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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冯模健先生将他所著的《杏林文化研究丛书》（《杏林文化》及姊妹篇《建安神医董奉传奇及养生智
慧》）书稿清样送来请我作序，我认真阅读完书稿后，感慨万千，也借此机会谈一谈我的感受和认识
。
杏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语言。
正如模健先生在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它以物化象征的形式，表现出高度的生命智慧，这就是对和谐社
会构建和大医精诚道德观的倡行。
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和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历史时期，与史学界、思想界、医学界的专家
学者们共同探究中医杏林文化，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宣传杏林文化，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由于种种原因，杏林文化形成的真相一直是一个隐藏在历史尘埃下的待解之谜。
模健先生在探究杏林文化时，提出了“杏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原生态物化实体意义的思想活
化石”的观点。
同时，他认为，“杏林文化是历代医家、思想家共同构建的一座思想大厦”，通过潜心研究，口碑相
传、世代承袭而又真相迷离的董奉精神和杏林文化一下子令人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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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探源，目的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赋予杏林文化更深
刻的含义。
然而要想全面地阐释杏林文化，必须对杏林文化的内涵要有客观的评价，以确定研究的方向和思路。
     “杏林”一词，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已经成为中医药的符号，寓意也更深刻。
作者从“文化”的角度阐述“杏林”，分析了董奉杏林园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杏林”成为中医药
符号的文化内涵，有独到见解。
本书分探源篇、研究篇、论述篇对杏林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书后附有“杏林诗词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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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探源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医学思想的产生与形成　    （一）殷商西周是中国古代医学
思想产生时期　    （二）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形成时期　    （三）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医学
思想成熟时期　    （四）魏晋隋唐是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完善时期　    （五）宋元明清是中国古代医学
思想光大时期　  第二节  杏林文化的含义　    一、文化的含义　    二、杏林文化的含义　  第三节  中国
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
医学的“阴阳五行”思想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的“形神合一观”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
中医学的“防患于未然”思想　  第四节  杏林文化与岐黄文化　    一、杏林文化是岐黄文化的延伸　   
二、杏林精神是一面大医魅力和价值的明镜　    三、杏林精神是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四、杏林精
神是历代医家思想的结晶　第二章  杏林成为中医药符号的缘由　    一、“太乙真人”的诰封推进了杏
林文化形成进程　    二、儒道两家的神灭论思想促进了杏林文化的产生　    三、《黄帝内经》和杏林
精神为杏林成为中医药符号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杏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董奉　  第一节  “建安神
医”董奉　    一、文书小吏　    二、弃吏从道　    三、隐居庐山　  第二节  庐山杏林园的构建　    一、
时代催生了庐山杏林园　    二、庐山杏林园成为理想社会的缩影研究篇　第四章  解读杏林文化　    一
、将董奉精神和杏林文化放到神话传说中去把握　    二、将董奉精神和杏林文化放到历史_的大背景中
去认识　    三、将董奉精神和杏林文化放到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去认识　    四、将董奉精神和杏林
文化放到抽象的符号中去认识　    五、将董奉精神和杏林文化放到内心世界去体悟　第五章  杏林文化
探疑　    一、评葛洪论董奉　    二、董奉如何成为“建安神医”的　    三、董奉缘何成为“太乙真人
”　    四、董奉为何无片言只语传世　    五、董奉草堂及杏林遗址今考　第六章  杏林文化的本体含义
　    一、杏林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二、“和谐杏林”是和谐社会的代言　    三、“虎溪三啸”是人
与大自然和谐共融的体现　    四、“生命和谐”是中医药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　    五、“诚信”是医
德医风的集中体现　第七章  杏林诗词中的人文情怀　  第一节  人文情怀促进了杏林诗词的繁荣　    （
一）南北朝及唐代的杏林诗词　    （二）宋代的杏林诗词　    （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杏林诗词　   
（四）明清时期的杏林诗词　  第二节  杏林诗词中《清明》一诗中的“杏花村”考论述篇　第八章  道
家思想与中医药文化　  （一）道的理论是中医学理论的源头　    一、医道无止境　    二、“道法自然
”　  （二）气的理论是中医学理论构建的物质基础　    一、元气　    二、分化之气　    三、气分阴阳
、正邪　  （三）“负阴抱阳观”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石　    一、“负阴抱阳观”的认识　    二、“阴平
阳秘”的认识　  （四）相对论对中医学理论的构建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相对论的理论内涵　    二
、相对论对中医学理论构建的影响　第九章  儒家思想与中医药文化　  （一）儒家思想中的“礼制观
”与中医学　    一、儒家“礼制观”在中医学五脏功能上的体现　    二、儒家“礼制观”在中医学六
腑功能上的体现　    三、儒家“礼制观”在中医学药物配伍中的体现　  （二）儒家思想在杏林文化中
的体现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二、儒家思想的纲领是“中庸”　    三、儒家思想的人
伦准则是“信”　    四、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政治观点是“礼”　第十章  道教中的医学思想　  第一
节  道教中的自然医学观　  第二节  道教医学思想中的自然医学之道　  第三节  走出历史阴影的东方自
然医学　第十一章  从杏林文化到庐山和合文化的演进　  （一）释道文化合流形成庐山和合文化　    
一、庐山和合文化的产生　    二、庐山和合文化繁荣的原因　  （二）儒学与佛道两教的融汇提升了庐
山和合文化　  （三）庐山和合文化的传承与反思　第十二章  杏林文化研究之思考　    一、杏林文化
为什么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思想理念的结晶　    二、杏林文化为什么是老百姓心中的丰碑　    三、杏
林文化为什么是中医学术争鸣所形成的共识　    四、杏林文化建设引发的思考参考文献附录一  神仙传
卷十董奉附录二  太一观董真人殿碑铭附录三  洪州道正倪君碣附录四  重修观记附录五  杏林诗词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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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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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杏林文化》：杏林文化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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