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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6个主题展馆
5931件藏品被纳入国家文物局数据库

记者了解到，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以

收藏中医药文物、珍稀中药标本，突出

岭南中医药文化为馆藏特色。博物馆

建造馆舍面积达1.42万平方米的新馆，

并正式更名为“广东中医药博物馆”，是

华南最大的中医药类博物馆。

馆藏中医药文物、文献、中药标本2
万余件（套），5931件藏品纳入国家文物

局数据库。在广东省委、省政府专项资

金支持下，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先后开展

了三期建设，现建有医史馆、中药馆、针

灸养生馆、岭南医学馆、岭南中药馆、广

州中医药大学校史馆 6 个主题展馆，

“中药水晶宫”岭南中草药液浸标本展

区 1个，科普互动体验区 2个。室外有

“药王山”中草药种植园区、岭南名医

壁、中医药文化广场等游览观光区。

“此次还运用不断发展的新媒体技

术（如触控交互、体感交互、动态投影、

VR），搭建数字场景来激活中医药文化

场景，和观众产生互动，给观众身临其

境的沉浸式体验，提升教育服务水平。”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馆长蓝韶清介绍说。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成立于 2006
年，前身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传统医

药文化博物馆，由中药标本中心（始建

于 1956 年）和医史馆（始建于 1996 年）

整合而成。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是该

馆建设奠基者。

“博物馆的提升改造对整个中医药

文化，特别是广东地区的中医药发展历

程，做了更全方位的梳理。下一步要把

其作为重要的中医药甚至中华文化的

传承基地教育基地来建设。”广州中医

药大学校长王伟表示。

展出大批
古代中医药活动的实物见证

“疾”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新快报

记者在医史馆中看到了一件商代带

“疾”字的甲骨文，形象地刻着一张床上

面躺着一个人，出了很多汗或者流血，

表达出生病之意，这就是最早出现的

“疾”字。

甲骨文中“龋”字的出现也是中国

医学史上非常有意义的发现，方框似一

口形，内有五颗牙齿，上面的虫子在蛀

蚀一颗牙齿，蛀牙摇摇欲坠，这就是龋

齿的“龋”字。甲骨文中“龋”字的发现

是世界上最早关于牙病的记载。它把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述及的“龋”齿

病提前了 1000 多年，比起埃及、希腊、

印度等文明的类似记载要早700～1000
年。

甲骨文始于公无前 11世纪的殷商

时期,已经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了很多和

医学相关的内容，这说明人类的文明史

和健康疾病是分不开的。在馆内展出

的这些甲骨文，是极为珍贵的医学文献

资料。

另外，馆内原始社会的砭石，商代

的玉针、玉斧、药用葫芦、拓片、薰炉、陶

俑……各个时代的医疗工具、名医生平

和医学著作、医药广告等，都是古代中

医药活动的实物见证，背后都有一段中

医济世救人的故事，从中可以了解流传

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程。

近期，博物馆内还推出“近代广东

中医教育专题展”，回顾了近代广东中

医办学历程和贡献。

48厘米特大野生人参
离土仍长叶开花

馆内有一棵神奇的人参，这棵野生

人参浸制标本有 50多年参龄，长 48厘

米，花、叶、参体同株，呈人字形，形态优

美。当时经培养后在离土环境下继续

生长并长叶开花，甚为奇特，后经科研

人员用浸制技术保存新鲜原样。

而清代粉彩十二生肖及十二时辰

药瓶各 1 套，为国内罕见的完整收藏，

它们体现了中医时间医学的观念。两

套药瓶均有以干支计时的十二时辰和

十二生肖文字及图画，既可作为识别号

码方便按时辰服药，也反映当时的医学

观念。比如标注辰时的小药瓶里，装的

是早晨 7时到 9时服用的药，整套十二

时辰小药瓶以精美的广彩工艺装饰，具

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据说，如此完整的

十二时辰药瓶，全国仅存三套，而馆内

就有两套。

古人对饮用水非常讲究，认为好的

水质，可以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尤其

是清代的乾隆皇帝，他尝遍天下名泉，

终于找到了甘甜可口天下第一泉，因

此，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之前，就会看到

插着黄色龙旗的御用运水车，从宫门出

发，前往玉泉山取水，运回皇宫后的玉

泉山水，就会被装入一个个存水罐中。

而在馆内展出的青花诗文罐，其制

作于清代光绪年间，正是清代宫廷的御

用存水罐，高达41厘米，腹围112厘米，

罐口处置有平顶盖，盖面绘有龙戏珠图

案，整体造型圆润精致，古朴高雅，青花

诗文罐的肩部是篆书的“天下第一泉”

