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知文库

医学界的先驱

邵鹏军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医学界的先驱／邵鹏军主编．—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９
（２００７．１１重印）

（求知文库／李波主编）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０７８－６

Ⅰ．医… 　Ⅱ．邵… 　Ⅲ．医学家—生平事迹—世界—青少年读物
Ⅳ．Ｋ８１６．２－４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０６）第０９４１５３号　　

　　 求知文库
医学界的先驱

主 编　邵鹏军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６６６号
邮　　编　０１００１０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印　　张　２５８
字　　数　４０００千
版　　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
印　　数　５０００
标准书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０７８－６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书书书

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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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洪

葛洪之前的炼丹术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２８３年出生，是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

人，为东晋医学家和道教炼丹派早期的代表人物。

道教和道家不是一回事。道家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楚国人老子（姓

李名耳字聃）创始的，其代表作品是《道德经》，这本书虽然是用形而上

学的方法宣传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也有些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

素的观点。庄周是战国时期思想家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周（约公

元前３６９年—公元前２８６年），宋国人，著有《庄子》一书。他用相对主

义的方法宣传和老子相同的世界观。道家在政治上消极，反对社会进

步，主张“无为而治”，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一个思想流派。

道教不是一个思想流派，而是一种宗教派别，是在中国土生土长

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形成于东汉时期。

道教是由黄老学说和巫术结合而形成的。黄老学说是假托黄帝

和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学说。西汉初年，士人陆贾曾根据黄老学说，给

刘邦写了１２篇论文，要刘邦实行“无为而治”，成为西汉初年最高统治

集团的政治指导思想。巫术起源于巫，巫是古代对能以舞姿使神降临

的人的称呼。商朝的时候对巫非常重视，到周代巫的地位就逐渐低

了。秦、汉以后，巫和巫术主要在民间保存了下来。

—１—



求知文库

我国最早的道家经典是《太平清领书》。这本书是东汉顺帝（公元

１２６年—公元１４４年）时，琅玡（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县北）人宫崇向朝廷

进献的他的老师于吉所得到的一本书，共一百七十卷。现在保存下来

的只剩下了５７卷，并且易名为《太平经》，但是基本上保存了这本书的

面貌。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是认为天地万物都受于元气；阴阳交感，五

行（金、木、水、火、土）交配，然后产生万物。人们行事都要顺应这五行

的道理，不应当逆天而行。这本书又说太平气就要来了，将要有大德

之君出世，实现太平盛世。东汉末年，张角就曾经根据这种说法来组

织太平道，作为发动黄巾起义的思想武器。张角的太平道是东汉末年

道教的一个支派。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三大支派：第一支是张角为教

主的太平道，在黄河南北传教；另一支派为天师教，也称为五斗米道，

以张修和张鲁为教主，在汉中、巴蜀一带传教；第三支派以于吉（不是

宫崇的老师）为教主，在长江下游传教。三派的信徒大多是贫苦农民，

这些信徒后来多数成为黄巾农民大起义的主力。

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混战的状态，广大人民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道教也有了发展。但道教开始分为两派：一

是祈祷派，主要在农民群众中传布，他们用道教的符水治病，叩头思

过，属于秘密结社的性质；另一种是炼丹派，主要为士人所信奉，讲求

炼丹、辟谷（通过行导引之术，不食五谷，“辟”即“避”）、导引之术（气

功），以求延年益寿。这一派多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生活需要服务。

炼丹术是化学的原始形式。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就有

了炼丹术。到了汉代，在封建帝王和豪强贵族的资助下，炼丹术，无论

在实践上还在理论上，都为后世炼丹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桓帝

（公元１４７年—公元１６７年）前后，有个叫魏伯阳的炼丹术士，据说是

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虽然高贵，却性好道术，不肯做官，闲

居养性，当时的人也不知道他的行止，也不知他师承于何人，但是，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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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善于文词，和官吏们也有些来往，曾经把他撰写的《周易参同契》“密

