土,道教文化和巫傩文化的遗存,民
间草医的应用等等。 在两汉以后,中原医学传入湖

湘地域,楚医学仍然是湖湘医学的主要成分。 战国

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时期[1] 。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六经辨证理论体系,
以张仲景官长沙为节点,湖湘医学渐渐与中原医学

合流。 同时期传入湖湘地域的还有《黄帝内经》《神

农本草经》等。 此后,随着中央集权的推行,各级医

药行政、医学教育与医疗机构的发展,特别是宋以

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湖湘医学的发

展与京畿地域中原医学逐渐同步,成为对医药学术

发展贡献较大的地区之一。
汉晋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开始引进外

来医学。 湖南佛教历史悠久,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影

响湖南。 公元 268 年,西晋剡县僧人竺法崇创建麓

山寺,此后,湖湘佛学为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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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突出贡献。 在历史的长河中,湖南高僧层出不

穷,如唐朝的希迁、怀让、灵佑、道一等祖师,有的在

湖南开宗立派,有的则在湖南顿悟。 “佛为医师,法
为药方,僧为看护,众生如病人” [2] 。 从这个意义上

说,佛教是广义的医学,是治疗人生疾苦的良方。
再者,有些佛经含有医学内容,如《疗病痔经》《除一

切疾病陀罗尼经》 《佛医经》 《齿经》 《治禅病秘要

经》,皆有论及医学问题。 以继承了古希腊医学思

想的阿拉伯医学为主体,吸收东方医学特别是中医

学理论而形成的回回医学,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典

范。 回回医学最早可追溯到西汉,但发展与兴盛则

始于唐。 在唐代,香药、医疗技术传入中国[3] 。 元

朝时期形成了一种“回回遍天下”的局面[4] 。 明清

时期,设立回回太医院。 回回医学于元代传入湖湘

地域,回族人于元末明初由南京、北京等地迁徙至

湖湘地域定居。 据道光《宝庆府志》和回族张、海、
苏、蔡、马五大姓氏家谱记载,其祖先均属于宝庆卫

籍。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 10 县均有回族人

居住[5] 。
公元 1644 年,耶稣会传教士乘船过衡阳,泊黄

沙湾传教,李英松为湖南第一位教徒[6] 。 公元 1647
年至公元 1648 年,方以智避难湖南时,以“吴石公”
假名行医、卖药、授徒为生,传播汤若望《主制群征》
等新思想、新知识,强调医家“历症以征常变”,从临

床角度实行中西医学的汇通[7] 。 1856 年后,西方教

派在湖湘发展迅速,大建教堂。 传教士除了讲经布

道外,还从事教育、慈善等非宗教活动,客观上推动

了医学的发展。 据郭嵩焘记载,1879 年长沙中医夏

洛林向其索要西医书。 1898 年,美国传教士罗感恩

受马里兰州坎伯兰长老会派遣,创办常德广济诊所

(后扩充为广济医院、广德医院),系湖南省首家西

医医院。 1906 年,受雅礼协会派遣,美国医学博士

爱德华·胡美在长沙建立了雅礼医院。 1911 年开

办雅礼护病学校,1914 年创立了湘雅医学专门学

校,开创了我国中外合办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8] 。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加速了湖南医学现代化的

