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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科文化是植根于学科的学术文化核心，是学科团队奉行的学术精神与行为准则，是中医学科与

中医流派的基因。学科带头人要引领学科文化，以学术精神与学科知识体系培育团队，增强凝聚力，提升学

术内涵，为学科与流派的持续发展培养一支优秀的团队，让学科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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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文化是学术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学科文化

根植于学科，每一门学科都有一种知识传统和相应

的行为准则，这种知识包含特定的理论、方法论和

专门的技术。具体来说，学科文化就是学者在一定

时期内创造的以知识为本原、以学科为载体的各种

语言符号、理论方法、价值标准、伦理规范及思维

与行为方式的总和［1］。每门学科的成员拥有共同

的信念，拥有其学术精神、价值观念等，这些正是

学科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学科知识体系是学科文

化的物质层面，相关行为规范是学科文化的制度层

面，而精神信念是学科文化的精神层面。
对于中医学科而言，学科文化既有中医文化的

印记，亦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独特的文

化现象。在中医学诸多学术流派之中，目前主要偏

重于技艺的传承与研究，对学科文化鲜有研究。本

文以岭南妇科流派为例，探讨学科与流派文化的特

征及其在团队建设中的重要性。

1 地域文化是中医流派的土壤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在不同朝代的变迁

和人口的迁徙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

文化，亦有各个地区的地域性文化。
岭南地区以五岭为地理分界，即越城岭、都庞

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之南。岭南地域的划

分，在不同年代有所不同，《晋书·地理志》将秦

代所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称为 “岭南三郡”。唐

贞观年间设立十道，岭南道辖七十三州、一都护

府、三百四十县，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东部、海

南岛和香港、澳门地区。岭南在秦代已开通 “梅

关古道”，是岭南与中原之间的古驿道。广州是中

国古代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之一，是 “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是从秦代开拓的通商海路，唐代

已成为“天子南库”，唐朝宰相张九龄谓之 “上足

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宋元之后，

广州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也是世界性大港

和东方第一大港。
在岭南地区，古代儒、释、道三界名人辈出。

晋代有东晋著名道教领袖葛洪，他从东吴南下，定

居于岭南，娶南海太守之女为妻，在罗浮山采药炼

丹，并创立岭南医学。唐代有佛教禅宗祖师六祖惠

能，他开 创 了 中 国 禅 宗，与 孔 子、老 子 被 誉 为

“东方三大圣人”。明代有儒家 “江门学派”开创

者陈献章，以“自得”“自然”为纲，是哲学领域

的岭南学派，有 “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

一支”之誉，是 “白沙学说”的创始人。在近现

代，岭南是民主革命的前沿阵地。文化名人有清代

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家

孙中山，以及廖仲恺和朱执信等，在改革维新、推

动共和制度的历程中建立了历史功勋。
岭南文化以海洋文化为特征，较早接受外来文

化、西方文明，具有开放性和辐射性。其还受商业

文化的影响，注重实用性，形成了多元文化的风

格，具有兼容性和创新性。岭南文化的特质体现在

岭南医学、岭南建筑、岭南园林、岭南画派、广

彩、广绣、粤剧、汉剧、粤菜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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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医学萌芽于远古岭南古人类的生产活动，

奠基于晋朝，以葛洪为代表的各地方士云集 “岭

南第一山”行医治病，根据岭南人生活习俗和常

见病证，吸收土著俚人医药经验，使用岭南药材，

构筑了适合岭南地理气候环境和疾病谱特点的岭南

医学。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岭南医家又开创了中西

医汇通的先河，可以说，岭南医学是地方医学、中

原医学和外来医学的综合。在岭南历代医家中，不

仅有岭南医学鼻祖、道医葛洪，亦有著 《岭南卫

生方》的元代医僧释继洪，还有一大批以儒通医

的儒医，如清末的卢乃潼、陈任枚、陈伯坛、卢朋

著等［2］。
在 20 世纪初，粤港两地 11 家中药商行合作出

资开办五年全日制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并附设

广东中医院以提供学生见习和实习场地，开创医药

商教共荣的办学模式。在培养高水平中医师方面进

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充分展示了岭南地区多元

文化、海洋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优势与特色。从岭南

医学的渊源与发展可以看到地域文化的烙印，已形

成了独特的风格。

2 学科文化是中医流派的基因

中医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

论，产生了众多著名医家以及各具特色的学术流

派，并通过师承得以流传。学术流派的争鸣、研究

是中医学理论创新与学术发展的源泉。
文化本义是以文教化，包括道德、信仰、知

识、艺术、法律、习俗以及能力和习惯等。学科文

化，即学科团队共同认可的道德规范、学术精神、
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以学科知识体系为载体，

以道德与行为规范为制约，以学术精神为信念，在

学科奠基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
岭南妇科的学科文化一方面包含岭南文化的基

因，即兼容、开放、务实、创新; 另一方面也包含

岭南医学的基因，即中原医学与地方医学交融，南

药与海药并用，擅长食疗及中西汇通。在学科前辈

的引领下，岭南妇科形成了自身的学科文化特征，

即和谐包容，求同存异，学贯中西，个性发展。
岭南妇科以罗元恺教授为代表性医家，他是广

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学第一代学科带头人，新中

国第一位中医学教授，全国首批中医妇科学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点的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首届中医学学科组成员，首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罗元恺教授秉承岭南

医家临证而不尚空谈的务实特质，团结中西医，汇

聚老中青，干实事，育团队，培育了一支团结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团队。
第二代学科带头人欧阳惠卿教授继续秉承罗元

