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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文化·

药王孙思邈与中药业传统文化

唐廷猷

（四川省食品药品学校，峨眉山　６１４２０１）

［摘要］　古代中国，人民深受疾病和早亡威胁。社会广建药王庙供人们祈福，希望确保健康长寿。药王庙后来
成为药业祭祀先医，行业议事和进行药材交易的重要场所。清代至民国，各地城乡及中药行业，多建专门供奉孙思

邈坐虎针龙神像的药王庙———龙虎庙，诚谢他确保药业平安发财，教导医药人怎样经营药铺，怎样树立优良的职业

道德，并借他农历４月２８日诞辰日，举办药业和普通百姓共同参加的药王庙会或药王会，用以增强医患关系、行业
团结和商间联系，扩大药材交易规模和效益。

［关键词］　药业；药王；药王庙；药王会；孙思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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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古代中国为何多建药王庙

古代中国，农耕社会，自然经济，农民是人口

的主体。但农业生产水平低，除去田租、人头税、

徭役外，农民的实际收入很低，生活陷于贫困之中。

加上战争、灾害、疫疾频繁及医药条件和水平所限，

使人民疾病和死亡惨重。今人林万孝 １９９６年发表
《我国历代人均寿命和预期寿命》一文，对中国历

代人均寿命作了统计［１］：夏商不超过１８岁，周秦为
２０岁，两汉２２岁，唐代２７岁，宋代３０岁，（明代
空缺），清代３３岁，民国３５岁。新中国统计，１９５７
年５７岁，１９８１年６８岁，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
７１４０岁。所以疾病和早亡，是对古代人民的经常
性大威胁。国家和人民都盼望家庭人口增长，人人

健康长寿。

为了身家平安无病和有病早愈，人们不得不乞

求医药始祖、医中圣人和一切神灵保佑，为他们筑

庙供奉。老百姓和医药行业称这些庙宇为药王庙，

称这些被供人为药王菩萨，简称药王。所以，药王

不是指卖药之王的大药商，而是指用药治病的顶级

高手，医家中的圣人。

中国历史悠久，土地辽阔。各地所建药王庙时

间有先有后，供奉的药王也有人物不同和多少差异。

供奉投资人有官府、行业组织和医药个人。有的供

奉神农、扁鹊，或华佗、孙思邈；有的供奉１人或
３人、甚至十几人。粗略统计，各地药王庙供奉与
中国医药有关的药王，有伏羲、神农、黄帝、岐伯、

长桑君、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谧、王叔和、

葛洪、雷
!

、陶弘景、韦慈藏和孙思邈１５人。供奉
的与中国医药无关的 “显灵人”，有北宋祁州的邳

彤、张森，南宋樟树的佛教药师佛，明代大理的观

世音等。唐宋时虽然有些地方建有三皇庙，但是作

为圣人祭祀，而非医家祭祀。

有意思的是，中国官方令建医家祭祀———药王

庙的先行者，竟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元史·祭祀

五》记载：“元贞元年（１２９５年），初命郡县通祀三
皇，如宣圣（孔子）释奠礼。太嗥伏羲氏以勾芒氏之

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

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

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

以医师主之。”［２］元贞是元成宗铁穆耳年号，时跨

１２９５１２９７年。
此记载意义重大，说明元朝令建的三皇庙与唐

宋不同，是标标准准的药王庙。一是伏羲、神农、

黄帝三皇，既是中华民族始祖，又是中国医药创始

人：传说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发现药物，黄帝

带领大臣共创医学。二是两庑从祀的十人姓名要见

于医书者，说明这十人也是医药人。三是主持祭祀

者为医师，是官府医官。三者都与中医药有关，这

庙当然是药王庙了。一年春秋两次三月三日和九月

九日的官办祭祀，要按学校、孔庙祭祀孔子那样的

高规格：设酒菜做供、有音乐伴奏、行三跪九拜大

礼。这是国家级的祭祀了。朝廷有了初命，各地多

有响应。于是在京城大都，江西建昌府、宜黄县，

浙江衢州路，江苏常熟州，甘肃秦州，以及各路、

州、县医学校，纷纷建起三皇庙或三皇殿。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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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朔望日（农历初一和十五日）祭祀，并开展习医

