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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良松，49岁，博士、博士后、教授，中医

文化与佛教医药专家，现代佛医理论体系的开拓

者和创立者。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员(教授)、

(香港)中华佛医研究院首席专家、(台湾)中国医药

大学访问学者、(嵩山少林寺)国际佛医高峰论坛专

家委员会主任及中国宗教经济研究会宗教医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先后就学、毕业于福建省建阳卫

生学校(中医专业)、成都中医学院、中国中医科学

院、北京行政学院、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台湾)中国医药大学等院校，师从中国科学院资深

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陈可冀教授和台湾中医针灸泰斗、(台

湾)中国医药大学最杰出的专家林昭庚教授等著名医学大家。历获第三届

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福建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

曾为福建省第八、九届青联常委，先后3次获福建省新长征突击手，入选

《中国改革功勋》《八闽英模》《500位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美国)。

先进事迹被拍成优秀知识分子专题电教片《寸草报春晖——拓荒曲》。

多年来，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甲骨文化与中医

学》《中医文化探津》《文明与健康的圣火——奥运健康纵横谈》《香药

本草》《唐诗情怀》《佛教医籍总目提要》《陈立夫与中医药学》《针灸

英杰——林昭庚博士》《佛陀医案》《佛医释疑》《佛医知识问答》等专

著25部,主编《中国佛教医药丛书》(12册)、《佛医秘典》(6部)，与少林寺

方丈释永信联袂主编101部、7000 多万字的佛医巨著《中国佛教医药全

书》，发表《商周青铜器上的医学铭文探析》《从<四库全书>看中医典籍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殷商甲骨病案探释》《佛教与基督教医学史观的比

较研究》《北京永定河流域药用植物及其生物量研究》等学术论文67篇。

他不仅集禅、医、诗于一身，而且对甲骨、金文、陶文及历代的各类典籍

文献也有较深的研究。他在著述之余，还写下了古体诗、现代诗歌及词曲

共500多首，已出版诗集3部。此外，还主持了“房山石经中的医药养生经

籍研究”等多项省市级以上的科研项目。



内容提要

本书全景式地展示了李良松教授“泛舟台海”的心路历程。从司局级

领导干部到蜚声海峡两岸的著名学者，他完成了人生最绚丽的角色转变。

凤凰涅槃、超越自我，历史将他推上了佛医的制高点，让他对儒释道的思

想内涵有了更加执著的热爱。他是一位医家，熟读历代中医经典著作；他

是一位禅者，对禅的思想和境界感悟颇深。他是一位诗人，有丰富的诗作

存诸于世。《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中医文化与中国人文精神》是他讲

得最好的课程，《智慧无限，般若永恒——佛医文化让生命科学更加丰富

多彩》是他讲得最多的篇章，《正心笃志，修身养性——中国传统文化与

养生哲学》是他讲得最广的题材。全书共16篇、40个专题，每个专题都

引用了两句他自己的诗词佳作，意在画龙点睛、直指人心。在台湾，他是

一位备受推崇的专家，与陈立夫、蒋纬国、释证严等名人有着传奇般的交

往；在学界，他精通甲骨、金文、敦煌、文史之医学文献，被公认是一位

才子。海峡两岸最杰出的医家是他的师父，海两岸最有名的高僧是他的挚

友。本书文采洋溢、震撼力强，是心灵传记中的强力之作，对了解台湾的

中医、文化和宗教具有积极的参鉴作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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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两岸文化交流的身体力行者

