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药院校课程思政案例

学 校 南方医科大学 学 院 中医药学院

授课教师 魏辉 课程名称 中药学

思政内容

类型

科学探索精神、

人文精神

融入

方式
案例穿插式

讲授

时长
5min

对应章节

和内容
活血药-穿山甲

课程思政

案例

开篇引入：从穿山甲文物引发兴趣

媒介：穿山甲的文物图

【专业知识】

[性味与归经]
咸，微寒。归肝、胃经。

[功能与主治]
活血消癥，通经，下乳，

消肿排脓。

【思政元素】

-在抗击疫情的时期，野生动物穿山甲也成为热议的焦点。事实上，人类与

穿山甲渊源颇深，穿山甲相关文物已有多件出土。

在 1956 年湖北省文管会在武汉市武昌区莲溪寺东北小土山上，发掘了一座

东吴时期墓葬，墓中出土了 1 只陶质穿山甲（图一），青绿色釉，背上印扁

圆形花纹，根据墓葬中同出“永安五年”铅券，判定为吴景帝孙休永安五

年（262 年）（《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 年第 4 期。）。

-在 1986 年，武汉市黄陂县滠口区刘集乡丁店蔡塘角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发

现一座墓葬，据发掘者判断墓葬时间为吴末晋初。从墓葬中出土黄釉青瓷

穿山甲 2 件，其中 1 件（图二）吐舌，尾平伸，另 1 件尾下垂。背部有压

印的甲片，形象十分可爱（《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
年第 6 期。）。现藏于武汉市博物馆。

-在 1992 年初，在湖北鄂州市鄂城区塘角头六朝墓葬发掘中，出土 2 件陶

质穿山甲（图三）。两件陶穿山甲均施酱褐色釉，作爬行状，背部刻划有叶

脉纹。（《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 年第 11 期。）。

-另外，荆州八岭山连心石料厂 1 号墓也出土 1 只青瓷穿山甲。穿山甲舌头

外吐，背部戳印一些短弧线表示鳞甲，时间为西晋时期，现存于荆州市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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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湖北外，类似的釉陶或青瓷穿山甲文物在湖南长沙、安徽马鞍山、重庆

云阳亦有出土。略述如下。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湖南长沙两晋墓 M22 中出土陶穿山甲 1 件（图四），

张口吐舌，竖耳，背上饰有五行圆圈，长 17.5 厘米。发掘者仅粗略判断墓

葬时代为两晋时期。（《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

第 3 期。）笔者认为长沙出土穿山甲与武昌区莲溪寺出土穿山甲形制纹饰相

似，其年代相去应当不远，推测其时代大约为西晋初期。

在 1983 年，安徽马鞍山向山区佳山乡印山村东吴墓出土陶制穿山甲 1 件，

施褐色釉，背上起脊，头小吻尖，两端残，背上也饰有椭圆形圈纹以示鳞

甲。（《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 年第 5 期。）

在 2003 年，重庆云阳佘家嘴遗址 M1 出土了陶穿山甲 1 件，泥质灰陶，捏

制，器表局部残留红彩，戳印圆圈纹，柱形脚。发掘报告对于此墓时代未

做过多探讨，仅笼统认为是汉晋时期。（《重庆云阳佘家嘴遗址 2003 年度发

掘简报》，《南方文物》2007 年第 1 期。）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做一初步统计：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这种陶瓷穿山甲仅分布于长江流域，尤其以湖北地区

发现最多，共发现有 7 只以上。这类文物材质有陶质也有青瓷质。

陶瓷穿山甲流行时间很短，仅在三国西晋期间出现过。在器形演变上，此

类文物三国至西晋初期，穿山甲四足站立，背后纹饰清晰。而西晋中晚期

则多呈爬行状，背后无纹或简单的戳刺、划线，东晋之后则消失。（《试论

古武昌吴、晋墓葬出土青瓷器的造型与装饰》，《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

1992 年第 4 期。）

从出土器物组合分析，古人随葬陶瓷穿山甲似乎是作为镇墓兽使用。有学

者推测六朝时期长江流域墓葬多为砖室木棺椁，因为潮湿，蝼蚁较多。穿

山甲喜食蚁类，KW+随葬陶瓷穿山甲具有一定象征意义，是希望能避免蚁

类对墓葬棺椁的侵扰。（《穿山甲食蚁——长江中下游地区吴、晋时期的一

种葬俗》，《民俗研究》1993 年第 3 期。）

从这些文物可以证明，魏晋时期，穿山甲本是人类的朋友，在消除白蚁等

危害中起到过巨大作用。但是由于人类的贪婪，反而将穿山甲变成了盘中

美味。古人何时开始食用穿山甲，已难考证。但是古人食用穿山甲的习俗

却一直延续着。KW+宋代庄绰《鸡肋编》、洪迈《夷坚志》，明代宋诩《竹

屿山房杂部》，清代陆次云《峒溪纤志》等书中都有食用穿山甲的记载。古

人在食用穿山甲的同时对于其危险性也有一定认识。李时珍《本草纲目》

就记载，鳞鲤（穿山甲），“气味咸、微寒、有毒。”。（作者单位：咸阳市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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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类型】

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确能治病，不做食材）

社会实践：形势变化（濒临灭绝，急待抢救）与临床运用的矛盾（穿山甲

代用品）

人文传统：从中药取材看传统的环保理念（食牡蛎而牡蛎壳做药用、建筑

材料用）

院校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思政内容类型包括：政治方向和方针政策、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专业伦理和道德法治、科学精神和职业发展、哲学原

理和思维方式、社会时间和志愿服务、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等； 2.融入方式包括：画龙点睛式、案例穿插式、专题嵌

入式、隐性渗透式、讨论辨析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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