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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楠楠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典章
制度、文化遗产都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奠定了东亚
文化圈的基础。山东地区考古工作开展比较早，但
是集中分布的唐代墓葬发现较少，基本集中在济南
地区，章丘宁家埠遗址、章丘女郎山墓地等有零星发
现。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地处鲁西
地区的聊城唐代墓葬考古屡有收获，集中成片的唐
代墓葬发现先后有聊城傅大门唐代墓葬、聊城绳张
唐代墓葬、东阿王凤轩唐代墓葬、聊城孟闫唐代墓葬
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星唐墓的发掘。

王凤轩墓葬位于东阿县陈集镇王凤轩村西南，
2021年10月，在东阿县王凤轩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中发现墓葬群，后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东阿
县文物事业发展中心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考古发
掘。王凤轩墓葬开口于淤土层下，墓葬开口距现地
表深约9.6米。本次共发掘墓葬9座，出土红陶罐、白
釉瓷碗、铜钱等各类器物二十余件，墓葬时代为唐
代。

王凤轩墓葬本次发掘的9座墓葬，形制可分为舟
形砖室墓和圆形砖室墓两种。舟形砖室墓共发掘3
座，依据有无墓道可分为竖穴土坑舟形砖室墓和带
墓道的竖穴土坑舟形砖室墓。竖穴土坑舟形砖室墓
平面形状呈梯形，墓室用青砖层层收缩垒砌成舟
形。带墓道的竖穴土坑舟形砖室墓由斜坡台阶式墓
道、墓门、墓室组成，墓道为斜坡台阶式，残存1—2级
长方形台阶；墓门为拱形门券，券内青砖呈犬牙交错
状封堵；墓室平面形状近椭圆形，亦为青砖收缩垒砌
而成。

圆形砖室墓共发掘6座，依据墓室形状可分为圆
形穹隆顶墓室和蘑菇状墓室。墓葬均由墓道、墓门、
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为斜坡台阶式，内有3—6级长
方形台阶；墓门为仿门楼式，砌筑方法是：叠砖作门
基，门基上部砌倚柱，倚柱内有拱形门券，券内用青
砖封堵，券顶上部门额中间有两个砖雕门簪，门簪之
上有檐椽、门脊等；墓室为圆形，青砖铺底，部分墓室
底部用青砖垒砌成棺床，墓壁四周装饰有砖雕，砖雕
装饰组合有三种，分别是破子棂窗、衣架、剪刀、熨
斗、柜子、一桌一椅、灯檠；柜子、灯檠、假门、酒瓶、球
杆、衣架；灯檠、椅子。

王凤轩墓葬作为东阿县首次发现的集中分布的
唐代墓葬，为山东地区唐代考古学遗存增添了新的
资料。王凤轩墓葬涵盖了所有唐墓的典型特点，东
阿县今后唐墓的研究工作可以王凤轩墓葬为切入
点，对于研究唐代山东社会、水文变化等具有重要意
义。对东阿县王凤轩墓葬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一座
墓葬的探索，更是对唐朝历史文化的一次深度挖掘。

（作者单位：东阿县文物事业发展中心，本文系
2024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文化传承发展
研 究 ”专 项 课 题 阶 段 性 成 果 ，课 题 编 号 ：
ZXKT202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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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地处黄河和大运河的交汇点，“两河”宛如
鲁西平原的两条玉带，交相辉映。生态景观是社会、
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多维生态网络，包括自然
景观、经济景观和人文景观。聊城“两河”生态景观
异彩纷呈，自然景观有地理水文、气候物象、生物活
力及其沿线的特色景观等；经济景观有能源、交通、
基础设施、土地利用、产业过程等；人文景观有历史、
文化、风俗、信仰等。

濒河而建而兴的城市都有对水的依赖，“江北水
城 两河明珠”的愿景因之而来。市政府遵循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将全市规划布局为四个
功能区：黄河沿线高效生态林业建设示范区、中部城
市森林综合服务功能区、西部防沙治沙生态功能区、
北部黄河故道防护林保护修复区。倡导充分保护传
承利用黄河农耕文化、运河商贸文化，系统展示“两
河”文明的历史内涵、精神特质和时代价值。

深层生态学范式认为，非人类生命有其内在价
值，且不依赖于它在经济上的或以人类为中心的价
值。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嬗变分为三个时期：敬畏自
然——被动依附时期，支配自然——冲突失序时期，
保护自然——寻求和谐时期。人类作为自然之子，

