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幼年贫寒多疾  立志习医救人
  

孙思邈生于公元 581 年（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陕西省耀县孙家塬村的
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家庭里。

耀县，隋唐时叫华原，是京兆府长安的辖地，南距长安约 75 公里，即东
径 109°，北纬约 34.9°处。孙家塬村就在它的东北约 15 华里的地方。这里，
地处黄土高原，周围山峦层层，沟壑交错。这里没有自然水源，村民们挖地
成窖，储雨水以食用。天旱时，窖水用尽，则去远处运水，故又称“旱塬”。
村民们以种植五谷杂粮为生，当然少不了养些鸡、犬、兔、鹅、牛、马、猪、
羊等禽畜，过着男耕女织的农家生活。孙思邈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这样的地方，自然是十分贫寒。孙思邈幼年，体弱多病，从小就与医药
为伴。为了延医疗疾，几乎耗尽了全部家产，所以他从小就体验到了疾病的
痛苦和对生活及人体的危害。11 岁上（公元 592 年，隋文帝开皇 12 年），
长安一带传染病流行，孙思邈眼看着他的家乡一带许多老人少儿因缺医少药
连连死去，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地刺激，心情极为痛苦，从此便感受到了
医药对于生命的重要，立志习医救人。

孙思邈天生聪明爱学，7岁就送去上学（古时一般是 8 至 10 岁上学）。
学校不远，就在村西头的一个窑洞里。孙思邈天资聪慧，学习用功，一上学
就能“日诵千言”。到 20 岁时，上了 14 年学的孙思邈就能对老庄等诸子百
家的学说全神领会贯通。还通佛教经籍，所以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被誉为
“圣童”。

孙思邈所处的时代，有良好的习医环境。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前，战
争频频，灾荒连连，土地荒芜。人民生活困苦、健康受损、疾病横生。统一
以后，社会安定，人心稳定，生产发展，文化进步。在医药方面，为了消除
和抵御疾病，国家设立了太医署、尚药局、医博士和助教，进行教学和研究，
管理医药。故那时的医药专著也很多，名医名著都能得到很好的传播。那时
的名医就有许智藏、许澄等，名著有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等对各种疾病
的病因都做了深透地论述。在医疗方面，更有医方 256 部，4510 卷。

隋朝医药学的发展，使孙思邈自小就处于一个良好的医学环境之中，为
他在医学方面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社会生活的需要，环境的容许，自己的体验和意愿决定了他所走的医学
道路。久病成医。他的天资、意愿和勤奋是他成功的因素。

孙思邈自身和他人疾病的要求，决定了他刻苦地学习医学。他首先是学
习前人的经验。他下了很大功夫去钻研唐代以前各代名医的典籍，如扁鹊、
仓公、华陀、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和葛洪等人的医学典籍。他刻苦努力，
学而不倦，孜孜以求，直到“白首之年，未常释卷”。

孙思邈学以致用，勤于实践。他说：“读书 3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
及治病 3年便谓天下无方可用。”这一方面说他理论联系实际，学而为用。
另一方面说明他认识到实践的内容比理论更丰富，学无止境。

孙思邈虽是医术高明，成了时代的名医，但他从不追求权势名利。隋文
帝杨坚曾请他去做国子博士，但他以有病为借口而加以拒绝（见《唐书·孙
思邈列传》）。唐灭隋后，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于公元 636 年（贞观十年）
召孙思邈进京授爵，亦被拒绝。公元 658 年，唐高宗李治诏召他进京师，寓
居鄱阳公主旧居，审订即将成书的《新修本草》。公元 659 年（显庆四年）



因他在《新修本草》的编修工作中有重大贡献，高宗皇帝召见他，请他担任
谏议大夫（官职名），又被他拒绝了。后来，他在医学研究工作中遇到一些
问题不得解决，想到长安的医书之多，是任何地方无与伦比的。为了能有机
会和条件阅读这些医书，以便从事医理的研究，才接受尚药局“承务郎”这
样一个官职。他在那里供职 16 年，阅读了大量的医药学著作。到了公元 674
年便借口病重，辞归故里了。孙思邈拒官应官都是为了医学事业，而绝不是
为了权势名利。为了认识药物药性，他不但从《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
注》和别的药物专著中学习，更是亲自深入太白山、终南山、峨眉山、五台
山等名山中去采集药材，研究药性，加工炮制。

太白山在陕西省的西部，长安西南约 120 公里外的地方（即东经 107.7
°，北纬 34.8°），海拔 3767 米，气势磅礴，气候温和，药用植物种属繁
多，野生动物达 270 多种。为了采集药材，孙思邈在那里居住了很长时间。
孙思邈在采集药材的同时，还注意收集民间药方，并为当地群众治病疗疾。
有很多的人患疑难病症都经他手治好了。其中有麻风病人 600 多，癫痫病上
千人。有的病人路远，来去困难，他就让病人住在他家里治疗。有的患者病
重，不能前来，他就登门去医治。在那样穷苦的地方，有病无钱延医的多的
是，孙思邈得知后都是免费医治。孙思邈家的周围满是杏树，那都是那些无
钱而得免费医治的患者为了感谢他而种植的。

据说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患心口痛，御医们多次会诊就是不见好转。
后来召民间医生孙思邈前往诊治，病很快就给治好了。为此，唐太宗李世民
特封孙思邈为药王。

孙思邈勤奋好学，精心钻研，勇于实践，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献身
于医学事业，编写下了许多医药巨著，为祖国的医药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是他于公元 641 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0 岁
开始撰写，于公元 651 年（唐高宗永徽二年）70 岁时用了 10 年时间撰成的。
30 年后，公元 681 年（唐高宗开耀元年）他 100 岁时，又撰成《千金翼方》
三十卷。“翼”为辅助之意，是《备急千金要方》的续集。

孙思邈逝于公元 682 年（唐高宗永淳元年）享年 101 岁。那年冬天，流
行病传染，洛阳、长安，病死的人沿路不绝。正当人们急需找孙思邈救治的
时候，他死去了。所以，人们更是怀念他。国家也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医药学
家。

二、对中医药学的重大贡献
  

孙思邈从小就体弱多病，但是他活过了 101 岁。在“人活七十古来稀”
的古代，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奇迹，更何况他在 90 多岁的高龄时，还“视
听不衰，神采甚茂”。

101 岁，在这里的意义不在于他的长寿时间，而是他在这 101 年的时空
中学习、实践所积累知识和作出的贡献。

生命的短暂表明学习和实践内容的狭小。因此有“学到用时方感少”的
古训。“学海无岸”，好学之人，学得越多，越觉知识浅薄、不够。越是年
高，越觉时间紧迫，对时间抓得越紧，不会浪费，总是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
做；有很多事还没做完；有很多东西要学。孙思邈活过了 101 岁，学习了 94
年，20 岁行医，实践了 81 年，这比起一般活六七十岁的人来说，要多学多



少知识、要多积多少经验！
他 60 岁，行医 40 年，始写《备急千金要方》。到 70 岁，已行医 50 年，

写成此书，用了 10 年时间。可以想见，会多么精深正确了。又经过 30 多的
研究和实践，到 100 岁时写成了《千金翼方》，其知识之渊博，经验之丰富
和成熟，自然是无人可比了。日本留学生把他的《备急千金要方》抄下，带
回日本学习、应用和研究。国人都把此二书当成至宝、读过的便是有识之士
了。

