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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中医的陪葬品

简牍作为汉字书写的载体，一般字
多时写于编连成册的“简”上；字少时则
书于“牍”。 旱滩坡出土的这批《医药简
牍》，使用了松木、杨木两种材质，共计
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

简身明显有三道编痕，分为宽、窄两
种。一种宽 1 厘米，共 41 枚，每简容 35
字，两枚首简空白无字，如今天的书籍扉
页、封面一样。一种宽 0.5 厘米，共 37

枚，因卷在内部，保存较好，字迹清晰，每
简牍容纳37字，末简尾题“右治百病方”
五字。

牍面无编痕，多书写两面，每面容字
多为两行以上，最多者有六行，每行容字
33字左右。《医药简牍》不仅在医学史上
弥足珍贵，也为考察古代简牍制度提供
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医药简牍》的文字为竖行墨书，书

体以隶为主，兼用章草。运笔练达、洒
脱自如。严谨中露飘逸，写意又不失规
整。书法家善用“率意、质朴、粗犷、雄
健”来形容甘肃汉简的书写风格，而这
些特点在《医药简牍》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除去它本身的医学价值以外，《医
药简牍》在书法艺术方面也堪称稀世之
作。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荆雯

武威旱滩坡，是紧依祁连山北麓的一块
台地，这里曾被认为是块风水宝地，有历朝
历代坟冢百万多座，也因此形成了以莲花山
为中心向南北延伸的旱滩坡古墓群。1972
年，旱滩坡兴修水利工程时，发现该坡地东
部一条山沟西岸的这座墓葬。随后，甘肃省
博物馆及当时的武威县文化馆对这座土洞
式墓进行了清理。

据推测，墓主为一老年男子，棺前竖木
质鸠杖一根。汉代有“七十赐王杖”的尊老
制度，由此判断，墓主为鸠杖主，年龄至少在
70岁。在墓主头顶部，一麻质囊袋内装有木
质简牍一束，经整理出土简牍共有 92 枚。
从简牍所载内容看，全部为有关医学的记
载。

自此，一位悬壶济世、妙手仁心的老中
医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随葬医药典籍应
是他长期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心得记录，
其中汇集了当时有实用价值的验方，其内容
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中医基本
学科。

他的一生对医药研究颇深，他将毕生所
学及实践经验中所遇疑难杂症的方剂当作
日志一样，记录在汉简之上，死后随葬身边，
可见此简之于他是真爱。

也正因西北气候干燥少雨，简牍出土时
才墨迹如新，我们方可在两千年后一睹真
容。这位老中医恐怕也不会想到，他在竹简
之上留下的墨迹，却给 2000 年后的我们打
开了一扇了解古代医学的窗口。

《医药简牍》一经出土便引起广泛
关注。它不仅是考古学上一项重大发
现，更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我
国医学历史悠久，1949 年后，考古人员
发现了一批批秦汉简牍，其中不乏医药
学方面的珍贵资料，它们开阔了学者视
野，促进了古医药学研究。而此简不仅
在数量上远超其他汉简，而且内容极其
丰富。

此简保存医药方30多个，包括了针
灸、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药价等多
方面内容，处方中所列药物近百味，记载
了各科的病名、病状、药物、剂量、制药方
法、服药时辰和药量、生活禁忌，以及药
方主治名称等，足见我国古代医学在当
时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医药
简牍》出土为研究民族医学史的生理、解
剖、方剂、病名、治疗、养生等诸学科，提

供了第一手科学资料。
此简就其时代推断，上限约在东汉

早期。因此这些医方不仅在东汉时治病
施用，东汉以前的医学经验也传留其
中。简上所记的约一百味药物名称，除
少数药名不识外，多数均见于《神农本
草经》，张骞通西域后引入的药物，简
中均未见，说明《医药简牍》保存着汉
代早期的医学遗产。

我国医学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很
大的发展。汉代科学、天文历法及其他
文化方面的进步很突出，为汉代医学的
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当
时有关医药的著作就有医经七家，经方
十一家，共四百九十卷。《黄帝内经》仅
是其中的一种，它是一部医药理论著
作，总结了先秦的医学思想和治疗原

则，不载药物配方；而《神农本草经》为最
早的药物学经典，汇集先秦医疗实践中
的中药名目，但不举方剂；后世医家尊

《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为方书鼻祖，其
原型《伤寒杂病论》著作早已佚失，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
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著作，约成
书于战国时期。

而中医学界认为《医药简牍》的内
容相较而言更完整、更具体、更明确。这
部医药典籍体现了我国药物学、方剂学
从战国到东汉初的长足进步。上述早期
医药典籍都是经过历代辗转传抄修订刊
印，而《医药简牍》则是我国最早的医药
原始文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
的医药水平和真实情况，它的可靠性不
言而喻，也正是它成为国宝级文物的价
值所在。

2.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

3.简牍书法造诣深厚

武威三简③中医被称为中国三大国
粹之一，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
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武威
《医药简牍》作为一部简牍版
医籍，丰富了我国的医学遗
产。从其丰富的内容窥见中
医是古人与疾病斗争中不断
积累的宝贵经验。它的重见
天日为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提
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

它既是文字文献，又是文
物真品，各种历史信息并存，
体现着甘肃这个丝路重镇在
古代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甘
肃是全国出土汉简最多的地
区，然而如著名的《流沙坠简》
与《居延汉简甲编》有关医药
的记载却非常有限，武威《医
药简牍》丰富完整的内容成就
了其国宝级文物的地位。

汉代《医药简牍》
我国最早的医药原始文物

医药简牍
汉代，1972年武威市旱滩坡汉墓出土，共计92枚，其中木

简78枚，木牍14枚。松木削制。简文每简1行，牍2—3行，多
者达6行。从简牍上遗留的痕迹看，简有三道编绳，先编而后
书，78枚简为一卷册。可分为两种：一种宽度为1厘米，简的
边侧有锲口，简文内容是医治内科、外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医
方，还有针灸方面的刺疗医术及禁忌；另一种宽度为0.5厘米，
简的边侧无锲口，内容是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

牍有二道编绳，先书而后编，14枚牍为一卷册。简书内
容丰富，抄录当时验方，保存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医药方有30
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等，处方中所列药
物近百味。有些药方还详细记载了病名、病状、药物、剂量、制
药方法、服药时间、用药方式、针灸穴位以及注意事项等，是研
究汉代临床医学、针灸学和药物学的重要资料。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初评
工作日前在北京结束，在全国上报的数
百部参赛作品中，由甘肃省曲艺家协会
选送的群口相声《这十年》、凉州贤孝

《“当代愚公”六老汉》、皋兰小曲《忆党
史 铭党恩》脱颖而出，入围第十三届中
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将分别于
7 月底至 8 月中旬，在安徽合肥赛区和
山西长治赛区参加相声小品三书类与
北方鼓曲唱曲类分赛区比赛中进行最
终角逐。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中国文联和
中国曲协共同举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
奖项，也是曲艺界的最高奖项，每两年
评选一届，旨在褒奖曲艺领域成就突
出、贡献较大的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

据悉，甘肃曲协近三届均有作品入
围，这对加强陇原曲艺人才队伍建设、
引导激励“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
精品创作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和示范效
应，甘肃曲艺愈发成为说唱陇原故事、展
示陇人形象、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艺术
途径。

我省三部作品入围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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