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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是炎帝，即神农，姓姜，因以炎德旺而尊

为炎帝。是上古时氏族的首领，《淮南子》称：“南

方火也，其帝炎帝”。该书又记载：“神农尝百草之

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

毒。”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

过程。药物知识，尤其是植物学知识，是在原始社

会或进入农耕时期，由广大劳动人民在同疾病作

斗争中产生的。“神农尝百草”创医药之说，正是

这一历史时期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医药的反映。后

人为了纪念他，尊之为药物之祖，农业之神，医药

之神。

“本草”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其中记载：

“方士使者付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说

明“本草”二字至少在公元前一世纪已成为药物

学的专用名词。我国药物学的历史，是从西周开

始的，当时人们已经积累了许多药物知识，到战

国时期已经有 800多年的发展历史，经过长期不

断积累和实践，从而产生了我国的药物学专

著———《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部中药学经典著作。约成书于东汉末年（约公

元二世纪），原书已佚。现存的各种版本是经明清

以后的学者考订，辑佚和整理而成。冠以“神农”

是为了纪念和缅怀他。全书共三卷，载药 365种，

其中植物药 252种；动物药 67种；矿物药 46种。

根据药性和功效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

120种，一般为毒性小或无毒者，多属于补养类

药物；中品 120种，多系补养兼有攻邪作用的药

物；下品 125种，一般是具有毒性或专用于攻逐

病邪的药物。这是中药学最早分类法。后世称“三

品分类法。”每药之下，依次介绍正名、性味、主治

功用、生长环境，部分药物还有别名、产地等。如

麻黄治喘，黄连治痢，人参补虚，大黄通便，半夏

止呕，茵陈退黄，当归调经等，特别是提到水银治

皮肤病，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本书系统

地总结了汉以前的药物学成就，对中药学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是黄帝，古代原始社会黄帝氏族的首领。

原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称轩辕氏。又曾居过姬

水，即改姓姬，建国于有熊，又称有熊氏。《黄帝内

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昔在黄帝，生而神

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说明黄帝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弱小时就很能说

话；幼年时聪慧听话，很会处事；长大后，及其敦

厚敏达；到了成年，即登上天子之位。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内”是与“处”相

对而言。医经由七家，其中有《黄帝内经》、《黄帝

外经》等。《内经》是讲述医学基本知识的；《处经》

是讲述医疗技术的。《外经》久已亡佚）。古典医书

常以“经”为名，“经”字的含义，《经典释文》解释

谓：“常也，法也，径也。指出“经”就是常道，规范

的意思。《黄帝内经》全书分《素问》和《灵枢》两大

部分。每一部分又各分为九卷八十一篇。“素问”

的含义：“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歧伯也。”本书

用阴阳五行学说阐述人体脏腑、经络的生理现象

和病理变化。主张“天人相应”，重视人体与自然

环境的统一性。多用黄帝问，歧伯答为体裁，讨论

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摄生、藏象、经络、病机、诊

法、治则等中医基本理论。历代医家认为黄帝是

中医学的缔造者，是人们对他的崇拜和敬仰。故

中医又称歧黄之业。“灵枢”的含义，明代张景岳

解说：“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故名《灵枢》。据

考，与《道藏》中之《玉枢》、《神枢》、《灵轴》等的称

谓有关。《灵枢》又称《针经》，本书较系统地论述

了经络腧穴理论、针灸方法和临床治疗等问题。

对针灸医学作了系统性的总结，为后世针灸学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帝内经》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由众多

