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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 1916 年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
名医世家，其祖辈都是近代岭南温病专家。
父亲毕生业医， 邓铁涛自幼侍诊， 受其熏
陶，目睹中医药能挽救大众于疾苦，于是立
志继承祖业，走中医学之路。

1932 年 9 月，16 岁的邓铁涛考入广东
中医药专门学校 （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基
础），系统学习中医理论。“那个时候就是我
中医梦的开始。 ”1938 年开始从事中医工
作，从此将振兴中医当成一生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 邓铁涛应聘回母校任
教，出任教务主任。 当时百废待兴，中医药
行业也不例外。 为了发展中医药， 弘扬国
粹，邓铁涛以极大的勇气，写了《新中国需
要新中医》一文，发表在 1951 年的《广东中
医药》杂志。

1958 年 12 月，邓铁涛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从此，他把自己的中医药工作与党和国
家的卫生健康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对于中医问题， 邓老从不含糊。
他一生情系中医药发展，为捍卫中医
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地奔
走呐喊。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医药发展
每况愈下。 1984年初，邓铁涛第一次以
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 写信给中央领
导，要求振兴中医，希望中央重视。 不
久，国务院讨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专门
机构的问题。 1986年12月，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

1990年，当时中央计划精简机构，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拟在精简之列。1990年8
月，邓铁涛联合全国名中医路志正、方药
中等，联名上书中央，请求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的职能“只能加强和完善，而不是乘
此机会把它撤并掉”。10月9日得到答复：
同意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全国中
医药工作职能。 中医药管理局被“保下来
了”。 这就是著名的中医界“八老上书”。

1998年，全国刮起了“西医院校合并
中医院校”的风潮。 对此，邓铁涛忧心忡
忡。 时年8月11日，邓铁涛再次联合任继
学等七位知名中医上书。 11月2日，“八
老”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答复，后来中
西医院校合并风被紧急叫停了。

2004年邓铁涛再次上书给中央领
导， 对中医中药管理体制提出建议 。
2006年，“取消中医” 闹剧蔓延之际，邓
铁涛再次站了出来，捍卫中医。

2002 年末，非典爆发。那时，医学界
还未研究出对付“非典”的方案，人人惶
恐，谈“非典”色变。

2003 年 1 月，邓铁涛得知弟子的妻
子感染“非典”3 天了，一直高热不退。 于
是，邓铁涛采取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通
过电话会诊治疗。 3 天后， 病人开始退
烧，最后痊愈出院。 这是邓铁涛首次接触
由 SARS 病毒引起的“非典”病例。

时任科技部专家为抗击“非典”到
广州中医药大学调查研究，问：中医能
否治疗非典？ 当时 87 岁高龄的邓铁涛

站出来勇敢而自信地说：“能！ ”邓铁涛
认为“非典”是温病的一种 ，而中医治
疗温病历史悠久， 用中医药可以治好
“非典”。

第二天， 邓铁涛就和弟子邱仕君、
邹旭一起执笔，撰写中医防治“非典”的
文章， 把诊治的典型病案也附在后面，
以便全国中医介入抗击“非典”时参考。

在他的努力下，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共收治 73 例 SARS 病人，
最终取得了“零转院”“零死亡”“零感
染”的战绩。

邓老桃李满天下。 他常
说为人师者不仅在于教，更
重要的在于学，教之所以长
流者在其学。 作为一名杰出
的中医教育家，邓老一生为
中医教学体系和教材建设
潜心探索。

1990 年 10 月 20 日 ，
在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拜师大会上，邓铁
涛代表 500 多名全国名老
中医发言，他提出了“学我
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

他倡导“集体带、带集

体”， 提出“学我者， 必超
我”， 名中医师带徒工作开
风气之先，在全国中医药界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老认为，中医教育首
要着力给学子们铸造“医
魂”，要把热爱中华文化、热
爱中医事业的热诚传承给
一代代中医学子。“二十一
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是
中医腾飞的世纪。 ”这是邓
老几十年前的感慨， 如今，
斯人已逝，可这亲切有力的
话语却依然回响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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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千年而愈兴，汕尾由小渔村蜕变为重要港口城市

