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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乡有座扁鹊庙。鹊山扁鹊

庙供奉的是神应王扁鹊，两边是他

的十个弟子。而我村的扁鹊庙供奉

的扁鹊却是神农氏模样，怀里抱着

一条白龙。传说在很早以前，我村

南有一条大河，河中有一条为非作
歹的白龙，兴风作浪冲毁村庄，淹

没良田。玉皇大帝见白龙祸害百
姓，把它绑在附近的龙泉寺的石柱

鄚上惩罚。扁鹊回老家渤海 州探

母，常在我村留住。以善为本的扁

鹊把白龙从困龙柱上解救下来，抱

在怀里医治，使白龙起死回生了。

白龙从此痛悔前非，使这一带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附近八个村庄的乡

亲们，为了感恩扁鹊，在玉泉寺后

面修建起宏伟的鹊王庙，供的扁鹊

是怀里抱着一条龙！每年农历四月

初四是我村的扁鹊庙会，人山人海

前来祭祀扁鹊。我村几乎家家户户

种植中草药，历代名医层出不穷，

成为有名的医药之乡。扁鹊在我童
年就就扎下了根，我与扁鹊结下深

厚的情缘。

我作为内丘资深文化人，扁鹊

是我创作、研究的重要题材。民间

传说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和本土民间

文化的精华，我写作、研究扁鹊是

从搜集、整理扁鹊民间故事开始

的。

1998 年，内丘县为了发展内

丘扁鹊庙、扁鹊封地鹊山的旅游事

业，县委王义章书记，委托我写一

部扁鹊的民间传说。我作为县文联

主席，带领十几名重点文学作者在
扁鹊庙旁安营扎寨起灶做饭，我们

走遍了鹊山沟沟壑壑，深入到各家

各户采风，搜集整理了三十多篇扁
鹊的民间故事，出版了内丘第一部

《鹊山轶闻》扁鹊故事集，获邢台

市文艺振兴奖。省、市文联指示我

们要编著一本全国性的扁鹊传说。

我考察了全国扁鹊庙，对全国各地

扁鹊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并和女儿

韩朝霞 （河北省广播电台记者）、

县文联副主席和莲芬共同编撰了全
国首部反映扁鹊的民间传说《扁鹊

的传说》，2008 年由花山出版社出
版。2020 年 《扁鹊的传说》 进行
了再版。

（《鹊山轶闻》书照）

扁鹊被誉为华夏医祖，但国内

还无人创作扁鹊长篇小说。2006
年我退休后，敢啃硬骨头，决心创

作国内第一部长篇小说 《扁鹊》！

我深知创作扁鹊长篇小说的艰难，

扁鹊资料奇缺，需要广泛的中医中

药知识，了解当时侯各国的历史。

为此，我学习了大量中医药知识和

春秋战国历史知识。我在职期间，

考察了全国各地的扁鹊庙、扁鹊

墓，搜集了扁鹊的大量珍贵的资
料。我退休后，又沿着扁鹊当年周

游列国的道路进行了考察，从作家

的角度对那里的地理环境、社会风

俗都进行了考察，在扁鹊的遗迹上

感悟扁鹊的精神，领会历史上扁鹊

的真实情景。

内丘县委、县政府把我创作

《扁鹊》长篇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

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薄国纯同

志，把创作扁鹊长篇小说列入县宣

传部 2010 年度宣传工作六件大事
之一，并解决了七万元创作出版资

金。在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下，

65 岁的我开始创作扁鹊长篇小说。

但由于我主编《内丘县志》和主管

主管内丘非遗研究申报工作，十年

中没有写过一篇文学作品。我像当

年初涉文学创作那样从头学起，一

字一句艰难地在文学创作上攀登。

历经三年艰辛，三易其稿，五十多

万字长篇小说《扁鹊》总算写出来

了！

《扁鹊》长篇小说，从扁鹊家

鄚乡 州莲花之死，到扁鹊到鹊山寻

师学医、龙口斗巫、开设医馆、简

子赐田、起死回生、望诊桓侯、伏

道奇缘，秦庭竞技，巨星陨坠、魂

归鹊山等迭岩起伏，曲折生动的情

节，紧紧扣住医祖扁鹊的医巫争斗
和扁鹊传奇的爱情主线，塑造了一

个有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可亲可

信的医祖的艺术形象。同时，还塑

造了刚烈痴情的莲花、敏慧狡黠的

淑女、痴情于扁鹊的艾姑、忠义有

谋的虢太子、英武果敢的赵简子等

一系列性格不同、神采各异的人物
形象。小说以中丘鹊山（今内丘）

为大背景，展示了古地中丘的民俗

风貌，勾画了一副古朴优美的风情

画卷。

我把书稿交给作家出版社。作

家出版社是文学界最高出版社，像

我这样基层二流作家，很难在作家

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的。我怀着忐

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他们退稿。

我没想到长篇小说获得通过，编审

告诉我，你这部长篇小说篇章结

构、文字功底，达到了出版水平。

但批准你出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是国内第一部反映扁鹊的长篇小
说。2012 年，长篇小说 《扁鹊》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获得邢台市
（2011 年 --2013 年度） 首届文艺