　　与李良松只有一面之缘。

　　为一位只有一面之缘的朋友新著作序，似乎有些唐突和贸然，但我仍

然接受这样的挑战。这不仅是因为和李良松是福建老乡的缘故，更因为我

们的第一次见面的所有谈话内容，都与台湾以及两岸文化交流有关。

　　我长期关注和研究台湾问题、两岸关系问题，自以为对台湾历史人文

地理及当代社会发展情况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自以为这些年来自己几乎

将台湾“走透透”，但我惊讶地发现，在两岸中医学领域，尤其是佛医、

禅医领域的交流互动中，李良松早已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而且在中医

学、禅医、佛医等方面，与台湾同行的交流互动，已结下了丰硕成果。他

对台湾这块土地注入了诸多感情，很多话题，甚至包括中南部的某处小

镇，某座小城，某佛教山门，某大师，某学者专家，他都如数家珍，令我

觉得此君果真不凡，心里也暗暗喝彩，至少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也有

很多共同的认知。这是我在与李良松教授“一面之缘”之后第一个印象，

在认真拜读了李良松所著的《台海泛舟禅与医——李良松教授台湾参访

录》之后，这个印象更加深刻了。

　　重视这次“一面之缘”的理由还包括，我对李良松教授自幼苦学，依

靠自己的坚持不懈，从福建松溪的大山里走进了高等院校，且一路走来的

披荆斩棘的那股韧劲由衷的敬佩。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走过来

的，“爱拼才会赢”，或许就是闽台籍人士共同的价值体认。 

　　李良松为人真诚，虽然是第一次结识，但我们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他

和我分享“从司局级领导干部到蜚声两岸著名学者”的身份转变过程，这

个过程，与其说是外部环境的激励与激活，还不如说是李良松自己对人生

舞台和人生价值的察觉与感悟。这位集医家、禅者于一身的学者，在物欲

横流、人心浮躁、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竟有毅然决然转身，淡出仕

途，泛舟台海，执着于两岸文化交流，并将之作为自己人生的志业与理想

追求，而实现华丽转身的过程，其实也是修行、修炼的过程，这个过程就

是努力去做到和成为。这本书就是李良松教授做到和成为过程的纪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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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良相，愿为良医，就是这个做到和成为境界的精神提炼，能有此发愿发

心本身就很不容易，更何况是坚持不辍的身体力行。

　　台湾与大陆，历经百年变迁，曾经有冷战时期的不幸过去，却也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后历史性的突破，两岸关系从点的破冰

到互动交流面的升华，创造了世界近现代史一个国家和民族从未有过的绚

丽景观。除政治、军事等之外的所有领域，其交流互动的良好态势，在两

岸双方，尤其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

这样的和平互动、和平交流以及和平发展的大环境，给李良松教授的积极

作为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李良松教授学有专精，兴趣广泛，涉猎的知识面广且深，在从事两岸

文化交流过程中，结下了诸多的不解之缘，这些结缘的过程以及和台湾社

会各界的交往，都能在这本新作里找到纪录的印记。

　　个人行走的记录，难免事无巨细，娓娓道来，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一

种大爱，你可以读到作者的真诚，也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纯净。纯净和真诚

在今时今日，似乎已成稀缺，但李良松做到了，这是殊为难得的。

　　李良松教授在和我分享人生经历和经验时，亦披露了诸多研究计划和

两岸交流构想，有些构想和计划气势磅礴，以个人绵薄之力，要独力完成

似乎有点勉为其难，但我在李良松教授身上看得到更多的自信与执着，更

多的坚定不移。以我个人人生的经验与阅历，我深信“有志者事竟成”的

古训是有道理的。对于李良松的择善固执、坚持不懈，虽然只有一面之

缘，但我依然深信不疑。

　　泛舟台海，弘扬禅医，是李良松教授的发心与愿景，这本新作的杀青

与面世，既是他个人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的点滴心得的记录，应该也是继续

鞭策激励他坚毅前行的驱动能。

　　“般若永恒正心志，医海无涯勤做舟”，愿以此文，作为我对李良松

教授的一种精神鼓励和支持。

　　是为序。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资深媒体人：杨锦麟
                                    2013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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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台湾与福建仅为一海之隔，两岸血脉相连、语言相通。在那美丽的

