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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继“里耶秦简”“云梦睡虎地

秦简”“张家山汉简”后，5月5日晚
间播出的《简牍探中华》第五期，聚
焦出土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的

“天回医简”。节目讲述由齐入蜀
的名医“弓”的一生，以“实地探
访+戏剧演绎+文化访谈”的创新
表现形式，生动展现四川近年来
的考古成果，深度探寻“天回医简”
中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
价值，深刻感悟其间的大医精诚、
医者仁心，从简牍的刀笔留痕处，
还原历史细节、探索中华文脉。

简牍，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写本
时代，是纸张普及之前中华先民普
遍使用的书写载体。从殷商到魏
晋，在超过1500年的时间长河里，
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与积累大多
由简牍记录并传承。据不完全统
计，我国迄今已发现超过30万枚简
牍，这些出土的简牍，既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
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的见证。

“天回医简”，是四川地区竹
简类文物的首次发现，其中散失
已久的扁鹊学派医学经典是中华
医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事实上，
浩瀚如烟的中华典籍中，仅仅930
支简、寥寥 2 万余字的“天回医
简”，在体量上实不起眼，但窥斑见
豹、一叶知秋，我们从中仍可探出
中华民族的文脉密码。

从“天回医简”探中国，印证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汉书·艺文志》
记载的中医典籍有黄帝内外经、白
氏内外经和扁鹊内外经，流传至今
的却只有《黄帝内经》，而“天回医
简”被认为正是失传的扁鹊学派医
书。如今，2000多年前的“天回医
简”被整理为8部医书出版，绝续兴

替、历久弥新，传承创新、生生不息；
“天回医简”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成方
制剂专书，也证明了2000多年前中
国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经脉医学理论
体系……生动表明中华文明具有突
出的连续性、创新性。

从“天回医简”探四川，影响
川派中医药千年发展。中医药是
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一把打开
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而四川自
古出名医、产中药，素有“中医之
乡”“中医药之库”的美誉。从汉代
涪翁留下《针经》《诊脉法》，到北宋

“巴蜀药王”唐慎微编成《经史证类
备急本草》，再到清代名医唐宗海
开中西医汇通风气之先……在中
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院
长柳长华看来，川派中医药影响
中国医坛2000余年，四川名医的
不断涌现，或许就与“天回医简”所
带来的扁鹊医学入蜀有关。

从“天回医简”探成都，生动体
现了这座城市自古以来的开放包
容。“天回医简”的语言存在较多齐
语特征，应是于汉景帝时由今天的
山东传至成都。事实上，一部“天
回医简”，不仅是2000多年前四川
与山东医学交流的见证，印证了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统一性，也从另
一个侧面再次表明成都自古就是
开放之地。成都不仅是“南方丝绸
之路”的起点和南北丝绸之路的连
接点，更以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
成就了其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

承载古圣先贤的大道至理、
记述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每一
枚出土的简牍都讲述着穿越时空
的故事，从中可以读懂我们的民
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也可
以窥见我们的过往、远眺我们的
未来。我们从何处来、将往何处
去，从一枚小小的简牍出发，每一
个人心中或许都会有更笃定的答
案、更深层的自信。

“简”述历史，“牍”懂中华。5月
5 日，CCTV-1 播出的《简牍探中
华》节目中，国内首个出土医学文
献专门数据库——“天回医简”数
据库正式亮相。这一数据库在原
简红外扫描图的基础上，利用矢量
摹绘技术，实现了全文阅览、图文
对照、智能化检索、自动切分等先
进功能，为简牍的科学保护提供了
有力支持，也引起了观众对古代医
学智慧的浓厚兴趣。

失传2000多年
扁鹊医学经典重见天日

“天回医简”，这批2012年在成
都市天回镇汉墓中出土的简牍，是
目前最能系统反映秦汉时期医学面
貌的出土医学文献。其中频繁提及
的“敝昔”，经学者多方论证，认定即
为古代医学巨匠扁鹊。“天回医简”
中记载的“五色脉诊”内容，不仅是
扁鹊医学的突出标志，更与《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汉代名医
仓公所学相互印证，使失传2000多
年的扁鹊医学经典得以重见天日。

