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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一位伟大的医学家

一纪念孙思邀涎生 周年

姚 远

一
、

生 平 概 况

孙思邀是我国唐代的一位伟大的医学家
,

京兆华原 今陕西耀县孙家源 人
,

生于公

元 年 隋文帝开皇元年
,

死于公元 年 唐高宗永淳元年
。

今年是他的诞辰 。。周年

孙思邀幼年就勤攻苦读
,

天赋聪明
,

七岁时就能 日诵千言
,

青年时期
,

即博涉诸子百家学

说
,

兼通佛典
,

学问很是渊 博
。

孙思邀家境穷苦
,

少时多病
,

深为疾患所折磨
,

因而他立

志学医
。

岁隋文帝仁寿元年时
,

他开始行医于乡邻亲友之间
,

自己的病身也因调治而痊

愈
。

从此
,

他更潜心学医
,

常常不远千里去虚心请教
,

医术不断提高
,

名声渐大
,

赢得了四

方赞誉
。

后来
,

有许多著名人士
,

如宋令文
、

孟洗成
、

卢照邻等
,

都曾尊他为师
。

在孙思邀

岁时
,

隋文帝曾要他去做国子监博士 主持教育行政的官
,

但他卑视权贵
,

厌恶当时

社会上争附豪门的恶 习
,

不愿入朝作官
,

托病推辞了
。

隋文帝仁寿四年
,

孙思 邀 进 士 及

第
,

亦未入仕途
。

后来唐太宗和唐高宗也曾召他进京作官
,

他都没有接受
。

约在 多岁后

的十多年时间里
,

孙思遂大都隐居在太 白山
、

终南山
、

峨眉 山
、

五台山等地
。

约在公元

年唐高宗光德坊宅第赐给孙思邀居住
,

孙思邀是和扁鹊
、

华佗
、

张仲景齐名的我国古代杰出的医生之一
。

他与张仲景
、

张衡
、

祖冲之
、

一行
、

沈括
、

郭守敬
、

李时珍并称为古代八大科学家
。

他在继承发扬我国古代医

家成就方面
,

在药物学
、

营养学
、

针灸学
、

炼丹学
、

医疗技术等方面的杰出贡献
,

以及 留

给后世的两部重要著作 —《千金要方 》和《千金翼方 》
,

还有他高尚的医德
,

在我国医

学史上记下 了闪光的一页
。

二
、

辉 煌 成 就

孙思邀本是信仰道家的人
,

但他不抱成见
,

不仅总结了唐代以前的祖国医学成就
,

并

本文曾得到李继绩
、

谢文宗和西安医学院钱效杰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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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汲取了外国 如印度 的医药经验
,

