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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ve abstract

中医药乃中华文明古国之瑰宝，历经数千载而绵延不止，

点点滴滴汇成浩浩荡荡之文化长河，彪炳史册，惠泽亿兆。

扁鹊、华佗、张仲景、董奉、孙思邈、李时珍等历代名医大

家博通岐黄，济世惠民，许多动人事迹为世人称颂。《画说中

医》收集了一百余则在民众间流传甚广的中医药典故，按历

代医家故事、中药传说、闽台医家故事、名人与中医轶事四

部分进行编排、整理，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生动地展示了

中国传统医学的精髓和内涵，有助于人们了解博大精深的中

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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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福建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兴炎研究员主编的《画说中医》即

将付梓，作为一名奋斗在祖国传统医学战线的中医人，我拜读书稿后感

到十分欣慰，非常乐意在此谈点个人的想法。

数千年来，中医药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神奇的疗效，在民众生活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并在世界医学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代

表之一。因此，如何传承、弘扬、发展中医药与中医药文化，是关系到

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也是我们中医人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荣光。

《画说中医》以中医药发展史中群众耳熟能详的中医药典故为主要

取材，按历代医家故事、中药传说、闽台医家故事、名人与中医轶事四

部分进行编排，借助典故的人文历史积淀和社会传播基础，图文并茂，

以中国传统绘画的方式展示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基本知识。粗读本

书，我认为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学术性。与一般普及性图书相比，

本书非常注重学术性，每一个条目编撰者都尽可能地翻阅原始文献核

对，力求做到言之有据。其二，知识性。编纂者精心选择了有代表性的

的内容来展现中医药文化的丰富内涵，读者可以由此对中国传统医药文



化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把握。其三，趣味性。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在尊

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和形象鲜明

的配图融为一体，可读性非常强。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我衷心希望《画说中医》能帮助广大读者

了解与中医药相关的名人、轶事，了解中医药文化内涵，加深对中医药

的文化认同，以唤起更多国人对中医药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是为序。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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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农识药尝百草

神农氏，后世称炎帝，与黄帝同被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国传统药学的创始

人之一，发明了农耕技术。《史记纲鉴》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

文明伊始，混沌初开，先民以采食野果、猎食野兽为生，过着茹毛饮血的生

活，医药知识匮乏。生冷腥臊之物易伤脾胃脏腑，久而百病丛生，故民众常夭殁于

疾，寿命很短。神农悲疾苦之莫救，惜至重之天命，乃决心宣药疗疾，以救人性

命，使百姓益寿延年。于是他跋山涉水，行遍三湘大地，亲尝百草，察其寒、温、

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汉代淮南王刘安等撰写的《淮南子·修务

训》中记述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

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药有祛病延年、养生防病之功，亦有性猛攻

伐、损伤正气之弊，神农尝百草，识其酸苦甘辛咸淡之药味，审其平毒补益戕伐之

偏性，由此使民众有所避就，不复为疾病所害，故百姓誉其为“药神”。传说炎帝

晚年南巡途中因误尝毒草身亡，死后葬在湖南酃县白鹿原，今为炎帝陵所在之处。

神农亲验本草药理，是中药的重要起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药物知识逐渐

积累，且以书籍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便是《神农本草经》。

参考文献：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2.
岐黄之术的由来

黄帝，原姓公孙（一说姓姬），名轩辕，号有熊氏，我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

期的部族首领，他以土德为王，土为黄色，故被尊称为黄帝。

相传黄帝为中国文化的创始者，举凡兵器、舟车、文字、音律、算术、弓箭、

服饰等，皆为黄帝所作。黄帝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始祖之一，古文献亦有黄帝发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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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性，由此使民众有所避就，不复为疾病所害，故百姓誉其为“药神”。传说炎帝

晚年南巡途中因误尝毒草身亡，死后葬在湖南酃县白鹿原，今为炎帝陵所在之处。

神农亲验本草药理，是中药的重要起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药物知识逐渐

积累，且以书籍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便是《神农本草经》。

参考文献：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2.
岐黄之术的由来

黄帝，原姓公孙（一说姓姬），名轩辕，号有熊氏，我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

期的部族首领，他以土德为王，土为黄色，故被尊称为黄帝。

相传黄帝为中国文化的创始者，举凡兵器、舟车、文字、音律、算术、弓箭、

服饰等，皆为黄帝所作。黄帝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始祖之一，古文献亦有黄帝发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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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记载。《黄帝内经》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医学总集，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由

