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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城市中一个区的历史上几个医家的故事。城市

叫宁波，区称鄞州。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置县，

2002年撤县设区，本书称鄞地。

早在医事不如巫事盛兴的唐代，鄞地就出现了爱好中医

药、自学成才的陈藏器，他的“偶然”发现，促成了《本草

拾遗》的问世，影响了中医千余年。明万历六年（1578），

李时珍在刚刚完成的《本草纲目》中说：“藏器著述，博极

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

已……”西方汉学名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称《本草拾

遗》是一部伟大的著作、陈藏器是八世纪伟大的药物学家。

元明之际的吕复，一生在鄞地行医，竟以布衣入《明

史》，虽有著述十二三种之多，但完整地流传下来的只有区区

几千字的《群经古方论》与不足千字的《诸医论》，前者在中

医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古今中医类书籍提

要撰写的经典范例；后者则以器物、人物、成语、典故、军事

布阵、打仗用兵、书法诗歌、绘画演奏等作比喻，用诗一般的

语言评价我国医学史上十六位重要医家的行医特色，广为后世

借鉴，是中华医林绝无仅有的瑰宝。

高武生在江南水乡，历经北疆大小关隘，由武举到总

兵，由总兵到医生，终成一代针灸国手，撰名著、铸铜人，促

进了明代针灸学术的发展。赵献可为温补派巨擘，精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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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释，游学足迹遍及中原，时人称逸士、游仙、江湖状

元，所著《医贯》将人体阳气之根从心脏转移至命门，使易水

学派的学术思想由研究后天脾胃转向先天肾门，该书曾为一时

医家之指南。令人叫绝的是中医怪杰范文甫，为人准则与行医

风格别具一格，人称“范大糊”，自号“ 西狂人”，与章太

炎交谊甚厚，祝味菊曾任他的副职……

鄞地的医家，除了土生土长之外，尚有大量外来的，

流居、旅居、定居的都有。宋钦携带着宋氏妇科，随宋室南

渡“落户”鄞地；陆士逵来自河南，在鄞地创建了浙东第一

伤科，他的子子孙孙皆成了鄞人。滑寿来自仪真，长期在鄞

地行医，最终老死于余姚，生前与朱丹溪齐名，时人称其为

“神仙活菩萨”，“所到之处人争延之，无不以决一死生为无

憾”。在药物汤液治病盛行、针灸之道日废之世，他力挽狂

澜，促使针灸术得盛于元代。身逝之后，与神农、黄帝、岐

伯、扁鹊、医和、华佗、皇甫谧、王叔和、葛洪等一起，被供

奉在河南省南阳市城东温凉河畔医圣祠中的医圣林。此外，尚

未收入本书的还有不少，如来自毘陵（今江苏常州）的臧中

立，因治愈宋徽宗皇后的重病敕建迎凤坊，宁波从此有了迎凤

街……

鄞地的医家，亦有外出行医的。如董氏儿科第四代传人

董廷瑶，人生经历跌宕起伏，活到100岁，行医80年，治愈患

儿逾百万人次，理论上有经典，实践中有绝活，是国家人事

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遴选的全国首批500名名中医之

一，曾先后任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上海市中医

医院顾问，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长、名誉馆长等职，被誉为

中国中医儿科泰斗。又如，尚未收入本书的周文楷，医术全

面，尤精女科，乾隆年间（1736～1796）行医远至吕宋（菲律

宾），“活人无数，医名哗然”，治愈了该国国王的重病，赢

得了当地女性的敬仰和爱慕。

粗略统计，至清末民国初，鄞地计有志（史）载医家

140余人，儒家、释家、道家、奇人异术应有尽有，“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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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半仙”“神医”、德艺双馨之士屡见不鲜，且有中药

学、方剂学、脉学、气功、养生、图谱等等医书传世。

本书所记述的名医，都是鄞地历史上医家群体中的精

英，都对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至今依然

影响着，有的甚至在世界医学史上留名。他们不是商贾，不似

政客。做医生也就是做医生，以仁者之心治病救人，力求医术

精益求精；做学问也就是做学问，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敢于怀

疑，勇于创新，具有超越时代地域的非凡魅力。

本书所记述的名科，也出类拔萃。如宋氏妇科，萌芽于

唐开元年间（713～741），历经近1300年，至今延绵了44代，

行医历史之长实属国内罕见。

然而，人物所处的时代与现今相隔久远，史料湮废，因

而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如果本书能对社会或后世有一点

一滴的裨益，或能得到读者的认可，不似泥牛入海，则额手称

庆，幸甚幸甚。

　　　　　　　　　　　　　　　　　　　　　　　　　　　

