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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inextricab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CM academic 
schools and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natural environment, etc.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rom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ecology, cultural source, cultural region and cultural 
landscape factors, which may impress the formation of TCM academic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y, we learn the reason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TCM 
academic schools. For better learning and inheritance, the school’s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dee-
pen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of different academic hotbed have great signific-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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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分析文

化传播、文化生态、文化源地、文化区与文化景观等因素对中医学各流派形成的影响，从文化地理学的

角度探讨中医学各学术流派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对更好的学习和继承各学派学术经验以及深化解读中医

不同学术思想之渊薮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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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祖国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上，无数医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潜心钻研，形成了学术

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严世芸[1]教授提出中医学术流派构成有三个要素：① 以学术观点、学说为核心要

素，必须有理论创新，形成有独到见解的理论体系；② 要有理论创新的代表人物；③ 有一支通过师承

或私受的途径，能继承这种学说理论、学术观点的人。有了这三个要素，医学流派才能将其创造的理论

和方法，比较完整的流传下去并发扬光大。而中医学派林立，其划分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2]，从战国时

期的医经派、经方派到金元四大家，再到清末的汇通学派等，我们不禁会问为何同样精通岐黄之术的医

家们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主张？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3]-[5]，而鲜有人从文化地理

学的角度去探讨。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在地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6]，其

研究主题众学者也说法不一[7]-[9]，但不外乎五个方面，即文化传播、文化生态、文化源地、文化区与文

化景观，本文试从这 5 个方面探讨文化地理学对中医各家学派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2. 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是指一种观念或革新从其源地向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0]，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有膨胀型和迁移型传播两种类型。膨胀型传播是指某种思想或发明在核心地得到发展，保持兴旺的同时

还在向外传播，其传播形式又分为传染型和等级型。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

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身处伤寒疫病肆虐

流行的时期，后世学者作了历史、气候、症状、方治以及伤寒主方古今临床主治疗效对比分析等多角度

的统计论证[11] [12]，认为东汉末年的这场大疫很可能是流行性感冒。无独有偶，吴又可生活在 16 世纪

80 年代至 17 世纪 60 年代，其间也是疫病猖獗。他在《瘟疫论》中明确指出，当时疫病的病因、发病、

传变与其他疾病迥异。所以疫病“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13]，因此创立了

“戾气”说，突出了该邪气的爆烈性、流行性、传染性等特征。至清代，仅乾隆在位时期全国就有包括

京都在内的 19 次大疫流行，客观上为叶天士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14]。总之，疫病流

行是促使当时的医家总结辨证与治疗经验，最终推动了医家学术思想形成的进程。具有某种思想的人或

集团从一地迁到另一地而引起这种思想的传播是文化传播的另一种形式，即迁移型传播。伤寒学派的发

展历程和古代文化中心的转移是相辅相成的，伤寒创立于东汉，搜集整理于晋唐，深入研究于宋金，发

展兴盛于明清，代表人物地理分布也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转换进程[15]。又如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医学

大量传入中国，中医界具有改革精神的医家，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动吸收西方医学中脑说、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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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法等知识，试图取长补短加以汇通，以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恽铁樵等为代表，形成了汇通学

派[16]。可见，中医学派的形成及发展变迁与文化的传播紧密相关。 

3. 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是指文化同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总是分布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

文化生态主要探讨文化与环境的双向影响及作用，进而否定环境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所阐明的单向绝对

作用[10]。中医学流派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地域环境、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颇深。《四库全书·子

部·医家类·素问玄机原病式·提要》曾用医家所处地理环境解释：“完素生于北地，其人禀赋多强，

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与南方风土原殊；又完素生于金朝，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

亦异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论，多以寒凉之剂，攻其有余，皆能应手奏功。”故而形成了“寒凉学派”。

南方炎热多湿、地势较低、植物繁茂、瘴疠虫蛇侵袭是其环境特点，岭南学派根据岭南的环境特点，着

眼于南方多发、特有疾病的防治，在吸取民间经验和医学新知的基础上，发挥地方药材资源优势，逐渐

形成了以研究该地区常见多发病种为主要对象的岭南医学；它既有传统中医学的共性，又体现了地方医

疗的特色。气候的变化也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我国著名气象学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在他

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出了中国近 5000 年来气候呈现出寒暖交替的变化规律，

将其分为四个温暖期，四个寒冷期[17]。丹溪学派的主要医家从朱丹溪(1281~1358)到赵道震(1389~1426)
均生活在 14 世纪，此期在第四个温暖期向寒冷期的过渡期(1200~1400)，地处南方、气候温暖，人体阳