进程。
1. 2　 哲学思想与医学思想相得益彰 　 研究表明,
中国古代哲学既是“隐藏”于中医学理论形态背后

的决定医学精神实质与方向的“无形观念” ,又将

其自身的概念、原理、结论等直接编织于中医学理

论具体表述的网络中,并最终固化成为中医学“理

论之网” 上的“绳线” 与“纽结” ,成为中医学理论

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湖湘文化哲学思想的

代表主要有屈原、贾谊、周敦颐、王船山、魏源和曾

国藩等。 湖湘医学用当时的先进哲学思想为指

导,推动了自身的发展。 如屈原、贾谊作为湖湘流

域文化的奠基者和代表,其思想是在糅合儒道思

想的忧国忧民情思与湖南本土文化的碰撞、交融

中而产生的。 屈原著作中虽然存在巫文化的大量

信息,但《天问》 否认了殷周以来的天命神学观,
《远游》 传承了《庄子》 的精气学说。 另外在《 离

骚》中还有大量草物药物的描述等[9] 。 贾谊《 新

书》中主张大一统,基于民本推行德治仁政,礼治

与法治结合;重视胎教及早期教育。 其认为,早期

教育之始端是胎教,王室之家在早期就需要重视

对太 子 实 施 胎 教, 设 置 了 专 门 实 施 胎 教 的 处

所———“蒌室” ,安排专人监护孕妇,使其饮食、听、
视、动、言等合乎礼的规定[10-11] 。 贾谊的胎教思想

虽然只是尊述“古制” ,并无创新之处,但却是汉朝

最早开始倡导胎教的教育家。
周敦颐被称之为“道学宗主”“理学鼻祖”,其所

著的《太极图说》把《老子》的“无极观”与《易传》的

“太极说”熔为一炉,高度概括精气、阴阳、五行的关

系为“五殊二实二本则一” [12] 。 湖南医者传承《太

极图说》思想,并且将这种对精气、阴阳、五行一线

贯通的认识和格物致知思想应用于中医,有助于深

入理解中医方法论、脏腑气机升降、形神一体、天人

相应等生命理论,从而提高用中国古代哲学原理分

析中医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的能力。
王船山认为天地间气化流行是宇宙本真的元

气活动。 消长之几为变化之所自出,物之自化皆因

气机之化,物之更生成始皆因气之聚散之神化而听

天之化。 王船山的生命观将“气”作为生命之性命

之源,“气化”为生命流变的整个过程,生命归宿终

是“形气离叛”散归太虚。 因此,食乎地,乐乎天,与
宇俱实,与宙俱长,宇泰以养天光,不待息而自息,
此卫生之经,以忘生为大用也[13] 。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以经世致用为主要

特征的实用理性精神,构建了“以天为本” 的本体

论,“及之而后知” 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以“有对”
“主辅” 为核心概念的辩证法等构成的思想体系。
《默觚》记载:“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箨也”
“九死之病,可以试医”。 曾国藩被后世誉为“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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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曾国藩

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劝人“以不服药为

上策”,其总结了养身五法、养生六事,与中医治未

病理论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14] 。
1. 3　 民族医药的地方传承与创新发展　 湖南地区

的少数民族以苗族、土家族、侗族、白族、瑶族等为

主,主要聚居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

市、怀化市、邵阳市等,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悠

久且独特的民族医药文化,也形成了各自特色的

医药理论体系。 如土家族是以三元学说作为指导

来认识和了解人体各结构及生理功能,认为疾病

发生的基本原因是精、气、血的异常与失调。 在诊

断疾病上,土家医发展出了五诊法:看、问、听、脉、
摸。 在治疗疾病上,其方法有“八则” “七法” ,尤
其是在外治法上讲求以针、刀、火、水、药进行综合

治疗的“五术一体法” ,尤具特色。 湘西侗族医的

诊断方法有四步:看、摸、划、算,包括看异常部位

形色、察面色、辨指纹、摸皮肤、摸脉、摸筋骨、阴阳

推算等,治病方法也多样,包括熏蒸法、推捏法、针
刺法、熨烫法、拔罐法等[14] 。 湘西苗医在辨治疾

病上则创立了七十二疾、三十六症学说,苗族医学

的四大系统被最早研究苗族医药的欧志安先生提

出,包含斩茄学说、英养学说、生恩学说、萎雄学

说。 苗医的外治法有二十多种,如气角疗法、放血

疗法、化水疗法等。
由于古代楚巫文化兴盛,而湘西地处古代的荆

楚和巴蛮之地,故湘西各族人民深受巫文化影响,
其民族医药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教、巫术