　　　　　　　　　　　　　　　

　　　　　　　　　　　　　　　　　　　癸巳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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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医学初祖陈藏器

在宁波还没有被称为“宁波”，鄞州被称为 县、医生

被称为“医工”，医事不如巫事盛兴的年代，鄞地出现了一位

大名鼎鼎的医生。

他叫陈藏器，清代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全祖望称他为“四

明医学初祖”。陈藏器出生于约唐垂拱三年（687），唐至德

二年（757）去世，享年约70岁。 

《浙江历代医林人物》载：“陈藏器……四明人，为

唐代著名药物学家、方剂学家。”民国《鄞县志·文献志》

载：“陈藏器于唐开元中，任京兆府三原县尉……”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教授，《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的作者爱德华·谢

弗（Edward Schafer，1913～1991）称陈藏器为“八世纪伟大

的药物学家”。

在中国医药史上，像陈藏器那样出类拔萃的也有，但不

多。比他名气更大、影响力更广的也有，但屈指可数。誓如发

明医药遍尝百草的神农氏……

有人认为，神农氏是采集中草药的，《神农本草经》是

药书，《黄帝内经》是医书，黄帝才是中国医家第一人。其实

不然，中国医学不同于西方医学，更不同于现代医学，是先有

药材，后有医事，再有医生的；不知药者不懂医，知药者必

然懂医。《纲鉴易知录》说得一清二楚：“民有疾，未知药

石，炎帝始乃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

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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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

历史上，人们习惯将陈藏器这一类医者称为儒医，即由

儒转医或亦儒亦医之医者。神农氏之类自当别论。汉武帝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

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居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华夏医林中，儒

医的地位也至高无上。凡儒医，均先儒后医。先夯实儒学基

础，后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

论》等经典医药著作而成为医生。

如有被称作儒医的，大多具有扎实的医学理论功底，对

医事、医药均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且喜好著书立说；大多师古

而不泥古，在当地医药界，或同科目临床实践中独树一帜，其

中不乏一门一派的一代宗师或奠基人。

陈藏器就是鄞地医林中这般人物群里的一人。

一、从小喜好切脉诊病，天生是做医生的料

儿时的陈藏器与众不同，不仅天资聪颖，遇事能无师

自通，举一反三，而且记忆力惊人，凡父辈、祖辈的旧友故

交，只要让陈藏器见过一面，再次相遇，就不需要再提醒，定

然分辨得一清二楚，而且能清脆响亮地叫一声公公、婆婆、舅

公、舅婆、阿叔、伯伯、阿姆、阿婶……

不知是出自天生的爱好，还是家庭熏陶的原因，陈藏器从

小就喜好医药。凡集市贸易之日，只要见到有人设摊铺切脉诊

治疾病与卖药，或者打街拳卖药，在摊铺四周的围观人群中，

总能找见幼小的陈藏器。不是躬着背在使劲——从人缝中向人

圈前钻，就是站在最前排，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观看着。

那时候，鄞地集市贸易的持续时间都不长，太阳露脸不

到一个时辰，那设摊置铺的、就医看病的、观看热闹的、赶集

买卖的人就开始渐渐散去，熙熙攘攘的集市贸易场所也很快空

荡起来，而陈藏器，只要医生还在、药铺没撤去，就诊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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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然坐在医生的对面，是决然不会离开的。除非是已近中

午，或者到吃午饭的时间家人找过来了。

路过家附近的药店、常设的药铺，只要发现有人在买

药，药店倌在抓药、称药、包药，坐堂医生在替人切脉诊

病，陈藏器也常常驻足观望……

为人切脉、给人治病，是陈藏器儿时喜欢玩的游戏。

在游戏过程中，陈藏器总是一会儿向伙伴们提出“要当医

生”，一会儿提出“要做病人”。一个年仅六七岁的小男

孩，装扮成医生时，就真的像医生在替人切脉诊病，满脸的

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装扮成病人时，又好像不是一个健康

人，步态不稳，坐姿不正，衣衫不整，面容憔悴……引得街坊

邻居或倚门，或推窗，甚至踱步过来观看；惹得过往路人，无

论男女老少，驻足观望一会儿才离开。

“哈哈哈……”瞧一眼陈藏器这副如痴如醉的逼真模

样，都说：“这孩子天生是为人搭脉诊病做医生的料。”