气盛，丹溪学派形成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核心思想就不足为奇了。温补学派和温病学派先后在

明清形成和发展，而明清时期处在第四个寒冷期(1400~1900)，根徐近之[18]对长江流域河湖结冰年代的

统计，17 世纪是 500 年间最寒冷时期，结冰次数最多，汉江结冰 7 次，淮河 6 次，太湖和洞庭湖 4 次，

所以温补学派的发展与气候关系密切。 

4. 文化源地 

文化源地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哲学、制度及人的智慧等优越的文化特征组合而成为文化发展的摇

篮[10]。文化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医学术流派的发展与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

发展相俱兴。上古到西晋末年，汉文化的核心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

的时期。当时的自然以及人文科学都有了进步，在医学方面，医学理论渐成系统，《内经》中的许多内

容已经出现，出现了医和、扁鹊等名医。两汉时期农业、纺织、陶瓷等手工业相当发达，商业繁荣，民

众生活改善，社会安定。当时的统治哲学—“天人合一”观在《黄帝内经》中也有出现，且皆用阴阳五

行作为说理工具。东汉末期，中医四大经典先后成书，不仅标志着中医学术理论的基本形成，也为后世

“新学肇兴、学派林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正是基于文化源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医家学派才有了生

存之土壤。 

5. 文化区 

文化区是指某种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种特殊文化的人在地球表面所占据的空间,也叫文化地理区，是文

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10]。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形式、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社会组织、经济

特色等都是划分文化区的主要依据。同一个文化区，其主要的文化现象具有一致性和相似性。地域医学

流派是以地域环境及生活习惯等文化方面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为出发点，灵活运用中医理论防治疾病的特

色进行归类的学术流派，体现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地域性特征[19]。如新安医学发源于新安江流域的古

徽州地区(今黄山市为核心区域)，肇始于晋、形成于宋、鼎盛于明清，流传至今依然保有明显徽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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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徽学文化的繁荣鼎盛是分不开的。又如，上海地区的“海派文化”缔造了“海派中医”[2]。1840 年

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逼迫清政府打开了国门，上海成为开放的通商口岸，西方科学(包括西方医学)
进入中国，上海中医受到重创的同时，其正面影响是形成中西医学的融合。近代上海经济繁荣、人才汇

聚。再加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及新文化运动等的影响，形成了“海派中医”“开放、兼容、

吸纳、创新”的特点[20]。地域文化作为中医学派的一种存在形式，对中医学术流派形成的影响由此可见

一斑。 

6. 文化景观 

中国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21]教授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一个地区的

地理特征。”实际上，文化景观是文化集团在某居住区所创造的人为景观，是采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

塑造的。文化景观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各地文化景观，诸如宗教、风俗、饮食、服装、音乐都会与所

处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协调起来，呈现出风格独特的景观[22]，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研究其他主题的切

入点和观察对象[23]。我国学者对文化景观的研究限定在宗教、语言、民俗等专题[24]。故要探讨文化景

观与学术派别形成的联系必将和前文有所重叠，在此仅从政治制度方面做一阐述。金元时期，少数民族

政权入主中原，其统治意识稍淡薄，而此时南宋政权程朱理学取得了独尊地位。因循守旧，反对革新，

朱熹所撰《四书集注》逐渐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允许士人“务自立说”，严重阻碍了学术思想

的发展。在金王朝和南宋对峙的一百多年，北方出现了学术争鸣的现象，南方则没有出现医学派别[25]。
此外，科举制度也可能无心插柳的促成了学术流派纷呈。在古代，广大知识分子要想跻身官场，必须通

过科举制度的层层筛选，能走上仕途的少之又少。不少知识分子在“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观念支配

和影响下弃仕途转而潜心中医[26]。如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温补学派的

中坚人物张介宾等，一生业医的足迹便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可见，统治制度也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

医学流派的产生。 

7. 小结 

中医学主要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是医学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诸学术

派别的形成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的关系，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切入点

不同，再者文化地理学自身研究主题之间也不乏交叉重叠的部分，故不能讲学术流派的成因一一尽述。

在中医发展形势日趋好转的今天，再次探讨中医学术派别的形成原因，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医学术思想形

成与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有利于推动中医学术理论的形成与创新。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昭示我

们，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必须在学术领域解放思想，活跃学术氛围，还要依靠经济、文化、政治等方

面的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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