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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海撷珠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谱写了灿烂的文化篇章。而历朝历代的医家精神，如镶嵌在历史长河

中的珍珠，光彩瑰丽。本书收集了古往今来历代名医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们在

临症思维中随机应变的聪明睿智和传奇的诊疗技艺，体现了医者悲天悯人，悬

壶济世的崇高医德。 

然纵观历史，十儒九医。医家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和精诚一脉

相承。苏耽橘井泉香，董奉杏林春暖，壶翁悬壶济世，华佗青囊度人，皆为医

家圣贤；孙思邈博及医源、精勤不倦，所著《大医精诚》，为后世医家之行为规

范，身为苍生大医，为民敬仰。此等在老百姓口口相授的故事里，在代代相承

的医脉中，从而把医德规范放在了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为医之道。 

百川合流，再吟新曲。沧州自古名医辈出，四诊始祖扁鹊，遍游各地，为

医学披荆斩棘，开山辟道；金元四大家之寒凉派代表刘完素隶属河间，创立河

间学派；时势造英雄，更有盐山张锡纯著《衷中参西录》，得四海首肯。吾辈幸

逢和谐盛世，倍感重任在肩。立己修身一心为民，救死扶伤恪守道德，构筑以

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具有“厚德、仁爱、博学、严谨”精神的医疗团队，医

院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中西结合的办院方向，以传承创新为动力，六化建设为核

心，质量安全为基础，全面促进医院健康协调快速发展，努力打造国内一流的

现代化中西医结合医院，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王立新 壬辰年春月于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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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古文鉴赏-大医精诚（节选） 

——选自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

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

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

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

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

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

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

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

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

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

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芥蔕之心，是吾之志也。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

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

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

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

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

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

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释义】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希求，

首先表现出慈悲同情之心，决心拯救人类的痛苦。如果有患病苦来求医生救治

的，不管他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交往密切的还是

一般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一律同样看待，

都存有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的想法，也不能瞻前顾后，考虑自身的利弊得失，

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到病人的烦恼，就像自己的烦恼一样，内心悲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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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忌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全心全意地去救护病人，不能产生推托

和摆架子的想法，像这样才能称作百姓的好医生。与此相反的话，就是人民的

大害。自古以来，有名的医生治病，多数都用活物来救治危急的病人，虽然说

人们认为畜牲是低贱的，而认为人是高贵的，但说到爱惜生命，人和畜牲都是

一样的。损害别个有利自己，是生物之情共同憎恶的，何况是人呢！杀害畜牲

的生命来求得保全人的生命，那么，离开“生”的道义就更远了。我这些方子

不用活物做药的原因，确实就在这里！其中虻虫、水蛭这一类药，市上有已经

死了的，就买来用它，不在此例。只是像鸡蛋这样的东西，因为它还处在成形

前的状态，一定遇到紧急情况，不得已而忍痛用它。能不用活物的人，这才是

能识见超越寻常的人，也是我比不上的。如果有病人患疮疡、泻痢，污臭不堪

入目，别人都不愿看的，医生只能表现出从内心感到难过的同情、怜悯、关心

的心情，不能产生一点不快的念头，这就是我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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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尝百草 

上古时候，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药物和百花开在一起，哪些粮食可以吃，

哪些草药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黎民

百姓靠打猎过日子，天上的飞禽越打越

少，地下的走兽越打越稀，人们就只好

饿肚子。谁要生疮害病，无医无药，不

死也要脱层皮啊！老百姓的疾苦，神农

氏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百姓充

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

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第四天，他带着一批臣民，从家乡

随州历山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他们

走哇，走哇，腿走肿了，脚起茧了，还

是不停地走，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一峰，

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大老远就闻到了香气。神农他们正往前

走，突然从峡谷窜出来一群狼虫虎豹，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马上让臣民们挥

舞神鞭，向野兽们打去。打走一批，又拥上来一批，一直打了七天七夜，才把

野兽都赶跑了。那些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一条条一块块伤痕，后来变成了

皮上的斑纹。 

这时，臣民们说这里太险恶，劝神农回去。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

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我们怎么能回去呢！”他说着领头进了峡谷，来

到一座茫茫大山脚下。 

这山半截插在云彩里，四面是刀切崖，崖上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

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是上不去的。臣民们又劝他算了吧，还是趁早回去。

神农摇摇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我们怎么能回去呢！”

他站在一个小石山上，对着高山，上望望，下看看，左瞅瞅，右瞄瞄，打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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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办法。后来，人们就把他站的这座小山峰叫“望农亭”。然后，他看见几只金