后人总是学习前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前已谈及孙思邈生长于一个
良好的习医环境下，唐太宗李世民为求长生不老，对医药更为重视。他曾亲
临名医学家甄权家探访。命令全国各地选送上好药材标本并绘制药草图。召
令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医药学家 24 人，参考古今本草编著了《新修本草》，
这是一部世界上最早由国家组织编撰的药典。孙思邈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
为编撰此书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贞观三年起，地方各州都设立了医药学校。
国家对医学的重视，对医生的尊重，使医学的发展能有此良好的政治条件。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巨著，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政治
条件下，集古今众家之长，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为了临床、保健的急需和
实用而编著的。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深感古代医家所著医方书典的浩广和散
乱，难以求索，耗力误时，延误救治。为此，他博采众长，删裁增补，刻求
简、易、精、便，编成了《备急千金要方》。除了他参加编撰《新修本草》
外又一次为祖国的医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思邈提倡预防医学。他指出，平安无事的人并不是本来就平安的。能
平安是因为他平时能经常地思考着怎样预防着死亡的发生；能快乐的人并不
是本来就快乐的，能快乐是因为他经常思考着怎样预防灾殃的出现（《千金
翼方》卷十二）。他在《千金要方》卷一中还指出“活着时不要忘掉死亡的
来临，安全时不要忘掉危险的出现”。他还说：“上医治病，治未病之病；
中医治欲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这里的“上、中、下”是古代对医生
医疗水平效果等级的评价和划分。能把病治愈 9/10 的为上医；7/10 的为中
医；6/10 的为下医。孙思邈说的“治未治之病”，就是预防。也包含着早期
治疗之意。他说：“病人如果早期治疗，正气尚存，病气尚未深达内脏，所
以气色未坏，请好医生治疗，扎针吃药都及时，又能注意养护调理，病哪会
治不好？他指出，医生应当善于“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病之
前，不追于既逝之后”（《千金要方》卷二十七）。这都是讲的以预防为主，
有病要早治的积极思想和方法。孙思邈还为人们指出了一些防病的具体措
施。他说：“凡人家居及远行，要随身带有熟艾一升、备急丸、生肌药、甘
湿药、丁肿药、水银、大黄、芒硝、甘草、干姜、桂心⋯⋯此等常不可缺少⋯⋯
（《千金要方》卷二十七）。

孙思邈的这些预防疾病的观念、思想，正是当今我们预防医疗卫生事业
的工作方针。

三、孙思邈主张妇幼单独成科
  

孙思邈对妇女和儿童的疾病医疗极为重视。他在《千金要方》中指出：
“人都是由小到大，没有小孩，就不会有大人。没有妇女，也不会有小孩。”
所以他首先讲了妇女和小孩的病，而后才讲成年和老年人的病。他指出，妇



女与男子的病是不同的；小孩与大人的病也是不同的。所以他认为妇女和小
儿的病，应当单独成科。他对妇女的妊娠、月经、养胎禁食、产后护理和病
婴的预防、急救、护理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所以他对妇科和儿科的医术都很
高明。论著也很多。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中，妇女方占三卷，婴
孺方占一卷。在他后期的《千金翼方》三十卷中，妇人方占了四卷，小儿方
又占一卷。从求子到调经。从哺乳到儿科各种病患以及妇女的特殊病患，条
条详明。可见他对妇女儿童的关心和重视及对疾病研究的深透。他说：“妇
女所以要另有方书，是因为妇女要怀胎、生小孩和易得崩伤病的原因。是因
为他们有月经、胎孕、生产等生理特点。会有痛经、带下、胎前产后等特殊
的病理现象。故其病患倍于男子。而且患了病后也特别难治。他说，人的一
生，生育小孩并把小孩养大是很重要的事。若无小就不能成大⋯⋯所以我的
方书，要先讲妇女，再讲小儿，然后才讲大人和老年人的疾患。小儿病与成
人病的不同，只在用药剂量上有差别。

孙思邈对妇科尤其重视。他说：“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任、生产、
崩伤之异故也。”所以他在《千金要方》总论之后，先立妇人一篇。对妇产
科的病疾，如妊娠、孕妇卫生、孕妇禁忌等都有详实的论述。他指出了妇女
不孕，不都是妇女方面有问题，男子也有关系。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
对于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解除妇女不孕的不白之冤是有重大贡献的。孙思
邈接着就提出了他的治疗方法。他说，若与男女都有关系，则男女双方都要
医治，“男服七子散，女服紫石门冬丸及坐药荡胞汤”。孙思邈还注意到了
孕后产前的护理，宣传妇科知识。妇女在受胎后要节制嗜欲，调和性情，避
免受到惊扰等。临产时，要情绪安定，不要紧张，切忌惊忧。接生者或者其
他人绝不可显出惊慌或面露忧容。不然就会引起难产或者别的疾患。他对难
产的处理方法方面也有不小的贡献。对胎前产后的合并症检查和处理方法也
是正确的。

孙思邈对于妊娠，月经不调，赤白带下，崩漏，养胎禁食，临产注意，
产后护理等都有很好的研究。他还对许多妇科病的临床症状做了极为详实的
记述。他说：“妇人崩中漏下，赤白青黑，腐臭不可近，令人面黑无颜色，
皮骨相连，月经失度，往来无常，⋯⋯”这些记述与现在说的女性生殖系统
恶生肿瘤的晚期临床症状极为相似。

孙思邈的妇科病医术也极为高明。传说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群人送
葬，就中一老婆婆十分悲痛。又看到人群走过的路上有几滴鲜血是从棺材里
滴下来的，便急忙上前问明缘故。原来死者就是这位老婆婆的独生女儿因为
难产（实是子宫收缩乏力而滞产引起的休克）刚刚死去的。孙思邈立即断定
这产妇并没有真正死亡，忙叫开棺，进行急救，结果是扎了一针马上就醒过
来了。并顺利地产下了婴儿，使母子得救。据说还有这样一个妇女，患眼痛
病，许多医生只着眼于眼痛，有的用寒药，也有的用补药，但都不见效。孙
思邈问过病史，通过把脉，发现肝脉弦滑，是因年壮血盛，肝血不通。再问
这妇女，月经已 3个月没来了，就用通经药施治，结果月经一来病就好了（《名
医类案》卷七）。

孙思邈对儿科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他吸收他以前各家的儿科知识，在他
的《千金要方》中，关于儿科的用方有 320 多个。孙思邈把儿科分为初生、
惊痛、客忤、伤寒、咳嗽、杂病等 9门，为儿科单独成科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孙思邈对胎儿在妊娠期的发育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对于初生婴儿，他



说是要用棉花擦口中污物。若初生婴儿不会哭，可用温水洗澡，或用葱白轻
打儿身，或用嘴对儿嘴吹气使婴儿哭出声来，以免窒息。孙思邈对婴儿发育
的时间关系观察的十分正确。他说：发育正常的婴儿，在出生 60 天后逗引就
会笑，100 天后能自己翻身，180 天后能独坐。210 天能举步。孙思邈对幼儿
的护理也很有研究。他认为小儿的衣服要换，不可过厚。应当经常到室外晒
太阳，呼吸新鲜空气。他指出，把小儿整天藏在帐子里，身穿厚衣服，害怕
受凉，不敢让小儿见风日，就会像阴地里的花草，必然很弱。同时，孙思邈
对选择乳母，哺乳时间、次数、乳量及妇幼卫生和护理方法也都作了正确的
论述。他这些论述至今仍然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对预防小儿病患极为重要。

孙思邈还在他的《千金要方》中详细论述了许多小儿病患的临床症状。
这对确诊小儿疾病很有教益。他说：鹅口疮的症状是“小儿舌上有白屑如米，
重者鼻中亦有之”；小儿腹泻是：“夏月，乳儿受凉，便下如水，面青肉冷，
目陷干呕”；关于顿咳：“小儿嗽，日中差，夜甚咳，不得息，⋯⋯吐乳，
呕逆暴嗽，昼夜不得息。”尤其是对小儿急惊先期症状，在他的《千金要方》
记述的更是详细。共列 20 条之多。可见孙思邈是对小儿是宏观上重视，微观
上详尽深透，对小儿的诊断有着临床的指导意义。因本文不是医科专著，不
多列举。

