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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从孙思邈 《大医精诚》看中医药文化价值理念

唐廷猷

（四川省食品药品学校，峨眉山市　６１４２０１）

［摘要］　 《大医精诚》是唐代医家孙思邈倡导医德的伟大著作。他从自己幼年时的贫病感受出发，结合成年

后在民间为民治病的亲身体验，积累了一个优秀医生应具备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他告诫医药人，应胸有济世活人

的仁爱之心，不怀个人的贪欲之念，做到医术、药品要精，服务态度要诚，一视同仁、全心全意为民疗病。是一篇

体现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医德经典，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当代中国药业精神价值重建也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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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精诚》是唐代医家孙思邈倡导医德的伟

大医德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不少中

医药大学校训，都以此为依据。例如，陕西中医药

大学是 “精诚仁朴”；广州中医药大学是 “厚德博

学，精诚济世”；福建中医药大学是 “大医精诚，

止于至善”；广东省人民医院是 “大医厚德，精博

至善”等等。

１　 《大医精诚》的产生背景

孙思邈 《大医精诚》写于唐高宗永徽三年（６５２
年），收入 《备急千金要方》卷一中。这时，门阀制度

彻底废除，科举入仕深入人心，对外开放交通便利，经

济发展商业繁荣，士大夫中好利之风盛行［１］。这股风

也吹进了医药行业，卖假药，收高价，嫌贫爱富等恶劣

现象普遍起来，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孙思邈深知这种状

况带来的恶果，他在 《备急千金要方序》中作了愤怒

记述，并讲了自已学医从医的原由。他说：

“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

人，多行诡诈，倚傍圣教而为欺绐，遂令朝野士庶，

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

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吁可怪也。嗟乎，深

乖圣贤之本意。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

罄尽家产。所以青襟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

未常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

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至

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

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故知方药本草，不可

不学。……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

愈于此，故以名也。”［２］

孙思邈是说：

君亲生病，不能为其调理治疗者，不是一个尽

忠报孝之人。世上医药人中那些卑贱庸俗的小人，

大都行为欺诈，凭借一点医学知识用作欺骗之技，

因而让朝野的官员和老百姓，都羞耻于谈论行医之

人。多让自已的子弟读些浅薄小文，构思短视的未

来打算，以谋求将来的出路之道。而将医学之术放

在一边不学，这真是奇怪得很。唉，这深深地违背

了圣贤的教诲啊。我小时候感受风寒得病，常到医

生那里求治，医药之费，耗尽了家产。所以我少年

时就很注重学习医药典籍，到老年白头仍手不释卷。

至于切脉诊病，采药制药，服药方法，病中调理宜

忌，凡有一件长于我者，必然不辞千里前去恭敬请

教。到了２０岁弱冠之年，自已觉得对医药之学有了
一定认识，因此亲戚邻居内外之人有患病者，常为

他们治疗而有所效果。自己生病，也不再去求别的

医生诊治。所以知道医书药书不可不学。……对于

人类，生命最为宝贵，有千金那样贵重。一个医方

能救活人命，大恩大德之意就在于此，故书名取为

《备急千金要方》。

孙思邈少时的贫病经历，所见百姓缺医少药的

凄惨状况，使他明白人民对医药救济的迫切需求，

社会对缺德医药人的愤怒谴责，对医药人有良好职

业道德的强烈呼唤。他在民间为医的切身感受，使

他写出了人民需要医药人具备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成为一篇紧贴民意的医德经典，为后世效法。

孙思邈医学成就卓著，又精通诸子百家及老庄

学说，是难得人才。隋文帝杨坚任北周丞相时，以

国子博士官衔征召入官不从。唐太宗、唐高宗，也

征召入官不受。甘在民间为医济世活人，成为万世

医表，行业药王。百零一岁（５８１６８２年）高龄去逝
时，却两袖清风，嘱咐家人不藏冥器，不宰牛羊，

薄葬归山。［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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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轻轻地离去，留下了众多医药遗产。尤

其是光辉的医德经典 《大医精诚》，和他自已身体

力行的人格魅力，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对构

建当代药业的精神价值，仍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２　 《大医精诚》的原文与译文

［原文］［４］

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

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

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

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腧穴流注有高下

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

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

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

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

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

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

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

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

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

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

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

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

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

深心凄怆。勿避险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

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

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

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

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

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

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

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

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

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

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

心，是吾之志也。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

汪汪，不皎不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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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

