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圣李时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药圣李时珍>>

13位ISBN编号：9787216023818

10位ISBN编号：7216023811

出版时间：1998-9

出版时间：张梁森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11出版)

作者：张梁森

页数：2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圣李时珍>>

前言

提起圣人，人们可能会肃然而有敬畏之感。
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圣人是品德极高而又无事不通的人，仰之弥高，我们这些凡人只有匍匐在他们脚
下诚惶诚恐。
千百年来，大家不就是这样顶礼膜拜文圣孔丘、武圣关羽的吗？
其实，圣人原来也是凡人，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同样品尝过凡人的酸甜苦辣，同样体会过凡人的喜
怒哀乐，同样有对现实的不满，同样有对未来的憧憬。
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人们完全应该以平等心态对待他们。
他们与凡人逐渐拉开距离，既有历代统治者出于某种需要不断将他们神化的原因，也是广大人民群众
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们身上的结果。
当然，他们既被尊为圣人，就必然有不同于凡人的地方，他们的思想境界，他们的道德人格，他们的
创造精神，他们的历史功业，往往超出了凡人所能达到的水准，人们由衷地对他们表示敬佩。
在中国古代，凡是能精通一事、身怀绝技的人，也被人们尊为圣人。
诗圣杜甫、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兵圣孙武、茶圣陆羽、医圣张仲景、药圣李时珍
，都是在某一领域取得杰出成就，足以代表中国古代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人物。
他们是人民群众智慧的代表，人们尊他们为圣人，就是肯定他们的文化地位，肯定他们的创造精神，
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肯定他们对我们民族发展的贡献。
这种情感是真挚的，深厚的，也是极其宝贵的。
我们的民族因为有了这些圣人而能昂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圣人的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精神则成了
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中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挑战。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也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要保持中国特色。
因此，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在今天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选取了能全面展示中国古代文化成就、充分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对中国人影
响最为深远的十位圣人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观念，探讨这些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个人的、社会的
、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的、地域的种种原因，揭示这些圣人不同凡响的精神世界
和人格力量，展示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军事、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所取得的无与伦
比的杰出成就，介绍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独特贡献，同时科学分析这些圣人的时
代局限和负面影响，给读者正确的思想启迪。
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这是一项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由一批学有所长的中青年学者来做这种普及性的工作，在我们还是一种尝试。
能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
纵览这套丛书，笔者感到它们每一种都能保持视野宽、角度新、论述准、分析透、语言美的基本风格
，达到了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而又不失学术品位的写作目标。
希望广大读者能够真正喜爱这套丛书，通过阅读和理解，走近圣人，从圣人身上吸取力量，充实自我
，完善自我，争做新时代的圣人。
1997年6月于湖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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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明朝的时候出了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就是被后人尊称为药圣的李时珍。
　　李时珍受父亲李言闻的影响，从小对医药知识产生了极大兴趣。
