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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段时间，陕西省保健协会会长耿庆义与我相见，谈起他与几位同志共同编纂了一部

《医德要览》，希望我能为该书写序。近日趁着工作之暇，将书稿着实地“要览”了一遍。这

部书共分为五篇，第一篇为“医德典故篇”，收载《神农尝百草》等２１则医德典故；第二篇为

“医德文献篇”，收载《希波克拉底誓言》等９０篇中外医德文献；第三篇为“公约法规篇”，收

载《国际医德守则》等６８篇法规性文件；第四篇为“医德名言篇”，记述了中外医学家、哲学

家、科学家对道德（医德）的概括和论述；第五篇为“医德名人篇”，载录国外希波克拉底、南

丁格尔等以及我国自汉代华佗至当代叶欣等人的感人事迹。读后颇有感触。首先，这是

一部好书，是为医疗卫生人员补课充电的书，对医疗卫生人员全面发展以至达到德艺双馨

很有好处；其次，这是一部内容全面的书，从医德典故到医德文献，从公约法规到医德名

人，资料之全面与翔实，近年之作应无出其右者；第三，这是一部及时的书，医疗卫生事业

的高速发展，要求医疗卫生人员具有更强的自律精神和更高的道德标准，这部书的出版无

疑是正当其时的。

人类历来重视“德”，对品德的在意几乎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事先做人也因

此成为人们的共识。医生这个职业很特殊，不仅技术要专业，而且品德要高尚。唐代医学

家孙思邈写下名篇《大医精诚》时，大约就是这样考虑的。孙思邈还留下了“上医医国，中

医医人，下医医病”的明训，可见人们对医生抱着怎样的期盼。在我国古代，德才兼备的伟

大医生不绝于史，如张仲景，如孙思邈，如朱丹溪，如叶天士，等等。在今天，更有无数医疗

卫生工作者在忘我地挥洒着汗水，奉献着爱心。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固然永远是主

流，但“挟技祛病”的毕竟终未绝迹，《希波克拉底誓言》、《南丁格尔誓言》至今仍被世界各

国的医护人员引为教诫，《大医精诚》等经典医德论述仍被人们奉为圭臬，可知医德仍需我

们给予高度的关注。

医德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也可以指医疗卫生机构的价值标准。在医学发展的历史上，

曾留下许多关于医德的佳话，如“悬壶济世”、“杏林春暖”、“橘井流芳”等。许多有识见的

医家也在其著作中对医德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向医生提出了殷殷的期望，甚至有过明确的

告诫。例如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提出“医家十要”，即要存仁心，通儒道，精脉

理，识病源，知运气，明经络，识药性，会炮制，莫嫉妒，勿重利。在国外，从古希腊的《希波

克拉底誓词》到１９４８年的《日内瓦宣言》，对医生职业道德的国际性准则逐渐形成。此外，

关于医疗卫生的各种公约和法规相继问世，如《国际医德守则》、《国际护士条例》等，都是

关于医德的重要文献。医德已不再是医疗卫生机构内部或医护人员个人的事情，已被纳

入人类职业伦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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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

维日渐活跃，观念更趋新颖，多了创新，少了羁绊，这是好事，也是自然的事。但是，在市场

大潮的冲击之下，也有极少数人忽视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唯利益是图，于是出现了一些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称的不正之风。这种不正之风在医疗卫生行业也有所表现，

如不思学术进取，经济效益至上，服务态度恶劣，以及收取患者红包等。这种情况虽属个

别，却足以发人深省，使人警醒。和谐社会需要大家来共同构建，医疗卫生人员若一味追

求经济利益，甚至唯利是图，不仅有悖党和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也有悖救死扶伤的

本分。

近些年来，关于医德的著作不在少数，相关的各种论文更多，但尚缺乏集大成的著作，

《医德要览》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因此，我很高兴为这部书写序，同时希望有更多的

人读它用它。

　　　　　　　　　　　　陕西省卫生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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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医德典故

１．神农尝百草

【简介】

神农氏亦称烈山氏，史书一般认为即是传说中的炎帝，也有考证认为神农氏并非炎

帝。相传他就是中国的太阳神，又说他是农业之神，教民耕种，他还是医药之神，相传就是

神农尝百草，创医学。传说神农死于试尝的毒草药。

神农和药的关系最早见于《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

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说尝百草，有了药而医学勃兴。后又见于《史记补·三皇

本纪》：“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即尊神农为三皇之一，又是医药的创

始人。《世本》也说：“神农和药济人。”可见神农不只是尝百草认药，还有遣药之能。宋代

刘恕又把以上诸论综合起来，他在《通外纪》中说：“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

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近年考古尚没有发

现方书，但确认了尝百草的历史年代和活动区域，说明古人以神农尝百草之说溯本崇源言

大道的立意正确不谬。相传神农一生下来就是个“水晶肚”，几乎是全透明的，五脏六腑全

都能看得见，还能看得见吃进去的东西。那时候，人们经常因乱吃东西而生病，甚至丧命。

神农为此决心尝遍百草，能吃的放在身体左边的袋子里，介绍给别人吃；不好吃的就放在

身体右边袋子里，作药用；不能吃的就提醒人们注意。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远古的时候，人们吃野草，喝生水，食用树上的野果，吃地上爬行的小虫子，所以常常