的医学家的论著，几经纂修而成。其成书年代大

约从春秋战国开始，至汉代才完成。称为《黄帝内

经》是托名黄帝而已，说明本书的贵重、高雅。《淮

南子》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

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清楚地说明了

当时书名黄帝等仅是托名而已。《黄帝内经》是我

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中医经典著作，为中医药学

奠定了理论基础。书中论述的某些内容，在当时

是处于世界医学的先进水平的。如在血液循环方

面，指出了“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将心

脏、血管、血液三者联结在一起，这比英国哈维氏

在公元 1628年（明代崇祯元年）发现人体血液循

环早一千多年。

中国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劳动

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

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

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世界医学的发

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

对中国医药学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发扬

光大。

炎黄二帝与中医药经典著作
粤鲁平

我不曾读书破万卷，

也还没有走遍祖国的河山，

更没有鬼怪神佛赋予我创作的灵感。

我只是千万教师中的一名新兵，

就像星辰属于夜空，草木属于大山。

初登讲台的我，

用青春和热情，去坚持、去探索、去

磨练；

在医专前辈们的带领下，去沉思、去

开拓、去呐喊。

说到这里，怎能不让人慨叹万千，

有多少医专人为了教育事业披肝沥

胆。

践职不怠，文明因此而展现，

让一代又一代的医专人，精勤不倦、

求知求真。

而今，

执教忘名，在务实中前进；

授业求精，在创新中发展。

多少个黎明，牵着朝霞做伴；

多少个黄昏，踏着晚霞回还。

滴滴汗水中，把医道天德的校训谨

记；

满天星光里，只有对学生的殷殷期

盼。

宇宙无边，人生有限。

今生作为一名教师，还有何志何愿？

只希望在辛勤工作之后，

能够多添一丝欣慰，少留一些遗憾。

青春不悔，生命无憾！

在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庆祝建党

90周年的喜庆气氛中的时候，胡锦涛

总书记又发表了重要讲话。几天来，我

反复学习和体味每个字、每一句话的

分量，真是感慨万千。

90年，弹指一挥间。回首中国共

产党 90年的风雨历程，回首中国社

会 90年的沧桑巨变。历史和现实证明

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

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

持走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肝胆

相照，荣辱与共，人民的利益高于一

切。面对外敌，为了保家卫国，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怕牺牲，勇往直

前，御敌于国门之外；面对天灾，中国

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以人

为本、生命至上”的壮丽诗篇；面对错

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环境的

深刻变化，我们党提出了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人民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

取得了一个有一个的伟大胜利，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

千秋伟业，砥柱中流。历经 90

年艰苦奋斗的历程，凝聚亿万中华儿

女豪情壮志，中国共产党铸就了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巍峨丰

碑。井冈山的红色火种、长征的精

神、西柏坡的油灯———党领导人民推

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

作主的新中国，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

的新纪元。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党

领导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迈上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共产党

人又以更大的气魄把中国带入了一个

快速发展的时代。港澳回归、载人航

天飞船、成功举办奥运、世博，党领

导人民大踏步前进，成就辉煌、世界

瞩目！

抚今追昔，90年来，中国共产党

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当

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

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

发展方向。90年的每一成就和辉煌，

无不诠释着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政治能

力，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蓬勃的生命力。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党必将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乘风破浪，勇往直

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继续中华民族

历史上最壮丽的远航。

因此，过去的 90 年是中国共产

党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 90年；是风

雨洗礼、成就辉煌的 90年；是我们党

积极探索和实践“ 三个代表”的光辉

90年。

回望过去不平凡的历程，革命前

辈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树立了前行的

目标和榜样，他们面对生死考验、建设

道路的艰辛写下了绚烂篇章，在人民

心中塑造了光辉形象，成为推进党和

人民伟大事业的先锋力量！如今，各条

战线党徽闪耀、党旗飘扬，广大党员立

足岗位、创先争优，在各行各业担当了

先锋模范，在关键时刻彰显了党性光

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

作为一名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干

部，伴随着自己的成长，亲眼见证国家

40余年的发展历程，感动、感慨、感恩

之情油然而生，继续奋进的激情在心

中激荡。

我毕业留校至今已 24年，我用自

己过半的人生，践行着对事业的执着。

多年来，我努力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践行着职责，用忠诚的誓言、不变的承

诺，和全校师生一道为学校的发展不

断追求。至此党的 90岁生日之际，我

被评为“党员标兵”，获此殊荣，倍感自

豪，更感肩上那沉甸甸的责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的任务

更加艰巨，路途更加艰辛；我们肩上的

担子更重。因此，作为党员我们要向总

书记说的那样，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

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

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

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

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

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

来！

面向“十二五”，知为基础，行在前

沿。作为有着 25年党龄的老党员，将

时刻牢记一名党员就是一面先锋旗

帜，在工作中处处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加强学习，树立正确的权力

观、地位观、利益观，按照总书记的要

求，按照党员的标准，用知识、智慧和

积淀，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潜心践

职、倾心成事，不断演绎工作精彩，为

学校的发展增辉添色；为社会发展建

功立业。

教学是一种修行
医学系 李红

责任 让我们继续前行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有感

计财处 张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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