心得交流。甚至有医者私人也建三皇庙，方便在家

中祭拜。［３］元代后期，有的三皇庙两庑从祀者，扩大

了后来的一些名医。但中无孙思邈。

明朝仍尊元制，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

三皇。郑金生先生考证，明朝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
京城太医院三皇庙两庑增供的先医中，才有了孙思

邈［４］。三皇庙后来直接改名药王庙，回到了建庙的

医家祭祀本意上来。

清代至民初，全国进入广建药王庙的高潮时期。

２　清代民国药业多建药王孙思邈龙虎庙

中国人口，明末锐降到６０００万。清朝，乾隆三
十一年（１７６６年）升到２亿，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
为３６亿，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达到４３亿。民国时
达到４５亿。人口快速增长，刺激包括中药业在内
的工商业繁荣。中药业繁荣的另一原因，是清朝统

治者推行八股文和文字狱，知识分子认为习文危险，

因而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思潮盛行，学习医药人

数大增。这些人学成后，一部分挂牌坐堂行医，一

部分自启药铺业医营药，大大充实了药业铺户，扩

大了药材集散市场需求规模。至１９４９年，全国中药
工商业发展到１０４万户，从业２７万人。［５］

新建扩建药铺，提高药材集散市场经营效益，

必然要寻求新的指导思想。这时，孙思邈多个坐虎

针龙故事版本，在全国城乡广泛流传，药业和城乡

百姓都知道，孙思邈是位一心为民的大神医；孙思

邈两部医著 《备急千金要方》和 《千金翼方》，也

被医药人深入学习。孙思邈的渊博学识和优良品德，

使他被誉为万世医表、行业药王。民间祈福目标寻

找，药业祭祀先医选择，自然聚焦到孙思邈身上。

人们普遍用 “坐虎针龙”形象，将其供奉在城市、

乡村和药材集散地的专属或综合性药王庙中。药业

铺户，则多供奉在家中药室、书房或神龛上，作为

行业崇拜的医药圣贤和引路导师。例如四川，清代

后期成都陕西街和东门大桥，灌县太平场，什邡县

莹西镇，峨眉县城关镇和罗目镇，都建有孙思邈坐

虎针龙专庙。

２０１５年，笔者在重庆合川一杂货铺，购得一新
烧孙思邈坐虎针龙瓷质像。问店家从何而来？答曰

有购买者即与生产厂家联系订做。每年都有购买者。

此瓷像与中国北方坐虎针龙木雕像大致相同。像高

约一尺许，孙思邈头戴官帽，身着官服，脚登官靴，

胡须飘胸，坐虎背上，头上翻滚的云层中一条青龙

横空出世，孙思邈左手拉住龙舌，右手执一长针，

表情坚毅慈祥，左右各有一侍童手棒葫芦、铜钵站

立。各地坐虎针龙形象虽有差异，但孙思邈药王庙

有龙有虎，故百姓多称为 “龙虎庙”。

坐虎的传说，是孙思邈应召为唐王诊病后下太

白山（秦岭主峰），发现自己骑的黑毛驴被老虎吃

了。遂请来太白山 “土地神”，让他驱来山中所有

老虎。最后一只老虎承认吃了驴，但不知是药王坐

骑。就主动做孙思邀坐骑，驮着药王四处为民看病

施药，一切鬼怪邪神皆闻风而逃。坐虎另一传说，

是孙思邈用串铃撑虎口为其拔取骨刺，虎为报答，

自愿成为孙思邈坐骑。

针龙的传说，是孙思邈治好皇后病后，离开长

安沿渭河西行。在渭河与泾河交汇处，遇一书生请

求治病。孙思邈切脉后说：此乃龙脉非人脉，必须

现出原形，方能准确用针治疗。书生无奈只好如实

禀报：我乃泾河龙王傲奎，因饮下一股脏水得病，

知先生过此特候求治。一时风云乍起，傲奎现出龙

身。孙思邈一手拉住龙舌，一手持针刺入龙喉，龙

王的病应手而愈。

清朝成都陕西街孙思邈药王庙，增设了孙思邈

所骑神虎的站立铜像。百姓中传说：何处有病痛，

抚摸神虎相同部位，病痛可以减轻或自愈。于是进

庙人都要摸虎，使铜虎全身放光发亮。

３　清民药业多供奉孙思邈坐虎针龙神像的原因

第一是求最佳祈福效果。孙思邈神医的崇高威

望，加上龙虎又能强力镇邪，供奉他能起最佳的祈

福效果，确保身家平安发财。

第二是诚谢孙思邈教导医药人怎样经营药铺，

怎样做一个医德高尚的人。

孙思邈教导医药人怎样经营药铺，答案在他的

医著里。两部医著全面指出了经营药铺必备的物质

条件、必须的专业知识、经营理念和职业道德修养。

归纳起来有以下十点。

列出了 ６８０种常备药材品种名录，以备急用。
（翼方卷一·药名第二）

采药要知时节，阴干晒干，不然与朽木没有区

别。（翼方卷一·采药时节第一）

指出了优质药材产地方便采购。（翼方卷一·药

出州土第三）

要掌握药材加工炮制和制剂知识。（要方卷一·

·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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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第七）