生病、中毒或是受伤。神农教人类播种五谷，用自己的劳动，保障有足够的生活资料。

神农是慈爱的天神，他长的是牛头、人身，力大无穷，他常常帮助穷苦人家耕种，像牛

一样，辛辛苦苦为人类服务。人类跟神农学会了种地，有了足够的粮食，从此不愁挨饿

一事。

可是，不少人吃饱饭之后，常常会生病。有的人患了病，很长时间也不好，只能等死。

这类事情被神农知道之后，他感到很焦急，他不相信巫医问卜，但他也没有治疗疾病

的办法。于是，他便与不少人商讨，怎样才能把人们患的疾病治好，使他们摆脱其困扰。

他想了很多办法，如火烤、水浇、日晒、冷冻等等，虽然能使某些疾患的症状有所缓解，但效

果却不理想。

有一天，神农来到山西太原金冈一带，品尝草木，发现草木有酸甜苦辣等各种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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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将带有苦味的草，给咳嗽不止的人吃，这个人的咳嗽立刻减轻不少；把带有酸味的草，

给肚子有病的人吃，这个人的肚子就不疼了。

神农尝百草是十分辛苦的事，不仅要爬山走路寻找草木，而且品尝草药还有生命危

险。神农为了寻找药品，曾经在一天当中中毒７０次，神农被毒得死去活来，痛苦万分。可

是他凭着强壮的体力，又坚强地站起来，继续品尝更多的草木。大地上的草木品种很多，

数也数不清，神农为了加快品尝草木的速度，使用了一种工具，叫“神鞭”，也叫“赭鞭”，用

来鞭打各种各样的草木。这些草木经过赭鞭一打，它们有毒无毒，或苦或甜，或寒或热，各

种药性都自然地显露出来了。神农就根据这些草木的不同赋性，给人们治病。他在成阳

山上，曾经使用神鞭发现不少疗效显著的草药，如甘草可以治疗咳嗽，大黄可以治疗便秘，

黄连可以消肿等等。所以对成阳山，后人管它叫神农原，也叫药草山。

人类在世界上生活，所患的疾病很多，而神农所发现的草木有治病功效的并不多。他

为了治疗更多的疾病，便不停地去品尝更多的草木。一次，他在品尝一种攀缘在石缝中开

小黄花的藤状植物时，把花和茎吃到肚子里以后，没有多久，就感到肚子钻心地痛，好像肠

子断裂了一样，痛得死去活来，满地打滚。最后神农没有能顶得住，被这种草所毒死。神

农虽然被毒死，却用他的生命，发现了一种含有剧毒的草，人们给它起名叫断肠草。

２．悬壶济世

【源于】

《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传》

【简介】

悬壶济世是古代颂誉医者救人于病痛。医者仁心，以医技普济众生，世人称之，便有

悬壶济世之说。

【原文】

费长房者，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

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

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惟见玉堂严丽，

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其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复乃就楼上候长房曰：我神仙之人，

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遂欲求道，随从入

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众疾。

【意解】

壶翁乃身怀医技、乐善好施之隐士医者。因其诊病货药处常悬一壶为医帜，所以人称

壶翁，民间传说多有其神话故事。壶翁曾传医术于费长房。记载虽语涉传奇，但若揭其神

诞外衣，不难知壶公、费长房乃东汉时名医。壶公的事迹传之甚广，历代医家行医开业，无

不以“悬壶之喜”等为贺，或于诊室悬葫芦为医之标志，今仍有不少药店、制药厂等沿以为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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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龙蟠橘井

【源于】

“龙蟠橘井”亦作“橘井情深”，典故成书见于西汉刘向所撰的《列仙传》。传说中的橘

井位于现在湖南郴州市郴州一中校内。

【原文】

苏耽，桂阳人也，汉文帝时得道，人称苏仙。公早丧所怙，乡里以仁孝著闻。宅在郡城

东北，距县治百余里。公与母共食，母曰：“无鲊。”公即辍箸，起身取钱而去。须臾以鲊至。

母曰：“何所得来？”公曰：“县市。”母曰：“去县道往返百余里，顷刻而至，汝欺我也！”公曰：

“买鲊时，见舅父，约明日至。”次日，舅果至。

一日，云间仪卫降宅。公语母曰：“某受命仙篆，当违色养。”母曰：“我何存活？”公以两

盘留。母需饮食，扣小盘，需钱帛，扣大盘，所需皆立至。又语母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