创作繁荣奖。

（图为作者编著出版的《扁鹊》长

篇小说书和获奖证书）

我退休后根据长篇小说 《扁

鹊》，改编出版了《神医扁鹊》 48
集扁鹊电视剧剧本,并先后编著出

版了《鹊山·扁鹊庙》旅游读物和

《医祖扁鹊》 《扁鹊在内丘》文化

研究集等共八部反映扁鹊的文学作
品和扁鹊文化研究文集。

（《鹊山·扁鹊庙》 《扁鹊在内丘》）

我在撰写扁鹊八部作品的同
时，对扁鹊文化进行发掘研究。

首先，我研究发掘了鹊山文
化。1999 年，我作为县政协文史

委主任、邢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邀请省内外作家来内丘参观了扁鹊

庙，鹊山等地，在内丘主持召开鹊

山笔会，编撰了 《历史文化名山

-- 鹊山》 一书，对扁鹊封地鹊山

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发掘研究。

鹊山文化也叫扁鹊封地文化，是扁

鹊文化和本地文化的融合。书中我

发表了长篇文章 《鹊山文化考》，

不仅首次提出鹊山文化理念：即圣

医文化是鹊山文化的主体；道教文

化是鹊山文化的主脉；历代的碑碣

石刻和鹊山诗词赋文是鹊山文化的

精华；民间传说和庙俗节俗是鹊山
文化的奇葩；奇特的自然景观是鹊
山文化的羽衣霓裳。我还和李恒坤

先生撰写了《扁鹊与鹊山》一文，

进一步提出鹊山是扁鹊传播医术于

天下的活动中心；鹊山是扁鹊开创
师徒相授的医馆；是扁鹊研发中药

材的基地；是奠定扁鹊华夏医祖地

位的基石。扁鹊的伟大医学思想在

鹊山得到实践和确立，鹊山成就了

扁鹊，也因扁鹊成为历史文化名

山。

（《历史文化名山鹊山》书照）

其次，我发掘研究扁鹊与内丘
的关系，提出 " 五地 " 理念。2005

年，内丘县委、政府要在内丘举行

全国首届扁鹊文化节，县领导让我
起草文化节的指导思想。为此，我

翻阅了大量资料，结合我参加国内
文化节活动的实践，构思出了扁鹊

与内丘的关系 " 五地 " 理念：即内
丘是扁鹊的行医圣地；鹊山是扁鹊

的生前封地；内丘是扁鹊罹难后的

葬地；内丘扁鹊庙是祭祀扁鹊的最

大的祭祀地；内丘是扁鹊文化的发

祥地。" 五地 " 理念作为内丘首届

扁鹊文化节的指导思，写进当时市

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的文件

中。我在扁鹊文化节的扁鹊文化研
讨会上，作了《扁鹊与内丘》）主

题学术报告，全面阐述了 " 五地 "

理念。" 五地 " 理念，得到与会专

家学者赞同和赞誉。我《扁鹊与内
丘》 学术论文在 《光明日报》、

《河北日报》多家报刊摘要转载。"
五地 "理念沿用至今。

再者，我和同学牛志斌撰写了
《扁鹊庙会文化》一文，发掘研究

了扁鹊庙会文化。扁鹊庙会是庙内

祭祀、民间祭祀、官方祭祀为一体

的大型祭祀活动。扁鹊庙会文化是

由古代的祭祀扁鹊活动发展演变而

来，经历代发展，至今已形成集祭

祀朝拜、饮食服务、观光旅游、土

特产及其它物资贸易于一体的综合
性庙会，形成了独特的扁鹊庙会文

化。

同时，我研究发掘了扁鹊祭祀
文化：扁鹊祭祀是河北省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分民间祭祀、道士祭