怎样向病家交待服药。（要方卷一·服饵第八）

怎样贮藏药材、丸散。（要方卷一·药藏第九）

必备的计量用具、加工工具。（要方卷一·药藏

第九）

怎样建造药业标准用房。（翼方卷十四·缔创第

二）

医药人应学习的医药典籍和文史修养类书。（要

方卷一·大医习业第一；翼方卷二至卷四·本草上

中下）

医药人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要方卷一·大医精

诚第二）

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将在另文讨论。

第三是追求最高经营效益。药业利用孙思邈在

药业和百姓中的崇高声望，在他农历四月二十八日

诞辰日举办药王庙会或药王会，用以团结广大医患

关系和业界同仁，以提高药业地位和经营效益。详

见后述。

４　中药业如何纪念药王孙思邈

４１日常供奉

平常之日，由庙内住持或雇用人员、药商自已，

每日打扫卫生、添加香烛、敲磬、作揖叩头膜拜；

再迎接其他药业商人和百姓零星祭拜。

４２农历４月２８日行业组织药王庙会或药王会

药王庙是药业祭祖、议事和药材交易的重要场

所。药王庙增多，使全国各地的大小药市相应增加。

大型的药王庙会，由药材集散地行业组织承办，引

来各地药商带货汇聚。祭祖活动增加了很多喜庆内

容，药材交易更加专业化、制度化、规模化，成为

药业的盛大节日和重要的药材交易市场。有些地区，

甚至把药王庙会或药王生日祭庆活动，就叫做 “药

王会”，突出了鲜明的药业祭祀药王特色。

各药王庙会会期长短不一，少则几天半月，多

则一月、两月。各种祭庆活动，以清末民初最为丰

富多彩。内容包括祭拜药王，药王巡市，请班唱戏，

庙会庆宴，药材交易，切磋技艺，事务商讨等。实

力雄厚的个体药业及中医团体，也常举办药王会。

会期、规模、宗旨自然有所区别。

药材集散地的大型药王庙会，也有其他行业商

人参与交易，借此机会盈利。但药材交易是其主体，

各路药商多时达到数千人。祭拜药王仪式分帮进行。

先燃点香烛，后向药王披红挂彩，再作揖叩头，敬

献赤诚之心，祈求药王保佑生意兴隆、来去平安。

会期正日，一餐聚宴。请班唱戏各帮自办，张灯结

彩，对联仿单，争奇斗艳以展实力。祁州庙会，人

们抬着药王神像前往观戏，所过之处户户门前焚香

设供以迎药王。灌县太平场（今四川都江堰市青城

乡）药王庙会，将药王孙思邈塑像抬出巡市，随行者

敲锣打鼓，唢呐鞭炮齐鸣，声响震彻街市，旁观者

逾万人；剧团必唱之戏是 《坐虎针龙》，赞颂药王

医技、医德。比邻的什邡县莹西镇药王庙会，孙思

邈塑像坐八抬大轿，由青白旌旗开路巡市。众人争

相登高眺望，以目睹药王为幸事，喜庆场面同样热

闹非凡。

清末书 《成都通览·四月二十八日药王会》条

记载：“俗传是日为药王生辰，省城各药铺及医馆，

或敬神，或送匾，或自己做匾，请人送挂陕西街药

王庙。在前极形拥挤，前数日即有拜香之男女，跪

香之佛婆。”［６］陕西街药王会，成为成都的名会之一。

４３农历４月２８日个体药业药王会

有的大药铺，也在４月２８日自办药王会。或宴