编入他的著作 正是 由于这种博采群经众史
,

勤求

古今中外的治学态度和他 多年丰富的临症经验
,

因而对祖 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

贡献

医学巨著《千金方 》

孙思邀的两部重要著作 了千全要方 》 一名 炙备急千金要方 》 和《千金翼方 》
,

是他 自己行医经验的结晶
,

凝聚着他一生的辛劳和艰苦
。

据史载
,

孙思邀 多岁时写成《千

金要方 》
,

百岁时写成《千金翼方 》
。

千金要方 》 成书于永徽三年 公元 年 它广泛辑录了前代各家方书及 民 间

验方
,

叙述妇
、

儿
、

内
、

外各科疾病的诊断
、

预防与主治方药
、

食物营养
、

针灸等
。

其中

所列方剂
,

有些药味较多
,

有 一病而立数方
、

或一 方治数病
,

内容丰富
,

保存了唐以前的不

少医学文献资料
。

《千金翼方 》 是《千金要方 》的续编
,

所 以称为
“

翼方
” 。

书中详论了多种药物的性

味
、

主治等
,

其中有些是唐 以前未收录的新药和外来药物
。

例如其中对内
,

外各科病症的

诊治在《千金要方 》基础上均有增补
,

并收载了当时医家所秘藏的汉代张仲景《伤寒论 》的

内容
。

选录 《千金要方 》所未载的古代方剂
,

余条
。

很多方药都赖本书得以保存下来
。

《千金要方 》和 哎千金翼方 》各 卷
,

共计约 。多万字
,

它收集整理 了前人和 民 间

医方
,

多个 千金要方 》中
,

多个
,

《千金翼方 》中
,

多个
。

其中除引用张仲

景
、

华佗
、

陈延之
、

支法存等很多名医的医方外
,

还搜集了流传在广大人民
、

少数民族
、

文人学士
、

官僚
、

宗教界和外国医书中的很多医方 从我国有文献记载到隋唐期间散乱浩

博的医书
,

差不多都经他整理加工
、

删裁求简 它使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
、

医学理论
、

杂

散药方
、

针灸等浩繁内容
,

合而为一
,

荟萃成集
。

《千金方 》首创
“

复方
” ,

是孙思邀对医学的重大建树
,

是我国医学史上 的 一 大 革

新

人们把《千金要方 》和《千金翼方 》两本书常合称为《千金方 》 孙思邀之所以把他

的书冠 以
“

千金
”

二字
,

这在《千金要方 》序言 中说得很清楚
“

人命至重
,

有贵千金
,

一方济之
,

德逾于此
。 ”

他把人的生命比作千金
,

因之
,

遂有书名《千金要方 分

《千金方 》也有一些缺陷
。

如在吸收诸家成就 中
,

缺乏批判
,

有点兼容并蓄 另外
,

也没有注明参考文献出处
,

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 其次在《千金翼方 》中
,

除

仍有《养性 》
,

一卷以外
,

又增加了《避谷 》
、

《退居 》
、

《补益 》
、

《飞练 》各 一卷
。

还有卷末的 禁经 》二卷中
,

都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

还介绍了符咒禁鬼等迷信方法
,

这是不好的
。

但这些究竟是次要的
,

《千金方 》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著作
。

《千金方 》编成后约 年
,

就被 日本 留学生带回 日本
,

作为医药教科书
,

对朝鲜医学

也颇有影响
。

公元 世纪 日本丹波康赖 氏所撰的《医心方 》就 以孙思邀的医书作为重要参

考 在药王 山孙思邀医学著作陈列室里
,

还有 日本后膝敏根据元代版本翻刻的《千金方 》
,

就是孙 氏著作外传的例证
。

此外
,

公元 世纪朝鲜金礼蒙等人编篡的大型医学丛书《医方

类聚 》
,

也从《千金方 》中收取 了不少内容

在国内
,

宋代的林亿等人
,

曾奉救对 千金方 》进行校订
,

于公元 年印行
。

林亿

曾指出
“

上极文字之初
,

下讫有隋之世
,

或经或方
,

无不采抓
,

集诸家之所秘要
,

去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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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之所未至
。 ” 。

这是对《千金方 》很恰切的评价
。

洁代徐灵胎在其《医学源流 》中认为

《千金方 》
“

偏
”

和
“

杂
”

的谈法是不妥 当的
。

但他仍认为该书
“

自成一家
,

有不可磨灭

之处
” 。

后来
,

历代都有 《千金方 》的刻本
,

流行甚广
。

公元 年
,

郭思编《千金宝要

方 》刻石于华州公署
。

公元 年
,

秦王朱守 中又将《千金宝要方 》刻成石碑立于药王 山

太玄洞前
。

清代的张璐于公元 年
,

写成他 的研究心得 —要千金方衍义 》
,

并称赞孙

思邀的著作
“

伏读三十卷中
,

法意 良美
,

圣漠洋洋
,

其辨治之条分缕晰
,

制方之反激逆

从
。

非神而明之
,

其孰能与其斯手
。 ”

药物学成就

孙思邀在药物学方面有不少创见
。

他发现了药物的采集时节与药物的质量 有 极 大 关

系
。

在 公千金翼方 》中共记载了 味植物药的采集时节和处理方法
,

甚至还注出那 一 时

节采根
,

那一时节去采花和茎
。

他在著作中曾写到
“

夫药采取不知时节
,

不以阴干暴干
,

虽有药名
,

终无药实 故不依时采取
,

与朽木不殊
,

虚费人功
,

卒无裨益
”

