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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传统医药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组成部

分，自古以来，中医药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

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始终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

的生命智慧和哲学思想，为推动人类医药卫生文

明作出了贡献。目前，中医药已传播至 196 个国

家和地区，全球 30 多万名中医药从业者在中国以

外地区开设了 8万多家中医诊所。

杏林文化作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是我国独特的文化，也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中

医药文化的使命。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杏林故事，

推动杏林春暖走向世界，江西正在着力打造中医

药国际交流合作高地，深入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

弘扬和对外交流，讲透、讲好、讲新杏林春暖这个

古老而常新的故事，将中医药杏林文化传播得更

广、更深、更远。同时，充分发挥庐山国际交往的

作用，将庐山打造成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舞台，让

世界中医药学术观点在此交流汇聚，让世界中医

药成果在此落地生根，更好地普惠世界人民。

2023 中医药杏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大会的成

功举办，为加快中医药振兴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也将成为庐山唱响“中国杏林文化”品牌

的历史性时刻。从金秋的庐山出发，一幅杏林春

暖越古今的斑斓画卷已然铺展在眼前。

杏林春暖起庐山 守正创新传薪火
——2023中医药杏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大会综述

春华灼灼，秋实离离。金秋十月，大地流

金。九江庐山，正用绚烂的色彩和饱满的热情

拥抱一场中医药文化的国粹盛宴。10 月 26 日

至 28 日，2023 中医药杏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大

会在庐山市举行。

这是一次赓续传承、创新发展的大会；

这是一次高朋满座、群英荟萃的大会；

这是一次内涵丰富、亮点纷呈的大会。

群贤论道智汇庐山，50 余位来自全国各地

的知名院士、专家学者共襄盛会。大会聚焦杏林

文化、中医药文化，发掘、传承、发展好杏林文

化，共话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共谋“中医药+”

融合产业合作与发展，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九江市人民政府、北京

中医药大学、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西中医药

大学、人民政协报社、庐山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

发起，由庐山市人民政府与人民政协报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江西省九江市委常委、

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党委书记、庐山市委书记

邵九思在致辞中介绍，当前庐山市正在深入挖

掘和弘扬杏林文化，规划建设董奉杏林文化园，

着力打造成为中医药人的朝圣地、中医药医养

圣地、研学基地、杏林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医药

健康产业聚集地，为杏林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

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努力推动中医药事业

高质量发展。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几千

年来，庐山因人文荟萃、山川瑰丽一直受世人倾

慕。这个秋天，庐山缘何再次成为全国中医界人

士关注的焦点？只因杏林春暖佳话千秋颂，代表

中国传统医学的杏林文化正是从此山发扬并传

颂至今……

“杏林”起源于东汉名医董奉行医济世的典

故。作为“建安三大神医”（医圣张仲景、医神华

佗、医仙董奉）之一，董奉以高尚的医德医风著

称。千百年来，民间对董奉杏林遗址众说纷纭。

据考证，董奉晚年隐居庐山，行医治病，分文不

取，仅要求重病治愈者种五株杏树、轻者一株，如

此数年，便成千亩杏林。从此，杏林成了中医药

界的符号和代名词，“杏林春暖、大爱无疆”也成

了中医医德文化的典范。

经 考 证 ，杏 林 源 自 庐 山（原 星 子 县）。1990
年，北京中医药学会组织中医药学者到星子县考

察杏林遗址，根据《庐山志》《南康府志》《九江府

志》《星子县志》等地方志，专家一致认定杏林遗

址在星子县温泉中学。2009 年 9 月 16 日，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原星子县温泉召

开全国中医药养生庐山（杏林）论坛，来自全国

200 多名中医药专家齐聚庐山寻根问祖，后由中

华中医药学会论证树牌，正式认定庐山山南作为

中医杏林文化的发源地。

董奉的事迹在民间被广泛传颂，庐山杏林被

世界视为一方圣地。那么，杏林文化的特征和内

涵究竟是什么？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章

德林带大家一起溯杏林之源，为大家揭秘杏林文

化。杏林文化以董奉治病救人济世、修身养性积

德为标志，是历代医家在长期医学实践过程中，

自觉培育形成、共同遵守的基本信念、价值标准

和行为规范，体现的是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在

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和影响。

为弘扬杏林文化，一批专家学者投身挖掘研

究。1986 年至 1989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

理论研究所程昭寰教授多次带队到星子县（今庐

山市），先后对西牯岭、杏林遗址实地考察，研究

南康医学群体。1999 年，程昭寰发表《南康医学

刍议》，提炼董奉杏林文化。九江市众多文化学

者亦先后对董奉杏林文化展开挖掘整理，形成了

《杏林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从董奉杏林园

看道家和谐社会追求》等一批成果。

2013 年以来，江西中医药大学团队从不同角

度对杏林文化和精神进行深入挖掘与研究。该

团队指出，“虎守杏林”典故是董奉道术、医术、道

德、医德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孕育、维护和传播杏

林文化的重要载体，进一步证实了庐山是董奉杏

林文化的发祥地。

近年来 ，国家大力支持中医药文化产业创

建，江西省加快中医药强省战略建设，庐山市大

力挖掘董奉杏林文化，规划建设董奉杏林文化

园，重塑董奉杏林遗址。2023 年 9 月 7 日，在北京

召开的杏林遗址与文化研讨会中，进一步明确杏

林文化发源于庐山山南，明确了仁心济世、和合

医道、精通医药、诚信惠民的杏林文化内涵。 又一次庐山之约，又一次宾朋满座。这是

一次共话杏林春秋的思想文化交流盛会。触摸

古圣先贤历史脉搏，探寻杏林文化的源头，怎样

挖掘庐山的杏林文化？如何发展中医药产业？

众 多 行 业 内 专 家 学 者 围 绕 杏 林 文 化 和“ 中 医

药+”融合产业，深入探讨打造“中医药+温泉”