井水橘树能疗。患疫者，与井水一升，橘叶一枚，饮之立愈。”后果然，求水叶者，远至千里，

应手而愈。

【意解】

苏耽，湖南郴州人，在西汉文帝时期，他懂得了养生之道，人们称他为苏仙。苏耽早年

丧父，周围乡里都知道他是孝敬母亲的人。他家住在县城东北，离城一百余里。有一次苏

耽与母亲正吃饭间，母亲对他说：“没有腌鱼啊！”苏耽立即放下筷子，起身取钱走出门去，

不一会儿就拿着腌鱼回来。母亲惊奇地问他：“从哪里买来的？”苏耽说：“我买鱼的时候，

遇见舅舅，与舅约定，明天到咱家来。”第二天，苏耽的舅舅果然到来。

有一天，天上的仪仗队降落苏宅。苏耽对母亲说：“我已受命为天上的仙人了，今天就

要离开人间，再不能奉养母亲了。”苏耽的母亲说：“那我怎么活下去呢？”苏耽留下两个盘

子，母亲需要饮食就敲小盘子，需要钱财和布帛时就敲大盘子，所要的东西都能立即送到。

苏耽又对母亲说：“明年天下将发生流行疫病，院子里的井水和橘树能够治疗。如有患病

的人，给他一升井水、一片橘叶，煎汤饮服，立可痊愈。”后来果然发生疫病，求井水橘叶的

人，有的有千里之远。凡是饮了井水橘叶的病人，其病便立即痊愈。

传说瘟疫过后，人们就看到有一条龙从井里飞腾而起，直冲云霄，于是人们就认定蟠

龙乃苏耽所化，以救万民。从此，“橘井”一词也同样慢慢演化为中医药的代名词了。

其实郴州古时瘴病横行，民不聊生，人们最大的希冀是摆脱病魔的折磨。传说中的苏

仙，是个叫苏耽的放牛娃，他掌握了治疗瘴病的草药方，并热心地为百姓治病。他的药方

主要一味药是橘叶。可以说橘树全身包括枝叶都是药，能治疗肺、胃、肝等部位的疾病。

也许是这个放牛娃经常跟着山中采药的郎中，发现了橘树的疗病功能，并用屋前的井水煎

熬，救济前来求诊的病人，而且分文不取。因而，苏耽的名字才得以广为传播。附会他的

离奇的出生、离奇的经历和跨鹤升天的故事，反映了老百姓解脱苦难的希冀，崇尚好人有

好报的愿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做好事的人死后应该做神仙，成了神仙就要有香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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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有了苏仙观，山也改名为苏仙岭。山上到处都有仙踪，如神仙的出生地点白鹿洞、神

仙升天的升天石，还有望母松、仙棋盘等。

４．虎踞杏林

【源于】

亦作“杏林春暖”，源于晋代葛洪《神仙传》。

【原文】

董奉者，字君异，侯官人也……后还豫章，庐山下居。……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

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乃使

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

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尝有人置谷少而取杏去

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旁，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或有人偷

杏者，虎逐之到家，啮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奉每年货杏

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

【意解】

董奉，字君异，东吴侯官人。……后来回到南昌，就在庐山定居下来。……董奉住在

山上而不种地，每天为人治病，不取分文。如果重病治好了，就让患者栽五棵杏树，轻病治

好了，栽一棵杏树。这样连续好多年，所种的杏树已有十万余棵，郁郁葱葱，茂密成林，因

而使得山中的各种飞禽走兽都游戏于杏林之中，一年到头不长杂草，像经常耕锄管理一

样。后来，杏子大量成熟，董奉就在杏林里搭了一粮仓，告诉当时的人们：有买杏子的人，

不必告诉董奉，只须将一容器的谷子倒入粮仓，再取一容器杏子走。曾有人放入的谷子少

而拿走的杏子多，杏林里的老虎便怒吼着追赶。那人十分害怕，急忙提着杏子顺路旁逃

跑，不料跌倒在地，杏子撒掉许多。到家一量杏子，竟和送去的谷子一样多。有时，有偷杏

子的人，老虎就追他到家，把他咬死。家里人知道后，就把偷来的杏子照数送还董奉，叩头

赔礼认错，于是董奉又使其复活。董奉每年用杏换得谷子，随后又用来救济周围的贫苦百

姓和接济来庐山旅行而断了盘缠的人，每年救济约两万多人。

５．鹤舞芝田

在中国文学里，鹤是一个很常见的描写对象，有平实的白描，也有加以神化，以至用以

象征离别、情义、君子、大志、清高、隐逸、神仙、长寿等。由于鹤形貌出众，有高人隐士之

风，被视作仙禽和长寿之物，传说中的仙人总是骑鹿跨鹤的。在苏仙的传说中，仙人一出

生就与鹤鹿有缘。苏母潘氏在郴江河洗衣，青苔绕手腕而生苏耽，因未婚而孕，潘氏将之

遗弃在“白鹿洞”中。白鹿为之哺乳，仙鹤展翅为之御寒。苏耽成仙之后不久，又化为仙

鹤，在郴州城门东楼上以爪画楼板留诗，故旧时东楼又称“来鹤楼”。

芝田是仙人种植仙草的地方。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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