“这孩子，念书识字了，依然这样……”陈藏器的长辈

们虽认为凭着天赋与这近似于“痴”的偏爱，长大后的陈藏器

不仅能当成医生，而且一定是个好医生、名医生，但长辈们对

他的期望值更高。陈藏器的爷爷常常这么对自己的儿子说：

“你们得好好管一管了，要不，就只是当一名医生了！”

应该说，当医生，是不错的职业，既体面又实在。两宋

期间，因为宋太祖重医，宋太宗也喜好医术，收有医方1000余

首，其后的宋朝历代皇帝个个效仿，民间更是把医生这一职业

捧得天高。“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一典故，就出自北宋

范仲淹身上。儒而知医在宋代是一种时尚，儒士往往以不知医

为羞耻。连被人誉为杰出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

大家之一，曾任鄞县知县三年（1047~1049）的王安石，在与

人交谈时也都这么自我标榜：“至于《难经》《素问》《本

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子，无所不问。”

其实，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医药大发展的时期，重医更

是唐朝历代皇帝的一大特色。如显庆年间（656～659），为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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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新修本草》，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有李 、苏敬等诸

多重臣参与。编写前，朝廷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形色，并

要求画成图形，并附以图注说明；编写时，向全国征集各地所

产的药材标本，并要求按标本绘制图谱。

不过，陈藏器的长辈们认为，与为官相比较，为医毕竟

等而下之。而且，凭着陈藏器之聪慧，为官也是指日可待之

事。

“陈家需要有人出人头地，需要有人来光宗耀祖、封妻

荫子……医儒有相通之处，只要儒学有成，退一万步说，就是

当不成官，再为医也不晚。”一天，因病卧床的陈藏器的爷爷

将儿子叫到床前，郑重其事地训导说：“起先，之所以未予理

会，是因为藏器尚年幼，任由他无拘无束、天真烂漫地过。如

今，岁数大了，依然如此，就有点儿意外了……玉不琢，不成

器呀，再不管教可要耽误藏器的前程了……藏器藏器，决然不

能成为陈家深藏之大器，而应是众人仰慕之大器也……要令天

下皆知陈家所藏之大器！”

此后，陈藏器的父母便开始遵循父辈的意愿，有意识地

强化少年陈藏器的功名利禄意识，经常讲述苏秦、孙敬刺股悬

梁的故事……

逐渐长大的陈藏器十分体谅父母的良苦用心，不再在

集市贸易日上街看医生切脉诊病，也不与小伙伴一起玩“医

生与病人”的游戏，不去药铺、药店观看他人买药、抓药、

称药、包药和坐堂医生替人切脉诊病等等。一心一意攻读诗

书，走科举之路。

陈藏器变了，小伙伴们却没有变，依然隔三差五来找陈

藏器玩游戏。碍于长辈之命与自己的志向，陈藏器总是婉言拒

绝，或想方设法回避。几次三番不去，伙伴们的热情自然渐渐

减退。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伙伴们也有了自己该做的事，或

去干活，或去念书。不过，街坊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念

书或干活之余，难免有相逢之时。一碰面，儿时的伙伴偶尔也

会回忆一番“医与病”的游戏。



55

四
明
医
学
初
祖
陈
藏
器

有那么一个中秋的傍晚，少年陈藏器又与这些伙伴们相

逢了。谁知相聚不到一会儿，一个叫陈大的小伙子居然呵欠连

连，想回家去睡觉了。

“白天要上山砍柴、下田干活，常常天黑才回家，夜里

又睡不畅，呵……”说着，陈大又打了个呵欠。

“哈哈，”有人开玩笑，“家里有老婆了吧？”

“什么老婆呀，是我爸呀，天天半夜三更咳嗽，”陈大

说，“咳嗽起来声音还特别响，‘咳咳咳咳咳’连眠床、地板

都在震动，椽子缝里的灰尘也被震下来了。”

“那得去看医生呀？”陈藏器说。

“铜钿呢？”陈大说，“我娘也劝我爸去看医生，可我

爸说‘看医生看医生，医生看过就马上好了？咳嗽就咳嗽，咳

嗽又不会死人’！”