在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金榜无名之后，他决心一生学医从医。
他刻苦学习医书，虚心向农夫、渔民、樵夫和药农学习，并亲自品尝百草，广泛收集民间药方，成为
一位医术高明，为民解除病痛的名医。
特别是，他花费了27年心血编纂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不仅在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世界
闻名。
　　药圣李时珍一生献身医药事业，竭尽全力为民解除病痛，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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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晚年自号濒湖山人。
生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卒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又有考据家认为李时珍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卒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
明时湖广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人。
其祖父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但又并不太出名的闲散乡绅，家中广有积蓄，乐善好施，喜积功德。
且有采挖野生中草药和种植中药材的爱好，并能治理一些常见病，因此在闾里颇为人仰重。
父亲李言间，字子郁，号月池，晚年自号藏六野人。
史载其“性至孝，博洽经史，以医为业”。
嘉靖二十八年(1549)补为岁贡生，此时他已经四十八九岁了。
但由于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声名远播，被征召到朝廷任太医院吏目。
对医学和药学都有很深的研究，著有《四诊发明》、《医学八脉法》、《月池人参传》、《蕲艾传》
、《痘疹证治》、《脉学举要》等，为李时珍后来习医留下了宝贵财富。
李时珍出生在这样一种家庭，既受到儒学经典的严格熏陶，又受到家传医药学术的良好教育，这对于
他成为一代医药圣人，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当时蕲州名宿顾日岩(顾问，做过福建参政)序李时珍著《奇经八脉考》中说：“濒湖世儒，兼以医鸣
”，评说中肯。
李时珍发挥了书香门第和医药之家的两大优势，而最终攀登到了科学的顶峰。
1.祖德留芳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是整个明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兴旺时期。
当时湖广一带，百业昌盛，百姓安居，四处升平。
常言道：“湖广熟，天下足。
”此非虚语。
湖广方圆数千里大地中，有一个十分富庶的地方——蕲州。
蕲州，因水边多生长“蕲菜”(今名称为芹菜)而得名。
地处长江中游北岸，素为“吴头楚屋”、荆扬交会“之繁华名埠”；又是“全楚锁钥，江右藩篱”之
兵家要塞。
历代统治者皆十分重视蕲州的地位。
洪武改元，将元时的蕲州路改为蕲州府，领蕲春、广济、黄梅、蕲水、罗田五县。
洪武九年(1376)，改府为州，州领县事，辖县不变。
洪武十一年(1378)，划蕲水、罗田两县于黄州府，蕲州领地为蕲春，黄梅、广济三县。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年(1445)，被封为“荆王”的朱瞻垌，看中蕲州这块“风水宝地”，自江西建昌
迁蕲，大兴土木，建造荆王府于蕲州城内。
自此，蕲州更加繁华热闹，各行各业也十分兴旺。
这块“风水宝地”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除了“鱼米之乡”的富足以外，又是一个天然的药材王
国。
仅蕲春境内，名贵药材就有人参、黄连、天麻、杜仲、豹骨、半夏、龟板、鳖甲、射干等。
地道药材包括蕲艾、茯苓、桔梗、丹参、乌梢蛇、天门冬、苍术等。
大宗药材则更为充裕，诸如夏枯草、野菊花、香附、茵陈、白茅根、薏米仁、鱼腥草、白花蛇舌草、
垂盆草、丹皮、黄精、竹茹、白扁豆、路路通、石菖蒲等。
而蕲艾、蕲竹、蕲龟、蕲蛇称为“蕲春四宝”，唐代就列为贡品，弥足珍贵。
这些名贵的中药材为蕲州历代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明代中叶，蕲州一带不但有很多人上山采挖野生中药材，而且种植中药材、经营中药材的人也
为数不少。
这其中，有一个李姓人家，世居蕲州城东门外的瓦硝坝，府第在风光秀丽的雨湖之滨。
这李家本是蕲州一带有名的大户，家中广有田产，吃喝不愁，祖祖辈辈都以诗书传家，知书识礼，深
得当地居民的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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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主人看到当时蕲州药业甚是兴旺，自己读了多年书，早年中个秀才以后，就再没有高中之望了，
在城中做个清闲的绅士也觉无甚滋味。
于是，也就读起医书来。
俗话说：“秀才学医，如笼中捉鸡。
”李绅士进步很快，懂得很多医理，又经人指点认识了很多味中草药。
将到中年，对上山采挖野生中药材极有兴趣。
从此，就以医药自任，边挖药边收集单方，开始为人治些小病，还屡有效验呢！
于是，自己在家辟了一块空地，种些道地药材，取名“百草园”。
数年后，李绅士也算是当地一个医药行当中的内行了。
只是时运不佳，成不了多大气候。
再说，当时读书人以“学而优则仕”为重，固也满不在乎。
但挖药、种药则成为他一大爱好。
弘治年间中期(大约在1498～1500年间)，李绅士生了一个儿子，可算老年得子，十分庆幸，且极钟爱