孙思邈对妇女病和小儿的专章论著，为后来的独立成科奠定了理论基
础，是对祖国医学事业发展进步的重大贡献。

四、营养卫生是预防医学的内容
  

孙思邈生长在贫穷落后的高原山野乡村之中，从小就亲身经历和目睹了
大量的因营养和卫生的不良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和所导致的疾病发生。所以
他在《千金要方》卷二十六中设专章记述饮食治疗方法。从而为我国后来的
营养保健和卫生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预防医学的组成部分和内容。

他说：“为医者，当须洞视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治不愈，而
后命药。”这就是说人不要一有病就先吃药。药虽能疗疾，也能致病。根本
问题是矛盾的地位和药的作用程度。关键是医生对药性的了解，对病情的诊
断。

人身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大系统。每一种药都有经络所属。药一下去，有
对这个脏腑起这个作用的，有对那个脏腑起那个作用的。有利有弊，没有全
有利的。就是同一种药，对这个脏腑起这个作用，对那个脏腑就会起另一种
作用。好的医生，一定要掌握对某个脏腑有损害作用的药，不致于达到致病
的程度。同时，若长期用药，还有可能使人身产生抗药性和对药物的依赖性。
产生了依赖性，会使人身脏腑器官的生理功能下降或丧失。所以，人应当尽
力少用药或不用药。不可一有点病就吃药。一有病就吃药的人，实在是对药
性与人身各脏腑器官生理功能的作用缺少了解。孙思邈由于他对药性与人身
各脏腑器官的作用都了解的比较深透，所以他主张有病先用食疗。

最主要的是要人们重视营养。人若缺少营养，健康就要受损，因此抗病
能力就差。这就增加了致病的因素。人若健康，则什么病也侵害不了。

人所以致病，就是脏腑器管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使代谢失衡失调。治病
就是使用一种方法，使脏腑的功能恢复正常，使代谢重新达到平衡。用药是
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还可以有另外的方法。这些方法，需要人们



不断地去寻求，去发现。
更重要的是致病的原因不同，治病的方法也就不能相同。我们知道，工

业生产的发展，使人类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现在的致病因素
与古代自然条件下的致病因素有很多不同。所以有的病也不能套用古时的药
方。实践已经证明，同样现象的病症，古时候，一剂药就可痊愈。而现在就
是不灵。原因就是致病的因素不同。

孙思邈的实践活动，主要是在贫穷落后的山区。这样的地方，不要说是
经济落后的古代，就是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那么在古代，
就必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了。温饱尚不能解决，谈何营养？所以，缺乏营养
导致的疾病，便是地区性的常见病了。孙思邈作为乡村的医生，自然要去解
决这样的问题。

碘与含碘药物
孙思邈所处的历史时代，其科学和技术的水平，还不可能认识和测定物

质的元素。但是孙思邈所记述的瘿病，就是现在所认定的地方性甲状腺肿大。
这是由于饮食中长期的缺碘造成的。他指出，瘿病是由于长期饮用了山区一
种不好的水造成的。在治疗上，他用昆布、海藻、鹿靥、羊靥（“靥”即甲
状腺）（《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这类药物都是富碘药物，尤其是他治疗
瘿病用的柳须（《千金要方》卷二十四），直到 1970 年还未被人们所理解。
后来，吉林省地方病第二防治所测定发现，每千克鲜柳叶含碘 10，000 微克，
高于一般食物数千倍，并应用柳叶膏和柳叶注射液治疗弥漫型和结节型甲状
腺肿大 8例，用药数次，粗脖子明显缩小。治疗淋巴结核，恶性疮疥也有效
果（《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资料选编》）。从这以后，人们才理解到
孙思邈用柳须治疗瘿病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缺乏维生素的病
在古代，人们并不知道维生素，也不知道缺少了什么维生素会导致什么

样的病。但是孙思邈在实践中却能知道用动物的肝脏来治疗夜盲症。现代医
学证明夜盲症是缺少维生素 A所致。而孙思邈用以治疗夜盲症的药物都是含
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同样也用以治疗脚气病的药物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1。如杏仁、防风、
吴茱萸、蜀椒和动物药牛奶、白蜜等。他还用含维生素 B1 很高的谷白皮煮汤，
煮米粥常食，可以防止脚气病的发生。欧洲人对脚气病的首次论述是在 1642
年，然孙思邈对脚气病的论述比欧洲要早 1000 年。

讲究卫生，预防疾病
孙思邈的防病抗病思想，在卫生方面，包括公共卫生，个人卫生。他强

调，人们都重视公共卫生和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对于预防
疾病的发生，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是极为重要的。他告诫人们不要随地吐痰，
以防疾病传染。他向人们介绍用苍术、白芷、丹砂等药物来进行消毒，以防
疾病的传染。在个人卫生方面，他告诉人们吃饭要细嚼慢咽，不可吃得过饱。
吃得过饱则腹胀难忍，甚至发生暴疾。饮酒不可过量。不要吃不熟的肉。不
要吃自己死亡的禽兽肉。因为凡是自己死亡的动物，都是有病所致，吃了就
会生病。肉一定要煮烂了再吃。不要吃生菜、生米及陈腐的食物。晚饭要少
吃。若吃饱了就睡觉，食物不消化，就会生各种疾病。饭后一定要嗽口，这
样可以防止口腔和牙齿的疾病。还可以防止口臭和使牙齿坚固。睡眠不要张
着口，也不要蒙着头睡觉。在冬天，更不要为了取暖而把头靠近火炉。在夏



天，也不要为了纳凉露卧野外。也不可用水浸湿了头而卧睡。这些若不注意，
就会生病。

孙思邈的这些主张，无疑都是正确的。这与我们今天的预防为主的卫生
方针是一致的。只有预防才是积极的。人只有预防了疾病的发生才能使身体
健康，使工作不受影响，肉体不用受苦，钱财也不耗费，亲人和他人也不用
跟着受累，精神上和生活才会是愉快的。至于等有了病再进行治疗，即便治
得再好，也是消极的。健康第一，是再正确不过了。

孙思邈对于养生，也是极为重视的。也是他预防医学的组成部分。他批
评那些不懂养生之道而盲目保养的人说：虽然常吃富有营养的东西，但不懂
得养生的道理，还是很难长寿的。养生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要经常劳动。但
是不要过度。还要经常活动。活动能帮助食物消化，使血脉畅通。这样疾病
就不会发生。这和门的转轴不易朽蛀的道理一样。他特别指出养生的目的不
是成仙不老，而是要达到人的寿命应当达到的一二百岁不会夭伤（突然死
亡）。为此，他在《千金翼方》卷十二中强调“每日必须进行调气补泻，按
摩引导为好，勿以康健便为常然，常识安不亡危，预防诸病也”。这说明他
的养生观念不是一些宗教所追求的长生不老，而是作为预防医学的一个方
面，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们健康长寿的一种保健方法了。他本人的具体方
法是常年进行药物栽种和采集，加工制作的体力劳动。每天早晚都做按摩、
活动四肢关节，用黄帝内视法练气功进行调气补泻导引（意念和动作引导）。
此外，他还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提倡“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
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他这里的
“少”是不要过分的意思，而不是不要。