妈祖信仰延续文化血脉
同气连枝凝聚家国乡愁

羊城晚报记者 王漫琪

妈祖， 我国闽粤沿
海地区海神信仰， 历经
千年传承， 成为联结华
人华侨情感纽带的“海
上和平女神”。 2009 年，
中国提名的“妈祖信俗”
成功申报为世界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 成为中
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
产； 同年， 汕尾申报的
“凤山妈祖庙会”也被列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百年来，凤山祖庙是
传播妈祖文化的重要力
量， 更是见证了沧海桑
田里一个小渔村迈向港
口城市的蜕变之路。

羊城晚报：妈祖文化
在中华传统 文 化 里 有 着
怎样的历史定位？

周金琰： 妈祖文化的
实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传
统美德、 中华人文精神相
契合。“平安、和谐、包容”
的妈祖文化特征是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尚和合、求
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核心思想理念的体现，“立
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
神与崇德向善的社会风
尚、 惠民利民的思想理念
一致。 妈祖文化中向善劝
善的教化思想， 妈祖信俗
中祈愿国泰民安、 社会和
谐的风俗习惯， 以及流传
至今的诸多妈祖文艺作
品， 都是中华人文精神的
体现。2016 年，“发挥妈祖
文化等民间文化的积极作
用”写入国家“十三五”规
划纲要， 这充分说明了妈
祖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强调了妈祖文化作为中华
民间文化的特殊性。

羊城晚报：广东妈祖
文化传承传 播 中 有 什 么
特点？

周金琰： 广东与福建
山水相连， 是妈祖信仰向
外传播的最早影响地之
一。 宋元以来， 东南沿海
海洋经济发展、 商业交通
航线形成、 福建移民迁徙
及海洋活动均成为妈祖信
仰传入广东的关键因素。
海商是广东妈祖信仰的重

要传播群体，粤人善商贾，
航海业也十分发达， 旧时
出入潮汕等大小港口的红
头船， 满载货物北至台、
闽、江浙以至天津，南达广
府和港澳、雷州、海南，直
下东南亚。所以，商贾船户
渔民上船前总要到妈宫进
香许愿， 平安归来时再到
妈宫跪拜还愿， 敬奉妈祖
之虔诚不亚于闽人。 总体
而言， 广东妈祖文化传播
是沿着海岸带呈“点”“线”

“面”传播布局。
羊城晚报：新时期国

家文化自信 、文化振兴的
大背景下 ，如何继续写好
妈祖文化的文章？

周金琰： 在新时期突
出服务世界和平， 在助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
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这
是妈祖文化在新时代的新
使命。 区域上，要以海上丝
绸之路为重点，辐射、拓展
周边国家与地区妈祖文化
的传播；人群上，要以华侨
华人特别是世界各地的商
会为重点，促进、带动所在
国所在地妈祖文化的传播
与发展；载体上，要以助力

“一带一路” 倡议为重点，
扩大、 推广妈祖文化向全
球的传播与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弘扬
妈祖文化还能助推两岸
融合发展，通过两岸乡土
情缘来推进民心相通，用
两岸乡土文化来提升妈
祖文化，当作两岸同胞共
同的乡愁。

每年 ，汕尾凤山祖庙
都要举办多项大型民 俗
文化活动 ， 其中规模 较
大 、影响广泛的有正月元
宵节的 “擎阿婆巡游 ”、农
历三月廿三的妈祖神 诞
盛会 、农历七月十五盂兰
盛会（中元节）等。

妈祖神诞是凤山祖庙
最为重头戏的庙会活动 ，
那一天 ，大戏连台 ，汕尾
本土的正字戏 、 西秦戏 、
白字戏 、潮剧 、粤剧等多
个剧种轮番上台 。 近年 ，
连安徽的黄梅戏 、河南的
豫剧也应邀来参演。 地方