祀和官方祭祀。官方祭祀历史悠

久，历代府县有司致祭均按定制规
格施行。近代官方和医学界人士到

扁鹊庙举行官方祭祀。

近几年，我研究探索了扁鹊康
养文化:康养文化源自扁鹊 " 治未

病 " 的理论，是对扁鹊医学的发
掘、弘扬和传承。在研究扁鹊康养

文化时，我发现鹊山一带流传着扁
鹊为使人们相信中草药能治病，发

明了扁鹊四季饼，治愈了不少流行

病、多发病。至今，人们仍把烧饼

在透灵碑上摩擦，在扁鹊大殿供

奉。扁鹊庙最后一位道长在他回忆

录中回忆：扁鹊庙的道士用中草药

制作的药饼当做祭祀扁鹊的供品。

民间传说、扁鹊庙俗以及道长的回

忆，都证实扁鹊四季饼是确实存在
的。

我根据扁鹊 " 治未病 " 理念和
" 药食同源 " 原理，寻觅探索着扁

鹊四季饼的奥秘。我认为，扁鹊四

季饼是扁鹊在鹊山发明的，所需的

中草药也必定是鹊山的中草药。我

在国家、省、市、县著名中医专家
指导下，从当地野生药材中筛选出

" 药食同源 " 二十多种药材，再选

筛选出十几种互相不克、无毒、不

苦、不涩，富有养生医食兼备的野

生药材，作为扁鹊四季饼的方药。

我们利用本地荆芥（俗名野香菜）

即具有芳香，又是治疗四季感冒的

中草药，神奇般地解决了扁鹊四季

饼中异味，终于探索出扁鹊四季饼

的处方并自创独特工艺，成功地烧

制成扁鹊四季饼。扁鹊四季饼鲜亮

红晕，外焦里嫩，香酥绵柔，回味

无穷。扁鹊四季饼列为县重点文化
创新项目，制作技艺入选内丘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已在国家知识产权

局注册了 " 扁鹊四季饼 " 医用营养
食品商标，推荐为 2019 年第三届

全国中医药大会药膳和贵宾礼品，

成功入选 2022 年冬奥会 " 崇礼菜

单 "，指定为冬奥会指定 "食谱 "。

（图为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大会

药膳贵和礼品盒照片）。

附：作者简介

韩秋长，1946 年生，内丘县

金店镇韩郝庄村人。二级作家，文

史学者。邢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邢台市邢窑文化研究会会长。曾任

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县志主编、文

联主席、文教委副主任等职。

韩秋长是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创始人。在任职期间，出版了 18
部文学著作。发表了数百篇新闻文
章、近百篇报告文学、拍摄了 10

部电视专题片，用新闻、文学、电

视三结合的传播模式，宣传出王

胜、杨双牛、杨建秋、申海群等一
批国家、省级先进模范人物。

1996 年版 《内邱县志》 被推

翻后，2000 年，他 55 岁时临危受

命，出任县志编辑部主任、主编重

任，历经六年拼搏，编撰出图文并

茂 《内丘县志》 （夏 --2000） 新

县志，先后整理校注了四部内丘古
县志，出版了《内丘古县志汇编》。

2003 年,他承担 《内丘神码》

起国家民间抢救工程 " 内丘神码 "

文化项目，主编出版了中国木版年

画集成《内丘神码》卷，先后又出
版了《内丘神码》、《内丘神码赏

析》两部研究神码力作。并先后主
研了邢窑文化、扁鹊文化等五项国

家、省级非遗名录，为内丘 "申遗
" 立下了汗马功劳。

扁鹊文化、邢窑文化是内丘文

化的基石。他为研究扁鹊文化，创

作、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扁鹊》长

篇小说、电视剧本 《神医扁鹊》，

《扁鹊的传说》民间故事集。编著

出版《医祖扁鹊在内丘》、《鹊山·

扁鹊庙》等等八部研究扁鹊专著，

创造性地提出内丘是扁鹊行医圣
地、扁鹊文化发祥地，鹊山是扁鹊

生前封地、逝后安息地、扁鹊庙是

全国最大的扁鹊祭祀地 " 五地 " 理

念，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和赞
誉。

他为研究邢窑文化，创作出版

了长篇小说《大唐瓷都》、编著出

版了 《邢窑揭秘》 《中国邢窑》、

《邢窑在内丘》等四部邢窑文化专
著，提出了邢窑的 " 三大大鼻祖

"、" 四大名款 "、" 五大奇迹 "、"
内丘城是大唐瓷都 " 等理念，当选

为邢台市邢窑文化研究会会长。

他退休后，白首不言倦，事业

无穷，编著出版了 《中丘文化荟

萃》、《人文内丘》、《内丘文化精

品汇编》包含 32 部书组成的四套

文化丛书，对县优秀文化进行系统

研究和总结，四套丛书成为内丘地

情书、文化交流书。还发明的扁鹊

四季饼，文化创新了内丘古版画和
内丘木版年画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瑰宝。
韩秋长先生是位集新闻写作、

文学创作、史志编撰、文化研究于
一身的基层作家、文史学者。他扎

根于故乡文化沃土，笔耕 50 年，

编著出版了文学、文化研究、史志

等 48 部专著，对内丘文化事业作

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和扁鹊的情缘
韩秋长

扁鹊 (公元前

407—前 310 年 ) 姬
姓，秦氏，名缓，

字越人，又号卢医，

春秋战国时期名医。

扁鹊的医术高

超，被认为是神医，

所以人们借用了上
古神话的黄帝时神

医“扁鹊”的名号
来称呼他。

扁鹊少时学医
于长桑君，尽传其

医术禁方，擅长各

科。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名闻天下。扁鹊奠

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并且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据说是有

名的中医典籍《难经》为扁鹊所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