示”给青州（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徐从事（州郡长官的僚属），

徐从事就“隐名”为这本书作了注。后来，魏伯阳又把这本书的内容传

授给同郡的淳于叔通（又名淳于斟，或淳于意），于是这本书就在世间

流传下来。

魏伯阳所撰写的这部《周易参同契》是世界炼丹史上最早的一部

理论著作，历代的炼丹家对这本书都很重视，把这本书称为“万古丹经

王”。

《周易参周契》这本书一共有６０００多字，书写的句式有四字一句、

五字一句的韵文，有少数长短不齐的散文体，还有离骚体（仿照屈原

《楚辞·离骚》的一种文体）。这本书采用的是古代的词韵，非常难懂，

并且采用了很多隐语。后来，有很多人为这本书做了注解，只有依靠

这些注解，才能把这本书读懂。总的来说，这本书是一部用《周易》的

理论、道家哲学和炼丹术三者参合而成的炼丹修仙著作，中心的理论

只是修炼金丹。

《周易参同契》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炼制“还丹”，叙述得比较详

细。炼制这种“还丹”，要分为三变，第一变是把１５份金属铅放在反应

器的四周，加入６份水银，再用炭火加热，就生成了铅汞剂。因为魏伯

阳认为“火”也参加反应，也是一种反应物，所以他说，要用６份炭的炭

火微微加热，铅和水银、炭火这三种“物质”相互“含受”，才能够发生变

化而生成铅汞剂。第二变是随着火力的增大，水银逐渐被蒸发掉，铅

被氧化为一氧化铅和四氧化三铅，反应完毕时，主要生成黄丹，也叫黄

芽。第三变是把第二变的产物铅丹和９份水银混合、捣细、研匀，再把

这种混合药料放进丹鼎中，密封合缝，一定要让它不开裂，不泄气，然

后加热。先文火后旺火，日夜察看，注意调节温度，反应完毕，丹鼎上

部得到红色的产物就叫“还丹”。这种“还丹”实际就是氧化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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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认为，汞容易挥发，铅丹能与汞在高温

下作用，生成不易挥发的氧化汞，因而汞被铅丹“制服”住了。

魏伯阳还采用了并不恰当的类比方法，来阐述服食金丹后能使人

长生不老的原因。他认为，既然黄金是不朽的，还丹又能发生可以逆

转的循环变化，那么服食了黄金和还丹后，就能使人身不朽和返老还

童。在我们今人看来，魏伯阳是把黄金和还丹的性质机械地移植到人

体中来，企图达到长生的目的，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而且是荒谬可笑

的，但在当时有些人对这种说法是深信不疑的。

魏伯阳在阐述炼丹术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时认为，物质变化是自然

界的普遍规律，炼丹的过程就像用黄檗（树皮内裹深黄色）可以做黄染

料，煮皮革可以做胶，用曲蘖（酒母）可以做酒等等一样，是自然所为

的，不是有什么邪门伪道。他还把阴阳五行学说用来解释炼丹术现

象，认为万物的产生和变化都是“五行错王，相据以生”，是阴阳相须，

彼此交媾，使精气得以抒发的结果。

除了阴阳五行学说，魏伯阳还提出了相类学说。所谓相类就是说

阴阳相对的两种反应物质必须同时属于同一种类，“同类”的物质才能

“相变”，“异类”物质之间则不能发生反应。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其内

在原因的。他这个相类学说是我们今天的化学亲合力观念的前身。

魏伯阳还认识到物质起作用时比例很重要，他还观察到胡粉（碱

式碳酸铅）在高温下遇炭火可还原为铅等化学现象。他还在《周易参

同契》中记述了升华装置（丹鼎），把丹鼎看作一个阴阳变化、万物始终

都在其中的缩小的宇宙。

魏伯阳认为修丹和天地造化是同一个道理，易道和丹道可以相

通，所以他用《周易》的道理来解释炼丹的道理。这使复杂的炼丹术变

得更加神秘起来，对后世炼丹家的哲学思维很有影响。魏伯阳主张采

用铅汞作为炼丹的主要原料，所炼得的丹药是氧化汞之类的毒药，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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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炼丹实验的范围，还导致了服丹中毒，在实际上对炼丹术的发展