请宾客，或请班唱戏，或二者兼办。所请宾客多为

本地名人、亲朋好友和老顾客。合川同兴公药号药

王会较为典型。

４３１民国合川同兴公药号药王会　同兴公药号
业主唐姓，神龛上供有药王孙思邈坐虎针龙雕

像。平常早晚敲磬敬香膜拜，年年举办药王会成

习，不少客人不请而至恭贺。客人中男女老少都

多，尽向药王披红或作揖叩头，感激或祈福药王

确保平安。作揖叩头时多燃放鞭炮助兴。客人常

赠主人薄礼：多为红布 ２尺，或米麦 ２斤，或干
面２把。有专人迎客呼到与登记造册，主人在旁
拱手称谢，场面十分喜庆。为办药王会宴席，唐

氏提前请来一批厨师和帮手，宰杀２条自喂肥猪，
在药铺门前街边摆宴。客多时药王宴席摆至三轮

达七八十桌。乞丐上门也予喜迎：乞丐们先在街

沿坐候，待客散后，主人嘱咐将备用饭菜热后上

桌，邀他们入座。扶老携幼的乞丐们一片欢腾。

饭前饭后，还表演说唱、杂耍祝贺致谢。这种形

式，表达了医药人和普通百性对药王孙思邈的崇

敬之情，对塑造药业良好形象，加深主客情感扩

大业务起到积极作用。今唐氏后裔唐荫开中医针

灸推拿理疗室，至今仍供孙思邈坐虎针龙塑像，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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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４月２８日设一二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及顾
客，不忘药王会传统。［７］

４３２成都四川荣泰堂２０１４年药王会　２０１４年５月
２６日农历４月２８日，成都四川荣泰堂药业邀请了几
家药界同仁，共同举办纪念药王孙思邈诞辰１４３３周
年药王会。当天，荣泰堂门前搭起彩楼，挂起会标、

彩球，荣泰堂中医馆全体中医师出来咨询、义诊，

药界同仁则搭棚摆摊优惠售药，街道腰鼓队、管乐

队鼓乐齐鸣。敬香上供后，荣泰堂全体员工、受邀

同仁及众多参观百姓，人人持香，依次入店，向营

业厅内设置的真人大小孙思邈坐虎针龙铜像敬香、

鞠躬膜拜。主祭人宣读致药王孙思邈祭文。荣泰堂

员工向参观百姓发放纪念品。整个活动隆重热烈，

成都三家电视台参加报道。事后，不少参与者对祭

药王孙思邈文给予好评。

５　问题讨论：药出州土质疑

前述 《千金翼方·卷一·药出州土第三》［８］，

全文像是一次全国药材资源调查记录，对后世有较

大影响。其结论是全国有５１９种优质药材，分产于
１３道１３３州。但细看内容，却与所述有很大出入。

第一，笔者粗略实算，药出州土优质药材总计

３８３种非５１９种，扣除重复则仅 ２４８种；出产地只
１２８州非１３３州。差了很多。

第二，孙思邈生卒于５８１６８２年， 《千金翼方》
亦成书于 ６８２年，当时全国执行唐太宗贞观十年
（６３６年）１０道区划。１５道划分，始于唐玄宗开元二
十一年（７３３年）［９］，即孙思邈逝后 ５１年才推行，
“药出州土”不可能出现分产于１３道各州的划分。