宝岛上，有我的亲人、老师、同门和朋友，有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乡

亲与同胞。记得在我年幼的时候，胡子花白的族长对我说，台湾的甘蔗像

饭碗那么的粗，台湾的大米像豌豆那么的大，台湾的甘泉像蜜糖那样的

甜……从那时起，台湾的神秘之感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着。长大之后，

我常常到厦门的大海之滨眺望着，眺望着，那一湾蓝色的海峡引发了我无

限的遐想。30年前，我曾面对郑成功的塑像写下了《题鼓浪屿》的诗句：

“十万水师传捷报，平地万里起波涛。远望宝岛鼓巨浪，梦里东征披战

袍。”后来，我去了台湾，有机会深情地亲吻了这片梦魂牵萦的土地，从

此与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兄弟泛舟台海、跟朋友把酒言欢、阅尽台湾

春色、参透佛缘禅机，这是我经久不懈的深切愿望。

林昭庚教授是台湾中医针灸界的宗师和泰斗，我有幸拜其为师，并与

同门兄弟有着密切的交往。特别是2012年10月赴台做访问学者与博士后

研究之后，我北上阳明山，南阅佛光山，西登八卦山，东抵太平洋；搭高

铁横穿南北，乘飞机跨越东西；或与中医同仁齐探岐黄之术，或跟社会名

流共赏明月清风。怎能忘，与慈济同道单骑飞过日月潭的情景；怎能忘，

跟同门师兄徒步攀登太鲁阁的豪气。无论是河流湿地，还是海岸沙滩，都

留下了我搏击风浪的瞬间；无论是医院电教室，还是大学演讲台，都留下

了我激扬文字的身影。“登远壮观天地间，大洋辽阔爱无边。莫论菩提千

里外，度脱苦海不为艰。”在台湾的讲坛之上，或言“智慧无限，般若永

恒”，或言“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或言“正心笃志，修身养性”，我

的演讲专题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或左手挥毫、右手泼墨，或写诗吟词、借

古论今，或纵论佛道、漫议禅机，我的经历抒写了崭新的传奇。在台湾，

融入了优秀的集体和团队；在台湾，彰显了自信与辉煌。

本书共16篇、40个专题，洋洋洒洒近20万字。每篇之首，都引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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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所写的诗句以开启思路、表达意境，旨在画龙点睛、直指人心。在我

的笔下，记录下来的是心路的历程；在我的心里，保留下来的是升华的灵

性。在我的书中，表达出来的是永恒的话题。我歌颂中华民族，因为我们

都是炎黄的子孙；我赞美台湾宝岛，因为这是我们美丽的家园；我感谢母

校，是华夏文明的光芒照耀亮了我的心扉；我感激恩师，是海峡两岸的甘

露滋润了我的心房。因此，我在书中全方位地展示了“弘扬禅医”的坚定

目标和“泛舟台海”美好愿景。

台湾海峡是开阔的，因为我们有着博大的胸怀；台湾海峡又是狭小

的，因为它并非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我在《望金门》一诗中写道：“多少

回面对着海风，诉说着经久不衰的缠绵。多少次追赶着潮水，企盼能越过

这段浅浅的沟堑。”诗的情意、禅的境界、医的理想，共同组成了我人生

最崇高的志向。“花开花落自有时，外人何须论春秋。”我坚信，只要理

想和信念亘古不变，我泛舟于台湾海峡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感谢杨锦麟兄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作序，感谢清大科华董事长路宏

先生的鼎力支持，感谢北京天地可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本书设计版式及

排版，感谢北京中慧世纪工程技术研究院为本书作封面设计，感谢九州出

版社及责任编辑郝军启博士的大力支持。本书的封面题签选用了孙中山先

生的墨宝，意在缅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华正在复兴，同

志仍需努力！”