他还举出了

种常用药
,

让人们平时多加采集
,

以备急要之用
。

孙思邀还很重视药物的产地
,

于 是

列举出 个州所产的共计 种
“

道地
”

药材
,

基本上包括了全国当时所有的地方
。

药物

学上这样独到的专论和全面的见解
,

的确是罕见的
。

现代 中药科学实验研究证明
,

药物的

产地和药物的采集时间与药物发挥治疗作用的有效成份含量多少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他 以

以胎盘入药
、

治疗诸虚证
,

以羊看
,

鹿腐入药治瘦
,

以青羊胆入药治诸疮
、

青盲
、

咳嗽等等
,

为药源开辟 了新的领域
。

营养病学成就

在继承前代医家成就的基础上
,

孙思邀正确地阐明了许多营养病的防治问题
。

《千金

要方 中载有关于痪瘤 即甲状腺肿大
、

夜盲
、

脚气等病症的治法
。

其中在公元 年

间提出脚气病的病因是缺乏某种营养并提 出用谷皮煮汤混入粥 内常常服用
,

可以预防脚气

病发生的理论
,

比欧州人迟至公元 年的论述要早
,

。 年

妇
、

科成就

孙思邀对妇
、

儿科尤其重视
,

是他 首次把妇科
、

儿科从 内科 中分离出来
,

各 自独立成科
。

在 卷《千金要方 》中
,

妇人方占了 卷
,

卷《千金翼方 》中
,

妇人篇 占 卷
,

婴孺方 占

卷
,

并且都置之于首要地位
。

他对妇女的胎前
、

产后
、

月经不调
、

崩伤 以及接生
、

新生

儿护理
、

哺乳法
,

乳母卫生
、

选择乳母的条件等问题均有科学的见解
,

至今仍具有现实意

义 如对选择乳母的条件
,

他指出
“

乳母形色所宜
,

其候甚多
,

不可求备
,

但 取 不 狐

臭
、

癣
、

痰
、

气 嗽
、

疥
、

痴
、

催
、

白
、

秃
、

痛
、

疡
、

沈 唇
、

耳 聋
、

梢鼻
、

癫 病
。

无 此

疾 者
,

便 可 饮 儿也
” 。

他所规定的这些选择乳母的条件
,

是很有科学道理的
。

因为小儿

皮肤娇嫩
,

对营养的要求全面
,

神经系统正处于发展的高潮阶段
,

小儿的精神状态对其所

存在的外界环境反应很敏锐
,

其模仿能力极强
。

而上述这些疾患
,

如狐臭
、

甲状腺肿大
、

疹疮
、

慢性支气管炎
、

支气管哮喘
、

疥疮
、

头癣
、

淋巴腺结核
、

白痴
、

慢性溃疡
、

副鼻窦

炎
、

耳聋
、

癫摘等病
,

对小儿的健康发育显然是不利的
。

后来
,

宋代陈 自明于嘉熙元年 年 撰写我国较早的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 良方 》

和宋代钱乙著
、

阎孝忠所辑的 卷《小儿药证直诀 》都曾受了孙思邀直接的影响
。

炼丹化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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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术是化学的燎始形式
。

无论是在实验操作技术的发明
,

或是在无机药物的应用

上
,

都给医药科学的化学实验起了开路作用
。

它的实验纪录是人类文化历史上不可轻视的

珍贵文献
。

孙思邀有很多炼丹活动
,

而他的
“

伏硫磺法
”

炼丹则是很有名的
。

孙思邀的
‘

伏硫磺

法
”

为 硫磺
、

硝石各 两
,

研成粉末放入锅中
,

用 皂角 个引火
,

使硫和硝起火燃烧
,

火熄后再用生熟木炭 斤拌炒
,

列炭消怜 为止
。

由于经常给药物伏火而引起丹房失火的教训
,

使唐代炼丹家取得了一项重要经验
,

就

是硫
、

硝
、

炭三种物质可 以构成一种
“

火药
” 。

孙思邀在唐高宗永徽六年 公元 年

所撰《丹经 》中记载的
“

伏硫磺法
”

