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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药文化选粹》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策划，根据《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的总
体要求，由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组织有关人员编辑的一本供中医医院在中医药文化建设、文
化宣传中使用的参考资料。
    本书分为历史篇、知识篇、理念篇、典故篇、医德篇、轶闻篇和文苑篇七个部分，以期达到在医院
文化建设中营造氛围、弘扬历史、传播理念、崇尚医德、宣传知识、介绍方法、彰显特色的作用。
资料的来源主要是中医古籍、历史史料、历代文学作品、笔记小说以及流传在各种报刊媒体的通俗性
文章，可作为各医院在文化建设和宣传中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广大中医爱好者认识和了解中医药文
化的通俗读物。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本质体现中医药特色与优势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
它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所以与儒、释、道多种文化一脉相承、休戚相关。
这其中有问答、论述、随笔、案例，有诗词歌赋，有故事戏曲，有神话传说，有俗谚谜语，是我国各
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鉴于编者的水平以及时间的仓促，所收集的资料仅仅是沧海中的几滴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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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篇　　一　早期医学的形成　　远古时代，人们的生存环境恶劣，会患很多疾病，为了与这
些疾病抗争，因而有了很多原始的医疗活动，如在外伤出血的情况下，人们会用手指在伤口周围压迫
，或用泥土、捣烂的植物茎叶涂敷于伤口上，也逐渐掌握了用兽角、棘刺、甲壳、兽骨、鱼刺等作为
工具在人体上进行去除异物、刺放脓肿、施行放血等手术，但这些还不能称为医学。
后来在积累了大量的医疗经验以后，人们运用当时的一些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解释生命以及疾病
发生的原理，并规范诊断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了医学的理论体系，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医学。
　　秦汉时期形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系统总结了此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
，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
学的理论基础。
东汉时期，著名医家张仲景编著的《伤寒杂病论》问世，该书确立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为临床医
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这个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标志着中药理论的确立。
《黄帝内经》中写到：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导引按跻从中央出。
说明古代流传下来的医疗方法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经验汇集。
　　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其理论体系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
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
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
　　二　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
传说上古时代黄帝和岐伯、雷公、伯高、少师、少俞和鬼臾区等几个大臣高坐明堂，一问一答讨论医
学问题，把这些讨论记录下来，就成了《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它全面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针对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及疾病预防等问题，运用阴阳五行学说，阐明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辨证论治的原理，体现了
人体与外界条件统一的整体观念，为中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黄帝内经》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如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都在
著作中阐发和引用了《黄帝内经》的内容，后世尊《黄帝内经》为“医道之宗”。
　　经过后世学者的考证，《黄帝内经》并非黄帝所作，也不是黄帝时代的作品。
虽然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在学术界仍未取得一致的定论，但根据该书各篇长短颇为悬殊、语气
文风也不一致以及某些内容的重复、矛盾等情况，可以肯定其中所包含的篇章，并不是由一个作者也
不是同一个时期内所作，而是由许多医家和学者在从战国到秦汉这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共同完成
的。
　　现存《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各81篇，共162篇，计80万余言。
该书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为中医理论
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该书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亦有其不可忽略的影响，例如日本、朝鲜等国，曾把此书列为医学生必读的
课本，而其中的部分内容相继被译为英、法、德文等，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医疗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三　与黄帝讨论医学的岐伯　　在《黄帝内经》中总有一个人在黄帝提出问题后给予解答，他就
