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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这片被黄河滋养的沃土，自古便是
孕育中医药文化的摇篮。从商代贤相伊尹开
创的“药食同源”理论，到金代成无己奠基的伤
寒经方体系，跨越三千年的医学思想在此交
融，形成了“药材济世、医理传薪、儒医共铸”的
独特文化基因。聊城中医药文化既传承着中
华医学的经典脉络，又深植于鲁西平原的地方
实践，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与“身心共治”的
实践论，为当代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深厚的文
化基础。

聊城中医药文化的首要特质，体现在“道地
药材滋养经典医理，医家智慧反哺本土实践”的
良性循环中。商代伊尹作为中药汤剂创始人，
其“以鼎烹药”的创举开创了“药食同源”的先
河。这位躬耕于莘县的贤相，将烹饪之道与医
药之理相融合，在《汤液经法》中提出“五味调和
以养五脏”的学说，使聊城至今保留着“阿胶固
本粥”“百合安神羹”等药膳传统。金代成无己，
则以“以经解经”之法系统注解《伤寒论》，其《注
解伤寒论》不仅确立六经辨证体系，更结合鲁西
地域气候特点，发展出“因时因地辨湿热”的诊
疗原则。两代宗师的薪火传承，使药材应用与
理论创新形成“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螺旋上
升，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从生活到理论”的
认知框架。

地处孔孟之乡，聊城中医药文化天然浸润

着儒家伦理精神。伊尹将“调和鼎鼐”的烹饪术
升华为“平衡阴阳”的医学观，其“以味调性，以
性养德”的思想，将药性认知与道德修养结合。
这种“医理即人理”的思维，在成无己的医学实
践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他注解《伤寒论》时，以
儒家“格物致知”之法阐释病理，将“阴阳自和”
的生理机制与“致中和”的伦理追求相贯通，形
成“医疾先医心”的诊疗理念。这种儒医交融的
传统，在聊城化作“仁术济世”的实践：明代东阿
阿胶作坊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自律药
德；清代临清药商创立“义诊药局”，将问诊与

《弟子规》诵读结合。这种伦理与医学的双向建
构，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价值引领—行为养
成”的整合模式。

从伊尹“因地制宜”的食疗配伍，到成无己
“因势利导”的经方化裁，聊城医家始终致力于
经典理论的在地化创新。伊尹根据黄河下游平
原“土厚水深”的地理特征，首创“以胶入药”之
法，其《汤液本草》记载：“阿胶者，济水所育，滋
阴润燥，尤宜中州之体”，奠定聊城作为“阿胶之
乡”的根基。成无己则在《伤寒明理论》中，结合
鲁西气候提出“春防风邪挟湿，夏防暑热伤津”
的时病防治观，并发展出“疏肝健脾以宁神”的
情志调节法，强调身心平衡。这些经典理论催
生出独具特色的心理调适方法：民间以玫瑰花、
合欢花制成“解郁香囊”，借鉴伊尹“芳香醒脾”

理论疏解肝郁；遵循成无己“子午流注”学说，设
计“晨练八段锦以升阳，暮习静坐功以敛神”的
养生节律。

聊城中医药文化中对心理健康教育有以下
启示：一是整体观照、身心互动的系统思维。伊
尹“五味养脏”与成无己“六经传变”理论共同构
建的身心关联模型，揭示情绪失调与脏腑功能
的动态关系。二是预防为先，生活化的心理韧
性培养。伊尹“治未乱”的治国理念与成无己

“治未病”医学观一脉相承，衍生出“食养、药养、
神养”三位一体的预防体系。三是文化疗愈、伦
理共同体的重建。儒医传统中的“社群医疗”智
慧，如成无己倡导的“家族共调阴阳”，伊尹强调
的“邻里共膳五味”，为当代心理健康教育提供
文化范式。

从伊尹鼎中的药膳氤氲，到成无己笔下的
经方流转，聊城中医药文化以跨越时空的对话，
诠释着“医道即人道”的真谛。这份绵延千年的
文化遗产，不仅保存着中华文明的健康密码，更
以其对身心关系的深邃洞察，为当代人构建“身
心平衡”的教育图景提供了东方智慧。

