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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古墓出土的 14 种

医书涉及了广泛的医学领域遥 叶足臂十一脉灸经曳
叶阴阳十一脉灸经曳叶五十二病方曳叶脉法曳叶阴阳脉死

候曳叶导引图曳叶却谷食气曳叶十问曳叶合阴阳方曳叶杂疗

方曳叶天下至道谈曳叶养生方曳叶胎产书曳等文献[1]所记

载的成果都是人们在长期的临床观察上总结得出

的袁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结果遥 其中袁医书提出运用

大自然的资源改变人的病痛状态袁总结出人在大自

然中获得更好的生存的具体做法袁 展现了人与自

然尧人与人尧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袁不可置疑蕴含着

丰富的生态思想遥 研究医书的生态思想尧充分了解

古人的生态理念袁不仅对于当今的医疗与生活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袁而且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袁尤其是能为

生态医学的理论架构提供基础认识遥
1 马王堆医书蕴含的生态思想

1援1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是万物之一袁人与自然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

关系钥 关于这个问题袁马王堆医书进行了广泛的论

述袁认为人是自然界自身发展出来的对立物袁他是

以既同于自然又异于自然的身份存在于自然界之

中的遥
首先袁人与自然界相野同冶遥 人与自然界的野同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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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大自然是万物生存的基础袁人本身就是自然界

长期发展的产物遥 马克思曾明确提出院野人直接地是

自然存在物遥 冶[2]

因此袁人体健康与养生必须与自然变化的规律

相适应袁也即是医书所认为的院人不能违背自然规

律遥 例如袁叶十问曳中袁皇帝问于天师曰院野万勿渊物冤何
得而行钥草木何得而长钥日月何得而明遥 冶天师答曰院
野玺渊尔冤察天地之请渊情冤袁阴阳为正袁万勿渊物冤失之

而不继袁得之而赢遥 冶意即世间万物的变化都受到阴

阳变化的制约袁违背了自然界阴阳变化规律的实物

就无法继续生存袁而顺应了自然界阴阳变化规律的

实物就能够继续繁衍生存遥 叶十问曳里还记载院野容成

合渊答冤曰院君若欲寿袁则顺察天地之道遥 天气月尽月

盈袁故能长生遥 地气岁有寒暑袁险易相取袁故地久而

不腐遥 君必察天地之请渊情冤袁而行之以身遥 有征可智

渊知冤袁间虽圣人袁非其所能袁唯道者智渊知冤之遥 天地

之至精袁生于无征袁长于无刑渊形冤袁成于无渊体冤袁得者

寿长袁失者夭死遥 冶这里描述了一幅人与自然息息相

关的生动画面袁人要健康长寿袁就必须了解天地自然

的变化规律遥 月有阴晴圆缺袁所以能够长生曰气候有

严寒酷暑袁地势有高低不平袁所以大地能够永世长存

而不腐烂遥
同时袁医书还认为院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相得益

彰遥 例如袁叶导引图曳强调野吐纳冶作用袁认为人在呼吸

时袁吐出体内浊气袁吸入新鲜空气袁像熊一样攀枝袁像
鸟一样伸脚袁便可长寿遥 同样在叶却谷食气曳中还记

载了一种以却谷休粮结合呼吸吐纳的气功养生祛病

方法袁在用一种特殊的呼吸方法的同时袁进食一些杂

食药饵袁使人在自然界中保持相对平衡的一种状态遥
即在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中袁人与环境交换气体袁吐
故纳新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遥 人必须要在天地阴阳

二气的运动和滋养中才能生存遥
其次袁人与自然界相野异冶遥 人与自然界的野异冶

是指人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袁同时还是社

会长期发展的产物遥 正是长期的社会劳动实践使得

人成为了有意识的独特的自然存在物遥 恰恰因为人

有自己的思维意识袁所以袁人不会像动物那样绝对服

从于大自然的安排袁而是会以物质自然为对象袁能动

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院
野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了形式变化袁而且他还在自然

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遥 冶[3]