剧种剧团将能在凤山祖庙
戏台演出当作一种荣誉 ，
作为展示剧团水平和演员
才艺风采的绝好机会。

凤 山 妈 祖 庙 会 除 了
展示汕尾当地丰富 多 彩
的民俗文化艺术之外 ，还
有各色地方美食小吃 ，琳
琅满目 ；竞抢彩炮的传统
保留节目 ，更是深受群众
喜爱 ，引成千上万的各地
各界人士前来参与 竞 标
大炮头 ， 场面紧张生动 ，
蔚为壮观。 竞抢到彩炮寓
意着一年会平平安安 、生
意旺盛、好运相随。

妈祖传说， 源自于北宋时
期福建莆田湄洲岛的渔家姑娘
林默的传奇故事： 林默救难扶
困， 时常于怒海中救助遇难渔
民和航海者。公元 987 年，她在
湄洲湾口救助遇难船只时不幸
捐躯，年仅 28 岁。 人们称颂其
功德，认为林默是“羽化升天”
了， 便立庙祭祀她， 尊称其为
“妈祖”。自宋而至清代，妈祖不
断受到历代皇帝的敕封 36 次，
最终成为百姓敬仰的“海神”
“天后圣母”。

妈祖信仰最早传入汕尾之
地， 位于汕尾东南部的滨海小
镇甲子， 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南
宋乾道五年 （公元 1169 年 ）的
天后宫， 屹立至今已整整 850
年。如今的汕尾（古称海丰县），
辖内的居民祖先多由明朝开始
从闽南一带迁入， 且主要以打
鱼为生， 渔民在渔船大桅之下
供奉妈祖神位， 由此也将妈祖
信仰带到了粤东沿海。

至明代后期，随着越来越
多的船只和渔民在汕尾渔港
周边落户，信奉者便在品清湖
畔、凤山南麓修建了一座简易
的竹棚庙宇，引入湄洲妈祖的
分灵香火，这便是凤山祖庙的
源点。 据史料记载，到了明朝
正德年间， 海丰辖内的龙山、
大德 、 长沙等地均建了天后
庙 。 在妈祖信仰落户汕尾的
这一初始阶段 ，呈现了“先人
后庙 、以庙集人”的历史人文
特征。

汕尾的妈祖文化， 如何凭借凤山祖
庙的载体加以传扬？ 这要从汕尾港的兴
盛说起。 清乾隆初年，汕尾港引聚渔船与
日俱增，渔业与商业均获得较大发展，原
先凤山下的简易小庙已难以满足民间越
来越多敬仰者的需求了。 于是，乾隆六年
（公元 1741 年 ），由民间贤达、富商、渔业
头家（老板）、各大姓宗族代表、渔民代表
等组成“凤山祖庙筹建首事”，经一年多
建设，于次年顺利竣工，建成潮汕建筑风
格的三进两院布局的庙宇， 主体建筑面
积 840 平方米。

凤山祖庙建成 180 多年后， 至清末
民国时期， 汕尾港步入第二个黄金发展
期。 凤山祖庙旅游区管理处文物股原股
长何夏逢、 曾担任凤山文化站首任站长
的退休干部罗镲在长期研究汕尾妈祖文
化工作中发现：1903 年海丰县汕尾埠对
外通商，先后开通了香港、广州、汕头等
线路的客货海运， 往来商贸繁荣；1909
年， 国际万国公司在遮浪半岛建起一座
灯塔， 吸引了众多外港渔船聚集汕尾渔
场，也拉动了汕尾港的造船业、渔业配套
手工业、 商业和餐饮业的发展； 孙中山

《建国方略之二》中也描述了汕尾渔港盛
况：“由于汕尾港，海湾甚佳，渔场良好，
年间从香港、澳门、粤西、福建等地拖船
寄泊此港不下一二千只……” 为适应渔
业发展， 汕尾这座滨海小镇因此进行了
三次拓展， 沿街建成了大量仿欧陆风格
的骑楼，至上世纪 20 至 30 年代，汕尾被
誉为“金汕尾”“小香港”。

盛世兴庙，作为渔业从业者、港口的
“守护神”， 妈祖凤山祖庙的重光被提上
了日程。 1934 年农历十一月初，一座雕
龙画凤、金碧辉煌的凤山祖庙修葺完成，
热闹非凡的祭祀、 民俗庆典活动持续了
大半个月之久。