炼丹
,

已被一般学者公认为我 国 最 早 的
“

火药
”

配

方
。

他对发明火药
,

显然是有贡献的
。

大约在晚唐时
,

这一配方已经 由炼丹家转入军事家

之手
,

成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

孙思邀的《千金要方 》卷 载有丹药 —
“

太一神精丹
” ,

科学研究结果证实
,

其成

份主要为
,

由下列原料升华而得 丹砂
、

曾青
·

〕
、

雄

黄
、

磁石 ‘ 各 两 金牙 主要是 两 这种丹药对梅毒
、

疽疡
、

恶疮
、

癣痒很有疗效
,

特别是砒霜对回归热和慢性疟疾
、

假性疟疾
,

恶病质消瘦
、

贫血
,

肝

脾肿大等症的疗效
,

比奎宁效果要好
,

并能改善血象而奏强壮之功
。

此丹从唐至宋
,

一直

用以治疟
,

与现代砒霜的用法相似
。

英国医师埃欧拉 于 年曾用砒霜的溶液治疟
,

引起人们的注意
,

称为
“

氏液
” ,

晚于孙思邀达
,

多年
。

针灸学成就

孙思邀在针灸方面
,

很注重针药并重
,

综 合治疗的原则
。

他 曾指出
“

或一病用数十

穴
,

或数病共一穴
,

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
。 ” “

若针而不灸
,

灸而不针
,

皆非 良医也
。

针

灸不药
、

药不针灸
,

尤非 良医也
。 · ·

⋯知药知针
,

固是 良医
。 ”

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思想
,

是

很有道理的
。

孙思邀还绘有经络肪穴图
,

这在我国是较早约
。

可惜现 已失传
。

他的著作中记载

了不少他 自己的针灸经验和对针灸精辟的论述
,

对今 日的临床应用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孙氏的养生长寿学

孙思邀对养生长寿学颇有见地 他把老庄学说吐故纳新发展下来的
“

静功
”

与古代熊

经鸥引而经华佗加 以发展的
“

动功
”

结合起来
,

并讲究 食疗
,

讲究卫生
、

起 居 有 规 律

等等
。

孙 思 邂 本 人就是他的营养生长寿学说的实践者
。

他很注重讲究卫生
、

预防疾病
、

持

之 以恒
、

长年锻炼身体
,

高龄达 岁
。

《旧唐书 》载
,

当他 已达 多岁时
,

还
“

视 听不

衰
,

神采甚茂
”

呢

孙思邀在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

贡献是很大的
,

以上仅是简略情况 另外
,

孙思邀在

总结发展医疗技术方面也有一些成就 比如他创造性的应用葱叶作为导尿管
、

施行导尿术
,

还有下领脱臼整复术等
。

孙思邀 《千金要方 》中的伤寒上
、

下篇所反映的 自己治疗伤寒的经

验
,

以及后来搜寻到了张仲景《伤寒论 》后 写《千金要方 》时
,

孙氏未见到仲景书的全本
,

对仲景《伤寒论 》的大胆整理研究
,

也是很有价值的
。

孙思邀还对许多杂病
,

如糖尿病
、

骨关

节病
、

水肿病
、

痢疾
、

麻疯等都有相当科学的认识结论
。

孙思邀还倡立脏病
、

腑病分类
,

具有

新的系统性
。

此外
,

他对古秤的考证
,

对我们现在研究古代度量衡
,

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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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高 尚 的 医 德 和 后 世 的 纪 念

