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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江三峡，历史悠久，闻名遐迩，人杰地灵。
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三峡人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地方诞生、成长和磨炼，为三峡地区的社会进步、经
济建设、文化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诸如蕴藉精深的诗词文化、雄伟壮
观的古建筑文化、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文化、巧夺天工的奇石艺术文化、神奇隽永的宗教文化、绚丽
多彩的地方民俗文化及风光旖旎的山水文化等等。
正是基于三峡这方沃土，才使得中医药在广泛汲取众多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和发展，并成为一
颗独放异彩的明珠。
　　由于长江三峡地处西南边陲，历史上是北方的中原文化、南方的楚文化同西部巴文化、蜀文化、
秦陇文化的交汇地，是贯通南北、东西的“文化走廊”，同时又曾是兵家必争之地，加之举世瞩目的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之兴建，从而导致中医药文化遗产面临着巨大的破坏或失传。
为了抢救和保护三峡中医药文化遗产，弘扬三峡中医药文化，传承三峡中医药学术，使之更好地为三
峡地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医疗保健服务，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长江三峡
中医药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有关单位自2002年起启动了“三峡地区q-医药文化发掘与中医学术经验整理
研究”课题。
8年来，课题组的研究人员调查走访了北京、四川、湖北等省市及重庆所辖10余个区县、70余个单位
及20余家中医个体诊所，查阅相关地方志及文献资料170余种，从中发现明清以来重要医家（人物）线
索300余条，挖掘搜集相关史料及案例、单验方资料3000余份，所及史料时空跨度上下6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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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余甘霖和陈代斌主编的《长江三峡中医药文化研究》分历史、文献、医案、验方及人物5篇。
历史篇，重点介绍长江三峡人文、历史背景及中医药形成与发展概貌；文献篇，共选择介绍影响较大
的医学文献34部（篇），其中明清时期王文选、刘以仁等医家著述8部，当代冉雪峰、龚去非、郑惠伯
、钟益生等知名中医医论、医话26篇；医案篇，整理介绍明清时期王文选、桑赞元及现代郑仲宾、李
重人、李寿彭、郑邦本等34位老中医之临证经验，精选病证107种，临床案例295则；验方篇，挖掘整
理介绍自清代以来在三峡民间广为流传和运用的单方、验方192首（个）；人物篇，介绍自明初以来三
峡医林人物206人，其中以小传形式介绍141人，名录介绍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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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江三峡，风景如画，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世界闻名。
随着三峡工程的修建，三峡地区更是受到世人的关注。
追溯三峡历史，研究三峡文化，弘扬三峡精神，建设新三峡，是新一代三峡人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光荣
使命！
　　自20世纪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对三峡地区的历史文化从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书中所言三峡地区是指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角度划分的宏观的三峡地区，地域包括重庆市和湖北宜
昌市、恩施自治州、神农架林区。
所言三峡文化是广义上的三峡文化，是以三峡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位置以及生产力发展水
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三峡地区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三峡地区是亚洲人类的发源地，新石器时代，这里有着著名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哨棚嘴文
化；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巴、楚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秦汉以来，三峡地区又是兵家必争
的战略要地。
　　三峡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因有便利的水上交通，是北方的华夏文化、南方的楚文化同巴蜀
文化的交汇地，是东方的良渚文化、吴越文化与西方的巴蜀文化、秦陇文化的交汇地，是南北与东西
的一条"文化走廊"。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三峡地区世世代代的祖先们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同各种
疾病作斗争，在各种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繁衍生息，并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谱写出了辉煌的历
史篇章，创造出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医药文化。
　　一、史前时期　　早在距今200多万年前，人类就开始在三峡地区活动了，巫山县龙骨坡发现的巫
山猿人化石及洞穴居住遗址即是人类在三峡地区活动的历史开端。
在巫山县龙骨坡不仅发现有人类化石，而且还发现有当时人类加工过的石器。
可以想象，当时居住在龙骨坡的人类，他们以石器为工具或武器，开始同大自然进行斗争，在斗争中
改变自然界，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旧石器时代遗存在三峡地区的相关痕迹几乎都有发现。
距今1万年左右，三峡地区开始进入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考古学文化中称之为"新石器时代"
。
这一时期的人类已基本上从山洞逐渐移居到长江及支流沿岸的山前台地和缓坡地带活动了，他们聚集
而居，在村落里已开始有了房屋，利用江边上的砺石修理石器，由过去打击制作粗糙的石器逐渐能凿
磨出较精致的石器，并开始制作陶器。
磨制石器、陶器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迈进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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