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应尊重自然，承认河流生命形式
的内在价值，遵循“优先保护，活态传承，适当利用”
的原则。

“两河”生态景观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是个多维
度、系统的工程，目标在于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
经济发展、文旅休闲的有机结合。通过生态保护确
保“两河”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维护黄河健康生命，保
持运河鲜活生命。通过文化传承使黄河文明、运河
文明在新的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并持久发展。通过
经济发展提升聊城市的水生态品质和形象，增强城
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通过文旅休闲使人们亲近自
然，感受文化，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

“两河”生态景观的保护、传承和利用须在制度
的规范下运行，一是建立独立管委会机制，二是落实
关键制度。独立管委会应充分考虑生态保护、文化
传承和旅游开发等多个方面，建立跨县区协调机制，
制定统一规划，设立专项资金，引入和推广先进科技
手段。生态景观承载的利益属于享受型的环境利
益，既需要环境影响评价、生态标准、生态审计、水资
源合理利用、水污染防治等制度的规范，也需要生态
修复、景观保护直补、“景观+文旅”融合发展等制度

的强化。
“两河”生态景观法律保障的实质是对生态及生

态利益进行调整和平衡，以避免环境生态价值在人
类的价值选择中成为经济价值实现的牺牲品。从地
方立法方面，可制定专项法规，如《聊城市“两河”生
态景观保护、传承和利用条例》《聊城市大运河岸线
保护管理条例》。从公益诉讼方面，可适用生态环境
预防性公益诉讼，并以原告资格及诉因区别为依据
分为检察机关的预防性生态公益诉讼、公民的预防
性景观公益诉讼、社会团体的生态景观预防性公益
诉讼。

聊城作为两大国家级发展规划“黄河生态经济
带”和“大运河文化带”的唯一交叠地，其“两河”景观
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对于推动区域经济、文化和生态
的高质量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河流是有生命的，给
予河流以伦理关怀，尊重、善待“两河”水体及其沿线
生命，做好“两河”生态景观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确
保“两河”文明永续发光。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法学院，本文系2024年度
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两河文化”研究专项课题
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4285）

做好“两河”生态景观制度建设
■ 秦莉莉

成无己，生于1053年，卒于1157年，聊城市茌平区洪官屯镇成庄村
人，以其著作《注解伤寒论》十卷、《伤寒明理论》三卷、《药方论》一卷为
中医界知名。他的著作为后人系统掌握《伤寒论》中辨证论治的精髓奠
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促进了伤寒学派的发展以及《伤寒论》的传承，在
中国的医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价值，也巩固了聊城市的中医文化发展。

聊城当地对成无己的文化发掘，以及聊城学者对成无己的相关研
究颇多。2014年12月，“聊城市中医药学会——成无己学术研究会”成
立。基于此学术研究会，确立了成无己标准像和诊脉图，将《成无己轶
事》五篇纳入了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提出了“两馆一园三
产业”的成无己中医文化建设等。2021年，聊城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
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打造“成无己”水城
中医药传统文化名片。关于打造中医界“亚圣”成无己文化名片，笔者
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应加强政策支持。一要树立成无己聊城名人的形象，成无己
被学术圈学者熟知，但多数市民不知道成无己的名字，聊城名人里成无
己的形象薄弱，故需加强宣传；二要加强成无己文化宣传细节，如成无
己纪念馆所在地，于聊城市民而言，无便利公共交通，寻访不便，应增加
民众寻访便利度，再如成无己纪念馆热线服务不足，应避免无人接听；
三要加强本市中医药文化氛围营造，在中医药民众认同度高的前提下，
成无己这张名片才更易被民众了解，故而需要提高市内中医技术的广
泛有效应用，使民众加强中医自信，聊城市的中医文化成果与成无己相
关的文化成就才会相辅相成；四要客观展示成无己这张文化名片，宣传
对成无己的研究成果，助力具有聊城印记的中医药学术思想向更广阔
的领域传播。

其次应加强成无己学术研究会的作用。一要增加《伤寒论》的学
习，成无己之功在注伤寒，那么现代应用《伤寒论》，绕不开成无己的注
解，通过该研究会组织系统学习，能不断吸引新的学者参与到成无己相
关文化建设中来。二要研究成无己养生之法，成无己为高龄儒医，儒家
养生及中医养生是成氏养生重要手段，学者可对本地养生技术进行挖
掘传播，以促进当地中医养生文化。三要筛选成无己中医成果中精华
部分，尤其是可应用于当代，服务于民众的部分，并将精华部分传承下
去，扩大影响。四要加强现代智能技术应用，利用现代媒介，将成无己
作为主角，将故事讲出去，并建立成无己学术数据库，服务于传承成无
己学术思想。