是岐伯。
《帝王世纪》说：“（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
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
岐伯是黄帝时代的医学家，也是黄帝的大臣。
相传他从小善于思考，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雨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
象。
此外还懂音乐，会做乐器，会测量日影，可谓才智过人，多才多艺。
后来岐伯见到许多百姓死于疾病，便立志学医，四处寻访良师益友，逐渐精于医术脉理，遂成为名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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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的医生。
黄帝为疗救民疾，尊奉岐伯为老师，与他一起研讨医学问题。
后人把黄帝与岐伯等大臣关于医学的讨论编辑成书，就是《黄帝内经》。
　　中国医学史专家们通过大量的考证，证实《黄帝内经》不是黄帝时代的作品，称“黄帝”不过是
托名而已。
既然如此，　“岐伯”是不是确有其人呢？
黄帝是圣人、名人，托其名可以理解，而岐伯之名仅见于《黄帝内经》，其生平事迹，史书几无记载
，所以不可能托其名。
因而推测岐伯应该是那一时期周代文化的化身，因为《黄帝内经》中的各篇大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这个时期的主流文化应该是周文化，而周的发祥地是岐山，　“伯”为“长也”，即最大的意思，岐
伯即岐地之长，是岐地的头领，他应该是岐文化或者说是周文化的一个代称，这也说明岐伯的医学思
想是以周文化为底蕴的。
岐伯是《黄帝内经》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的最初构建者，他的思想和理论由黄帝的后裔一代一代传承
，因而成为中医学主要的创始人。
　　后世出现了一些冠名岐伯的医书，如《汉书·艺文志》载有《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隋书·经
籍志》载有《岐伯经》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载有《岐伯灸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有
《黄帝问岐伯灸经》，《宋史·艺文志》载有《岐伯针经》一卷，《通志·艺文略》载有《黄帝岐伯
针论》二卷，《通志·艺文略》载有《岐伯精藏论》一卷，《崇文总目》载有《黄帝岐伯论针灸要诀
》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有《岐伯论针灸要诀》，《竹堂书目》载有《岐伯五藏论》。
这些书都已经亡佚，但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这些书都是托岐伯之名而已，并非是岐伯的著作。
　　四　神农尝百草　　远古时期，百姓以采食野生瓜果、生吃动物鱼蚌为生，腥臊恶臭伤害肠胃，
经常有人得病死亡，寿命很短。
这时出现了一位圣人叫“神农”，他跋山涉水，尝遍百草，了解百草平毒寒温的药性，为民找寻治病
解毒良药。
如《淮南子·修务训》中说：　“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当此之时，一日
而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
”《帝王世纪》中说：　“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天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
本草四卷。
”　　中国民间有许多地方将神农当做中草药的始祖来供奉，这正是来源于“神农尝百草”这个古老
的传说。
相传神农为了寻找治病的药物，不顾危险尝遍百草，甚至一天之内中了七十次毒，终于分辨出了可吃
的食物和可以治病的药物，由此发明了医药。
这只是一个传说，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医药？
谁是真正的“神农”呢？
　　远古时候人们采集各种各样的食物来充饥，有时候吃过某种植物后会得病甚至中毒而死，而又有
一些植物在生病的时候吃，疾病就会缓解甚至痊愈，这就是先人们最早的医疗经验的来源。
根据近年的考古和历史研究，有专家认为八千多年前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能够将某些植物与身体
的某种疾病联系起来了，比如大黄能够导致腹泻，从而治疗便秘。
此后逐渐发展到为了治病有意识地收集那些有特殊作用的植物。
经过四千多年到了夏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在医药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药物品种丰富，并有了分
类。
至两千五百多年前《黄帝内经》问世时，中国的医药水平就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成熟的时期。
　　因此，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神农”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华夏民族祖先数千年生存智慧的结
晶，中医药的创造与发展是先人们经历过深切的痛苦和死亡后的生存经验总结，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
　　五　药祖桐君　　桐君是有记裁的最早的中药师祖。
在美丽的富春江畔，有一座桐君山，相传黄帝时代，这里住着一位老人，在山上采药、炼丹，并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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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下造了一座茅草房。
这位老人的医术非常高明，经常给山下的老百姓治病，并且分文不收。
所以当地人非常感谢他，当人们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只是笑笑，指指后面的大桐树。
因为老人不肯说出姓名，人们只好根据他的示意，把这位老人称为桐君，意指桐树下的君子。
后来把这座山称为桐君山，山下的小镇称为桐庐镇。
　　如今桐君山已经成为饱含中药文化的旅游胜地，攀上桐君山，就可以看到一位慈眉善目、笑眯眯
看着我们的老人塑像，这位便是此山最早的主人桐君老人，他背依桐君山，面朝富春江，肩挂药葫芦
，后背箬叶帽，仿佛千百年前那位济世救民的老中医站在了我们面前。
在桐君山的摩崖石刻上还留有元代俞颐轩的五绝一首：　“潇洒桐庐郡，江山景物妍。
问君君不语，指木是何年。
”来到这里感受一下中药文化的韵味，实在是很惬意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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