第三，同书同卷的 “药名第二”专篇，列出

６８０种药名，而且特别说明是当时常用药，应当完
全贮备。但是，其中不少最常用药材，如柴胡、地

黄、枸杞、连翘、沉香、麝香、犀角、水银等，都

未在 “药出州土”中列出，两者极不协调。

第四，“药出州土”最后，是岭南道１５州出产
药材。但末尾又提行添加一药：“马牙石一名长石，

一名太乳，一名牛脑石，出在齐州历城县。”此味

药，不但未列在河南道齐州条下，而且文字表述也

与前迥然不同，添加色彩十分明显。

由此推断：“药出州土”文字不是孙思邈所写。

是后人加入，而且加得很不高明。

观今本 《千金翼方》，中有 “药出州土”一节，

该书是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宋本影印。扉页有北宋校

正医书局林亿等人 《校正千金翼方表》。 《表》中

有：“仁宗皇帝诏儒臣校正医书，臣等今校定千金翼

方”［１０］一语。说明宋版全书由林亿等校正后刊行，

故 “药出州土”文字，应是他们校正该书时加入。

但他们为何会加入不知。盼读者赐教。

６　结束语　荣泰堂 《祭药王孙思邈文》

２０１７年农历４月２８日是公历５月２３日，是孙
思邈１４３６周年（５８１２０１７）诞辰日。今引成都四川荣
泰堂２０１４年药王会 《祭药王孙思邈文》作结束语，

以兹纪念。

荣泰堂 《祭药王孙思邈文》

公元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６日、农历４月２８日，成都
四川荣泰堂隆重举行纪念孙思邈诞辰１４３３周年药王
会。荣泰堂全体员工及业界同仁、新老客户会聚共

祭，敬献高香、时鲜、三牲，致祭于荣泰堂营业大

厅孙思邈塑像之前曰：

５８１年，隋朝新建；陕西耀县，孙思邈诞。
国家重新统一，历史翻开新篇；医药却现迷茫，

期有医圣重建。

七岁读书，日诵千言，神童美名，八方赞叹。

幼时体弱多病，求治家产荡然；又睹乡民疾苦，

缺医少药凄惨。

立志学习医学，誓救大众人寰。

二十独立行医，疗效备受称赞；通晓经史子集，

老庄学说精湛。

如此难得人才，隋唐三皇召官。婉言谢绝不受，

甘在民间救善。

采药炼丹治病，游历大江名山。贞观十年入川，

到过峨眉蜀县。

晚年隐居，总结经验，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撰写医著，留下经典。

永徽三年，写成备急千金要方；永淳元年，又

著千金翼方完善。

要方两篇，大医习业，大医精诚，医德规范。

内外妇儿，老年医学，美容食疗，本草方剂，

加工炮制，诸科齐全。

医德
"

尚，学风严谨，身体力行，诲人不倦，

医药行业，渐现新颜。

临终却说，不藏冥器，不宰牛羊，薄葬归山。

人间寿星，百零一岁，６８２年，药王升天。
（下转第５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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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元教授著作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制

作电子化图文成果、图文成果展示与讲述、完成真

伪优劣混药识别考核。多角度的驱动学生对于中药

材鉴别特征的观察实践。多角度的驱动学生对金老

中药鉴定技术经验的体会、理解与运用。

图１　行动导向教学法在 《中药鉴定技术》

课程教学实施步骤

３　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与技术经验再传承模
式的探讨

　　名老中医药专家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

学术经验，这些经验历经了时间的检验，是中医药

学的宝贵财富［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应用性。它

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近年来，全国各地名老中

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已经形成多层次、多模式和

多方法的研究格局［４］。但以口传心授为主要手段的

师承模式还是主要途径。这种模式在传承的广泛性

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通过对国医大师金世元教授在中药传统技术经验

在高等职业院校传承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证明，名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思想以及技术经验的传承与院校教育相

结合，依据学院教育的特点，采用现代职业教育的理

念与方法，进行探讨是一条可行之路。在此过程中，

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立

足于应用层面构建学习载体；立足实效性，探讨教学

实施的方法的设计，是在院校教育过程中，建立名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再传承模式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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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万世医表，您是行业药王，我们遵您教诲，
努力再创辉煌。

请您接受我们的真诚敬意，

请您享受我们的供品进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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