                                           李良松  敬识1

2012年11月28日于北京 

李良松教授邮箱：13910174590@139.com。



1

        序言：两岸文化交流的身体力行者………………………………1

前言…………………………………………………………………3

求学篇

访问学者路

——历经风雨禅缘在，看罢云烟慧眼开…………………………3 

我的博士后

——风霜百里莫嫌远，踏破荆棘成大家…………………………6

拜师篇

世纪大拜师  

——今生无悔习医道，来日有缘度金针…………………………11

我的恩师们

——皓首穷经三百年，不及棒喝出奇迹…………………………18

交友篇

年轻的老头

——寒来暑往添兰典，秋收冬藏满杏林…………………………31

至交之情谊

——经天纬地千秋志，纵南横北一友贤…………………………34

同门的挚友

——千载情缘梦中还，海阔天空无限量…………………………37

访贤篇

医界之大家

——名随两岸传心法，功在千秋照古今…………………………45

目  录



2

佛门之精英

——人间佛法斯称最，天下禅机此为宜…………………………49

商界之名流

——昔日豪情壮志在，留得正气贯古今…………………………51

寻亲篇

艰难寻亲路

——梦中难见今又见，世外无言胜有言…………………………55

兄弟登高处

——日短方知松柏硬，岁寒始悟情谊深…………………………57

演讲篇

漫漫佛医路

——法愿无边超欲界，师承有道兴佛国…………………………61

佛针治百病

——功著杏林冲南岳，誉满神州盖北辰…………………………64

佛门之医案

——药师十万琉璃地，尽在三千佛法中…………………………68

人文之精神

——万里江山多壮士，千秋过后尚流芳…………………………70

禅定与养生

——参禅始悟菩提远，问道方觉宇宙阔…………………………75

参访篇

中国医药情

——惟有中华多浩气，不求海外众仙山…………………………83

慈济医学院

——祈愿众生渡苦海，法华世界胸怀阔…………………………85

义大中医系

——使君知母当归去，远志西洋送车前…………………………87

考察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访秀传医院

——多少祥云思风雨，无限情愁诉衷肠…………………………93

观妈祖绕境

——无穷愿力催前步，间外平川任我行…………………………95

闻健保体系

——莫谓微尘细无语，江山点点入情怀…………………………97

佛缘篇

慈济访上人

——西行漫漫常相望，同仰三千智慧天…………………………101

结缘佛光山

——四海乐土归华夏，两岸众生皆弥陀…………………………103

夜访龙山寺

——莫言地狱风凄紧，阳光正道是沧桑…………………………108

中台访古记

——苦读佛经尘不染，自有金刚驻心胸…………………………112

参禅篇

体验慈济禅

——傲视八方智慧长，清凉世界少尘埃…………………………117

再忆水中禅

——一生从未争高上，低头流淌不为名…………………………120

解读唯恩禅

——湖光晓月禅中曲，暮色残阳画外天…………………………122

感悟篇

新版石头记

——惊涛斗罢搏巨浪，情到深处是英雄…………………………127

越过浊水溪

——胸怀更比天河阔，自古人生不太平…………………………130



4

生死刹那间

——秋高晚景正当好，谁谓夕阳落日迟…………………………132

愿景篇

台海共岐黄

——青春神韵豪气在，明月情缘心迹留…………………………137

煮酒论佛医

书山禅笔非孤诣，破浪长风海阔天…………………………140

走向太平洋

——龙潜深海听风雨，不废波涛万古流…………………………143

诗歌篇

风雨抒情怀

——研史方怜识事少，论经始愧才学疏…………………………147

日记篇

海天心语录

——酸甜岁月细细品，苦辣年华慢慢咽…………………………161

散论篇

壶天散墨论

——史家绝唱通天地，无韵离骚贯古今…………………………185

附论篇

两岸之报道

——不堪往景成追忆，走过荆棘破寒冰…………………………265



求
学
篇





3

访问学者路
历经风雨禅缘在，看罢云烟慧眼开。

——引自《赠李小琳学友》

这是我赠给北京大学李小琳同学的一首诗。全诗曰：“千古江山

有大才，芙蓉出水九天来。学业超凡展技艺，胸襟壮阔抒情怀。历

经风雨禅缘在，看罢云烟慧眼开。燕园回首十年梦，绿草深深化碧

苔。”两进北大校门，让我能够以更加明亮的眼睛来观察世界。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1首位来自祖国大陆的访问学者，由于合作导师

林昭庚教授的全力推荐和大学各方面领导的妥当安排，我的台湾之行

非常成功，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接待。

我做访问学者的具体部门为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院，主要研究方

向是先秦针灸文献和针灸历史，其中甲骨文针灸史料和佛医针灸文献是

我研究的重点。中医学院院长高尚德教授是我的师兄，他向我介绍了台

湾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并就海峡两岸中医药文化的现状与展望交换

了意见，我们聊得非常投机。高教授告诉我，中国医药大学的四周分别

是英才路、学士路、育德路和大德路，有才有德，文化氛围十分浓厚。

跟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相比，虽然中国医药大学的主校区面积只有我们

的三分之一,但功能十分齐全，各个院系、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

附属医院等均一一具备，他们每年发表SCI论文数量比大陆20多所中医

药大学的总和还要多，这是十分了不起的。2012年，该校非常荣幸地入

*中国医药大学位于台湾省台中市，是全台湾中国医药（中医）的教学、科研与临床中

心，2012年被列为世界高校500强及国际医药院校200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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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了世界高校500强和世界医学高校200强。因此，我能到这样的大学做

访问学者，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访问学者访什么？这是我赴台之前经常思索的一个问题。我想，

首先是学习中国医药大学先进的科研思路、科研理念和科研方法；其

次是充分利用中国医药大学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第三是必须和合作导

师的研究方向充分接轨。对此，林昭庚教授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和细

致，甚至连他在赴澳洲讲学期间，把我要做的事情都一一作了很好的

安排。

在做访问学者期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广交台湾中医界的同

门好友，寻找学术上的合作伙伴，了解台湾古医籍的收藏状况，确定

今后的研究目标。

通过从台北到高雄、从鹿港到花莲的密集演讲和交流，我对台湾

的印象越来越好，真想有朝一日能够在台中留住更长的时间。朋友们

都说，台中的天气在整个台湾岛是最好的，夏天既不会像高雄那样的

炎热，冬天也不会像台北那样的阴冷，而是一年四季都让人觉得非常

的舒适。

台中之所以成为我人生的重要驿站，这是因为这里有著名的中国

医药大学，有我十分尊敬的老师、同门和朋友，还有支撑我开展学术

研究的重要基地。

在台湾期间，我是辛苦的，从早上5:30到晚上12时整，我都在刻

苦地努力着；我是快乐的，每天过得都是那么的充实，那么的丰富多

彩。今年的台湾之行，只是我访问学者旅程的一个良好开端，是正在

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或将来时。

我的访问学者经历，是海峡两岸学术交往与科技合作日益密切的

一个缩影!

在这里，兹引我2012年1月8日所写的《龙年抒怀》一诗作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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