特色。 土家族、苗族、侗族的医药都有巫医不分、神
药两解的鲜明特点。 如土家族有梯玛文化,梯玛即

巫师,集聚占卜、祭祀、治病于一身,其中就包含有

大量医药文化内容的“梯玛神歌”,如生病要驱邪、
驱瘟,梯玛祭鬼可以消灾祛疾等。 而侗族就有“巫

傩医学”,包含有驱邪法、送鬼法、招魂法、祈福法

等,通过精神疗法结合药物疗法而发挥神药两解的

作用。
1. 4　 山地文化与船舶文化跨域交融　 中国和外国

的交往先是从陆路,后则多自海上。 根据《大明漳

州府志》 记载,在正德年间 ( 公元 1506 年至公元

1521 年)武陵人陈洪谟的推动下,明代开海禁之后,
闽南海洋传统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渊源深厚。 在

鸦片战争以前,湖南的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其中海

关贸易规模、出洋商人数量都超越前代。 清代形成

了长沙、湘潭、郴州、岳阳、常德等几个商品集散中

心市肆与转口、过境,但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多为外

省之人,福建商人在湖南建有天后宫或福建会馆至

少 44 处,徽商二十余家,安徽、江西、江苏等亦有不

少,经营湖南与海外贸易。 湖南的内河水系也十分

发达,有湘、资、沅、澧 4 条长江支流贯穿全境,流域文

化源远流长,又有着广袤的洞庭湖,历史文化悠久,孕
育了极具流域特色、传承着湖湘文化脉络和精髓的

湘、资、沅、澧和洞庭湖文化,这也是湖南船舶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15-16] 。 船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伸和

组成部分,是船舶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载

体和综合反映。 山地文化与船舶文化跨域交融,同样

构成了湖湘医学的一大特色。
我国和几个近邻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的医药

交往密切。 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我国医

学的精髓,我国对各国的民族医药也抱着虚心学习

的态度。 如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就有关“金屑”的

记载:“高丽、扶南及西域外国,成器,皆炼熟可服”。
王焘《外台秘要》 “脚气”条载:“论毒气攻心手足脉

绝方”,用吴茱萸、木瓜煮熟治疗,称之为“高丽老师

方”。 朝鲜的人参,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在我国负

有盛名,《大观本草》 “人参”条载:“百济者,形细而

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说明朝鲜的人参

在我国应用历史悠久[17] 。 《圣济总录》 中记载有

“日本巴豆涂方,治疗丁疮”。 另外,《明史》记载,公
元 1407 年成祖曾下诏:“访求安南山林隐逸,明经

博学,医药方脉诸人,悉以礼教致”,可见,明成祖对

于越南医师非常尊重。
根据以上所述,我国医学源远流长,它不仅是

我国人民和疾病不断斗争的结果,同时,也吸取了

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医药经验,中医学的内容更加丰

富和充实。
2　 湖湘医派主题逻辑链的地域文化特色

　 　 基于湖湘地域养育的湖湘医派,与其他地域医

学比较而言,湖湘医派的主题思想中存在一个显著

特性的逻辑链,即江南长沙卑湿-水寒土湿木郁-五
气之郁或五志致郁-向阳门第居住及香辣食性特

点-辛香药物三因制宜治疗。
2. 1　 卑湿发病观与多发病、常见病　 卑湿,即地势

低下潮湿。 《史记》 记载秦汉时期有“长沙卑湿”
“江南卑湿”的发病观念,这是当时南方社会现实的

·101·　 　 　 　 第 8 期　 　 　 　 　 　 　 　 　 　 　 　 肖志红:探析湖湘医派的地域文化特色



反映。 古长沙国号称“卑湿贫国”,医疗卫生条件较

差,环境湿热,沼泽湿地广布,给各种病原体和作为

疾病感染媒介的蚊虫等提供了良好的繁衍条件。
江南某些疾病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如瘟疫、疟疾、
脚气、麻疯、梅毒等容易流行。 《湖南通志》就载有

