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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

• 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

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的实物和场所。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合称“文化遗产”。



2003年10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

2004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

2005年3月，国办发〔2005〕18号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39号）发布《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



    2011年2月25日通过公布，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

代表性保护项目；

代表性保护项目保护单位；

代表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县（市、区）、市、省、国家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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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医中药中国行”系列科普宣传活动绍兴站



绍兴市中医药文化研究所
授牌仪式



2009年11月1日“首届越医文化论坛暨张景岳学术思想研讨会”
在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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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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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越医文旅之路”演讲比赛 2018年，“越医杯”征文大赛



2018年7月1日于
兰亭书法艺术学院

举办“中医与书法”
活动





2017年7月11日“浙派中医”巡讲
绍兴启幕

沈钦荣会长将会旗传递给
温州市中医药学会陈克平秘书长



2018年10月27日纪念张景岳诞
辰455周年暨改革开放40周年张
景岳学术传承发展研讨会

《张景岳学术传承发展
研讨会绍兴宣言》



2019年9月21日天医济世展



2018年6月21日 

日本学者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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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5日
上海市中医药学
会医史文献分会
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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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个明白

2.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3.遗产传承与价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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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明白该保护什么

    传统医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医药包括文化遗产部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部分。但本质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它是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的。      

    传统医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绍派伤寒是治疗外感病的一种独特诊疗技
术。

绍派伤寒可追溯到明代张景岳，其《景岳全书•伤寒典》“治
例”九类，为其滥觞。
清代俞根初（1734-1799）弘扬景岳学术并确立绍派伤寒，记载
于《通俗伤寒论》，序曰：“吾绍伤寒有专科，名曰绍派。”
后人尊其为鼻祖。1776年，俞根初将《通俗伤寒论》手稿授予
何秀山，何秀山给原稿加按语，使其说理更透应用更便。
民国时期，何廉臣（1860-1929）受业于其祖何秀山，传子幼廉、
筱廉，徒曹炳章（1878-1956）等，校勘、增订《通俗伤寒论》，
丰富了疗法手段，提高了疗效，集其大成。



现代徐荣斋（1911-1982）受业于曹炳章，为现代该疗法的领军
者，编著《重订通俗伤寒论》，其主要贡献是对绍派伤寒源流进
行深入研究，并身体力行大力传播，学术界影响深远，培养了一
批传承者，既传授他们实践经验，并指导他们开展该疗法的学术
研究。连建伟与徐氏亦师亦友，编著《三订通俗伤寒论》，其主
要贡献是将绍派伤寒的代表方在治疗内科疑难杂病中的创新应用。
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民国及建国早期，赵晴初、邵兰荪、胡宝书、
傅再扬、潘文藻、陈祖皋、范中明等人阐发绍派伤寒医理、积累
临证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郑淳理、常青、董汉良、陈
天祥、毛水泉、柴中元、沈元良、沈钦荣、倪晓红等一批传承群
体，受业于徐荣斋，不断探索该疗法在现代疾病谱中的灵活应用，
开展传承活动，使其不断延续发展。



绍派伤寒的主要特征

1.诊病方法独特。望诊重观目，辨苔划分六经，擅长腹诊。

2.用药特色鲜明。喜用质地轻清的芳香理气药，如薄荷、荆芥、

橘皮、蔻仁等；鲜药如鲜鱼腥草、鲜青蒿、鲜石菖蒲、鲜紫花

地丁等；药汁如石菖蒲汁、生姜汁、生藕汁、梨汁等。

3.炮制方法特殊。如鳖血炒柴胡、干姜拌捣五味子、麻黄拌捣熟

地、莱菔子拌捣砂仁等。



4.地域特色明显，实用性强，影响广泛。绍派伤寒造就了俞、

何、曹、徐等一批名家，留下了以《通俗伤寒论》为代表的

一批名著，创制了羚角钩藤汤、蒿芩清胆汤、加减葳蕤汤等

名方，提出“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

为变通之捷径”寒温一统新观点，实用性强，影响广泛，其

重要内容编入《中医各家学说》、《方剂学》、《中医诊断

学》等教材，至今仍为临床医生广泛应用。



绍派伤寒的重要价值

1.实用价值与学术创新价值。绍派伤寒提出“以六经钤百病，为确

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径”新观点，是中医外感理

论的创新；其辨苔划分六经的特色，补充了《伤寒论》舌诊的不足；

望诊重目，擅长腹诊，丰富了中医“四诊”的内容；辨证重湿，施

治主化，喜用质地轻清的芳香药、鲜药、药汁等，创制羚角钩藤汤、

蒿芩清胆汤等名方，临床疗效好，具有很高的实用与学术创新价值，

为民国时期的中医写下浓重一笔，是浙派中医的杰出代表。



2.中药特色炮制传承价值。研究其特色炮制方法，探索机理，

规范方法，具有很高传承价值。

3.历史文化价值。该疗法因时因地因人而总结发明的诊疗经

验及理念，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核心价值的精髓，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4.社会经济价值。绍派伤寒自发明应用至今，挽救了无数患

者的生命，治愈了无数患者的病痛，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

绍派名家日诊百余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具有

重要的经济价值。



①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②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二是明白保护非遗项目的意义与价值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遗产传承与价值创新



五年保护工作思路：
见人、见物、见生活 三
1.传承人培养计划：让绍派传人薪火相传。

2.传承基地建设：让更多人了解绍派。

3.绍派伤寒，越医越好：争取委市共建项目，提高服

务能力，绍派医术让更多人受惠。

4.文化创意与诊疗技术并进：努力打造绍派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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