“你爸的咳嗽，是痰多，还是痰少？”

“这……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看到，我娘是每天早

晨帮我爸倒一次痰盂罐的。”

“那么……”陈藏器思索一会儿，又问：“你去与你爸

说说看，先用半夏试试看？”

“半夏……” 陈大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

半夏？”

“半夏是一种草药，我看到过，你家屋后有……”陈

藏器告诉陈大，半夏性温味辛，有燥湿化痰、和胃止呕的功

能，主治痰湿水饮、呕吐、咳喘等症。半夏是在夏秋两季采挖

的，主要用它的块茎。挖出来后，要洗干净，再去除外皮及根

须，晒干后切成片或捣碎，加一点生姜，用天水煮，可以直接

作为茶水饮。“我也是从书本里看到的，你爸的咳嗽可以试一

试。”

“试试就试试，反正是不花铜钿的事。”陈大说，“不

花铜钿治病，我爸咋会反对呢？不用去问他。”

“那好，趁这会儿天还没有黑，马上去采药……”陈藏

器拉起陈大的手，也对其他的伙伴说：“走，大家一起去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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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

谁知，药到病除……

这真叫一不小心，事情搞大了，接踵而来的是陈大的爷

爷。他由陈大搀扶着，颤颤巍巍地推开了陈藏器家的门。

陈藏器的父母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在外面惹了事，连忙搬

凳子倒茶。把茶送到陈大爷爷的手中，陈藏器的母亲才怯生生

地问：“公公，你是……”

“我是专门来找藏器这孩子的，想请他为我搭搭脉

……”陈大的爷爷满脸皱纹，老筋一抽一抽地说。

“您老是叫藏器搭脉……”陈藏器的父母顿时如坠入云

里雾里。“藏器会搭脉治病？！”

“是的，这孩子不一般啊，我儿子的病就是他给治好的

……”陈大的爷爷的嗓音连同手上的茶杯一起颤抖着。“今

天，特意过来，想请藏器为我搭一下脉，然后再让他说一

句，我还有几天人可以做，能不能挨得过今冬明春。”

“……”陈藏器的母亲听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

才渐渐地回过神来：原来，在攻科举的同时，藏器看上了家藏

的“闲书”。

陈藏器的父母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但了解、理解自己的

儿子，而且对自己的儿子一直充满信心。他们认为：藏器至善

至孝，绝不会轻易违背父母的意志、改变自己的志向，既不可

能放弃科举，也不会在“闲书”上下工夫；至于亲戚朋友、街

坊邻居有病时相求，是应该帮忙的，不能借故推却或敷衍了

事。陈藏器的父亲还这样开导自己的夫人：“藏器聪明，年

轻，记性也好，花上这么一点点时间，应无大碍……”

“是的，我也这么想。”陈藏器的母亲说。

也许，是四亲八眷、街坊邻居的“一点点”太多，而

且越来越多，累加起来，占用了陈藏器不少时间。也许攻诗

书、求功名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是像陈藏器这般聪

慧之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唐时有关科举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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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说法。其意思是，如果30岁考到明经，就显得太老了，

而能在50岁考到进士的人不但不显老，而且非常的少。

在陈藏器求取功名的岁月里，科举考试的形式、科目等

尚未形成定制，有制举和常举之分。制举，是由皇帝临时下诏

书并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应

试，每次录取的人数全国仅一二人，最多五六人，而且是不定

期的，隔年或隔几年举办一次。常举，虽说每年举办一次，但

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史科、三传、道举等几十

个科目，在众士子的心目中以进士为贵、唯进士以求，各地有

资格应试者多达数千人，而经过乡试、会试，最后录取的进士

全国也不过30人上下。由于考取进士的难度高，因而到50岁考

取进士的人还是非常少。

经逐级应试，逐年、隔年或隔几年再应试，直至开元

（713～741）中，陈藏器才“金榜题名”，考取了进士，获得

了三原县县尉之职。

那时候，陈藏器已经步入中年，成了当时鄞地颇有名气

的医家，也开始了《本草拾遗》的撰写……

县尉是九品芝麻官，其职责是掌握、负责一个县的治

安与盗贼的抓捕，大体上相当于现今的县级公安局局长。

其级别，在县令之下，相当于现今的副县（市、区）级。

唐代，县尉通常为进士出身初任之官，京畿县尉之职位尤

重，而且毕竟没有辜负祖父和父亲的期望，也体现了自己

的能力与水平，给大半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画上了句号。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科举之路只有亲历者才能体