多起瘟疫发生,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 年),因瘟

疫而死去的人数无法统计,说明了瘟疫的严重程

度。 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辛追尸体的器官

组织中发现了成堆的血吸虫卵。 辛追夫人在古时

具有一定的地位,其尚且如此,更何况贫苦大众,足
可见在古时湖湘多发传染病。 另外,在长沙出土的

走马楼吴简中便有不少关于“肿足”的相关记录,如
“妻大女黄年廿四肿两足”,可知风湿、足肿在湖湘

地区亦是较为普遍的疾病[18] 。
卑湿的另一个释义即郁,湖湘地域之人多郁

病。 《方言》 记载:“湿,忧也;自关而西,凡志而不

得,欲而获,高而有坠,行而中止,皆谓之湿。” 屈贾

家国情怀,“志纡郁其难释” (刘向《九叹》)。 迁谪

流放,仁贤失志,懊恨嗟叹,独语书空,此真卑湿堪

忧也。 以上疾病观,契合《黄帝内经》的五郁论和情

志致郁论述。
2. 2　 三因制宜与地方病辨治特色　 湖湘医派分立

基于江南地理环境、四时气候、人群体质以及临床

疾病的多样性,并基于湖湘地域特色三因制宜辨治

地方病。 湘楚位居中原以南,《素问·异法方宜论》
记载:“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