起了阻碍作用。

东汉末年，还有位方士叫左慈，庐江（治所在今安徽庐江西南）人，

字元放，年少时住在天柱山（在安徽潜山县西北），研究学习炼丹、补导

之术，他的弟子葛玄，字孝先，后世称之为葛仙公，传说师从左慈得《九

丹金液仙经》，修炼成仙，又称为太极仙翁。葛玄就是葛洪的从祖父。

葛玄又把他的炼丹术传给弟子郑隐（字思远），郑隐是葛洪的老师。

青年时代

葛洪的祖父名叫葛系，曾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当大鸿胪（典乐官），

父亲名为葛悌，原来也曾在吴国当官。

公元２８０年３月，西晋的龙骧将军王浚率水师到达吴国建业的石

头城（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的清凉山），吴主孙皓被迫投降，吴亡，西晋

统一了中国。

葛悌在吴亡以后到西晋去做官，官至邵陵（治所在今湖南邵阳市）

太守。西晋统一中国以后，在十年之内，全国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

局面。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大封宗室为王，让他们统帅

中央的兵马，镇守要害之地；或者把他们调进京师，掌握大权。他们为

了扩大自己的权势，拉拢党羽，结成一个个政治集团，互相倾轧，钩心

斗角。公元２９０年，晋武帝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历史上称为

晋惠帝。惠帝是个白痴，由他的外祖父杨骏辅政。皇后贾南风荒淫凶

残，是个野心家，为了专权，她在公元２９１年召都督荆州（在今湖北、湖

南一带）诸军事楚王司马玮入京，杀掉杨骏。从此开始了以争夺最高

统治权为中心的“八王之乱”。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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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的家中也是祸不单行，他１３岁时，父亲葛悌去世了，家境开

始贫穷起来。但是，葛洪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他为了学习，白天到

野外去砍伐薪柴，然后到市场上交换一些纸笔，晚上回到家中读书学

习，在逆境中发愤图强。

葛洪在１６岁时，开始读儒家的《孝经》和《论语》，他还发奋要把五

经（《诗经》、《尚书》、《周礼》、《周易》、《春秋》）都精读下来。

葛洪虽然这样刻苦地学习，但是，要想凭借自己的才能走上做官

从政之路，却是十分困难的。原来，早在三国时期的魏国，魏文帝曹丕

就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作为选拔官吏的制度。就是中央一些官吏兼

任原籍所属郡的“中正”，由他们察访本郡有才能的人，列为九等，以备

选用。虽然“九品中正制”开始时选用人才的原则是以人才优劣为标

准，但是，到了曹魏后期，尤其是到了西晋，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

要是由于中正官一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这一制度变成

为他们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当时有个叫段灼的人就曾对

晋武帝说过，现在台阁（尚书台）选举，只是为了塞人耳目。九品访人，

只问中正官，所以位据上品的，不是公、侯的子孙，就是当政者的子弟。

在这种情况下，贫苦人家的优秀人才，怎么能够选得中呢。这样，九品

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途径，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

士族”的情况。葛洪的家庭已走向衰落，虽然他有很多学问，但是，他

深知自己无法通过做官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他立志为文

儒。他认为，他自己缺乏做官从政的才能，因此以不去做官作为荣耀，

而是把著书立说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是，开始时，他还是以儒家

思想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

然而，葛洪在十八九岁时，到了庐江的马迹山，拜了方士郑隐为自

己的老师，做了郑隐的助手。葛洪在郑隐这里接受了《正一法文》、《三

皇内文》、《五岳真形图》、《洞玄五符》等道家书籍，还接受了《黄帝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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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丹经》、《太清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黄白中经》等炼丹术著