（作者单位：何杰、郭立栋，聊城职业技术学
院；侯龙飞，聊城市人民医院。本文系聊城市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聊城中医药文化蕴
含的心理健康教育价值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课题编号：ZXKT2024346）

聊城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健康教育价值
■ 何杰 郭立栋 侯龙飞

磁州窑，因在古代属磁州而得名，古磁州在今河北省邯
郸市磁县。磁州窑创烧于北朝，历经隋唐，于宋、金、元时期
达到鼎盛，经明清至今绵延不绝。作为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
民窑体系，其影响范围广阔，形成了庞大的、辐射黄河南北广
大地区的磁州窑系。

聊城境内发现的磁州窑瓷器集中出土于高新区徐田村、
聊城市古城区、冠县老城、阳谷、临清、茌平等地，包含白釉、
黑釉、白地黑花、珍珠地刻花、划花、剔花、诗文装饰、红绿彩
等多种装饰技法。

白釉瓷器是聊城出土磁州窑瓷器中的重要一类。造型
丰富多样，有碗、盘、瓶、罐等。其制作工艺精湛，胎体坚实，
釉色洁白无瑕。有些白釉瓷器还在表面施以简单的装饰，如
刻划的弦纹或花卉图案，增添了几分精致与灵动。黑釉瓷器
的特点是釉色深沉浓郁，展现出独特的玄色美学；有的则在
黑色釉面之上施以其他颜色的釉斑或划花装饰，形成独特的
视觉效果。这些黑釉瓷器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展现了古代
陶瓷艺术家对色彩运用的巧妙构思。

白地黑花瓷器是磁州窑瓷器的一大特色。它以白色瓷
胎为底色，再用黑色的颜料在上面绘制各种精美的图案。常
见的图案有花卉、人物、动物等，生动形象，富有生活气息。
这种装饰手法使瓷器既具有白瓷的温润质感，又增添了黑花
图案的活泼灵动。代表器物如白地黑花牡丹纹瓷瓶，白色的
瓷瓶上装饰大朵的黑色牡丹花和缠枝叶，形成了强烈的视觉
对比，让人眼前一亮。

珍珠地刻花的特点是在白色或浅黄色瓷胎上，用圆圈型
錾刻工具施以刻花工艺，刻出的花纹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层次
感，犹如珍珠粒粒饱满。这种技法不仅需要工匠具备高超的
技艺，还需要对原材料和烧制过程有精准的掌控。聊城出土
的珍珠地刻花瓷器，有珍珠地刻花磁枕、珍珠地刻花瓷瓶和
行炉等，图案精美，线条流畅，展现了古代陶瓷工艺的高超水
平。

划花瓷器则以简洁流畅的线条来装饰瓷器表面。工匠
们运用刀具在瓷胎上轻轻划出各种图案，如花卉、枝叶等，线
条流畅、纤细而优美，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这种装饰
手法注重线条的韵律和美感，体现了古代陶瓷艺术家对艺术
的独特追求。剔花瓷器是一种通过对瓷胎进行减地雕刻，使
图案凸显出来的装饰工艺，有白剔花、绿剔花和黑剔花等。代表性器物如剔白花花
鸟纹皮囊壶。

诗文装饰瓷器则是将文学元素融入到了瓷器装饰中。如宋元时期的诗文枕、
诗文酒瓶等，东昌府区博物馆馆藏的“春夏秋冬”四字款梅瓶和“大吉利”瓶是磁州
窑诗文瓷器的典型器。而馆藏的红绿彩花卉纹瓷碗则生动展现了当时崇真尚实、
清新质朴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崇尚平淡高雅、温柔内敛的中原农耕文化碰撞交融的
艺术成果。这些瓷器不仅增添了瓷器的文化内涵，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
们的精神追求。

聊城境内出土的磁州窑瓷器，技法多样，内容丰富，涉及民俗、宗教、文学、书
法、美术等多方面的题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资料。

（作者单位：东昌府区博物馆，本文系2024年度聊城市社科联“文化传承发展
研究”专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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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与大运河相遇，不仅是自然地理奇观，更是中华文明绵延的生动写照。聊
城，是大运河与黄河唯一实质交汇的城市，运河所代表的漕运商业文化与黄河所代
表的农耕文明在这片沃土交相辉映，铸就了“天下不敢小聊城”的盛况。在新时代
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以“两河文化”为支点撬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破解聊城转型
命题的关键钥匙。