。
他给儿子取名言闻，表字子郁，希望他长大成才，声言闻于朝野，像列朝列子那样香溢人间。
古之习俗，人必有姓名字号，李绅士除给儿取名表字外，号日“月池”，这可是个吉利的字眼，后来
，李言闻官至太医院吏目，正是幕府莲池之意。
李言闻秉承父亲之意，自幼苦读诗书，博洽经史，少年得志，十多岁就考中了秀才。
可惜的是，以后多次郡试，都没有中举，更谈不上求进士的希望。
李绅士年事已高，看到儿子尽了很大努力，但也没有高中，只说是命中使然。
古时候读书两大志向：一以治世，一以治人。
既然求士无成，当官无望，那么就让他当个医生吧！
好在老绅士对医药皆有兴趣，就把儿子送到当时蕲州的名医韩道诚、郝玄夫等人门下求学。
由于李言闻饱读诗书，功底深厚，再读起医药典籍来，就一通百通。
数年间，医业大进，医术精湛，且对中草药有很深的研究。
于是，自立门户，在当时蕲州最大的道教场所——玄妙观开设了自己的诊所。
他为许多贫苦百姓治病不收诊费并施赠药饵。
因此，他的诊所十分兴旺，求诊者络绎不绝。
由于李言闻对于医术的深入研究，因此，善于医治许多疑难病症。
有一次，李言闻为儿子李时珍治病，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那是在李时珍20岁的时候，因为伤风而严重感冒，时间拖了很久，天天咳嗽，周身发烧，遍体不安，
常常服药也无甚好转。
这期间，李时珍与妻子吴氏夫人感情深重，恩爱有加，如胶似漆。
此时行了“房事”，中医视为“犯戒”。
李时珍病情更加严重起来，骨蒸发热，周身如火烧一样难受，每天咳嗽的痰涎有一碗多，又值六月炎
天，烦渴焦躁不安，既睡不着觉，又吃不下饭，真是“寝食几废，六脉浮洪”。
那时经常服柴胡、麦门冬，荆芥、防风诸药，拖了一个多月，仍不见好转，病情反而加剧。
病得他枯瘦如柴，形容大变，有气无力，全家人及亲朋好友都说他必死无疑。
李言闻此时看到亲生儿子病成如此模样并不久于人世，真是心如刀绞，万分痛心，日夜为此操劳。
于是，遍阅医籍，广思良方，终于记起了金代著名医学家李杲(自号东垣老人)治疗此病的特效良方。
凡“肺热如火燎，烦躁引饮而昼甚者，气分热也。
宜一味黄芩汤，以泻肺经气分之火”。
于是，李言闻遂按方用“片芩一两，水二钟，煎一钟，顿服”。
李时珍服药之后，第二天就全部退烧了，身体也再不发热了。
接着又服药调理，痰涎全无，咳嗽也好了，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李言闻为此对黄芩这味药有更深体会：“药中肯綮，如鼓应桴，医中之妙，有如此哉。
”又有一次，蕲州荆王府内急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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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荆和王朱祐检的妃子刘氏中风了，人事不醒，牙关紧闭。
当时刘妃年龄已有70岁，为王府之女眷之尊，人皆敬重她，荆和王令王宫中的良医诊治。
荆王府内良医所有两个很有名的医生，一个叫浦心韦，蕲州当地人氏，史载其“精太秦脉，通风角鸟
占，每诊疾断人穷通、寿夭，百不失一，用药多立效”。
另一个叫严政，史载其“家贫，甚好学，能诗，出入府禁，一无所苟。
荆王府重其为人。
以田给之。
年九十一卒。
”其他还有几个医士，也都医术较好。
但这一群人，对刘妃的病却束手无策。
在这关键时刻，荆和王只有派人请李言闻来诊治。
李言闻在蕲州一带远近闻名，声誉极好，也是荆王府的“门客”，与王府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所以他
当然会尽心尽力救活王妃。
何况“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医家的传统美德。
但他诊断后，由于刘妃已人事不醒，牙关紧闭，药汤不能灌下，这可怎么办？
自中午到半夜，已等了大半天，再等就不行了。
只好请示荆和王同意，将刘妃的下门牙打掉一颗，用藜芦煎成浓浓的药汁，从这个小小的牙齿洞中灌
进去。
说也奇怪，这碗黎芦药汤灌下去不一会时间，只听刘妃“噫”的一声出了声气，接着又吐出很多痰涎
，人当时就苏醒了。
李言闻又开了些药，经过几天的调理，刘妃的身体很快康复了。
王府上下，无不称谢李言闻。
李言闻不但医名在蕲州一带赫赫有名，而为人处世也非常融洽。
由于他“性至孝”，所以在地方上有很高威望。
邻里发生了什么争议，人们就请他评判；地方上发生了什么纠纷，人们也请他调解，很多事情都得到
圆满而妥善的解决。
有一次，乡社中有弟兄二人为了田产而争斗，并相互到州衙里告状，闹得非常厉害。
李言闻得之此事后，就在自己的家里备办了一桌酒席，将那兄弟俩召到家中，为他们排解纠纷。
那兄弟二人见有酒食相待，都到他家里集会，但是这弟兄二人把酒喝醉了以后，仍然争斗不已。
李言闻感到非常悲痛，他跪在祖宗的牌位下诉说：“儿没有什么情况不能感动乡社的人。
”那弟兄俩听到这个情况，都无知地大笑起来。
可是，到了后几年，两人官司越打越凶，弄得地方不宁，州官将他们收监并都死在监狱中。
他们的族人把这弟兄二人的田产都瓜分了。
而李言闻却自己出资买两具棺材为他们安葬。
从此，当地的人们更加感动。
李言闻高尚的医德和良好的社会公德不但受到地方百姓的赞扬，而且更重要的是得到官府的肯定。
嘉靖二十八年(1549)，蕲州知州推荐李言闻为岁贡生。
尽管此时他已近50岁的人了，但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却是一桩十分荣幸的事。
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世宗朱厚熄下诏征集全国各地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民间医生到朝廷太医院
供职。
州府又把李言闻推荐到朝廷，太医院根据其资历和医术，使之担任吏目，这是仅次于院使、院判的官
吏，协助院使和院判管理朝廷医疗机构中的各项工作。
这对于李氏家庭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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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8年4月8日，湖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部主任、编审沙铁军先生向政协蕲春县委员会打来电话，要