上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 凤山
祖庙一度被挤占为学校。 直至改革开放
后， 妈祖文化重新得到肯定、 尊重和弘
扬。 1991 年，汕尾市城区人民政府批准
凤山祖庙为县（区 ）级文物保护单位，同
年成立了凤山祖庙文物管理处暨凤山祖
庙修建理事会。 1994 年 12 月，凤山祖庙
首期工程顺利竣工，基本保留了 1934 年
首次重光时的原貌，新扩建了天后阁，更
在凤山之巅竖立起全国第二座“天后圣

母”大型妈祖石像（另一座为湄洲岛妈祖
雕像 ）， 高 16.83 米， 重 1000 多吨，由
468 块花岗岩石雕刻而成。 凤山下的妈
祖文化广场占地 6 万平方米， 是目前全
国最大的以妈祖命名的广场。

时至今日， 汕尾凤山祖庙已成为海
陆丰地区乃至粤东地区妈祖文化的重要
活动中心， 凤山祖庙旅游区成为国家
4A 级景区， 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近百
万人次。

自清代以来， 妈祖崇拜从一种地域
性民间信仰已演化为世界范围的尊崇敬
仰， 特别是在汉文化圈普遍性分布，泰
国、越南、新加坡等由华人聚居的港口，
几乎均有天后宫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妈祖崇拜文化始终
是连接海峡两岸情感的文化纽带 。 对
于台湾人来说，妈祖便代表着“根”，代

表对故土的眷恋 。 妈祖文化同样一直
联结着海内外乡贤侨胞情谊 。 汕尾妈
祖文化协会会长陈碧江表示 ， 港澳台
地区目前有 130 多 万 祖 籍 汕 尾 的 同
胞，妈祖是众多乡贤共同的精神寄托，
从 2005 年至今，汕尾以凤山祖庙旅游
区为载体， 成功举办了多次妈祖文化
旅游节和经贸活动。 据介绍，在今年举

行的中华妈祖文化旅游节上， 来自北
京、 台湾等地的数十位书画家与汕尾
本地艺术家一同挥毫 ， 展开“心灵契
合·两岸和合”的艺术合作。 近年来，汕
尾市通过与港澳台地区经常性的文化
交流合作，倡导妈祖文化凝人心、聚侨
力， 使凤山祖庙逐渐成为海内外华人
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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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文化实质
与传统文化相契合

凤山庙会展示民俗文化延
伸

凤山祖庙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近百
万人次 羊城晚报记者 王漫琪 摄

凤山祖庙已成为海陆丰地区乃至粤东地区妈祖文化的重要活动中心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林桂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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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铁杆中医 涛声不绝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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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广州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楼门
口，国医大师邓铁涛的汉白
玉雕塑面前，总是有人驻足
缅怀。 身穿唐装、精神矍铄
的他微笑着注视前方，守护
着这片他深爱的热土。

2019 年 1 月 10 日 06
时 06 分，中医泰斗、首届国
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因病在
广州逝世，享年 104 岁。

至如今，他离开我们即
将一年。 可在中医人心里，
他从来都不曾离开。 无数中
医人难以忘记， 这位从医
80 余载的老人在遗嘱中写
道：“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
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这一宝贵遗
产，不仅留给了子孙，也留
给了所有中医人。

已故国医
大师邓铁涛：

继承祖业，悬壶济世

多次上书，为中医“呐喊”

临危受命，抗击“非典”

名师带徒，薪火相传

“振兴中医 ，需要一大批真才实学的
青年中医作为先锋。 这些先锋 ， 对中医
有执着的爱，掌握中医的系统理论，能用
中医药为人民解除痛苦，有科学头脑，有
广博知识， 决心利用新技术以发展中医
学， 并在发展中医学中又反过来发展新
技术。 这不是高不可攀的， 就怕决心不
大 ，骨头不硬 ，方向不明 ，对几千年岐黄
之术没有炽热的爱。 ” 这是邓老写给广
州中医药大学 1982 级本科班学生的信 ，
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