丝猴，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崖腰的朽木，爬过来。神农灵机一动，有了！

他当下把臣民们喊来，叫他们砍木杆，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成架子，一天搭上

一层，从春天搭到夏天，从秋天搭到冬天，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飞雪结冰，从

来不停工。整整搭了一年，搭了三百六十层，才搭到山顶。传说，后来人们盖

楼房用的脚手架，就是学习神农的办法。 

神农带着臣民，攀登木架，上了山顶了，嘿呀！山上真是花草的世界，红

的、绿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神农喜欢极了，他叫臣民们防

着狼虫虎豹，他亲自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尝。为了在这里尝百草，为老百姓找

吃的，找医药，神农就叫臣民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做城墙防野兽，在墙内

盖茅屋居住。后来，人们就把神农住的地方叫“木城”。 

白天，他领着臣民到山上尝百草，晚上，他叫臣民生起篝火，他就着火光

把它详细记载下来：哪些草是苦的，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

病，都写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他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霎时天旋地转，一头栽倒。臣民们慌

忙扶他坐起，他明白自己中了毒，可是已经不会说话了，只好用最后一点力气，

指着面前一棵红亮亮的灵芝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臣民们慌忙把那红灵芝放

到嘴里嚼嚼，喂到他嘴里。神农吃了灵芝草，毒气解了，头不昏了，会说话了。

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草能起死回生。臣民们担心他这样尝草，太危险了，都劝

他还是下山回去。他又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

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罢，他又接着尝百草。 

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还是用木杆搭架的办法，攀登上去。

一直尝了七七四十九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他尝出了麦、稻、谷子、高

粱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

尝出了三百六十五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 

神农尝完百草，为黎民百姓找到了充饥的五谷，医病的草药，来到回生寨，

准备下山回去。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架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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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生根，淋雨吐芽，年深月久，竟然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神农正在为难，

突然天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和护身的几位臣民，接上天廷去了。从此，回生

寨一年四季，香气弥漫。 

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

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的回生寨，改名为“留香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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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始祖--伏羲画八卦 

相传，他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天，她去雷泽

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

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令人奇怪的是，

这一怀孕就怀了十二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当

地的人为了纪念伏羲的诞生，特将地名改为成纪，因为在古代，人们把十二年

作为一纪。据史学家考证，古成纪就是今天的天水。《汉书》中说道：“成纪属

汉阳郡，汉阳郡即天水郡也。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所以，天水历来被称为“羲

皇故里”。 

根据传说和史籍记载，作为人类文明始祖，伏羲的主要功绩是：一、教民

作网用于渔猎，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同时教民驯养野兽，这就

是家畜的由来。二、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使血缘婚改为

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三、始造

书契，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落后形式。四、发明陶埙、琴瑟等乐

器，创作乐曲

歌谣，将音乐

带入人们的生

活，帮助人们

“修身理性，

反其天真”。

五、将其统治

地 域 分 而治

之，而且任命

官员进行社会

管理，为后代

治理社会提供借鉴。六、创制古代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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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伏羲的最大功绩还是创立八卦。在天水北道区渭南乡西部，有一卦

台山，相传这里就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

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

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站在卦台山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

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 

    有一天，他又来到了卦台山上，正在苦苦的思索他长期以来观察的现象。

突然，他听到一声奇怪的吼声，只见卦台山对面的山洞里跃出一匹龙马。说它

是龙马，那是因为这个动物长着龙头马身，身上还有非常奇特的花纹。这匹龙

马一跃就跃到了卦台山下渭水河中的一块大石上。这块石头形如太极，配合龙

马身上的花纹，顿时让伏羲有所了悟，于是他画出了八卦。 

后来，那个跃出龙马的山洞被人们称为龙马洞，渭水河中的那块大石就叫

做分心石。现在去卦台山，你还能看到这些地方。而且，龙马洞里还有石槽和

石床的残迹。 

至于八卦的功绩，在于它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以它为特征的伏羲文化，

到现在仍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在探索、研究。而且，当代的许多学科也都深

受其影响，并从中得到启示。据说，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也是

受了八卦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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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故事来源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