医书揭示出院人类为了生存袁必须获得必要的生

活资料遥 与动物不同的是袁人所需的生活资料袁除开

自然界直接提供的之外袁人们还可以通过利用自然尧
改造自然的过程获取袁对所获取之实物袁往往通过合

理搭配和加工使之有利于身体健康遥据医书记载袁西
汉时期主副食品种类繁多袁为保证健康和长寿袁古人

非常讲究均衡营养袁善于合理搭配野五谷冶尧野五果冶尧
野五畜冶和野五菜冶遥叶黄帝内经曳中就有 野五谷为养袁五
果为助袁五畜为益袁五菜为充袁气味合而服之袁以补精

益气冶的膳食配制原则遥马王堆的饮食文化追求的正

是这样一种境界遥而为了美味和便于消化吸收袁当时

的人们尤为讲究烹调方法袁最具特色的当属野羹冶袁即
将剁碎的肉末做成汤袁加大火熬至烂熟袁形成浓汁汤

液遥根据竹笥所系 312 枚竹简统计袁医书记载各种肉

羹的竹简竟有 29 枚之多遥如野牛白羹一鼎冶尧野鹿肉鲍

鱼笋白羹一鼎冶等遥 除野羹冶以外袁医书还记载了肉类

食品的其他常用加工方法,包括炙尧熬尧濯尧脍尧脯尧腊
等遥可以说袁医书记载的药食结合以追求身体健康的

生态理念在今天仍然可以给人们诸多启迪遥
1援2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院野人的存在体现着双重关系袁 一个

方面是人们对自然的作用袁 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

用冶[4]18野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袁而且也互

相影响遥 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

换其活动袁才能进行生产遥 为了进行生产袁人们相互

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曰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

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袁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

响袁才会有生产遥 冶[4]344 从马王堆医书中也可以看出袁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袁 人类要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

展袁除了要与自然相和谐袁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也

要和谐遥
首先袁医书认为院人体本身讲究阴阳平衡袁人的

野喜怒冶直接关乎自身身心健康遥中医理论认为袁人体

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阴阳对立的有机整体袁叶素问窑宝

命全形论曳曰院野人生有形袁不离阴阳冶袁人体正常生命

活动的健康状态袁 首先是指这个有机整体阴阳平衡

的稳态袁 是阴阳两个方面保持着对立统一的协调关

系袁是动态平衡的结果遥 只有其阴阳平衡了袁生命活

动才能正常进行遥 叶十问曳云院野坡(彼)有央(殃)袁必其

阴精漏泄袁百脉宛废袁喜怒不时袁不明大道袁生气去

之遥 冶明确提出了野喜怒冶是导致阴阳失衡袁引发疾病

的重要原因遥 因此袁叶十问曳主张院野和内得袁云(魂)柏
(魄)皇口(注院由于部分帛书残损严重袁不能辨识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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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口表示)袁五臧(藏)轱白袁玉色重光袁寿参日月袁为天

地英遥 冶强调神和内得袁精神和谐袁就能精力充沛袁五
脏固健袁容颜焕发袁才可以长寿袁成为身体素质很强

的人遥
其次袁医书认为院人与人之间也讲究阴阳调和遥

医书关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阐释在叶十问曳叶养
生方曳叶合阴阳曳叶天下至道谈曳等关于房中术的描述

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遥其中叶养生方曳有云院野男女之欲袁
乃阴阳自然之道冶遥 具有生命力的父母之精相媾袁从
而形成生命体遥 为了达到夫妻双方愉情悦性尧身心

健康袁叶天下至道谈曳说院野贰生者食也袁孙渊损冤生者色

也袁是以圣人合男女必有则也遥 冶这个野则冶就包括院
野噎噎先戏两乐袁交欲为之袁曰智渊知冤时噎噎冶曰野椄
渊接冤阴之道袁以静为强袁平心如水袁灵路渊露冤内藏袁歀
以玉爽渊策冤袁心毋秫渊怵冤荡 袁五音进合渊答冤袁孰短孰

长噎噎冶等遥
1援3 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生命的生产野表现为双重关系院一方

面是自然关系袁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5]冶遥 人类在与

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结成了社会关系遥 社会是人

与自然的统一袁社会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遥 在这个

意义上袁只有在社会中袁自然界才与人发生了关系袁
并成为连接人和人物质关系的纽带曰只有在社会中袁
自然界才成为人的生活要素和存在基础曰只有在社

会中袁人的自然属性才成为人的属性遥
如前所述袁医书体现出的人类所拥有的这种既

同于自然又异于自然的身份袁表明了人类不仅以个

体的形式存在着袁还以社会的形式存在着遥 人从属

于社会袁个人是社会关系的出发点袁而人有自我意

识袁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控制和改造社会关系遥 因此袁
人与社会和谐袁才能使人得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遥

据考证袁医书成书时期袁正是我国社会形态由奴

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并初步形成大变革的时期袁由此

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袁思想领域也

就出现了野百家争鸣冶的局面遥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

历史背景下袁民众开始关注养生问题袁无论是在养生

理论还是实践上袁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袁最终导致中

医养生学的兴起遥其中袁医书的基本养生理念野聚精尧
养气尧存神冶等无疑都是民众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下长期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遥 无论是其饮食养生尧
房事养生尧精气神的调养还是运动养生袁无一不是民