孙思邈还倡导夫妻间性生活要和谐，绝不可过度。他在《千金要方》卷
二十七说：“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劳神，劳神则
损寿。若念真正无可思者，则大佳长生也，然而万无一有。强抑郁闭之，难
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即梦中与别人性交），损一而当百
也。”同时他又强调性生活切不可过度，指出了过度的性生活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他说：“恣其情欲，则命同朝露也。”他赞同长寿古人彭祖的话：“上
士别床（夫妻分床），中士异被（同床分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说
这是对于人能否长寿影响极大的问题。他还列举了许多事例来加以证明，他
说在贞观初年有一个 70 多岁的农村老人去问他说：“我近来阳气（性欲）益
盛，想与老婆同房，并且成功了。这么大年纪还能如此，是好还是坏？”孙
思邈对他说：“这是不祥之兆。你不知油灯之火？油灯之火将息之时，必先
暗而后明。明止则灯灭。你现在已 70 高龄，早当闭精息欲了，然而却青春突
发（性欲强烈），这是一种反常现象，我很为你忧虑，你可要千万戒之。”
结果正是，过了40 多天，这位老人就一命乌呼了。孙思邈以此告诫人们：“善
摄生者，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他说：“纵
情施泻，即是灯火将灭，更去其油，可不深自防所患。人年少时不知不信，
不能善行之，至老乃知，便已晚矣，病难养也。”那时，孙思邈的这些观念
与现代内分泌与衰老的理论是一致的。现代的内分泌理论已经证明，性腺、
脑垂体、甲状腺、胰腺、肾上腺等分泌的激素与人体生长发育的关系非常密
切。性腺的分泌功能下降对人的衰老关系极大。孙思邈在 1300 多年前就认识
了这一些，对我国人民的养生活动，是一个多么大的贡献。

五、对药物和方剂的研究



  
孙思邈的故乡以盛产药材而著称。他在各大名山采集药材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他特别强调采药的季节和处理的方法。他说，采药不按季节，处理不
分阴干晒干，结果是“虽有药名，终无药实”。同“朽木不殊”（《千金翼
方》卷一）。他对所列的 233 种药的采集季节都有说明。有的还说明了什么
时候采集花、叶、茎，什么时候采根和果。他还介绍了 680 种常用和常见的
药材，要人们随时采集以备紧急之用。他很重视地道药材，并介绍了 133 州
的 519 种药材和它们的医用价值。

孙思邈在他的实践中还总结出了很多特效药。除了前面已讲过的含维生
素的药之外，还有白头翁、苦参、黄连等治疗痢疾；常山、蜀漆等治疗疟疾；
槟榔治绦虫；朱砂、雄黄用以消毒等。

孙思邈在临床实践中对药材的加工炮制非常考究。如雄黄生用毒大，孙
思邈用它治鼻息肉时，亲自炼制，消除了毒性，敷服后不但治好了鼻息肉。
喘息病也给治好了，而且不再复发（《千金翼方》）。

前已提到，药能治病，又能致病。其相互之间的化学作用在炼制中又可
以使有毒变为无毒，也可以使无毒变为有毒。或者是对某一脏腑有毒而对另
外的脏腑则无毒。为此，医家一般都是把诸种药物配伍使用，这就成了方剂
或制剂，并对其相互间的化学作用极为重视。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详尽地论述了方剂调处配制中的重要问题并强
调它们的重要性。他说：“药物之间可以互相助长疗效，或一种药物可以减
低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一种药物与另一种药物作用后产生毒性。药
物的药力有强有弱，有主有辅。主药辅药相互调理，佐药和使药（引药）相
互扶持。若不认真阅读医药经典，就不知道药物之间有相互助长疗效和相互
牵制而降低或减弱疗效的作用。或医生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加减，不按方剂
规定配药，就会使诸药产生不良作用。吃了之后，不但不能治病，而且互相
牵制。如草药和石药发生毒性反应，能使人中毒昏迷，毒杀人猷如刀剑。若
药物调配得当，虽治不好病，但可使五脏相互协调，起码不会加重病情。”
这就是说，医者临病处方，要熟知药性。要按照调处方剂原则，组织有法，
适当配伍，即是没有把病治好，但能使五脏得到协调。就不会使病情加重或
恶化。否则，医者若不识药性，不了解药性相反相畏、强弱好恶、或不依照
主、辅、佐、使的制方法度，而是杂凑成方，那就不但不能治愈病患，反会
使病患加重，甚至造成医疗事故。可见孙思邈对药物、方剂和方剂的调制不
但极为重视，而且有着极为深透的研究。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会受到诸多制约。因而就限制了人们对事物的认
识。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制约条件的不断被克服，
人们的认识能力便得到提高，因而对事物的认识就会加深。孙思邈对于前人
的经验不是死搬硬套，而是消化理解，改革提高，发展推广。

东汉南阳人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是他用以治疗
寒疝病引发下腹和两肋牵引性疼痛的扶阳补血方剂。而孙思邈则依据药性方
剂的配伍原则，化解组成了四个方剂，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治疗范围。

羊肉汤（羊肉、茯苓、黄芪、干姜、甘草、独洁、桂心、人参、麦冬、
生地、大枣）治疗产后风（感冒）兼腹痛。

羊肉当归汤（羊肉、当归、黄苓、川芎、甘草、防风、芍药、生姜）治
疗产生中风（外感风邪），往来寒热（恶寒与发热交替出现），无力，不能



进食。
羊肉杜仲汤（羊肉、杜仲、紫菀、五味子、细辛、款冬花、人参、川朴、

川芎、附子、草薢、甘草、黄芪、当归、桂心、白术、生姜、大枣），治疗
产后腰痛咳嗽。

羊肉生地汤（羊肉、生地、桂心、当归、川芎、人参、芍药），治疗产
后 3日腹痛。

像这样灵活变通的方剂，在他的《千金要方》中是很多的。没有对药性
药理透彻了解和相互作用结果的深刻认识及方剂配伍原则的熟练掌握是绝对
做不到的。

孙思邈对于方剂的深刻研究，至今还有不少未被我们所认识。但是在人
们认识客观事物中，有这样一种人，凡是自己不认识的事物，一概都不信。
我看这是成问题的。客观世界的运动发展永远不会终止，人们对客观世界的
认识也永远不会有终结。整个人类对人的自身还没有认识完（永远也不会
完），何况整个自然呢。所以自己不认识的事物就不相信，就否定，实在是
太无知了。我们肯定一件事需要证明，要否定一件事，同样也需要证明。十
年内乱时期，对肯定和否定的事物都不用证明，全凭主观认为，结果是遗患
无穷。

对孙思邈的独活寄生汤就有这种问题。独活寄生汤，对体虚感受风寒湿
邪而腰膝髀枢顽麻冷痛（慢性风湿关节炎）等症都有显著的疗效，但是由于
对此方中的“细辛”这味药的作用认识不深，有的医生在开处方时，就以为
不重要而往往随意减掉，结果就使疗效大大降低了。后来经过研究，才发现
这味药气味瘟辛，“走而不守，温通阴阳，不仅为寒症而设，且可搜风散湿、
解痹止痛”。这才认识到了孙思邈的“独活寄生汤”中的细辛这味药绝不是
可以减掉的。对待别的任何事物也是这样，绝不可以自己的意愿作标准来随
意肯定或否定事物。这与不懂装懂同样受人嗤笑。

恩格斯说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不会有终结中所指的人们，不是
那一个人，也不是地球上那一时代的全体人，而是指客观世界存在的世世代
代永无休止的延续着的全部人类。回首往古，在整个人类的科学史上，存在
着许多重大错误：有的已被发现并得以纠正；有的还未被发现；还有的，可
能正在实行；有的，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后来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还有的，过去被认识是错误的东西，又被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这种
事，历代不绝，并且永远也不会根绝。因为这是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中必然
会存在的问题。是认识的规律。我们所希望的是对待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慎重
些。毛主席不是讲过吗，“不是有意压制，就是由于辩别不清，也会妨碍新
生事物的成长。”我们希望的是这样的问题要尽量少些出现，少些存在。

六、《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孙思邈生长在贫穷落后的黄土高原之上，从小就体弱多病。由于缺医少
药，使他亲自感受到了疾病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造成的痛苦。他 7岁就立志
学医，20 岁学成行医。行医 40 年，年已六十，思想已高度成熟，经验已相
当丰富。这时候，他面对连年的瘟疫，死亡百姓，相枕于路，深深地感到自
己身单力微，难救百姓。于是就想到，要是百姓都能掌握了医治的方法，不
就可以不因延医路远和因缺医而找不到医生延误医治了吗？于是他就想叫平