在隋末唐初的战乱 中
,

孙思邀亲眼 目睹 了隋场帝的暴政
,

经受了人民的痛苦生活
,

对

当时最底层人 民缺医少药
,

少吃缺穿
,

备受战争等殃祸的凄惨遭遇有着亲身的感受
。

他对

官府
、

权贵极为卑视
,

而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却寄予 了莫大的 同情
。

因而
,

他虽考取进士
,

却终生不仕
,

坚辞皇帝的几次征召
,

不贪图富贵
、

名利
,

甘愿在家乡行医
,

过着贫困的生

活
,

把 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为穷乡僻壤的百姓解除痛苦的事业 这一点是感人至深的
。

而

更令人钦佩的乃是孙思遨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高尚汉德
。

作为一个医生
,

医德是至关重要的
。

我国医生 自古便注重医师道德
,

如扁鹊
、

张仲景
,

华佗等名医
,

都对医德有所阐述
。

而孙思邀的《千金要方 》一开头 就 首 先 谈 到 这 一 问

题
。

《大医习业 》中说 要学习医学
,

首先必须钻研医学的经典著作
,

同时还要从多方面

去
“

涉猎群书
” ,

这样才能具有广泛的知识
,

才能对医学更有帮助 亥大医精诚 》中指出
“

学者必须博极医源
,

精勤不倦
,

不得道听途说
,

而言医道 己
” 。

他还告诫说
“

省病诊

疾
,

至意深心
,

详察形候
,

纤毫勿失
,

处判针药
,

无得参差
,

虽 曰病宜速救
,

要须临事不

惑
。

唯当审谛覃思
,

不得于性命之上
,

率而 自逞俊快
,

邀射名誉
,

甚不仁矣
。 ”

孙思邀还

强调
“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

长幼妍贵
,

怨亲善友
,

华夷愚智
,

普同

一等
,

皆如至亲之热
。

亦不得瞻前顾后
,

自虑吉凶
,

护惜身命
。

见彼若恼
,

若 己有之 深

心凄枪
,

勿避险峨
,

昼夜寒暑
,

饥渴疲劳
,

一心赴救
。 ”

他还指出 做医生的不得与
“

病

人多语调笑
,

看病时切忌大声喧嚷
。

绝不可道说是非
、

炫耀声名
,

低毁他医
,

自矜 己德
。

偶然治差一病
,

则 昂头载面
,

而有 自许之貌
,

谓天下无双
。

此医人之膏育也
”

这种言之有理
、

合乎实际
、

高尚的行医道德
,

能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被提倡
、

被推崇
,

的确是难能可贵和值得钦佩的事
。

孙思邀提出的这些原则
,

奠定了我国医学伦理

学的基础
,

对后代医家的修养有 良好的影响

孙思邀完全实践了 自己的主张
。

在长期的行医 中
,

他不贪贵贱贫富
,

不顾风雨寒暑
、

白天黑夜
、

山区平原
,

一心一意地医病救人
。

对贫苦农民治病
,

经常不收诊金
。

有些不远

千里来诊
“

恶病
”

者
,

他便让病人住在家里
,

日夜治疗
,

关照备至
。

他还亲 自给 病 人 喂

饭
、

吃药
、

谈话安慰病人
,

很重视心理治疗
。

许多被伏侍的病人感动得流下泪 来
。

唐 初
“
四杰

”

之一的诗人卢照邻
,

还有游学中的印度人揭陵迩等
,

都到他那里治过病
。

然而
,

孙思邀更多的是为贫苦农民治病
。

孙思邀 一生为人民
,

人 民永世不忘孙思邀
。

从唐以来历代都有纪念活动 如公元

年
,

孙思邀诞生 周年时
,

北宋刻立石碑
,

详细地记载了孙思邀的生平事迹
,

并在 碑 额

上绘有画像
。

这座石碑
,

现在仍立于药王 山南山上
。

这说明在距 唐 以 后 不久的宋代
,

孙

思邀的名声就 已是非同凡响了
。

在孙思邀采药和居住过的西太 白山上
,

建有药王孙思邀的

庙
,

并流传着药王孙思邀捉拿人参等许多神话故事
。

在耀县东北 里孙思逸的故里孙家士原

村老堡子有孙思邀家的祠堂
、

坟墓
。

在耀县县城东约 里的漆河之滨
,

有五座风景幽美
,

古

松翠柏簇拥着的小峰峦
,

原名
“

五台山
”