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
 

湖湘独特的地理环境

与自然气候,使热、湿两邪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致

病因素。
湿困脾胃,易使脾失健运,而脾胃内伤,百病由

生,故脾土虚弱是诸病发生的根本原因。 故湖湘医

家推崇胃气学说,其中尤以妇产科医家为最。 如:
黄芩、白术可安胎,其来源于《金匮要略》的当归散。
湖湘医家周诒观对清代医家汪昂《医方集解》中关

于黄芩养阴退热、白术补脾安胎的观点表示认同,同
时其对黄芩的负面作用也有清晰认识,认为黄芩苦寒

伐胃,如果用之太早,会使体虚者更虚,导致坠胎[19] 。
基于产后病的“脾胃学说”对湖湘医家的用药也有着

深远影响。 如产后咳嗽,湖湘医家黄朝坊认为其根本

原因在于胃气不足,其道:“胃气一虚,五脏失所,百病

生焉”,其治疗各型产后咳嗽首选具有健脾益气作用

的参、术二药[19-20] 。
湖湘地区的多发病温病。 杨尧章主辨温疫之

论,创胃气论,立益胃三方,提出治温疫要顾护胃

气,以求固本。 朱兰台创芦根方,治疫主透发,反
对滥用寒凉。 刘仲迈认为伏气温病的治疗原则应

从四时之时而出,如春温,宜小柴胡加黄连、牡丹

皮主之;湖湘瘴气为害,湿热杂毒,古代曾盛行嚼

槟榔和饮酒防瘴,并以饮茶为时尚风俗。 于五官

科诸病中,湖湘医家尤精于白喉证治。 张绍修提

出白喉证治有十难,其治白喉,普通病情用除瘟化

毒散、神功辟邪散、神仙活命汤,重症病情用龙虎

二仙汤,并反对“咽喉病忌用寒凉” 之说。 王裕庆

论治疟疾、痢疾,着意于分步、分阶段论治,用药宜

循序渐进,创制治疟三方、治痢三方。 刘裁吾论治

疟疾,首重营卫,并认为疟发之关卫,治疟必攻营

舍。 罗振湘论痢疾之病因,既有中医传统的病因

湿热说,也吸取了西医的细菌说,其指出治湿热

痢,宜用银花荆芥炭汤;治热痢,宜用归芍连枳香

菔汤;并提出用六和汤加减治霍乱,且重视痢疾与

霍乱的预防。
2. 3　 喜用辛香药物　 为了抵御卑湿的自然环境对

机体的影响,湖湘医家对芳香类的植物药情有独

钟,常采取佩带、熏燎、服用等多种方法达到防治疾

病的目的。 长沙卑湿,在室内香熏以驱虫辟邪。 楚

地铜质香熏、熏杯、熏筒、熏炉、熏笼、熏篮出土较

多,且做工精细。 长沙马王堆汉墓群中就出土过相

关物件,如竹熏罩、彩绘熏炉、香囊。 在出土的古医

书中记载用香料中药来防治疾病的相关内容,而又

出土了十余种植物性香料,经鉴定有辛夷、姜、杜

衡、藁本、茅香、高良姜、椒、佩兰等[21] 。
通过书籍记载和生活习俗发现湖湘对于香料

的运用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是祭祀驱邪,二是医

学用香,三是明志及生活情趣。 最初香熏以日常生

活中的熏香、佩香、沐浴,以除秽、防霉、杀菌为主要

用途。 《荆楚岁时记》 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

节。”浴兰汤、饮蒲酒、悬艾草,至今端午时节仍然艾

叶飘香。 在宗教的活动仪式中都离不开香的使用,
如祭天、通神、辟邪等仪式。 另外医药用香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比如灸法,用艾绒搓成艾条或艾炷,点
燃以温灼穴位的皮肤表面,以达到温通经脉、调和

气血的目的。
2. 4　 嗜辣对生活习性的影响　 湖湘医学重视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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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 辣椒作为舶来品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湖
南作为全国食辣成性最早的省区,形成了特色鲜明

的辣椒文化。 辣椒,又被称作番椒、海椒、狗椒等,
早期多为观赏植物,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尚未被开

发。 藤弘《神农本经汇通》中有蜀椒、秦椒、胡椒之

别。 公元 1684 年,康熙年间刊刻的《邵阳县志》与

《宝庆府志》中记载辣椒为大禾椒、海椒[22] 。 《本草

纲目拾遗》记载:“辣茄性热而散,亦能祛水湿。”临

近湖南的贵州亦在康熙时期记载了辣椒。 田霁《黔

书》记载:“当其匮也,代之以狗椒。 椒之性辛,辛以

代咸,只逛夫舌耳,非正味也。”
 

苗侗地区较早出现

辣椒食用的记载为《辰州府志》:“海椒,俗名辣火,
土苗用以代盐” [23] 。 辣椒味辛、性热,入心、脾、肺
经,能温中健胃、散寒燥湿、开郁祛痰、发汗解表、解
毒杀虫,主治胃寒气滞、脘腹胀痛、呕吐、噎膈、泻

痢、风湿痛,用于胃寒疼痛、胃肠胀气、消化不良,外
治冻疮、脚气、风湿痛、腰肌痛、癣病、疥疮。 姚可成

《食物本草》记载辣椒“消宿食,解结气,开胃口,辟
邪恶,杀腥气诸毒”;《药性考》记载辣椒“多食眩旋,
动火故也。 久食发痔,令人齿痛咽肿” [24] ;《医宗汇

编》记载治痢积水泻方“辣茄一个。 为丸,清晨热豆

腐皮裹,吞下”;《百草镜》记载治毒蛇伤方:“辣茄生

嚼十一、二枚,即消肿定痛,伤处起小泡,出黄水而

愈。 食此味反甘而不辣。 或嚼烂敷伤口,亦消肿定

痛” [25] 。
3　 小　 　 结

　 　 湖湘医派是湖湘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有
着显著的地域文化特色,源远流长,医家辈出,著述

宏富,促进了湖湘医学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将湖

湘医学传播到中华各地。 虽然湖湘医派成果烁冉,
而学术繁荣的动因也在于中医流派多样性的重塑,
湖湘医家也参与了中医七大学术流派的学术争鸣,
但其并不是学术流派的主力军,个人学术特色不显

著,主题思想不鲜明。 通过对湖湘医派的地域文化

特色进行研究探析,深入挖掘湖湘医派的主题思

想,有利于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湖湘医派,并促进其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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