味到其中的甜酸苦辣与考中后的心情。

那时候的陈藏器，有点儿踌躇满志了。

经过一番准备，陈藏器离开了鄞地。坐船骑马，赶去千

里之外，当时京城长安所在地京兆府辖下的三原县上任。临行

之时，陈藏器没有忘记携带攻科举时解困减压的三部药书——

《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以及还未成稿

的《本草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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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身虽为三原县尉，张口依然医药之事

晓行夜宿，有时日夜兼程。不到一个月，陈藏器就来到了

地处关中平原腹地的三原县（今陕西省咸阳市的东北部）。

关中平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厥田上上，八水分

流”，素有天府之称；“南阻秦岭，北濒北山，构成天然之屏

障，绾挽陇蜀，东沟大河，扼东西往来之交通”，具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条件，为古来中华民族最富饶的地域。在陈藏器生活

着的年代，关中平原民众富足、物产丰饶，享有着“占尽天下

十分之六财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美膏腴之地”等汉时

美誉。

三原县在渭河之北，因境内有孟候原、丰原、白鹿原而

得名，作为唐时的京畿之地，享有八百里秦川“白菜心”之

美称。

一进入三原县县城，陈藏器就产生了“家”的感觉。他

看到，大街上鳞次栉比的店铺、琳琅满目的物品、熙熙攘攘的

人流，与鄞地小溪镇多有相同之处；那山、那水、那人……尤

其是县衙边疏松而肥沃的黄土坡，几乎与家乡山坡上的蔬菜地

一模一样。

自然，初来乍到的感觉不一定正确，毕竟是异地他乡。

随着生活的深入，来自吴越之地的陈藏器，常因语言、饮

食、生活习惯和交往礼仪等方方面面的差异，而勾起思乡之

情。早起，有时推开窗户，望见远处的星空，竟也能引起他的

思念与慨叹。夜晚，只要静静地躺一会儿，脑海里就会真真切

切地出现甬地的山山水水与自己所走过的路。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葱郁的森林，狭窄而陡曲的山

路，一路探幽一路吟，沿途弯腰屈膝采草药。叫不上名来的

鸟、虫在鸣叫，一只小松鼠探头探脑，忽地从身边蹿过。越过

小溪，进入山涧，攀附着葛藤向上爬，是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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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两旁古松参天，脚下迈几步就是一块荷花石板，循着荷花

石板前行，拐一个弯，望见了天童寺。这……？分明是在四明

山……疑惑间，抬起头，原来是甬山，在农户屋檐下避雨，

在剡溪中泡脚，在团瓢山小憩……正苦思冥想着，鸡叫起来

了，望东方，才现一抹晨曦……

这样的场景，时常在陈藏器梦里重现。

不过，初到三原县的那些日子里，这样的思念，这样的

梦都没有。因为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属于自己可支配的

时间，几乎没有。就是有，还常常因为意外之事，忙得不可

开交。

有那么一个夜晚，陈藏器很早就上床了。刚上床准备睡

觉了，又想起了他的药书。于是又起来，拿着铜钥匙，打开木

箱上的锁，从里面掏出三部药书与未完成的《本草拾遗》，整

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然后，拿来其中一本，拨亮油灯，刚翻

开扉页，有人敲门了。

“咚咚咚”。

陈藏器连忙合上书本，起身开门。

原来，是同僚的礼节性回访。

也就间隔两三天吧，也是夜晚，刚关上门，插上闩，准

备就餐，门外自远而近地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继而有人敲

门，有人怯生生地说：“陈大人开门……”

陈藏器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快步过去，拉开门一看，

原来都是自己的下属。

对于下属的结伴上门拜访，陈藏器自然热情招待，请他

们坐，为他们沏茶，挽留他们在家中用膳……

“为官了啊，总是身不由己的……”在三原县任职不

久，常常能听到陈藏器在这样自言自语。

确实，为官了，还难免附庸风雅。受朋友相邀上茶坊喝

茶，应同僚之约去酒楼吟诗作赋。喝茶的时候，众人喜欢天南

海北地聊聊，陈藏器也就附和着聊聊，但聊时少不了“茶能清

肝明目，使人消瘦”“菊花味甘苦，性微寒，散风清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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