众所普遍关注并能受益无穷的问题遥 例如袁关于饮

食生精养生袁叶十问曳开篇就提出院野食阴(拟)阳袁稽于

神明遥 冶而叶五十二病方曳中记载的药品中袁当时的一

些日常食物如谷尧果尧禽尧兽尧鱼等占全书的四分之

一遥书中所载 50 余种病袁半数左右可野以食治之冶袁或
野以食养之冶袁 可见当时对饮食与健康之间的联系已

经非常重视曰 关于房事保精养生袁叶养生方曳叶十问曳
叶合阴阳曳和叶天下至道谈曳视房中养生为野天下至

道冶袁足见古人对性的重视曰关于导引行气养生袁叶导
引图曳 向人们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一种呼吸运动与躯

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保健体操遥并且袁由于其目

的明确袁要求具体袁简便易行袁在广大民众中广泛开

展噎噎[6]遥 由此可见袁人们的养法理念必定与当时的

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遥
2 马王堆医书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2援1 促进社会和谐协调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理应是人与人尧 人与自然界尧人
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遥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

期袁促进人与人尧人与自然尧人与社会的和谐成为了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遥
马王堆医书始终强调只有符合阴阳规律的事物

才能得到生存以及更好的发展遥其中袁医书强调人的

主体地位袁认为人是有思维意识的存在袁能够认识大

自然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袁并通过改变自身尧改造自

然袁 维护生态的平衡袁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

展遥 人在通过劳动不断地改造和支配自然界的过程

中袁人的自身也得到了改造袁进而引起人类社会的变

革遥 这些理念对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遥
2援2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袁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袁
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指引袁是关系人民福祉尧关
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遥当前袁我国不论在经济发展

还是国民健康上袁都迫切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遥因
此袁我们今天理应重新思考古人野天人合一冶的智慧袁
使当代人形成健康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遥

事实上袁正是缘于历史传承和现代发展袁使得中

医药得天独厚地成为了中国的重要生态资源遥 作为

重要的中医文献袁 马王堆医书蕴含的生态思想在建

设生态文明的今天彰显出特殊的意义遥 新时期对医

书的生态思想进行重新思考和实践应用袁 有利于加

快推动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遥

陈小平袁等 马王堆医书的生态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第 2 期 11



渊本文编辑 贺慧娥冤

2援3 引导民众增强养生理念

中医被称为野国之瑰宝冶袁其以生命与自然和谐

共存为基础本质遥 马王堆医书丰富的生态思想使得

医书体现的不仅仅是战胜病魔袁更重要的是强调把

人作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与自然界一同作为

整体来看待袁通过医疗尧运动尧养生等方法来促进人

类的健康袁最终使人类得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遥 这

些方法也集合成了马王堆的养生理念袁即根据人体

的自身规律袁有意识地采取导引尧聚精尧养气尧存神等

方法袁来达到减少疾病袁延年益寿的目的遥 其养生理

念体现了中医的野治未病冶思想袁符合中医养生的内

在追求遥
马王堆养生文化可以称为后世中医理论及养生

原则的源头活水[7]遥 因此袁从整体上把握马王堆医书

的生态思想袁运用医书记载的医疗养生方法袁更有助

于人们增强养生的理念袁在实际生活中践行中医养

生遥
2援4 助推生态医学的理论架构

生态医学是研究人体生命健康与疾病现象及其

本质袁以及其各种内外环境相互关系的规律性袁从而

利用想要的资源和手段袁达到维护和增进人们的健

康袁从而提高人们生命质量的一门学科[8]遥 由于生态

医学模式不仅强调生物属性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

谐袁而且倾注了强烈的人文情怀袁表现出了强烈的人

文关怀[9]袁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未来医学发展的方

向之一遥
马王堆医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是我国生态医学

的理论来源之一遥 马王堆医书中袁取用周围环境的

生物资源作为药物尧运用阴阳规律调节人的生存状

态等丰富的生态思想袁体现出了人们通过把握自然

规律来改造自然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袁通过治病

手段尧养生理念达到获得健康的目的遥 这与生态医

学模式的价值基础在根本上保持了一致性[10-11]遥
3 结语

综上所述袁马王堆医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袁
饱含了追求人与自然尧人与人尧人与社会相和谐的理

念遥 医书的出土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医学文献的研究

有着重要意义袁 同时也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

其具有代表性的养生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遥 此

外袁 医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能帮助人类增强养生理

念尧践行中医养生尧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遥因此袁对于马

王堆医书生态思想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的需要袁 而且

还是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需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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