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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岭南，在传统上是指越城、大庾、骑田、都庞、萌渚五岭以南的地区。
这个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富有特色，是我国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分支。
广东是岭南地区的核心地域，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均走在地区的前列。
在这里，传统中医药以独特的作用深得人们信赖，一直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2006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多个促进广东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文件，提出要将广东
从“中医药大省”建设成为“中医药强省”，这无疑为广东中医药的腾飞增添了巨大的推动力。
其中，《岭南中医药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的出版就是一项具体的措施。
遵《文库》编委会之嘱作序，略述感言如下。
　　一　　从中国文化发源来看，中国文化的主流发源于中原一带。
中医药学是从中原传入岭南的。
晋代有葛洪、支法存、仰道人等活跃于广东，唐代开始有李喧《岭南脚气论》等以岭南为名的方书，
可见医学与岭南挂钩，岭南医学成为中医药学科的一个分支，为时至少已有千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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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岭南号称“瘴疠”之乡，疾病对该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有较突出的影响。
文化发展和医学进步的双重力量，最终驱散了岭南“瘴乡”的阴影。
在此过程中，岭南医学还形成了有特色的学术理论，成为中医学地域流派的重要一支。
《岭南医学与文化》回顾了岭南古代医药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从历史、社会和学术层面阐述了中医学
在岭南传播的情况及其对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揭示了医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并且对
中医地域医学的区分以及岭南地域医学的特色作了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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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地理与人体　　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就对地方水土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提
出了相应的理论。
当时五行学说流行，人们结合五行与五方的联系来探索规律。
如《管子·地员》归纳土地和物产，把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列出五粟、五沃、五位、五隐、五
壤、五浮、五剽、五沙、五塥、五犹、五壮、五殖、五觳、五局等，指出不同方土的土壤生长不同的
作物，带有明显的五行格局。
《吕氏春秋·尽娄殳》论述了水质与健康的关系说：“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馗与蹙人；
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妊与伛人。
”提出了不同水质对人体的影响，其划分也带有五行的印记。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一再强调了研究医学必须通晓天地之理。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要求“
通天之纪，穷地之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还认为“治不法天之纪，不明地之理，则灾害至”
等。
《素问·疏五过论》还提出在诊断治疗的过程中，“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
，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审于分部，知病本始”。
《黄帝内经》的不少篇章还对地域与人体寿天、疾病和治法等的影响作了充分的讨论。
正如张景岳《类经》卷二十五概括说：“不明天道，则不知运气之变。
不明地理，则不知方土之宜。
不明阴阳更胜，则本末俱失。
不明气之先后，则缓急倒施。
不明寿天生化之期，则中无确见而轻率招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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