民百姓自己都能掌握常见疾病的医疗方法。但是他又想到，光是隋时就有医
方书 256 部，计 4510 卷，由于战乱，到唐时还有许多散失，查找无着。唐朝
几代，又编著了不少的医著。这对文化落后的百姓，犹如海中求针，求索极
难，还是达不到应急的目的，延误医治，救不得百姓。于是便着手撰写《备
急千金要方》。

孙思邈天资聪慧，自幼好学，到 60 岁时由于职业所需，又读遍了以前所
有的医书。所以他能很好地继承下唐以前各名医学家的医术精华。如扁鹊、
仓公、华陀、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巢元方等等。

孙思邈是民间医生。他一方面著书，一方面还得为百姓治病。并在医疗
的实践中不断地检验和补充自己的医著。过了 10 年，年已七十，行医已 50
年，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于公元 672 年（唐高宗咸亨三年）被日本留
学生抄写带回国去。而原本则因后来国内局势不稳，战乱频起而失传了。现
在的《千金要方》则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顺天堂大学教授、日本医史
学会理事长小川鼎三根据日考证学派多纪氏为中心的江户医学馆在嘉永二年
出版的版本为底本，与米泽的上杉神社珍藏的宋代校本作了比较校勘被命名
为《千金要方》的。

孙思邈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之后，又经过30 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检
验，于 100 岁高龄时撰成了《千金翼方》。以补订《备急千金要方》之不足。

孙思邈的这两部医方名著，各 30 卷，6500 多个药方，数百万言。内容
之丰富，涉及预防医学、诊断学、各科治疗、针炙、营养、卫生各个方面的
学识。《备急千金要方》的顺序是以各脏腑在人体中的地位来分类的。有医
学总论、妇人、少小婴孺、七窍（五官）、诸风、脚气、伤寒（外感发热的
总称）、内脏、痈疽、解毒备急诸方、食疗、平脉、针炙等等。

孙思邈首列医学总论，是为了提倡良好的医疗道德，确立治病是为了救
人的医学观念和目的。在医疗范围上，包括了防病与治病。强调了饮食卫生、
食疗和体育、劳动等锻炼。防病为主，强身健身，防病抗病。

在医疗学上，更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千金翼方》中首列“药录”一篇，
介绍本草学的知识。还引入了东汉时临床医学名家张仲景的《伤寒论》原文，
以补《备急千金要方》“伤寒门”之不足。同时又补充了很多方药及治疗方
法。《千金要方》共列 232 种疾病的 5300 个药方。《千金翼方》有 1200 多
个方子。两书共有 6500 多个方子。不但数量多，而且治疗效果很好。这是他
从 20 岁行医到 100 岁的 80 年实践检验证明了的。

孙思邈的这两部巨著，是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隋以前的医方书有 256
部，但是由于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到唐时留传下来的就很少了。有的还是
残缺不全，并且记载的方子也少。孙思邈的这两部要著，却记载了不少前人
已经散失了的内容，若没有他这两部要著的记载，这些散失了的内容便是无
法再找到的了。所以他这两部巨著，称之为我国医史的遗宝不为言过。它除
了临床的重要参考之外，还有着祖国医学史的考证价值。

孙思邈潜心学习研究医学 94 年，行医实践 80 年，经验之丰富是首屈一
指的了。他除了这两部巨著之外，还有许多。如《摄生真录》、《福禄论》、
《枕中素书》、《会三教论》、《老子注》、《庄子注》、《龟经》、《明
堂经图》、《孙思邈经》、《孙真人丹经》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上述
著作的选本：如《玄女房中经》、《禁经》、《千金食治》、《千金方食治



篇》、《千金方平脉篇》、《千金方养性篇》、《千金方针灸又千金翼方针
灸篇》、《色脉篇》、《药录纂要》等等。另有更多的是以孙思邈的名义著
录的书，内容更加广泛，共 60 多部，其中有个别的已考出，系伪托，更多的
尚未考证，如《医家要妙》、《神枕方》、《烧炼秘诀》、《太清真人炼云
母诀》、《气诀》、《马阴二君内传》、《龙虎通元诀》、《龙虎乱日篇》、
《孙氏千金月令》、《幽传福寿论》、《五兆算经》、《龙虎篇》、《龟上
五兆动摇经诀》、《退居志》、《真气铭》、《养性杂录》、《养生延命集》、
《千金养生论》、《神仙修养法》、《丹经诀要》、《黄帝神灶经》、《孙
真人延生长寿经》、《五脏旁通明鉴图》、《五脏旁通导养图》、《内外神
仙中经秘密图》、《孙思邈枕中记》、《芝草图》、《真经》、《太常分药
图》、《九天玄女坠金法》、《养生要录》、《太常分药格》、《玉函方》、
《孙真人四季养生歌》、《孙真人食忌》、《存神炼气铭》、《保生铭》、
《孙真人摄养论》、《脉经》、《银海精微》、《孙真人海上方》、《孙真
人进上唐太宗风药论》、《神仙鸡鸣丸》、《孙真人枕上记》、《孙真人养
生铭》、《孙真人九转灵丹》、《孙真人秘拾遗》、《老君内传》、《白升
丹·铁箍散》、《真元妙道要诀录》、《云母论》、《唐孙思邈卫生歌》、
《秘制大黄清宁丸方》、《孙真人眼科》、《孙真人总理眼科七十二症》、
《奇效海上仙方秘本》、《华陀神医密传》、《华陀神效秘传》、《青囊秘
录》、《伤寒杂病论》、《唐本伤寒》、《孙真人药性赋》等等。这许多医
著，已有《银海精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系伪托，其余大都未予考出。
是不是徒弟为师而著也未可知。若有兴者，能积极考证为好。

七、崇高的医德
  

物的好坏是质，人的好坏是德。物的质是人们对物的需求，人的德则是
人们在社会的共同生活中的共同需求。是用以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共同准
则，称为道德。有一些是人们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则由国家权力机关
作出规定，由国家权力机构强制执行的称为法律。良好的社会道德是社会进
步的需求。

但是，自古以来，有一种人，为了自己的或集团的利益，绞尽脑汁，去
谋取统治别人的权力，为此，不惜生命，拼力挣夺，这就导致了战争，另一
些人，有一定权力的，则贪污、受贿，或剥削别人。没有权力的，则偷盗、
抢劫、或弄假诈骗，这在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屡见不鲜。请看，孙思邈却绝
然不同。他医术高明，学识渊博，几个皇帝请他进京当官，他都不去。他从
不去追求权力。孙思邈只为救人，不谋私利。他行医 80 余年，救过了无数人
的生命。创制了很多医方。他将所有的医方，都公之于众，自己没留秘方。
他强烈反对将医方保密。他在《千金翼方》卷五上说到一种妇人面部美容药
方保密的情况时批评说：“今天的医界各家极为保密，不许徒弟泄漏一方一
法，甚至父子之间亦不传授。但是古时有道德的人立下的医法就要使家家都
了解，人人都知道。难道要使天下人愚昧无知吗，今天的医家不这样做，完
全是违背了古时有道德的人的本意，太叫人奇怪了。”同时他还对“南阳诸
师”将张仲景的医方保密不传表示遗憾和愤慨，从理论和道义上抨击了将医
方保密不传的恶劣品质和卑鄙目的，进而将自己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
金翼方》公诸于世。在他看来，一个医生，真想救人，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力
量是极有限的，一生就那么多年，又能救治几多病人，要是有众多的人都能