恺教授的学术风格，团结合作，务实奋进，积极扶

持中青年后备带头人，使学科稳定、持续发展。她

是第三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

导老师，首届全国名中医。她主编的 “十五”规

划教材《中医妇科学》 (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版) 获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一等奖。

笔者作为罗元恺教授的学术继承人和欧阳惠卿

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在 1999 年接任中医妇科学学

科带头人。本学科在 2002 年进入国家重点学科行

列，2005 年成为我校首门国家级精品课程，2010
年成为国家级教学团队，2013 年成为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在重点学科、重点专科、精品课程和教学

团队建设等方面均晋升国家级，岭南罗氏妇科流派

也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

作室，2018 年再获区域 ( 华南区) 中医妇科诊疗

中心。在学科发展和流派传承的过程中，学科文化

软实力深刻影响着团队成员成长，学科的文化氛围

和学术精神，在凝聚人心、汇聚实力、凝练学科方

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学科文化氛围促进学科与流派团队成长

学科带头人首先要引领学科文化［3］。罗元恺

老师“学无偏执，行有定见”的中医专业自信，

“博学笃行，业精于专”的治学态度，影响着我们

学科和妇科流派几代人。岭南妇科的传承人来自五

湖四海，也不断走向全国各地。他们接受了学科文

化的熏陶，想干事、会干事、干实事，在专科建

设、学科建设、流派建设等方面各自作出贡献。
3. 1 以学术精神规范学术行为

岭南妇科遵循罗元恺老师 “博学笃行，业精

于专”的治学理念与学术精神，注重学术诚信，

包容不同学术观点，团结中西医，鼓励协同创新。
自 1956 年罗元恺教授创建中医妇科学学科以

来，60 多年我们一直坚持医疗、教学、科研协调

发展，团队和谐并进。既保持中医理论与临床诊疗

的领先地位，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又让西医

妇产科医生有发展空间，技术不落后，及时补短

板，引进人才与技术，同时也鼓励西医学习中医，

在职攻读学位，从而给社会提供高水平和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近年更以妇儿生殖中心形成专科链，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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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产科、生殖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近 15 年来，我院妇科从一个病区发展到三个

病区，又开设了产科，病床数从 46 张增加到 197
张，还开 设 了 生 殖 科，开 展 辅 助 生 育 技 术。在

2014 年设立妇儿生殖中心。近年来，先后派出中

青年学术骨干 5 人次援疆、援青、援非和扶持广东

省基层中医院，展示了学科的技术实力与回报社会

的社会责任。
3. 2 完善学科知识体系，提升学科文化内涵

学科知识体系是学科文化的物质层面［4］。作

为一个临床学科，学科带头人牵头主编各层次教

材，是构建完善的学科知识体系、提升学科文化内

涵的重要力作。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本学科先后主编了

《中医妇科学》的第五版统编教材 ( 罗元恺主编)

以及从“十五规划”到 “十三五规划”国家级规

划教 材 ( 分 别 由 欧 阳 惠 卿、张 玉 珍、罗 颂 平 主

编) ，还有案例版教材、研究生规划教材、特色教

材等。2009 年获广东省教育厅资助建立 “中医生

殖调节与安全性研究”重点实验室，2014 年获广

州市科技局立项设立 “中医防治先兆流产临床研

究与转化医学中心”，2017 年设立广州中医药大学

“岭南妇科研究中心”。近年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广东省科技成果证书 6 项。
3. 3 传播学科文化，走出象牙塔

学科文化具有开放性，在高校附属医院的学科

与专科，既有教育医学生与研究生的职责，亦有向

基层与民众传播知识的任务，尤其在国家全面医改

的大环境下，三级中医院有帮扶基层，逐步实现医

疗同质化的重要任务。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作为国家区

域 ( 华南区) 中医妇科诊疗中心，于 2018 年 9 月

牵头成立“华南中医妇科联盟”，广东、广西、海

南三省区的共 65 家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加盟，形

成中医妇科合作诊疗与人才培养的平台。
岭南罗氏妇科流派源自清代，传承百年，体现

了家传、师承与院校教育融合，“谨守医道，精于

医术，工于教化，惠泽八方”的特色。岭南罗氏

妇科传承脉络清晰，弟子立足岭南，走出岭南，遍

及海内外。2013 年以来，共设立传承工作站 9 个，

包括广东 5 个、香港 2 个、青海 1 个、北美洲 1
个。“岭南罗氏妇科诊法”先后获广州市、广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全国中医学术流派的专科流派之中，妇科流

派的交流与合作起步较早。我们在 2009 年就提出

把名医传承与流派研究纳入重点学科建设，并联合

全国十几家妇科流派合作撰写了 《全国中医妇科

流派研究》 (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出版 ) ，

2015 年 获 中 华 中 医 药 学 会 学 术 著 作 一 等 奖。在

2013 年成立“全国中医妇科流派联盟”，开展流派

之间的交流，交互拜师，协同带教。岭南罗氏妇科

与海派朱氏妇科各有两位弟子交互拜师，异地跟

诊，跟师学习，各取所长，也交流了流派之间的学

科文化［5］。

4 结语

在学科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学科与流派团队建

设，让年轻一代了解学科与流派的历史与发展，感

受和学习前辈的中医情怀与信念，从而增强凝聚

力，提升学科内涵，使学科文化的基因代代相传，

形成学科与流派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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