（作者单位：聊城市中医医院，本文系2024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专项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
ZXKT2024332）

成无己成就对聊城
中医文化影响探析

■ 刘学成 郭学杰 张永

近年来，聊城开足马力，加速推进中医药产业建
设发展，提出以产业发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研
究。聊城制定中医药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推动中医
药材道地化、良种化、标准化。目前，聊城中药材种
植面积高达3万多亩，中草药种类达40多种。

聊城中医药资源丰富，种植品种齐全，具有良好
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东阿阿胶、临清桑黄和冠
县灵芝被誉为“聊城新三宝”，其中东阿阿胶涉及187
项专利，临清年产桑黄菌包 220 万个，冠县灵芝有

“灵芝仙女”的文化理念。
聊城中医药产业发展面临以下主要问题：一是

传承与创新融合不充分，中医药文化发展滞后。二
是中医药文化宣传力度不够，参与宣传人数少，覆盖
面小且宣传手段相对单一。三是中医药专业人才匮
乏，中医药生产多集中在中药种植和初加工领域，缺
少行业领军人物和管理人才。四是中药种植缺乏监
管，中药种植流程尚不规范，尚没有统一的产品标
准。

传承中医药文化，有助于推动聊城市中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

营造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氛围。提供中医药文化
服务，成立专业的中医药文化建设与普及委员会。
起草文化建设三年规划，落实聊城市中医药医疗、保
健、文化、旅游等机构的文化传播交流。加大宣传，
农村和城市都要进行带动。无论在医院还是乡村，
要从人文、环境和内涵三个方面广泛宣传。

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让中医药走进大众，发
挥社区宣传的作用，潜移默化地树立品牌意识，传承
和发扬中医药文化。在中小学普及中医药基础知
识，提高学生兴趣。高等学校通过参观药用植物园、
观看中医药文化宣传片等形式，把中医药文化搬进
课堂。企业要从产品、营销、视觉等方面进行系统性
宣传，为品牌注入新鲜活力。

秉承传承创新、开放共享的理念。强产业、引项
目、拓市场、重交流，才能取得新成果。加强中医药
产业园区建设，形成园区聚集效应。要重科研，将中
医药文化和妇幼理念相结合，提供好中医药文化和
广大人民群众的末端服务。

注重人才引进和培养。引进中医药高端人才，
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依托聊城市人民医院和

聊城市中医医院，搭建中医药教学科研实训平台，培
育领军人物。整合聊城市中医药人才，同时把国内
著名专家请来做指导。把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好，
以老带新。

做好中医药市场监管。严格执法监督，保障产
业发展，建章立制。实行政协监督、群众监督、社会
监督、舆论监督四位一体监督，全力保障中医药产业
良性循环发展。打击失德违法、制售假药、虚假宣传
的行为，通过各方合力，为聊城市中医药产业发展营
造稳定和谐的市场环境。

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推动聊城中医药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通过加强质量监
管、人才培养、品牌建设、产业融合和政策支持等措
施，使聊城中医药产业在传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
为健康中国建设、增进人民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2024年
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
研 究 ”专 项 课 题 阶 段 性 成 果 ，课 题 编 号 ：
ZXKT2024347）

传承中医药文化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 靖玉霞 王少营

中医药振兴发展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
面对新机遇，聊城市依托独特的中医药资源、优秀的
中医药文化，着力推动中医药向养生保健、健康食
品、康养旅游、健康养老等领域跨界延伸，加快构建

“中医药+”融合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中医药文化
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聊城样本”。

聊城地气灵秀，出产40余种中药材，种植面积
超3万亩。自2022年起，聊城精心打造阿胶、灵芝、
桑黄“聊城新三宝”。东阿阿胶连续9年居“健康产
业品牌价值榜”榜首；冠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灵芝产
销基地，年产销灵芝子实体、孢子粉等产品1.3万余
吨，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临清市被称为“中国桑
黄之都”，桑黄中药饮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冠县灵芝产业借由“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
过合作社的组织和引导，保障农户能够获得技术支
持和市场销售，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增收致富，还
促进了相关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了“中医药+

文旅”融合发展。冠县灵芝文化产业园集科普、观
光、旅游、休闲、养生于一体，是国家AA级旅游景区，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打造了具有聊城
特色的中医药旅游健康产品和精品项目，推动了中
医药文化产业发展。