唐时亦称罄玉 山
,

宋至明清称五 台山
。

因为

孙思邀曾农那里隐居
,

后来人们便改称
“

药王 山
” 。

山上修有
“

药王庙
” ,

现有
“

拜真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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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玄洞
” 、 “

洗药池
”

等遗迹 山 的北洞大殿
,

为明嘉靖 年 年 所建
。

大殿

正 中有高约 米的孙思遨坐像一尊
。

坐像后的
“

太玄洞
”

相传长 华里
,

由前山直通后 山

大殿 内东侧是孙思邀的医学著作陈列室
。

另外还有石佛洞
、

南庵 亦称静应庙
,

静明宫等

建筑
。

南庵院内
,

有转纹古柏 颗
,

均为合抱巨树
,

相传为孙思邀亲手所植
。

在
“

太玄洞
”

旁
,

有一座亭子中
,

竖立着五座大石碑
,

为宋朝 公元 年 时所刻立
,

叫做《千金宝

要碑 》
,

其 上记载了孙思邀《千金方 》中的 。多个常见药方 大殿 内还有一座明朝嘉靖

年 年 所刻的碑石
,

上刻《孙真人九转灵丹 》等三个药方
,

为人们所重视

解放后
,

祖国的医学遗产得到国家的很大重视
。

年
,

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出版了

孙思邀的《千金方 》
,

以后又复重 印
。

年
,

北京医学会还召开了孙思邀诞生 周年

的纪念大会 年
,

邮电部发行了两张纪念孙思邀的邮票
,

山东省还编演并 出版了《孙

思邀 》剧本
。

已往每年农历二月初旬
,

药王山的民间性纪念活动也十分壮观热闹
。

药王 山

也得到政府的保护
,

曾多次拨出巨款全面修缮
,

如今面貌一新
,

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

国内外游客前往瞻仰者
、

络绎不绝

人 民长久地的纪念孙思邀
,

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居者
,

也不是 因为他和

道家有什么关系
,

更不因为他是个什么神
,

什么仙
,

而主要是因为他医术高 明
,

不 慕 名

利
,

学问精深
,

甘愿终生为民解除痛苦
,

特别是他的《千金方 》
,

创造性地
、

综合地发挥

了当代和过去的人 民医药知识
,

成为不朽的医学巨著
,

成为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 而至今还

有其重要价值
。

因此
,

孙思邀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被我国历代人民所永世不忘
,

是必然的
,

合乎情理的 孙思邀对祖国医学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贾首届年会在我校举行

月 日至 日
,

全省 自然辩证法
、

哲学和 自然科学工作者云集我校
,

正式成立 了陕

西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省委书记
、

市委第一 书记陈元方
、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端茶
、

省

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

我校校长郭琦等领导同志和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

大会还通过民主

选举产生了 由 名理事组成的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会 刘端菜同志任理事会理事长
。

这届年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篇
,

有 名同志作了大 会发言
。

其 中《克山 病
“

水土 病

因
”

假说的形成和发展 》
、

《解放后我国机床工业的发展简史 》
、

《从侯宗谏教授的儿项

科学研究中学习思想方法 》
、

《试论我国公路交通的辩证法 》
、

《黄土地貌发育中的辩证

法 》
、

《通向创造和发明的道路 》等论文突出了地方特色
、

抓住 了四化建设中的主要科研

课题
,

得到好评
,

并 已被 中国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 大会暨首届年会所选定
,

拟代表陕西

参加全国性的 自然辩证法学术交流
。

在谈到我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今后任务时
,

陈元方等领导同志指出 西安是古代科学

技术研究和发展的中心
,

在这里研究 自然辩证法更具有得天独厚的 良好基础
,

要好好利用

这个条件
。

今后的任务 一是要以四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主要研究课题
,

以马克

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

促进 自然科学 中
」

些重大问题的解决
,

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

二是

要抓好普及工作
,

并积极 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

把 自然辩证法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

薛 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