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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

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

于本。

� （摘自《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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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中 史历

中医起源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生产、生

活和防治疾病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关于医药的起源，众说纷纭，且皆

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无论是“医源于巫”“医源于食”，还是“医源于动物本

能”，不外乎起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

中医历史 中医历史

    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在

生存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一些减轻病

痛的办法。比如在采集狩猎的过程

中,他们发现一些食物可以缓解病

痛、治疗疾病，这就是早期中草药

的发现。经过无数次的口尝身

受,人们对中草药的认识逐渐增

多，并且渐成体系；他们还发现，

用烧热的砂石熨烫或用尖锐的石器

刺激身体某些部位，可以缓解病

痛,针灸初现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峰起，学术与思想的发展让人们对中医的

认识逐渐清晰。此时的名医扁鹊已经开始分科治病，他游历各国，根据实际情

况开展医疗活动，并且能够运用针灸、熨烫等多种方法治病。中医药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大约始于战国，成于两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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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农氏是传说中的上古部落

首领，除了农耕、礼乐传说是由

他发明的以外，关于他流传最广

的故事就是“神农尝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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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的中国，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交通便利，对外交流逐渐增多，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朝。异域偏邦的

稀有药材开始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比如麝香、犀角、龙眼等。这个时

期，“医圣”张仲景根据前人经验总结出“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此

外，涌现出了华佗、董奉等名医，无不为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繁。此时，葛洪、陶弘景等一批

名医陆续出现，他们的成就无不为遭受困苦的人们带来健康的曙光。隋朝，第

一部讨论疾病病因、病机的专著《诸病源候论》问世。

    唐宋时期，国家富庶 ，社会

安定，中医药的发展迎来了一次

高峰。“药王”孙思邈将唐朝以

前的医疗经验进行总结，著成

《备急千金要方》；宋朝“太医

局”的设立体现了政府对医学发

展的重视，针灸铜人的铸造改革

了中医教育方式，“太平惠民

局”的设立统一了制药的标准。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的发

展与规范。

    金元时期医学流派纷呈，以“金元四大家”的理论尤为突出。明清时期是中

医进行总结、升华与发展的时期。明朝李时珍对前人著作做了大量补充和修正，

著成《本草纲目》，对后世影响极大。这个时期，中医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人痘接

种术。清朝时，西医逐渐传入中国，不少医家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探索。民国时

期，中医药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谋求发展，实现了抗争图存，自强发展。

    中医的发展从未离开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促进，“天人合一，阴

阳平和；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无不体现着中医的非凡智慧。

天人合一1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概念。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秉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即《黄帝内经》所说的“人与天地相参”

“人与天地相应”。

    人和动植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活动同样遵循着自然界

运行的规律。四季的气候变化一般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因此人的衣、

食、住、行也要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做出适应性的改变。人只有与自然保持和

谐，身体才会健康。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不仅要顺应自然规律，更要

保护自然环境。阳光、空气、水都是自然的馈赠，如果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利

益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平和，将会导致水、土地等各种资源的危机，从而威胁到

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存。

中医历史 中医历史
6 7

天
⼈

合
⼀

阴
阳

平
和



同
病

异
治

异
病

同
治





    秦汉时期的中国，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交通便利，对外交流逐渐增多，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朝。异域偏邦的

稀有药材开始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比如麝香、犀角、龙眼等。这个时

期，“医圣”张仲景根据前人经验总结出“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此

外，涌现出了华佗、董奉等名医，无不为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繁。此时，葛洪、陶弘景等一批

名医陆续出现，他们的成就无不为遭受困苦的人们带来健康的曙光。隋朝，第

一部讨论疾病病因、病机的专著《诸病源候论》问世。

    唐宋时期，国家富庶 ，社会

安定，中医药的发展迎来了一次

高峰。“药王”孙思邈将唐朝以

前的医疗经验进行总结，著成

《备急千金要方》；宋朝“太医

局”的设立体现了政府对医学发

展的重视，针灸铜人的铸造改革

了中医教育方式，“太平惠民

局”的设立统一了制药的标准。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的发

展与规范。

    金元时期医学流派纷呈，以“金元四大家”的理论尤为突出。明清时期是中

医进行总结、升华与发展的时期。明朝李时珍对前人著作做了大量补充和修正，

著成《本草纲目》，对后世影响极大。这个时期，中医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人痘接

种术。清朝时，西医逐渐传入中国，不少医家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探索。民国时

期，中医药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谋求发展，实现了抗争图存，自强发展。

    中医的发展从未离开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促进，“天人合一，阴

阳平和；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无不体现着中医的非凡智慧。

天人合一1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概念。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秉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即《黄帝内经》所说的“人与天地相参”