用这些良方去为百姓治病，那该救治多少人啊！“要使家家都了解，人人都
知道。”有病都能自治，人人都能防病抗病，人人都健康，社会会多么富裕，
国家会有多么强盛。他说：“凡品德高尚和医术高明的人，为人治病，必会
拿出全部精神，不会产生丝毫贪求财物的念头。不能认为自己有点专长，就
一心想用来谋求私利。”我想，一个一心想谋求私利的人，永远也不会真心
实意地去治病救人，而必然会乘人之危，丧尽天良地去谋取病人的财物。这
种人，也不可能把病人治好。若治好了，岂不是自断财路？孙思邈医德高尚，
视病人如亲人，视病者之苦如同自己受苦。他的责任就是把病人治好。他若
没有把病人的病治好，自己的精神上是极为难过的。他说：“对于病人，要
有深切的同情和极为爱护的心。医生的志愿就是要为病人治好病，解除病人
的痛苦。不论贫富贵贱，老幼美丑，也不论是不是亲友，什么民族，都一视
同仁，好心对待。要把病人同自己的父兄一样看待。遇到危急的病症，尤其
不能先想到自己的利害而踌躇。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是自己的痛苦。被请出
外看病，不论山路怎么艰险，或者寒热风雨，也不要管自己如何疲劳饥喝，
都要立即前往，不可畏难犹豫。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个好医生，否则，就是人
类的巨贼。”

谁都知道，麻风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而且很难医治。孙思邈则言以成
行，亲自治疗过 600 多个麻风病人。他为了解除麻风病人的痛苦，找出治疗
这种病的方法，亲自到病人中去，亲自护理，把各个患者的治疗情况，都详
细记录在案。其中临床治愈的 60 多人，都是他一个一个“亲自抚养”的。贞
观年间，他为了要一个麻风病人摆脱家务和户事的影响，特地将其带进山中，
要病人连服松脂 100 天，结果患者因麻风病脱掉的胡子、眉毛又重新长了出
来。从此他便得知麻风病患者还必须戒绝房事，不可仅仅依赖医药治疗。

孙思邈还说，作为一个真正同情病人的医生，出诊到病者家里，就是面
前摆了各种花色的绫罗绸缎，也不会东张西望；音乐徐徐入耳，沁人心脾，
也不会有丝毫的娱乐之情；珍馐美味频频送上席来，吃到嘴里也没有什么味
道；美酒都摆了出来也不会看到。这好比是有一个人面墙而泣，满屋的人都
不会快乐一样。何况病人一直是在痛苦，医生哪会愉快？以为自己了不起，
这是大家都感到可耻的行为。品德好的医生，都不会这样。

孙思邈从不嫌病人脏臭。他说：凡病人患疮疡伤科病或拉痢疾时，尽管
病者脏臭不可诊视，人们都不愿接近，但作为一个医生，要有同情之心，绝
不可有丝毫厌恶之意。这就是我的志向。

一个人，只有真正建立起“我为人人”的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观念，才会不贪权，不谋私利。也只有建立起这样的观念，才会真正的有
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去实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一点，那些唯利是图的
人是永远不会去作的。即使有时偶然作一点，也只是为了装样子，用来掩饰
自己的丑恶思想，作为取得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千古医家孙思邈则不，他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势，而是人的生命。他的许
多医著的书名都冠以“千金”，就是把生命看得比“千金”还重。由于他的
这种思想观念，决定了他不视金钱，不视权势；对医术精益求精、对患者认
真负责，重如亲人。他在《千金要方》卷一中说，一个医生，胸怀要宽广，
不要去表现个人，要时刻检查自己。看病诊疾，态度要严肃，要专心致志，
仔细检查体形病症，一比不苟。扎针下药，不可有点滴差错。对危急病人，
虽要急速抢救，但临事不能惊慌失措。要深思熟虑，不可不顾病者安危，只



想表现自己快捷，草率诊治”。他在这里斥指一些不负责任的医生说：“切
诊时，患者脉博不足 50，而只摸尺部，不认真观察病人的气色，仅问一下病
情就开出了药方，要知道，这样诊病，只能看到一点局部现像，看不到全部
和本质，根本不能判断病人的生死和预后，这是医生要时刻警惕和戒绝的，
也是病人应时刻预防的。”

诊视断病，这是第一步，这一步的目的是下一步处方的基础和依据。只
有诊视明白，断病才能正确。诊断都正确，才能对症下药。他在《千金要方》
卷九中说，阳盛阴虚（热症实症）的病人，过多的出汗则会引起病人死亡，
而用泻下药就能治愈。阳虚阴盛（寒症、虚症）的患者，过分泻下则引起病
人死亡，而用解表出汗的药就能治愈。这种情况，就是仙丹也不可乱用。甘
遂（一种有毒的泻下药）哪可乱用以攻下？虚实之别，差之千里，正误之差，
关系重大。桂枝汤（解表药）刚咽下，阳盛的（热症）病人就死了（是病情
加重）。承气汤（泻下药）刚进胃，阴盛的（寒症）病人就死了（指病情加
重）。这种阴阳虚实交叉，其症状相差甚微，医生一旦弄错了，发汗与泻下
完全不同，吃后灾福来的极快，医学浮浅的人不识这一点，病人死了，还认
为是病重自己死了。像这样冤死的病人，掩尸遍野，一个有良心的人，那个
能不自咎，并立志尽心修业的。

八、孙思邈诊病极重病史
  

孙思邈认为不应当就病论病，而是应当详细了解病人的病史和治疗情
况。《千金要方》卷五说：“如果病人刚病就来求诊，医生可以按病人病情
前后发展情况及顺序用药。但是如果已被好几个医生看过，治疗的顺序乱了。
医生只知道今日的病症病情，不了解在这之前病人的虚实状况；不了解几次
治疗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按后来的病情治疗，则那病仍然不能治好。这
就应当了解以前的病情及以前医生治疗的情况和病情的变化；按照以前医生
治疗的顺序（若以前的治疗是正确的），就不会出现差错。或是前一医生开
的汤药应当吃许多剂才能治好，而病人心急，吃了一两付不见效，就误认为
药方不行，又找另外的医生诊视。若这位医生不了解前一医生治疗的详情，
又不了解前一医生的医疗效果就开方，则败病之因由难知，会导至误诊错判：
因为前一医生已用过泻下法，后一医生当用平和药调之才能治愈；或者前一
医生没用上法，而是温寒断错，后一医生应当调治。这些败病症状和治疗过
程等都需详细了解，认真思考。若不是按照前医的治疗顺序，也不了解前医
的处方情况就重新治疗，必会重复发生差错。

九、力求减轻病者负担
  

当今的医生，更有许多的江湖“医生”，多是以行医为谋利的手段，而
不是为了治病救人。所以，都是大吹大擂，目的是谋利。所开药方，多用贵
药。贫者有病，治疗不起，请了这样的医生，实是谋财害命。孙思邈在《千
金要方》第 10 卷上强烈地遣责这种医生。他说：“医生不可看病家有钱就专
开贵重药品，使病家买不到，借以夸耀自己的功绩和技能，这绝不是一个好
医生所应当干的事情。”这比奸商乘人之危，勒索钱财还坏。他还指责一些
医生治病多用人参、肉桂等这类价贵难买的药品。他说：“遍地皆有苦参、
青箱子、葶苈子、青蒿等类药，清热解毒，效果最好，大大超过那些贵重药
品。特别是经常吃人参、肉桂内热的病人，不要计较药价低廉，使用青箱子、