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

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骿?兼陈，看有若无。

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

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

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

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

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

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老君曰：人行阳德，人

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

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

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

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

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

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

可耻言之鄙俚也。

对 《大医精诚》作译文的人很多。笔者以成都

中医药大学陈永良先生译文［５］为基础，再结合百度

百科编辑整理译文和笔者少许改动，提出译文如下。

［译文］

东晋学者张湛说过： “古代的经典医方难以精

通，由来已经很久了。”这是因为疾病有的内在病因

相同，而外在症状不同；也有的内在病因不同，而

外在症状相同。表现十分复杂。

所以，五脏六腑是充盈还是虚损，血脉营卫之

气是畅通还是阻塞，本来就不是单凭人的耳目所能

了解得到的，必须先诊察证候来辨析它。但寸口寸

关尺三部脉象，有浮、沉、弦、紧的混淆；腧穴气

血的流通灌注，有高低深浅的差别；肌肤有厚薄、

筋骨有强弱的不同。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可以同

他谈论这些道理。如果把极其精微的医学道理，用

极其粗浅的思维去探求它，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

如果是实证却去补益它，虚证却去攻伐它，泄证却

去通利它，郁证却去收涩它，寒证却给他用寒凉药，

热证却给他用温热药。这些治法只能加重病人的病

情，还希望病人康复，我看只能使病人死亡。所以

医学、占卜是难以精通的技艺。既然不是神仙传授，

凭什么来掌握它的幽深微妙道理呢？世上有些愚蠢

的人，读了三年医方书就夸口说，天下没有什么病

不能治疗；等到治了三年病后，才知道天下有的病，

没有现成方子可以用。所以，学医的人必须广泛深

入探究医学原理，专心勤奋，孜孜不倦地学习，不

能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就说已经完全懂得了医学

道理。如果那样，必将深深地贻误自己啊！

凡是德才兼备的医生治病，一定要精神专一，

不能有私欲贪求，首先要有慈爱同情之心，决心解

救病人痛苦。如果有患者来请求救治的，不管他的

地位高低，家境贫富，年龄大小，容貌美丑，是仇

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一般关系或是亲密朋友，是汉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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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都应