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 81 篇，内容非

常广泛。《黄帝外经》37 卷，据说内容也

很丰富，可惜失传了。    

黄帝的这两部医学著作是怎样写成

的呢？相传在黄帝时期，人们生活在极

端艰苦的环境中。生活资料十分缺乏，

经常遭受野兽的伤害和烈火、洪水等自

然灾害的威胁。平时在打猎的过程中还

不断出现跌打损伤等事故。因此，因病

伤而死的人越来越多。当时，东北部落

约有 1／3 的人，活不到 14 岁就死去了。

死于 30 到 50 岁之间的人，约有 1/4。寿命最高的也活不到 60 岁。黄帝为此寝

食难安。那时候，没有人懂得用药物治病，更不懂得预防。人一得病，只有听

天由命，谁也没有办法。有一次，黄帝带领一支队伍进山狩猎，一只老虎突然

向他们猛扑过来，黄帝急忙拉弓向老虎射了一箭。由于没有射中要害，箭头从

虎背穿皮而过，受伤的老虎逃走了。几天后，有人发现它在一片树林里专门寻

找一种长叶草吃，而且边吃边用舌头舔背上的伤口。虎背上的伤口没有血迹，

也没溃烂。黄帝听到这个情况。立刻命人前去察看，并一再叮咛不许杀害老虎。

察看人回来也说：“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伤口不但不流血，而且已慢慢

愈合。”黄帝听后，沉思一会儿，便派人把老虎吃的这种长叶草采集回来，专门

给部落里受伤流血的人吃。受伤流血的人吃了这种长叶草，果然收到止血止痛

的效果。黄帝兴奋地说：“看来，野兽有时比人还聪明。它们受伤后，知道吃草

治伤，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道理。” 

还有一次，黄帝手下驯养动物能手--王亥在训练一只熊时，由于这只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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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指挥，王亥一怒之下，失手将它的一只后腿打断。这时，有人主张将熊杀掉

吃肉；有人却说：“这是一只母熊，留它一条命，也许还能生育小熊呢！”王亥

按后一种意见，把这只断腿的母熊放了。这只母熊一颠一跛地钻进了树林，不

料又被几个猎人发现。其中一个猎人正准备用箭射它，忽然看到这只熊的一条

后腿吊着，正在树林的草丛里寻什么。猎人便隐藏起来仔细观看。原来这只熊

用前掌在草丛里刨一种雪白的草根。每刨出一撮，先放在嘴里嚼一阵，然后吐

出来，再用前掌轻轻地敷在被打断的后腿上。猎人感到非常奇怪，便没有惊动

这只受伤的母熊，回去后把在树林里看到的情景报告给黄帝。黄帝听后，又派

人去树林里察看。谁知，去的人找了三天，也没有发现这只熊的踪影。十几天

以后，当有人在另一片树林里发现这只熊时，它的断腿不知什么时候长好了。

一见猎人，就飞快地逃得无影无踪了。人们把熊刨过的这种草根从地里挖出来

捣烂以后贴在损伤筋骨人身上，结果都治愈了。黄帝从这两件事上受到很大启

发，知道自然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于是他命雷公，歧伯二人，

经常留意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它们如何生存。雷公、歧伯按照黄帝的吩咐，

对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草木花卉等，都详细地加以观察和记录，进行研究和试

验，直到最后确认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为止，再由黄帝把它正式整理出来。这

就是我国最早的《医案》和《本草》。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中华民族第一部医药

著作--《祝由科》就这样诞生了。不久，又出现了巫彭这位有名的郎中。后世

人为了不忘黄帝的功德，综合了黄帝时期的名医的医术，定名为《黄帝内经》。

黄帝升天后，相继出现了战国的扁鹊、东汉的华佗、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

时珍等名医。他们都是吸收了黄帝在医药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科学原理，为后世

人寻药，看病，著书，立说，最后都成为古代的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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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妙用精神疗法 

春秋末期，齐国君主景公患了水汽内停病，

经太医用药医治也不见好，在床上躺了十多日。

这天夜里，景公忽然梦见自己和两个太阳搏斗，

而且力不能胜，醒来之后担心这是否预示自己死

期将近？第二天早朝，景公对当时的相国晏子

说：“昨晚我梦见自己和两个太阳搏斗，而且被

打败，我大概快死了吧!”晏子略加思索地说：

“请个占梦的来预测一下吧”。景公准许后，晏

子就派人用车去接占梦者，而自己站在宫中的小

门边迎候。占梦者到后，晏子告诉他：“昨晚景

公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两个太阳搏斗，而且

自己被打败，特请你来占梦。”占梦者说：“让我先查一下占梦的书，看上面

怎么说。”晏子说：“不必查了。景公患有水疾，是阴盛之证，太阳属火，是

阳；他独自打不过太阳，是阳长阴退，是疾病将愈的预兆，你就这样说吧!”占

梦者依晏子的安排行事，景公听后大喜。过了三天，景公果然康复了，便要赏

赐占梦者。占梦者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晏子教我这样说的。”景公又要

赏赐晏子。晏子却说：“占梦者按照我说的话对您说了才起作用，要是我直接

对您这样说，您可能不会相信，这是他的功劳，我不配受赐。”结果景公同时

赏赐了他们两个人。 

    从上面这个故事看，晏子不但懂医学，而且当时他对精神因素在治疗

疾病中的作用已有深刻的认识。晏子虽然不信占梦那一套，但他知道景公却迷

信那一套，只有利用迷信的力量才能解除景公的疑惧。现代医学越来越重视精

神因素对人体健康的作用，晏子可谓是我国利用精神疗法治病的先驱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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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扁鹊 