“人与天地相应”。

    人和动植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活动同样遵循着自然界

运行的规律。四季的气候变化一般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因此人的衣、

食、住、行也要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做出适应性的改变。人只有与自然保持和

谐，身体才会健康。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不仅要顺应自然规律，更要

保护自然环境。阳光、空气、水都是自然的馈赠，如果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利

益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平和，将会导致水、土地等各种资源的危机，从而威胁到

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存。

中医历史 中医历史
6 7

天
⼈

合
⼀

阴
阳

平
和



同
病

异
治

异
病

同
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医治疗疾病首先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

来获取病人的各种资料，然后运用中医理论将这些

搜集得到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再归纳总结形成结

论，这就是中医里所说的“病机”，最后根据所得

“病机”开出方药。

知识链接

　　华佗说：“倪寻外实，邪病之气滞

留体内，就好比山间积水，需要用下泻

的方法来疏导；李延内实，内实就容易

湿火上冲，就好像地气郁结，需要用发

汗的办法来发散。”说完就分别给二人

开了方子。第二天两人的病就都好了。

　　东汉末年，府吏倪寻和李延去找华佗

看病，两人的病情完全一样，都是头痛发

热。华佗给二人诊断后，说：“倪寻应当

用下泻的方法治，李延应当用发汗的方法

治。”有人不解，就去问华佗。

　　人类社会早期，并没有专门的医生，部落中拥有特殊权利的巫师常常代替

医生的角色，为人治疗疾病。后来，医术与巫术分离，医生才成为独立的职

业。在中国古代社会，各朝代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王室、皇族的健康，称之

为太医署、太医院，供职的医生被称为“御医”或“太医”。医生还有一个名

字，叫“郎中”，郎中本是官名，是帝王侍从。一般来说，南方称医生为郎

中，北方称医生为大(dài)夫；也有将设馆医病的医生称为大夫，走街串巷的医生

称为郎中。

　　在古代，行医者还有一些特

殊的标志。他们会手持“虎撑”

或“串铃”，游走于街巷之间，

因此被称为“铃医”，而“虎

撑”也成为了行医的招牌。相

传，“虎撑”的由来与唐朝孙思

邈有关。

中医历史 中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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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孙思邈进山采药，忽见一只猛虎，面对自己而跪，张开大口，发出

痛苦的呻吟。原来老虎喉中卡着一根长骨，正在向孙思邈求救。孙思邈定下心

来，但是他担心自己取这根骨头时，老虎会下意识地闭上嘴巴，不可避免地会

咬伤自己的手。

　　于是，孙思邈连忙下山，请铁匠造了一只铁环，撑住虎口，

再从铁环中间伸手将骨头取出。后世郎中为表达对孙思邈的敬意，

期待有孙思邈那样的医术，于是也手执铁环，久而久之，这就成

了行医的标志。

　　不过，郎中在经过药店门口时，是不能摇动虎

撑的。因为一般药店里都供有孙思邈的牌位，在药

店门前摇动虎撑就意味着炫耀自己的医术，有藐视

祖师之嫌。药店的人会没收郎中的虎撑，郎中还必

须向孙思邈的牌位进香赔礼。

名医介绍

医　圣     

东汉  张仲景

药　王

唐朝  孙思邈

外科鼻祖

东汉  华佗

儿科之圣

宋朝  钱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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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铁环中间伸手将骨头取出。后世郎中为表达对孙思邈的敬意，

期待有孙思邈那样的医术，于是也手执铁环，久而久之，这就成

了行医的标志。

　　不过，郎中在经过药店门口时，是不能摇动虎

撑的。因为一般药店里都供有孙思邈的牌位，在药

店门前摇动虎撑就意味着炫耀自己的医术，有藐视

祖师之嫌。药店的人会没收郎中的虎撑，郎中还必

须向孙思邈的牌位进香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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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些名称？

思考与实践

小郎中

 

用 法：除去砂石、泥土等杂质，

              捣碎研成细粉用。

 功 效：镇静安神，活血散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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