五个大字，罐腹部位则以小楷书写高宗

纯皇帝，也就是清乾隆皇帝的两篇诗

文。

■观众在欣赏其中一件镇馆之宝“疾”字甲骨片。

华南最大中医药博物馆升级重开
赏藏品如一日穿越古今，今起可通过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官网及官微预约入馆

7月4日，在广东中医药博物馆成
立 16年之际，该馆举行整体提升开
馆典礼。步入馆内，超过 600种中草
药，装入瓶中，层层叠叠筑成高达15米
的中草药浸制标本墙，有百年油桂、50
多年参龄的人参、数十年的甘草……还
有现存最早刻有“疾”字字样的甲骨片、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明拓片、清代十二
时辰药瓶与十二生肖药瓶等，令人赞叹
古人诊病、行医、服药的智慧。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是华南最大中医
药博物馆，重开后新增多个特色馆，藏品
丰富，并利用新媒体技术搭建数字场景
激活中医药文化场景，全方位展现中医
药文化。7月5日起试运行，公众可通过
该馆官网及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入馆。

世界上最早的导尿术记载
博物馆中藏有龙门石刻药方明代

拓片，该药方刻于我国洛阳龙门石窟第
十二窟，距今已1400多年。中医药博
物馆内有拓于明初的拓本，文字完整清
晰。龙门药方载方近200个，其中有许
多独特的成就，如“疗小便不通方”，记
载了葱管导尿术，是世界上最早的导尿
术记载。

馆内更为稀奇的是名医叶天士遗
像，工作人员称这是博物馆其中一个

“镇馆之宝”。叶天士本是清代温病医
家，馆内收藏的遗像为其同时代的画家
王晋所绘。画面中古松苍劲参天，松下
叶天士一袭长袍，捻须微笑。刘海粟评
价此画“运线方法，坚劲挥霍,色泽奇
古”。

1.药圣韦慈藏塑像：韦慈藏，唐代
京兆人，官至光禄卿，后辞官深入民间，
常腰系葫芦，手牵黑犬，为民治病，疗疾
神效，玄宗赐号药王，民间药王庙多供
奉韦氏。后人为与另一药王孙思邈区
别，遂改称韦慈藏为“药圣”。

2.洗药池拓片：清代丘逢甲为罗浮
山葛洪遗迹“洗药池”题句拓片，文为

“仙人洗药池，时闻药香发，洗药仙人去
不还，古池冷浸梅花月。庚戌秋为冲虚
观主题，丘逢甲”。

3. 内经图木刻拓片：清代道教练
功图，内容为道家养生之术，现藏北京
白云观，此为其拓本。

4.宋代王惟一著《铜人腧穴针灸图
经》：是北宋天圣年间修订的国家针灸
腧穴标准，著成后曾刻石于大相国寺，
与针灸铜人共存于仁济殿，并陈列了近
百年，与大相国寺的宏伟建筑相呼应，
当时被称为汴京八景之一“资圣熏
风”。这是一部历经战乱风波的医学著
作，此为流传之残碑拓本。

5. 清代牙雕仕女卧床像：见证封
建礼教对医学的束缚。

6. 清代十二生肖、十二时辰小药
瓶：全国仅存三套，馆藏两套。

7. 清代名医叶天士遗像：由清代
画家王晋绘,周围有刘海粟、马叙伦、丁
福保、陈邦贤等十三位近代名人题跋，
是人杰、画绝、字精的稀世藏品。

8.龙门石窟拓片：记载了有文献记
录的第一次导尿术、宋代平江府(现苏
州)地图——第一次出现“医院”机构、

“疾”字、“病”字甲骨文等。
9. 大海龟标本：来源于南海海域。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黎秋玲 通讯员 张秋镇 ■摄影：新快报记者 孙 毅

据介绍，馆藏多来自于宋大仁

先生。这位捐赠者不但自己在医学

方面学贯中西，号称“医林怪杰”，而

且书画功力皆是上乘。蓝韶清指着

宋大仁先生一幅字画笑说，一名医

德医术俱佳的大医生，从来都有很

强大的“朋友圈”，在那幅宋大仁先

生生日宴画作上，画周的题咏密密

麻麻，全是当时国内的各界名流，梅

兰芳题着“具济世之心，擅丹青妙

手”，傅抱石则称“道与艺亘古相通，

医道也，画艺也，今于大仁先生证之

矣”。

上世纪 80 年代，时任广州中医

学院教授、医史博物馆顾问兼医史

文物资料研究室主任的宋大仁将自

己私人收藏的这批展品悉数捐赠给

学院，这成了今天博物馆的基础。

馆内珍品逐个数

知多D 馆藏多来自于宋大仁先生，他的朋友圈“好牛”

■广彩十二时辰图瓷药瓶。 ■珍稀中药标本摆了层层叠叠四五层楼

高，蔚为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