述，从此，葛洪开始由儒家思想转向道教炼丹派。

这时，西晋的政局非常混乱，不仅是“八王之乱”越演越烈，还爆发

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原来，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统治

者为了控制他们和补充中原的劳动人手，还招引或强迫他们迁到黄河

流域居住。主要内迁的民族有匈奴、羯、氐、羌、鲜卑这五个少数民族，

历史上把他们称为“五胡”。这些民族中的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到汉族

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生活十分痛苦。在“八王之乱”时，他们

也被利用参加混战。公元２９４年—２９６年，匈奴人在谷远（今山西沁

源）、氐和羌族在关中先后起义，众至数１０万人。公元３０１年，宗贝 既

巴）人在李特的领导下起义，大败晋军，攻占广汉，进围成都。

公元３０３年，义阳（治所在今湖北枣阳东南）蛮（我国古代对南方

少数民族的蔑称）张昌在安陆县（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北）石岩山也聚众

起义。张昌的部将石冰率领一支人马向东进击，攻破了西晋的江（治

所在今江西南昌市）、扬（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二州。当时，西晋的吴

兴（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和议郎（负责皇

帝的顾问应对）周棨共同起兵讨伐石冰。顾秘听说葛洪很有才能，就

邀请葛洪为将兵都尉（临时设置的一种官职，负责辅佐郡守并指挥全

郡的军事）。

葛洪出于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

击溃了石冰部的农民起义军。因为战功卓著，西晋朝廷升他为伏波将

军。这时葛洪已经沉迷于道教炼丹术，没有把功赏看在眼里，而是投

戈释甲，打算到洛阳去，搜求各种道教异书来增广他的学问。

然而，葛洪的想法终于落空了。

原来，司马玮杀掉杨骏后，朝廷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共

同辅政，贾后仍未掌权。她又让晋惠帝密令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和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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瓘，贾后又以“擅杀”的罪名杀掉司马玮，从而夺得大权。此后，赵王司

马伦又捕杀贾后，废掉惠帝而自立。齐王司马冏在许昌，成都王司马

颖在邺（今河北临漳），河间王司马颙在关中，相继起兵讨伐司马伦。

于是战火从洛阳迅速燃遍大河南北和关中地区。在战争中，赵王司马

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先后被

杀。李特这时自称益州牧，建立农民政权。李特战死后，其弟李流率

领部众继续战斗。李流病死，李特之子李雄为首领，攻下成都，自称成

都王。公元３０４年，匈奴贵族刘渊在汾河流域起兵，自称汉王。黄河

流域陷入了混战的局面，从江苏到洛阳的道路被战争阻隔了。葛洪由

于无法北上洛阳，只得在徐（治所在今江苏徐州）、豫（今安徽、河南、湖

北一带）、荆、襄（治所在今湖北襄樊）、交（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

北岸）、广（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数州之间周旋，先后接触了几百名流

俗道士。

公元３０６年，葛洪来到了广州，向南海太守鲍靓（字太玄）学习神

仙方术。鲍靓见到葛洪后，很欣赏他的才能，非常器重他，不仅把自己

的本领传授给他，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葛洪为妻。

这时，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了晋惠帝，另立皇太帝司马炽为帝，历史

上称为晋怀帝。前后混战了１６年的“八王之乱”虽然结束了，这场大

破坏造成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葛洪从广州返回故里后，潜心修行

著述１０余年，又由于瘟疫流行，葛洪还综练医术。

在葛洪潜心修行著述的十几年里，西晋的政局更加混乱。成都王

李雄改称皇帝，国号大成。公元３０８年，刘渊称帝，建都平阳（今山西

临汾），国号汉。公元３１０年，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第二年，刘聪

派他的族弟刘曜攻破了洛阳，俘虏了晋怀帝，杀死了西晋的官民３万

多人，洛阳化为灰烬。西晋在关中的官僚又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历

史上为晋愍帝，建都在长安。公元３１６年，刘曜又攻入了长安，俘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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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愍帝，西晋灭亡了。