大运河的贯通，方便了封建王朝将南北方物资运达政治中心，形成以“码头经
济”为特征的开放性商业网络，催化了一批枢纽城市的兴起。聊城就是在元代会通
河贯通后迅速崛起的商贸重镇，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成为南北商贸的集散地。如
今矗立在聊城老城区的山陕会馆，坐落于临清的钞关等运河遗迹，诉说着漕运商业
文化烙下的印记，也展现着开放型经济注入的基因。

2019年，国家颁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以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径”，为因运河而兴的聊城催生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一方面，推
动文旅特色融合，将运河文化遗产转变为旅游资源，以运河特色文旅体验提升城市
吸引力；另一方面，加强同运河沿线城市的交流合作，依托高速、高铁等现代运输方
式，取长补短，激活了漕运推动的“交通—商业—制度—文化”协同演变，助推聊城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聊城地处黄河冲积平原。黄河滋养了聊城，也考验了聊城。引黄灌溉，孕育了
聊城肥沃的耕地，滋养了聊城人敦厚实在的品格。聊城依托莘县国家级小麦制种
大县，推进“吨半粮”产区建设，在2025年产能区将达到100万亩。与此同时，聊城
坚持工农业融合发展，将工厂产生的二氧化碳“变废为宝”输送到温室，推进现代农
业的高质量发展。

以黄河农耕文化为内核，打造农耕文化特色产业，如：高唐县的麦秸画、面塑，
东阿艾山“艾草种植—加工—康养旅游”全产业链。通过农耕文化产业化，激活了
农耕文明的差异化竞争力，在增强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开辟出全面乡村振兴的新路
径。

聊城历史上因黄河泛滥导致多次变更城址，也面临“大风一刮不见家”的生态
窘境。1949年以来，聊城人民通过治沙代际接力完成生态修复。如：冠县毛白杨林
场构建起优质树种资源库，并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使沙化土地从生态包袱跃升为
发展禀赋，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效益转变。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框架下，聊城依托“黄河文化”，坚持
“传统农业智慧与现代创新共生”，探索出一条以生态保护为基础、以文化传承为纽
带、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内生动力培育路径。

（作者单位：张哲，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成庆娟，聊城市茌平区第二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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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课
题编号：ZXKT2024295）

“两河文化”赋能聊城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逻辑

■ 张哲 成庆娟

大学生是家庭的希望，更关乎国家的未来
与民族的复兴。高校应为大学生成长护航，落
实生命教育，助力大学生实现人生梦想，鼓励大
学生积极奉献自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添砖加瓦。

在当前教育改革工作中，生命教育已经成
为一个重要的“航标”。但是，当前大学生抑郁
自杀、暴力事件频发，不仅给家庭、学校和社会
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更折射出社会深层次变
革下生命教育的缺乏。因此，高校落实生命教
育，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生命素养”已刻不
容缓。

积极心理学是近几年来兴起的一个学科。
该学科主要基于积极的角度探究传统心理学内
容，研究人的积极心理品质、健康生活、和谐发
展等方面，倡导积极的心理取向。这与大学生
生命教育的教育目标相契合，因此可针对大学
生的特点建立生命教育积极范式，帮助大学生
在面对生命难题时仍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走
出人生低谷期，勇敢面对生命困境，挑战无限可
能。

引入五大理论，完善高校生命教育课程内
容。高校教育旨在全方位育人，应该重视生命
教育，并参照心理学的积极理念，深入挖掘心理
学的内容，以期进一步完善生命教育的课程内
容，促进学生形成积极的心态，为学生实现全面
发展奠定基础，整体上看，高校生命教育主要涉
及五大理论，即生命价值教育、挫折教育、幸福
教育以及生命超越教育、生命发展教育。通俗
地讲高校生命教育，旨在让大学生成为优秀、健
康，且幸福的人。

创新教学方法，丰富高校生命教育教学形
式。传统的教学形式过于强调传授知识、培养
技能，而不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甚至完全没有意
识到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高校生命教育应
该引入并运用积极心理学，比如积极心理学暗
示、体验式教学方法以及情商教育方法等等。
从教学方式上丰富高校生命教育，促进学生端
正生命态度，增强生命意识，这对于其终生发展
具有深远意义。