节目播出后，网友们纷纷表达
了对“天回医简”数据库上线的喜
悦和期待。不少网友表示：“太震
撼了！居然可以‘云’看 2000 多年
前的医书，这不仅是医学的瑰宝，
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网友“古
迷”兴奋地写道：“迫不及待想查阅
扁鹊的医学经典，感受古人的智
慧。”还有网友感叹道：“这不仅是

‘天回医简’的数据库，也是扁鹊的
‘数字生命’呀！科技让历史更加

生动！”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天回

医简”的“数字生命”被上传至云
端，为中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
学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数据
服务支撑。目前，“天回医简”已被
整理为《脉书·上经》《脉书·下经》
等8部医书，涉及医学理论、治法、
成方制剂文献等内容，构成了一个
全面系统的医学体系。

数据库上线
为中医研究提供新契机

关于“天回医简”的“前世今
生”，学者们推测其墓主人可能是
一名入川行医的医者“弓”，其医术
与经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
遗产。而“天回医简”中提到的观
察面部气色进行诊断的方法，至今
仍在实际医学中有所运用，证明了
古代医学的智慧和价值。

此外，与医简一同出土的髹漆
经脉人像也为古代经脉学说的发展
演变提供了有力实证。这一发现不
仅丰富了中医理论，也为中医针灸、
推拿等治疗方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跨越“难于上青天”的险峻蜀
道，穿越2000多年的时间长河，“天
回医简”将中华医学的智慧娓娓道
来，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等突出特色的鲜活例证。“天
回医简”数据库的上线，不仅为中医
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公众了
解古代医学智慧提供了便捷途径。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图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3年12月
29 日，古隆俊因
患 重 病 医 治 无

效，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70岁。家人遵照其生
前遗愿，完成了遗体捐献，让他成为了一名“大体
老师”。对女儿古李来说，古隆俊捐献遗体的决定
并不让她费解，因为她印象中的父亲一直扮演着

“奉献者”的角色。
古隆俊生前就是个“热心肠”，街坊邻里一有

难处他都会想办法帮忙，用古李的话来讲：“父亲
是个既本分又有些‘笨拙’的人。”在他有限的生命
里，都在尽全力用最为淳朴的方式传达善意。“父
亲一生都没能学会用手机，记得有一次，他捡到别
人遗落的贵重物品，一直站在原地不敢离开，你说
他是不是有点儿太老实了？”在与记者的交谈中，
古李难掩对父亲的心疼与怀念。

古隆俊的善意不只于此，作为家中独女，古
李时常都能够感受到父亲对她的偏爱，哪怕是自
己的身后事，父亲也早早做好了打算。据古李回
忆，那是2023年8月15日，古隆俊与妻子经过深
思熟虑后，双双在志愿捐献遗体申请表上签下了
自己的名字。“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就不太好，脑
梗、高血压、糖尿病让他越来越虚弱，直到 11 月
查出肝癌晚期。”在和病魔战斗了一个多月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古隆俊在家中与世长辞。古
隆俊离世后，古李拨通红十字会的电话，捐献了
父亲的遗体。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于古李来说，父
亲选择成为“大体老师”就是最生动的诠释。“或许
许多人都无法坦然接受自己的父母将遗体捐献，
但我也清楚地明白这是他十分理性的决定。”父亲
的离世让古李悲痛，但她更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
没有人再谈癌色变，“父亲离世后，身边也出现了
很多刺耳的声音，有些人埋怨我为什么不阻止父
亲的决定，斥责这是不孝。”

在那段时间里，古李也曾苦苦挣扎，在理解与
懊悔中来回拉扯，但只要想到父亲的决定是去做
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她的心便安定下来。“我知
道母亲也做了遗体捐献的决定，这一次我会更加
坚定地站在她的身后。”古李说。

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但厚度却有着无限可
能。当下，医学界还有很多待解的难题，而“大体
老师”的出现让这些难题有了可解的途径。受传
统生死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缺少“大体老师”
仍是我国较为普遍的问题，部分医学院校解剖课
程仍只能以硅胶模拟或3D解剖进行代替。

“父亲的决定一定能够帮助培育出更多学识
渊博、医术精湛的医生，我相信这也是父亲的初
心，未来，我或许也会在合适的时间里签下遗体捐
献协议，追随父亲的脚步。”古李坦言道。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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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回医简”
我们可以“探”出什么？

生命终结后
他成为医学生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