苦参、青蒿和苦酒（醋），只要几剂，热病都能治好，没有治不好的。

十、智者谦虚
  

劳动生产是人们社会存在的需求。由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
永远不会有终结，而对于具体的人、生命和知识又是那么有限，所以，勤于
实践的人，永觉知识不够，这就促使人们主动地去努力学习。踏进知识的门
坎，进入知识的海洋，如同到了宇宙空间，无边无际，这时方知自己是那么
微小。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会知道，自己学的知识越多，倒是越觉不够。
所以，知识越多的人，倒是越谦虚。而且是真正认为自己的知识少的可怜。
与此相反的是，知识越是浅薄的人，反倒是觉得自己的知识多的不得了。这
是由于这些人学习知识不是为了去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实践，而是为了
摆脱这种劳动。把学到的知识当成摆脱劳动的手段或是资本，这就不去劳动，
就是学了没有多少一点知识，也是用不着，所以总感到知识很多。因而就不
会是谦虚的。甚至洋洋自得的骄傲起来。

孙思邈活了 101 岁，7 岁上学，又是那么聪慧、好学，被誉为圣童。这
比起那些寿命短暂、实践不广不多的人，要多学多少知识，何况他 100 时岁
还在写书。“白首之年，未常释卷”。然而他却是非常谦虚。他告诫人们，
不要自吹自擂，不要自鸣得意，不要偶然治好了一个病人就以为自己了不起，
全天下就再也没有能比得上自己的人了。这犹如井底之蛙，只见过井口大那
么一点天，这是医生最严重的缺点。

孙思邈对于医生之间相互嫉害特别愤恨。扁鹊是战国时一代名医，是最
先使用诊脉法诊断疾病的医学家。他像神话一样救活了许多濒临死亡的病
人，晋代名医葛洪誉他为“治疾之圣”。他以治儿科病闻名咸阳，国王秦武
王请他进宫为自己治病，太医令（国家医药管理的最高官名）李醯（xī音西）
深知自己不如他，生怕他受到国王的器重从而使自己失宠，就偷偷地派人把
他杀死了。不久，阴谋暴露，激起秦国人民的极大愤恨。有一次李醯外出在
郊外被人们认出，挨了一顿恨打，差一点被打死。孙思邈说这是一个典型的
嫉杀案例。他说：“一个大夫开了处方，别的大夫不是说处方不好，就是偷
偷地加毒药，叫病人吃了后增加疾病，甚至死亡。应当时刻提防这些不良之
徒。”历史上，高明的好人为居心不良、谋求私利的小人所害，从未根绝，
至今仍需严加防范。

十一、孙思邈内外科医学
  

糖尿病，中医也叫消渴症，即是现在，也仍然是难以医治的顽病。孙思
邈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说糖尿病患者要节房事，忌饮酒，少面食。“能
慎此者，虽不服药而自可无他。不知此者，纵有金丹，亦不可救”。他又在
《千金要方》卷二十一中指出“糖尿病后期常有关节处长痈疽不能治而亡，
应特别警惕。要时刻提防皮肤伤破而发痈疽”。还要糖尿病患者常备一些治
疗痈疽的药，以备急用。他说早期治疗效果好。他告诫人们，凡患消渴证百
日之久者，不可用针灸，以防针灸处成疮不愈，使人消瘦而亡。除用药物治
疗外，同时还要采用饮食疗法，如牛奶、猪肚、鸡等。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这
些治疗方法是非常正确的。



孙思邈在他的《千金要方》中对于肺痨、胸膜炎、痢疾、麻风等病都有
深刻的论述和极好的治疗方法。

孙思邈在 80 年的医疗实践中，医疗事迹是很多的。《千金要方》第 24
卷记载了一个妇女患半身不遂，已卧床三年不起，孙思邈给他配制一种药酒，
服了没多久就好了。

佛教是唐代的国教，和尚尼姑都受尊重。《千金要方》卷 20 里记载着唐
武德年有一个有名的尼姑净明患霍乱（急性肠胃炎）多日，日犯一二次，发
作时痛苦不堪忍受。当时朝内名医都不知是什么病，故也不能医治。孙思邈
按霍乱治疗，用“治霍乱使百年不发丸”方（虎掌、薇御、积实、附子、人
参、槟榔、干姜、川朴、皂荚、白术）治好了。《千金要方》卷 19 中记载说，
贞观初年，有不少人常患赢瘦病（慢性消瘦病）久治不愈，孙思邈用“人三
汤”（人参、麦冬、当归、芍药、甘草、生姜、白糖、前胡、茯苓、蜀椒、
五味子、陈皮、桂心、大枣、积实），只服一剂就治好了。

癫痫病（中医称为风眩证）症状是口出白沫，烦闷无知，四体角弓，目
上反，口噤不能言。孙思邈行医到 30 多年的时候就已治好了上千的病人。他
先给患者服“小续命汤”（竹沥、生地汁、龙齿、生姜、防风、麻黄、防己、
附子、石膏、桂心）。服此药后若口能开，四肢还未好定，即心中病也未除
者，再用“紫石英汤”（紫石英、滑石、白石脂、凝水石、石膏、赤石脂、
大黄、龙骨、生姜、甘草、桂心、牡蛎）治之。《千金要方》卷十四说：“此
方为治，方无不愈”。

在痢疾病上，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第卷十五上说：“余 30 岁以来，两
遭热痢，一经冷痢，皆日夜百余行，乃至移床就圊（qīng 音清即厕所），其
因笃如此。但率意自治，惟力意克苦忌食，以病差为限，则无不愈也。”

在外科方面，孙思邈的医术也极为高明，《千金要方》中都有详细记述。
如丹毒。“丹毒者，肉中忽有赤如丹涂之色。大者如手掌，甚者遍体肿痒，
无定色。”

关于带状疱疹症状的描述是“身中忽有处疼痛，如芒刺，亦如刺虫所螫，
后起细疙瘩所聚，如茱萸之状，四边赤，中央有白脓，如黍粟，亦令人皮肉
急举，身恶寒，壮热，剧者速起，绕腰肋胸也”（《千金要方》卷二十二）。

淋巴结核，《千金要方》卷二十三上说：“凡项边腋下先作瘰疖欲作漏
也，累累然作疖子有核，在两颈及腋下，不痛不热。

阴疮，孙思邈分为阴干癣、阴湿痒、阴蚀疮、阴恶疮、妒精疮和阴疳疮
多种。其中妒精疮有似梅毒的硬下疳：“妒精疮者，男子在龟头的颈部下面，
妇人在阴户内，都像疳疮，但作臼状的凹形。若用治男之法，齐阴茎前而灸
之，则大痛，疳即不痛也。”

在《千金要方》卷中二十五还记述了外科治疗的新方法。如治疗皮肤病、
淋巴结核等有“疗三十六瘘方”，“赵婆疗累方”。还记述了下含脱臼复位
的手法及用骑竹马灸法治疗痈疽。在治腕骨拆换时，介绍了一种用大麻根叶
止痛的新方法。大麻根叶有麻醉、止痛利尿的作用。

孙思邈还指出，骨关节结核，最喜欢侵蚀大关节。成人以膝关节为多，
小孩子以脊柱为多。

《千金要方》卷二十二介绍了孙思邈用中草药治疗痈疽（化脓性感染）
的独特办法。用青蒿（一担烧成灰，于竹筒中淋取汁，用一二合和石灰如面
浆，以针刺疮中至痛，即点点，点三遍，其根自拨）治疗外科疮疖病人 30



多个，全部治愈。还记载了贞观四年他口角上长疖子（面部疗疮）用膏药贴
了 10 多天都不行，用苍耳根茎苗子（但取一棵烧成灰，醋泔淀和泥涂上，干
即易之，不过十次，根即拨出）很快就治好了。后来他又用此药为人治病，
没有一个不好的。《千金要方》卷二十五说他在贞观五年七月十五日夜里，
他的左手中指背部发炎，到天亮时就已疼痛难忍，十天后疼痛加剧，疖子肿
得又高又大，色同小豆。有老人说用蒲公英草，摘取根茎白汁涂上（连涂到
病愈止）能治此病。他亲身试用，果然很好，不到十天，手指颜色完全正常。
《千金要方》卷二十二说贞观七年三月八日，孙思邈在内江饮酒过多，晚上
睡后四肢酸痛，天亮后头痛头晕，头左角上长了一个弹丸大的疖子，痛得手
不敢摸。至中午，头右角也开始肿痛，到晚上，整个头痛得要死一般，肿的
连眼睛也睁不开了。内江县令请了许多人给他医治都不行，孙思邈自己用油
菜（也叫芸台菜）捣烂外贴，很快就好了。