构建高校生命教育协作机制，优化教育环
境。高校生命教育的发展需要高校、家庭、社会

通力合作共同推动。按照积极心理学的主要观
点分析，组织系统是影响个体健康与幸福感的
主要因素。课堂上通过有效的方法营造积极的
组织环境，更有利于个体提升幸福感。实践表
明，在高校生命教育中应用积极心理学营造积
极、充满正能量的教育环境；充分发挥家庭、社
会资源，构建多维支持系统，启动生命教育，实
现全程、全员、全方位的育人。高校初期开展生
命教育时，得到高校大学生家庭的支持至关重
要。作为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主要实施主体，高
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会是高校开展生命教
育强有力的后盾。客观上说，培养人格健全的
学生需要充分发挥家、校、社合力作用，各方共
担责任，形成优势互补，这是开展生命教育的根
基，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幸福感。

（作者单位：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聊
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积极心理学视域
下大学生的生命教育问题及研究对策”阶段性
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XKT2024046）

应用积极心理学，培养学生“生命素养”
■ 李坦

在“大食物观”背景下，肉蛋奶逐渐成为老
百姓餐桌上的主角，其品牌化建设能够保证从
农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食品安全。聊城地处黄
河和京杭大运河交汇的鲁西平原，已经形成了
具有一定“两河”区域特色的畜牧品牌：禽蛋品
牌“凤鸾鲜达”面向济南、青岛等地中高端蛋品
市场销售；凤祥食品已经成为“中国名牌”产品；

“东阿黑毛驴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是全省畜
产品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域；临清“运河黑牛”
品牌享誉国内市场，“黑牛先生”品牌成为山东
省行业地标品牌。

虽然近年来聊城市畜牧业形成了一定区域
品牌特色，但与省内外先进地区畜牧产业相比，
品牌化建设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针对肉蛋奶
生鲜食品的特殊性，在品牌建设中，必须坚持以
品质为导向，牢牢守住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底线，
使安全、优质、健康成为畜产品品牌最基本、最
核心的要素。

实施畜产品品牌化战略，从源头上严格把
控畜禽产品品质，确保安全生产和质量可靠，
离不开牧场的标准化养殖。在畜牧业高度集
约化的今天，产业的变化要求我们尝试用工业

发展的理念来发展畜牧业，用标准化来控制生
产质量。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坚持巩固和壮大
以规模化养殖小区为核心的生产模式，采用

“公司+基地+农户”的联动模式，从种苗选择—
饲料配制—环境控制—免疫预防，严格把控各
个生产环节质量，规范饲料兽药生产、养殖、加
工等各环节相配套的生产技术标准，加快企业
畜禽产品各生产环节标准化技术生产应用，提
高农场源头畜禽产品品质。

政府需加强品牌建设的政策引导与扶持，
通过制定无公害、推进无抗畜产品行动计划，完
善绿色食品与名牌产品的战略发展规划及相关
政策指导，推动优势畜牧产业发展，鼓励中小型
企业提升产品品质。由政府牵头，组织中小型
畜牧生产企业通过考察、学习、培训等多种方
式，加深对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依托龙头企业在品牌建设中的带动效应，促进
具有聊城本地特色畜禽产品完成商标注册与品
牌认证，协助企业打造知名品牌。支持企业创
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畜禽品牌，全力提高全市畜
产品品牌的拥有量。

多部门联动强化畜产品品牌监管，构建畜

牧业发展主管部门与食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
协同工作机制，强化对品牌畜禽产品的质量监
控，加大抽检力度，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以
次充好和侵犯商标权等不法行为，通过严格的
监督抽检，促进培育出质量卓越、信誉卓著的
畜牧业品牌。为提升我市畜产品整体品牌形
象，建议我市建立品牌畜产品电商平台，扩大
我市畜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通过举办

“品味两河——优质畜产品品牌水城行”“畜产
品质量安全知识宣传”等一系列线上或线下文
旅活动，陆续将聊城优质特色畜产品引入大众
视野，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美味。

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扩大我市畜
牧业优势产业与特色产业的规模，促进畜牧产
业层次的提升和畜产品品质的优化，借助“两河
文化”的独特魅力，提升我市畜产品在市场上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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