公元３１７年前后，葛洪终于写成了他的《抱朴子内篇》２０卷、《抱朴

子外篇》５０卷、《神仙传》１０卷，以及医书《玉函方》１００及《肘后备急方》

３卷。

西晋灭亡后，南方官僚和南逃的北方首领们拥戴晋王司马睿称

帝，历史上称之为晋元帝，建都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为东晋。

葛洪的炼丹术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谈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

（ｒáｎｇ）邪却祸之事”，内容属于道家。这本书虽有非常多的封建糟粕，

但是它仍是中国炼丹术史上一部相当重要的经典著述。这本书基本

概括和全面总结了从西汉到东晋以来中国炼丹的早期活动与成就，在

历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本书说理很明晰，语言纯朴，

比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易读得多，对晋代炼丹术活动的各个方面都

有详细而真实的记载。

西汉末、东汉初问世的《黄帝九鼎神丹经》和《太清神丹经》是了解

中国早期炼丹术内容的珍贵史料，可惜这两部书已经失传。在葛洪的

《抱朴子内篇·金丹篇》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两部书，叙述了各种

神丹妙药的炼制，并在书中阐述了他自己的金丹长生观。根据葛洪在

这本书中的介绍，我们了解到《黄帝九鼎神丹经》中记载的九种神丹：

第一种神丹名叫“丹华”，它是升炼丹砂而成的。丹砂，也叫朱砂，

是一种矿物，是炼汞的主要材料。大的成为块状，小的是六角形结晶，

颜色鲜红，可以当药用，也可以做颜料。它像五彩的美石，葛洪说它

“或如奔星，或如霜雪，或正赤如丹，或青或紫”，因为它是经过“九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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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炼成的，所以又叫“九转流珠”。我们今天用现代的化学方法分析，

它实际上就是对硫化汞的升华。

第二种神丹名叫“神符”，又称“神药”，它是由水银升炼而成的，或

者是用水银与铅混合升炼，这样，水银与铅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

像黄金一样的颜色，这种丹就被称为“还丹”，或者叫“神符还丹”。这

是中国炼丹史上的最早关于所谓“龙虎还丹”的记载。

第三种神丹叫“神丹”，或者叫做“飞精”，它是用雄黄和雌黄的混

合物升炼而成的。雄黄又名石黄或鸡冠石，过去分为雄黄、雌黄两种。

可以做颜料，也可以供药用。葛洪认为，雄黄得要武都山（在今四川绵

竹县北）所出的，纯而无杂，颜色像鸡冠那样红，光明晔晔的，才可以做

仙药之用。这种丹的化学成分应该是对硫化砷的升华。

第四种神丹也叫“还丹”，是把水银、雄黄、曾青（色青、可供绘画及

化金属用）、矾石（透明结晶体，可入药，有白、青、黄、黑、绛５种颜色。

白色者俗称为明矾）、硫磺、卤咸、太一禹余粮（褐铁矿和粘土的混合

物）、礜石（有毒，苍白两种颜色的可以入药。凡是有礜石的地方，草木

不能生长，霜雪不能积存，水在冬天也不冻冰）等各种矿物在炼丹的釜

中分层安放，密封以后再升炼而成。

第五种神丹名叫“饵丹”，是把水银、雄黄、太一禹余粮的混合物升

炼而成。

第六种神丹名叫“炼丹”，是用巴（今四川东部、湖南西部）、越（今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部分地区）的丹砂和雄黄、雌黄、曾青、矾石、玉

石、石胆、慈石（也叫磁石，俗称吸铁石）这八种矿物的细粉混合物在丹

釜中分层安放，升炼而成。

第七种神丹名叫“柔丹”，在升炼“柔丹”的时候，先在丹釜内壁涂

上一层玄黄，然后再升华水银，炼出的丹的化学成分与第二种神丹“神

符”的化学成分并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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