“中医药+研学”“中医药+康养”“中医药+旅游”

“中医药+膳食”等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提出了

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思想碰撞的火

花点亮了杏林文化的时代光芒。

作为本次中医药杏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大

会的重要活动，大会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

社科教育培训中心、人民政协报社、江西中医药

大学等机构共建高端智库，对杏林文化、中医药

文化、南康医学等进行文化挖掘和理论总结。

同时，为庐山这一“中医杏林文化发源地”进行

授牌，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秉持以杏林文化为

价值取向，加强从业道德修养，注重医德医风建

设，做好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

谈及杏林文化和中医药发展，江西省庐山风

景名胜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庐山市委副书记、

庐山市人民政府市长王斌表示：“作为杏林文化发

源地，庐山有责任有义务传承发展好杏林文化，这

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化强国战略的必然要

求，也是助推中医药产业蓬勃发展的应有之举。”

以会为媒，硕果累累。大会期间，北京中医药

大学与庐山市人民政府签订国学与传统医药中外

人文交流研究院暨人才培养基地庐山杏林示范中

心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庐山将吸引更多中外人士，

以杏林文化为纽带，聚集人气、创新思路、聚力促

变，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文交流平台，为推动

中医药走向世界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九江作为全省中医药综合改革试点市、国

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先行区，深入挖掘、传承

弘扬杏林文化是贯彻落实系列重大部署的题中

要义，也是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化传承、中

医药产业发展指示精神的重大举措。挖掘、弘扬

杏林文化可谓适逢其时，大有可为。

庐山这座“年轻”的山水之城，不仅有着“中

医杏林文化发源地”的金字招牌，还有丰富的温

泉康养资源和中医药产业，南康医派更是群星

璀璨。当老中医与新城市相“碰撞”，将擦出怎

样绚丽的火花？

乘国家战略之势，庐山市全面落实江西省

中医药强省的工作要求，加快建设杏林文化高

地，坚持从“再现杏林”和“传承创新”两个维度

着 手 ，勾 勒 中 国 杏 林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发 展 的 蓝

图。通过恢复杏林遗址“再现杏林”风貌，再现

“治病造杏林”的场景。建设董奉杏林文化园，

打造董奉纪念馆、杏林堂和百草园“一馆一堂一

园”核心遗址，树立中医药杏林文化新地标。百

草种满园，园中有堂馆，董奉杏林文化园将成为

杏林文化传承发展基地、医德医风廉政教育基

地、中医药杏林文化创新发展大会基地、“中医

药+”基地以及医师志愿者服务基地，进一步弘

扬济世救人的杏林文化，引领医德医风建设。

古老的中医药被赋予新内涵，老中医便有

了新生机。为推动杏林文化在创新开放中焕

发新的时代光芒，庐山市守正创新、传承精华，

加强中医药传承，以“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为

主题，深入挖掘弘扬杏林文化的时代内涵，计

划每年举办“一个大会一个节庆”（每年 9 月至

10月举办一次中医药杏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大

会，每年 3 月杏花盛开时节举办杏林文化节），

振兴享誉千年的杏林文化品牌，让千年国粹在

传承、创新与发展中焕发新光彩。此外，该市致

力于引进中医药高等教育，积极磋商与江西中

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建立合作关

系，为庐山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保

障，通过双方深度合作与交流，提高全市中医药

教育水平。

大会期间，名医义诊、中医香道展示、庐山杏

林诗词欣赏等多项活动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不仅

在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专家服务，也近距离感受

到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杏林文化的底色是中医药文化。作为优秀

的文化资源，中医药正在为传统文化复兴提供营

养源泉和不竭动力。为全面推动“中国杏林文

化”品牌创建，庐山市将中医药康养和杏林文化

作为产业聚集之地，在产业发展上进行全市域布

局，打造中医药产业、医疗健康产业、医养旅游产

业、中医药教育、杏林文旅产业等产业集群及高

端智库论坛，一批重点项目正在破难推进。

依托庐山得天独厚的资源，大力发展康养产

业。该市充分挖掘和整合庐山温泉、庐山植物园

和庐康中药谷等资源，建设杏林医养综合体，实

现医养结合。通过引进高端专科医疗技术以及

加强与庐山本地和国内外优秀医疗机构合作等

方式，打造针对中老年人慢病管理及医疗康复等

领域的中国庐山杏林旅游康养产业。

杏 林 文 化 起 源 于 庐 山 ，唱 响“ 中 国 杏 林 文

化 ”品 牌 ，离 不 开 与 庐 山 旅 游 的 深 度 融 合 。 未

来，庐山市将围绕杏林元素，大力发展相应的文

化产业，开发以中医药杏林文化为主题的精品

旅游路线，打造特色鲜明、体验新奇的中医药文

旅品牌。

溯源杏林文化 体现中医药文化价值

献计杏林未来 汇聚创新发展强大动力

打造杏林产业 唱响“中国杏林文化”品牌

传承杏林薪火 助力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

挖掘杏林内涵 实现守正创新传承精华

（本版文图由庐山市委宣传部提供）

2023 中医药杏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大会签约仪式现场

“中医杏林文化发源地——庐山”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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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市依托村卫生室，全面开展杏林驿

站建设，提高基层中医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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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院士、专家学者共襄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