众多医家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书中以黄帝、岐伯一问一答的形式阐述医理，全

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在藏象学、经络学、病因病机学、生理病理学、养

生和预防医学、诊断治疗原则等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医学的经典

理论著作，被历代医家奉为医宗必读之作，其影响历久弥深。《帝王世纪》记载：

“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

黄帝曾整理神农所尝试过的百草性味及治病经验，与臣子岐伯等讨论医学理

论，创制医经，因而古代把“岐黄之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代名词。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扁鹊妙手回春

扁鹊（公元前 407—前 310），姬姓，秦氏，名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

期名医，由于医术高超，被誉为“神医”，世人借用黄帝时期神医“扁鹊”的名号

来称呼他。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一日，扁鹊路经虢国，发现全国祛邪求福的祭

祀超过了其他事务，便来到虢国宫门下，向喜好方术的中庶子询问。中庶子告知

说，太子患了气血不能按时运行的疾病，气血郁结，内脏受损，正气不能抗邪于

外，邪气聚积于内，最后导致阴盛阳衰，半夜的时候突然昏厥而死去。扁鹊问明详

情，得知其尚未入殓，随即表示他能够使太子活过来。中庶子不相信，扁鹊答道，

“我决断病情的方法很多，而且不会出错。您可以入宫去诊察太子，一定会听到他

耳有鸣响，看到鼻翼翕动，顺着他的两条大腿往上摸，直到阴部，仍然是温的。”



历代医家故事

· 5 ·

中庶子听后惊讶不已，这才通报了虢君，把扁鹊请进宫。诊察过后，扁鹊认为太子

患了“尸厥症”，并没有死。他让弟子子和磨砺针石，刺百会穴，不久太子便苏醒

过来。扁鹊又让弟子子豹运用能温入人体五分深浅的药熨与八减方的药剂混和煎

煮，煎成后交替在胁下熨敷，太子竟然很快坐了起来。而后他继续调补阴阳，仅服

用汤药二十日，太子便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世人皆传扁鹊能“起死回生”，扁

鹊却说自己并不能使死人复活，只是帮太子恢复健康而已。

扁鹊医术高超却不神化自己，这样实事求是、谦逊平和的态度非常值得在当今

社会中继续发扬，只有正视自己才能更好地提高医术，发展中医。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



中医画说

· 6 ·

4.
扁鹊见蔡桓公

有一次，扁鹊来到了蔡国，桓公知道他声望很高，便宴请扁鹊。扁鹊见到桓公

以后说：“君王有病，就在肌肤之间，不治会加重的。”桓公不信自己有病，不予理

睬。十天后，扁鹊再去见他，说：“大王的病已到了血脉，不治会加深的。”桓公仍

不信，而且更加不悦了。又过了十天，扁鹊见到桓公时说：“病已到肠胃，不治会更

重。”桓公很生气，他不喜欢别人说他有病。又十天过去了，扁鹊只远远地看了桓

公一眼，转身就跑。桓公十分纳闷，就派人去询问，扁鹊说：“在皮肤纹理间的病，

是烫熨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在肌肤里的病，用针刺可以治疗；病在胃肠，用火剂汤

可以达到；病到骨髓，那是司命神的事情了，医药是没有办法的。桓公的病已深入

到了骨髓，所以我无法再过问了。”果然，五天后，桓公身体疼痛，忙派人去找扁

鹊，而他已经走了。不久，桓公就病死了。

蔡桓公因讳疾忌医最终致死的故事，告诫人们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虚心

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个病案也从另一个侧面突出反映了扁鹊能够预知疾病的发生、

发展和转归，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体现了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

参考文献：
陈秉才译注．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扁鹊舍身扬医药

上古时代，神权高于一切，巫术占统治地位。古人多求救助于鬼神以治病，故

巫、医往往并提，到了战国时代，巫、医已经开始分业。

扁鹊在医学研究道路上完全抛弃巫医那条死胡同，曾明确宣告：“信巫不信医”

是“六不治”之一。为了捍卫祖国医药学，他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当时，秦武王

有病，召请名闻天下的扁鹊来治。太医令李醯和一班文武大臣赶忙出来劝阻，说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