东阿县深度挖掘传统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药
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将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中医药文化产业领域，大力
发展“中医药+美食”“中医药+旅游”“中医药+影视”
等。通过创新“中医药+”模式探求中医药助力乡村
振兴发展的新路径，延伸产业链条、集群发展，推动
中医药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提升中医药
文化产业的整体价值，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
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和重要保障。

冠县灵芝和东阿阿胶产业的发展模式，为其他
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各县（市、区）应加大政
策支持、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培育更多
中医药特色产品，加大产业整合、创新发展力度，加

快构建全市一体的“中医药+”融合发展新格局，为
我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挖掘药
膳传统文化，擦亮“中华厨祖、伊尹故里”名片，结合
聊城道地药材优势和地方特色饮食习惯，推动药膳
养生进家庭、进社区、进康养机构、进景区，支持开发
缓解疲劳、增强体质、术后恢复、四时养生等个性化
药膳食品，推进中医养生食疗产业发展。大力发展
以中医药产品体验和文化传播为主题的中医药康养
旅游，遴选一批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推出一批中医药
康养旅游打卡地，打造我市康养文旅新地标。实施
中医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统筹各方力量，
依托资源优势推进中药材种植产业化发展，满足农
村群众对中医药健康保健服务的需求，为乡村振兴
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和重要保障。

（作者单位：聊城市中医医院，本文系2024年度
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研
究 ”专 项 课 题 阶 段 性 成 果 ，课 题 编 号 ：
ZXKT2024333）

构建“中医药+”融合发展新格局
■ 张宇雪 程思宏

地方美食是地方文化的象征，不仅承接着一方
水土的舌尖乡愁，还浸润着城市与地区的文化底
蕴。临清，是中国运河文化名城，明朝时期漕运发
达，作为全国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历史上南北商贾云
集，中西文化交汇，取各方之长，形成了饮誉运河沿
岸的临清饮食文化。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临清特色的餐饮产业
既有传承，也在不断创新。

临清市抢抓机遇，紧紧围绕聊城市委、市政府
“文旅兴市”的重点工作任务，积极促进餐饮行业发
展，努力提升临清运河美食文化知名度。如何让美
食文化高质量发展，释放更大动能，是我们亟待思考
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统一组织领导，细化责任分工。餐饮业与人民
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为传承弘扬临清优秀美食
文化，推动高质量发展，成立以党委和政府主要负
责人为组长，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各级党委政府，
商务局、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监管局等各个相关部

门为主要成员的“临清美食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结合临清实际，坚持系统观念，完善标准体系，整体
规划、有重点、分步骤，找准定位，一步一个脚印地
扎实推行。

政府积极作为，发挥引导作用。加强组织领导
和保障，营造美食产业良好氛围，政府在产业引导、
产业推动、产业宣传、产业升级上要做足功课，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和职责。如在产业引导方面，以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秉持“小吃里有大文
化，小吃里有大产业”的理念，把美食业发展壮大。
在产业推动方面，可以借助政府组织的各类美食文
化节活动，推动产业的发展。比如近两年连续组织
的“美食文化节”，聚集了商家人气，提升了餐饮经
营者信心，拉动了餐饮消费，带动了经济发展。

深挖运河美食文化内涵，打造临清特色餐饮品
牌。临清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饮食远超出饱腹的意
义，现代人更注重感性的需求。加入情感元素，不仅
能增加消费者体验感，也能使临清美食成为融入和

传播临清传统文化的坚实载体。一要深度挖掘临清
特色美食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基因，讲好品牌
故事，积极培育“名菜”“名小吃”“名厨”“名店”，打造
地方独具特色的餐饮品牌，保护和传承临清市的传
统美食文化。二要加强对老字号餐饮品牌、饮食类
非遗项目的宣传和保护，注重产品创新。临清餐饮
老品牌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发展，通
过结合当代烹饪技术和传统文化元素，以及运河文
化等，精心烹饪美味佳肴，为美食打上文化烙印。三
要探索新的产品或服务。将特色美食的制作过程、
背后的传承故事拍成视频，把临清美食文化做成地
方发展品牌，依托临清运河、钞关、鳌头矶、舍利宝
塔、进京贡砖等文化遗产发展地方美食，以地方美食
带动地方旅游，美食旅游协同发展、互为补充，使美
食文化成为代表地方的旅游名片。

（作者单位：中共临清市委党校，本文系聊城市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两河文化”研究专项课题阶段性
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4317）

临清运河美食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浅析
■ 淳俊青 赵诚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