扁鹊与六不治 

扁鹊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医，医术精

湛，所以人们就用传说中的上古轩辕时代

的名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 

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

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

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扁鹊年轻时虚心

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

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

医，为民众解除痛苦。扁鹊是中国传统医

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 

扁鹊认为病能否治好，关键性的因素是人。扁鹊曾提到“六不治”，就是有

六种不治的病，不是医生不给治，而是有这六种人无法改变。 “骄恣不论于理，

一不治”，指的是不讲道理、特别任性的人，医生不能给他治病。因为他头脑中

自有一套想法，根本不相信医生，不仅不听医生的话，而且“我执”特别重，

就是“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二不治”,一听说看病还得花钱，就不看了，

要钱不要命，这种人也没办法治。“衣食不能适，三不治”,是指“饮食不节，

起居无常”的人，医生对这种人也基本放弃。比如说医生在对病人提要求的时

候，让他几点睡觉，他说做不到；不让他吃什么，他也说做不到，这种人不遵

医嘱，也没法治。“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 是指阴阳气血和脏腑气脉都已

经飘忽不定了。中医认为当病人出现“七怪脉”时，已经病危了，一般的医生

不给他治。 “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形羸是指特瘦弱，身体已经瘦弱到极

点了，连药都喝不下去了，这是第五种不治的人。“信巫不信医，六不治”,这

种人既固执又偏执，不相信治疗疾病的根本力量源于自身的元气和自愈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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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生命完全依托于他人，任人摆布，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后果就可想

而知了。 

这“六不治”之中，除第四、第五条外，都是病人自身的原因。所以，改

变“人”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改变病。可见，对照“六不治”，改变自己的不

良习惯和偏执的态度，对养生、治病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齐桓侯讳疾忌医 

一次，扁鹊来到齐国，被国君齐桓侯召进宫去。扁鹊见到齐桓侯后，仔细

地察看了他的脸色，郑重地说道：“大王，你有病啊，病邪就在皮肤和肌肉之

间。如果不及时治疗，病会加重的。”齐桓侯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我身体

很好，没有什么病呀!”扁鹊告别后，齐桓侯对左右的人说道：“这些当医生的，

为了赚取诊金，总爱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  过了五天，扁鹊第二次见到齐

桓侯，察看了他的脸色，忧虑地说：“大王的病邪已经进到血脉里，如果不治

疗，病将会继续加重。望大王赶紧治!”齐桓侯不高兴地说：“我并没有什么病，

治疗什么呢？”又过了五天，扁鹊第三次见到齐恒侯，发现他的病势已经严重

了，便恳切地对他

说：“大王的病邪已

经到了肠胃之间，现

在马上治疗还能痊

愈，不然病情会恶化

的，到那时就难以救

治了!”齐恒侯不予

理睬。又过了五天，

扁鹊硬着头皮第四

次进宫。只望了齐桓

侯一眼，便什么话也不说，退出宫去了。 

齐桓侯觉得很奇怪，差人去追问扁鹊，为什么一见面就走？扁鹊叹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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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邪在皮肤和肌肉之间的时候，可以用汤药和熨敷的办法治愈；当病邪进

入血脉里的时候，可以用扎针或砭刺的方法治愈；当病邪发展到肠胃之间的时

候，还可以用药酒来加以医治；但是病邪已经深入到了骨髓中，现在即使是神

仙，也无可奈何了。如今大王的病邪已深入骨髓，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直到这时，齐桓侯对扁鹊的话还是不信。但是过了五天之后，他果然病倒

了。这时他才着急起来，赶紧派人去找扁鹊来医治，可是扁鹊知道已无力救活

齐桓侯，怕受到牵累，早已离开了齐国。齐桓侯也终因讳疾忌医，贻误了治疗

时间，几天后便不治身亡。 

以上是扁鹊运用“望”诊的传奇故事。其实，他在 “问”、“闻”、“切”

诊方面也有很多传奇佳话。 

虢太子起死回生 

某日，扁鹊带着弟子子阳、子豹来到虢国，见到王宫官员正为太子祈祷消

灾避祸，接着又乱纷纷地备棺材，看来太子已经死去。 

扁 鹊 经 询

问得知，太子突

然生了暴病，晕

厥而死。扁鹊

问：“太子过世

多少时间？”

那官员说：“还

不到半天。”扁

鹊听后毛遂自

荐，说他能救活

太子!那官员早就听说扁鹊的名声，但不相信他能救活已死的太子，便冷笑道：

“先生的话未免太荒诞了。你凭什么说太子可以救活呢？”扁鹊说：“如果你

以为我说的话不对，那么请你再去看看太子，会发现他的耳朵还有听觉，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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