我这位老朋友完成个任务。
内容是：湖北人民出版社从去年春就开始组编一部丛书“走近圣人”，主持人王齐洲先生。
其中《药圣李时珍》这部书稿要我撰写。
要求是40天时间写出16万字以上的书稿，并且要保证质量。
于是，4月10日，笔者偕蕲春县政协主席徐国生先生一同赴汉，我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接受了这个“特约
”任务。
沙先生面加指点后并予盛待，副编审谢嘉星先生亦热情佐之。
这任务使我很兴奋而又很为难。
李时珍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博物学家和诗人，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中的首位人物，要写好
这部书很不容易。
在此以前的关于描写和记述李时珍的许多书刊和典籍中，均以郭沫若先生题词所云“医中之圣”而称
之。
而此书的最大区别则重在“药”学上，变“医圣”为“药圣”。
事实上，李时珍平生最大的成就是研究药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就是他花了二十七年时
间而编成被称为“本草著作的顶峰”之《本草纲目》，它集我国16世纪前的药物学之大成，对于推进
中国传统医药学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贡献。
所以，完成这项任务是光荣的，精神上格外兴奋。
而为难的是：一来我对于药物学是“门外汉”，难以一下子把中药学掌握在手；二是时间特别紧张，
我在政协蕲春县委员会中所主持的文史教文卫委员会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三是案头参考资料虽有一
些，除李时珍原著《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以外，其他材料可取者仍属有限，
笔者之藏书少说也有万余卷，可用起来确有“书到用时方憾少”之感。
因此，只有同时在短促的时间内缓解这三个矛盾，才能完成好沙铁军先生所嘱托的重任；同时，也再
次给了我一个全面系统地研究李时珍的机会。
好在前些年间，我在重订《李时珍濒湖集简方》、主编《李时珍传记选》和《李时珍诗选》以及参加
“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93国际医药学术研讨会”等各种纪念活动中，有缘接触有关研究李时珍的
各种资料，尤其是读过_二遍《本草纲目》以后，心里头从那时起就踏实得多了。
然而，最大的优势还是蕲春人写蕲春事了。
李时珍生在蕲州，长在蕲州，他那时就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家乡的贫苦大众，也贡献给了天下
的亿万生灵，其坎坷的经历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因此，用李时珍的精神来写李时珍，作为蕲春后学，难道不是应尽的职责吗？
有此一念，矛盾变为“后盾”，压力变为动力，再难也不难。
于是，我这“门外汉”要钻进门内，不成内行，则成懂行，凭借数十年苦读的那点“墨水”去泼。
本来，我到李时珍陵园上百次了，不但在那里参观学习考察，并在那里植树栽花种草，还经常要陪同
省、地领导到那里去瞻仰李时珍墓，凭吊这位伟大的科学巨擘。
但为了写好《药圣李时珍》，这期间我又两度到李时珍陵园再考察、再学习，并拍摄所需照片。
李时珍纪念馆馆长张月生(蕲春县文化局副局长兼)先生给予了热情支持和诸多方便。
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只有靠自己去挤。
时间对于我来说，本来就不公平。
我个人的作息表是：早上5时起床，晚上9时休息，中午午休时间为零。
这期间，再度调整我这份作息时间表：早上4时起床，晚上10时睡觉，中午午休时间仍摆在零位。
我真诚地感谢县政协主席徐国生、副主席朱鸿考两先生的关心支持。
40多天来，除各种会议，“普九”检查、文化、体育、计生等工作督办，广电工作视察等活动必须参
加外，其余时间则“自由”了，可坐在委员会办公室里埋头“爬格子”。
再就是要感谢我的夫人管和风，她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在教学工作相当繁忙的情况下，承担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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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所有的家务劳动，连我的叔父张天如老人去世时，也是她代表我料理有关凭吊事宜。
有这样开明的领导和贤慧的内助，把本来很紧张的环境变成了一个较宽松的氛围。
加上双休日的有利时机，时间就“挤”出来了。
中共蕲春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如县委副书记徐舟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蔡德坤，副县长叶爱新等
同志听说我在撰写《药圣李时珍》一书，他们从各方面表示关怀与鼓励。
蔡德坤部长说：“撰写《药圣李时珍》，是蕲春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把这个艰巨任务完
成好。
”还有许多朋友们，从资料上给予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
当您捧起《药圣李时珍》这本书的时候，您可曾知道李时珍的业迹无比艰辛吗？
当您读完《药圣李时珍》这本书的时候，您可曾感到李时珍的精神无比高尚吗？
张梁森戊寅年端午(1998年5月30日)于清庵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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