十二、对针灸学的发展
  

经过久年的实践和研究，孙思邈觉得以前的针灸医书太混乱。由于战争、
割据，交通受到限制，不统一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隋唐统一了全国后，在文
化、医学等各个方面都需要统一。否则就成为发展上的障碍。孙思邈寿长，
经历的朝代也多，实践时间长，范围广，自然感受也深。治病救人，人命关
天。不管是延误了时日还是出现了差错，都与人的性命休戚相关。因此他感
到必须由他来进行整理，重作《明堂针灸图》。他以魏晋时甘肃平凉人皇甫
谧（mì音秘）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为兰本，对秦承租的针灸图进行校
勘，发现了秦承祖的针灸图多有漏缺，于是又改用甄权的新定图来著针灸经。
新定图的穴位与“甲乙经”的穴位完全一致，孙思邈整理中，根据自己总结的
经验，在经穴之外增加了一些奇穴。这些新穴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新发现的。
校勘以后，他在《千金要方》中附上了他考证后绘制的人身经络穴位彩图三
副，有正面，背面和侧面，附于《千金要方》中。共 12 经络，649 穴。与《黄
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一致。遗憾的是后来失传了。

孙思邈在实践中找到了一种简便易行的取穴方法，也记载在《千金要方》
卷二十九中。这方法就是人身指寸法。他说“人有老少，体有长短，肤有胖
瘦，皆须精确丈量，准而折之，无得一概，致有差失。其尺寸之法，依古者
八寸为尺，取病者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亦有长短不定者，即取
手大拇指第一节横度为一寸，以意消息。”

十三、定名“阿是”穴
  

在人体的经穴之外，还有一些可针灸治病而不固定的地方或部位，也是
穴位。孙思邈称为“阿是”穴。这一点，以前已有人发现，但未予定名。《内
经》的《灵枢·经筋篇》中就已讲到了“以痛为腧”（“腧”即穴位）。玉
冰注为“不求穴俞而直取居邪之处”（病痛处），但是都未予定名。

“阿是穴”来自吴蜀之地。《千金要方》卷二十九说：“凡人吴蜀地游
官，体上常有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差，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着人也，故吴
蜀多行灸法。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当其处，不问孔
穴，即得便快，成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故曰阿是穴也。”



阿是穴是孙思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的。据说有一天，一位腿痛的病人找
孙思邈医治。孙思邈先给服药，而后扎针，但疼痛未止。他想，除了 365 个
穴位之外，就不会再有别的穴位吗？于是他便用拇指在病人身上按找，同时
问病人是不是这儿痛。指按了很多地方病人都摇头。又接到了一个地方，病
人突然叫一声“阿，是！”于是孙思邈就在这个地方扎针，把病治好了。从
此以后，就把“按痛”的地方，称为“阿是”穴了。

孙思邈强调针灸的处方。也要辩证施治。《千金要方》卷三十说：“或
一病有用数十穴，或数病共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了。”

孙思邈的针灸医术也很高明。据《千金翼方》卷十七说：“大理寺卿（三
品官位）赵姓患风湿，腰腿疼痛不能跪起，经孙思邈针刺上帘，环跳、阳陵
泉、巨虚、下廉各穴，疼痛很快减轻，不久就治好了。

孙思邈特别提倡针灸并用，提高疗效。他说：“若只会用针而不会用灸，
用灸而不知有针，都不是好医生。他在临床治疗中，广泛应用针灸结合，针
药并用的方法。

十四、气功的修炼时间和方法
  

从《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可以看到，孙思邈对气功的修炼也是灵灵通
的。他不但论述了我国古有的气功导引养生的理论和方法，又介绍了天竺国
（古印度）婆罗门按摩法 18 势和老子的按摩法 49 势。还介绍了练功的时间
和方法。他说做气功要“每旦夕，面向南，展两手于脚膝上，徐徐按捺肢节，
口吐浊气，鼻引清气⋯⋯徐徐定心，作禅视之法，闭目存思⋯⋯斯须即觉元
气达于气海，须臾则达于涌泉，则觉身体振动，两脚踡曲，亦令床坐有声拉
拉然，则名一通。一通二通乃至日别的三通五通，则身体悦泽，面色光辉，
鬓毛润泽，耳目精明，令人美食，气力强健，百病皆去。”

在练功的时间上，则与晋代江苏句容人葛洪相同，认为“凡调气之法，
夜半日中前，气生得调；日中后夜半前，气死不得调”。从古代的阴阳图和
中医理论及子午流注来看，都认为子时（夜半）一阳生。这时，也是人体内
阳气开始生长的时候，是调气的好时刻。午时阳消阴生，阳气开始消亡，所
以从中午以后到半夜之前，不是调气的好时候，不宜调气。《内经·素问·生
气通天论》也说：“平日阳气生，日中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
因此是不可调的。故应在上午气生之时修练，而不应当在下午“气死之时”
练气功。凡功底深厚的气功界人士也都是这样认为。宋代《苏沈良方》关于
保健按摩的时间也是这样说的。子午流注关于十二径络与十二时辰的关系讲
的就更加详尽了。上海中医研究所能够发放外气的气功大师林厚省同志的练
功时间也是选在深夜 12 点到凌晨 4点这个时间。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人
体代射在十二时辰（24 小时）内作各不相同的周期性运动。生长激素的分泌
是在夜里 12 点到 3 点最高。人体对药物敏感程度也随时间而变化，凌晨 4
点最高。对各种药物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对“洋地黄”的敏感程度要比平
时高出 40 倍。上海中医研究所用光子仪对经络气血在 24 小时的运行情况进
行了观察，看到气血在肺经的运行，寅时，左右手肺经的光子发射量是对称
的，而其他时间则不对称。别的经络也是这样的，并呈周期性运动。这就可
以看出气血在经络中的运行在各个时间里是不同的。这应当是与天体阴阳五
行，天干地支有关系的。由此可知孙思邈关于练功时间的论述是科学的。孙
思邈还在《千金要方》第二十七卷二十七里介绍了一种练功祛病延年的“六



字诀”吐纳呼吸法：“若患心冷病，气即呼出。若患热病，气即吹出。若患
肺病，气即嘘出。若是肝病即呵出。若脾病唏出。若肾病即呬出。”这种方
法也叫“踵息法”。是利用口形发音的不同，即不同的口形发音，气的发生
部位和对人体的作用都是不同的，可以影响各器官和脏腑的代谢和功能。关
于气功方面的论著是很多的，这是祖国的瑰宝。古代修练气功的人是很普遍
的，也是很普通的事。至于宫廷内的官宦士大夫则是更为普遍了。只是到了
太平天国起义被帝国主义的枪炮打了下去以后才开始衰落下来。后来人们多
是注重新文化运动，对这些方面的注意就差了。现在实行改革开放，古为今
用，气功又得到了发展机会。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出于谋利的目的，在社会上
进行欺骗活动，用假气功给人治病，骗人钱财。可恨的是，他们延误了病人
的治疗时间，使病情发展恶化，甚至死亡。切望病者定要加强识别，切勿上
当。

孙思邈是我国医史上的巨人，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
人民的健康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著作在我国刊印是最多的。在国外，
尤其是在日本，都设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研究人员进行研究。

但是最令人崇敬的是他全心全意为百姓的健康服务，拒受官权、不视金
钱的伟大思想和崇高的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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