该一视同仁，像对自已的亲人一样，为他们着想。

也不能瞻前顾后，考虑自己的利弊得失，护惜自己

的身家性命。看到病人的痛苦烦恼，就像自己的痛

苦烦恼一样，感到内心悲痛，不要避忌艰险、昼夜、

寒暑、饥渴和疲劳，全心全意地去救护病人。不能

产生推托和傲慢，这样才能称做百姓的好医生。假

若与此相反，就是人民的大盗。

自古名医治病，多用活物来挽救危急的病人。虽

说人们认为畜牲是低贱的，人是高贵的，至于爱惜生

命，那么人和畜牲都是一样的。损害对方来有益自

己，是生物之情共同憎恶的，何况是人呢！杀害有生

命的东西来求保人的生命，离开救生的本意就更远

了。我这本书方子不用活物做药的原因，其实就在这

里。至于像虻虫、水蛭这一类药，市上有已经死了

的，就买来用它，不在此例。只是像鸡蛋这样的东

西，因为它还处在成形前的状态，一定要遇到紧急关

头，不得已才忍痛用它。能不用活物的人，才是智慧

德行卓越的人，这也是我比不上之处。如果有病人患

疮疡、泻痢，污臭不堪入目，甚至别人都不愿看，医

生只能产生难过同情怜悯关心的想法，不能产生一丝

一毫的不快念头，这就是我的志向。

一个优秀医生的风度，应能使思想纯正，随时

自省，让人一看就感到端庄大方，气度宽宏。不可

锋芒毕露，也不可暧昧含糊。诊察疾病，专心致志，

详细了解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开方用针，

不能有差错。虽然说对疾病应当迅速救治，但更为

重要的是临证不惑乱，并应当周详仔细，深入思考，

不能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轻率地炫耀自己才能出

众，动作快捷，猎取名誉。这样做就太不仁德了！

还有到了病人家里，即使满目都是华丽的陈设，也

不要左右张望；琴瑟之声在耳边回响，也不能有欣

赏之状；美味佳肴接连送上，吃起来也像没有味道；

各种美酒同时摆陈出来，也应看了就像没看见一样。

这样做的原因，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悲痛，满屋子的

人都会不快乐，更何况病人的痛苦，一刻也没有离

身。如果医生安然欢娱，傲然自得，这是人神都认

为可耻的行为。优秀的医生，是不会做出这种举动

的。这些就是医生的基本道德啊。

做医生的准则，不可多言取乐，高声调笑，说

长道短，议论他人，炫耀自己的名声，诋毁他医的

德才，借以夸耀自己的功名。偶然治好了一个病人，

就昂头仰面，流露出自我欣赏神情，认为自己天下

第一。这些都是医生极为严重的恶习啊。

老子说：“一个人在明里做好事，人们会去报答

他；一个人在暗中做好事，鬼神会去报答他。一个

人在明里做恶事，人们会去报复他；一个人在暗中

作恶事，鬼神会去加害他。”探求这两个方面的行为

因果，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难道是骗人的吗？

所以医生不能依仗自己的专长，一心谋取财物。

只要存有救济别人痛苦的想法，这样死后到了阴曹

地府，也会不受折磨感到自己是多福的人了。还有，

不能因为病家有钱有地位，就任意给他开珍贵的药

物，让他们难以求得，借此来炫耀自己很有本事。

这实在不符合儒家的忠诚为人与推己及人之道。我

胸怀济世活人志向，所以琐碎地谈论了这些想法，

学医的人不能耻笑我说得粗俗鄙陋啊。

３　 《大医精诚》的内容归纳与评价

《大医精诚》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医学知识博大精深，必须专心勤奋、孜孜

不倦学习、长期实践才能掌握。

二是医者必须胸有济世活人的仁爱之心，不怀

贪欲之念，一视同仁为民服务。

三是医者态度要端庄大方、言行谨慎、作风正

派、专心至致、诊治不误。

四是医药人不遵医德，应受到舆论谴责和道德

惩罚。

五是孙思邈自已胸怀济世志向，也要做到这些

要求。

中心思想是一个优秀的医药人，要立下济世活人

志向，做到医术药品要精，服务态度要诚。这种精诚

思想基础，来源于儒学的仁义诚信，道学的常善救

人，佛学的慈悲救世，体现了 《黄帝内经·宝命全形

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根本思想。

对 《大医精诚》做出积极评价的人很多。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白皮书中对 《大医精诚》

有一段从未见过的极高评价：孙思邈提出的 《大医

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

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

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

心价值理念。［６］

４　唐朝政府出台的纠诈措施

针对世上欺诈伪劣泛滥，唐朝前期，唐高祖、

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都强化了法制建设，运用

法律手段对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唐律·第九篇·诈

伪》，是专门惩治诈欺和伪造的法律。篇中规定：

“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盗论的

惩罚是：不得财，笞五十；得财值绢一尺，杖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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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一匹加一等（杖七十）；至五匹徒一年；最高可徒

十年并流役。 《唐律·第十篇·杂律》规定：商人

制造出卖不合规格、质量低劣、数量不足的商品者，

各杖六十［７］。

唐朝后期，唐德宗朝（７８０８０５年）宰相陆贽加强
了医药正面教育。他针对不良医风明确指出：“医以

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这可能是历史上的中央

政府，首次将医药宗旨定性为济世活人的人道目的。

法律的巨大威力，政府的正面教育，使医药人

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确保药品质量。还在唐朝中

后期，京城长安西市，已出现医药道德高尚的药商

宋清。李肇在 《唐国史补》中说： “长安人言：人

有义声，卖药宋清。”是说宋清的高尚医德，引起了

长安士庶的广泛赞扬［８］。大文学家柳宗元更是佩服

至极，为他写下了颂扬的 《宋清传》［９］，成了一份

唐代药业的珍贵文献。

５　不遵医德应受严厉的道德惩罚

５１孙思邈总结两条道德惩罚
孙思邈知道在金钱和物质利益面前，仍会有医

药人不守医德。因此，他除了正面宣讲医德外，还

在大医精诚中引用了老子的话：不论人在明里暗里

做好事，都会得到人神报答；人在明里暗里做坏事，

都会受人们报复或鬼神加害。

孙思邈觉得这还不够，又在 《千金要方·卷二

十七养性序》中，增加了一种人人害怕的严厉惩罚。

他说：医药人 “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

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

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德行不克，纵服玉液

金丹，未能延寿。”［１０］即德行恶劣，性命不会活得长

久。孙思邈此说继承了孔子 “仁者寿”［１１］思想，并

对仁者长寿原因作了简约分析。

闯鬼与短命，是孙思邈总结不遵医德会受的两

条道德惩罚。这在谜信盛行的古代社会，是极其严

厉的咒骂和惩罚，极具震慑作用。所以清民时很多

药铺取店名，出现 “仁”、 “德”、 “义”、 “寿”、

“康”、“惠”、“济”、“同”、“精”、“诚”等堂号潮

流，向社会公示了精诚宗旨。不少药业都在内室贴

着，或在成药配本上写着，以下警句来约束自己。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

物力。

制药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

童叟勿欺，口不二价。

医乃仁术。

查今本 《道德经》，并无老子善恶报应这段话。

可能孙思邈所见为唐朝手抄本，那时或许有这段话。

今天我们当然不相信有鬼神。但是，善恶报应

可以这样来理解：善代表为民做好事，代表正义，

代表进步；恶代表对民做坏事，代表邪恶，代表倒

退。正义必然会得到拥护、发扬，邪恶终究会受到

谴责、惩罚，这是一条人类社会规律。就是人们常

说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

到。”孙思邈也强调说，这两条因果报应绝不是骗人

的话。所以此说与谜信无关。

５２仍有人不遵医德
孙思邈的预见果然很灵。在他身后多年，医德

缺失仍然不少。

唐朝中后期文学家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晚年任柳
州刺使时，患心悸，痞满疾，医生叫服茯神。他在市

上买回煎服后，病反加重，烦满不已，怪医生用错了

药。医生请视药渣后说：“吁！尽老芋也，彼鬻（卖）

药者欺子（对男子的尊称）而获售，子之懵（糊涂）也，

而反尤（怪罪）于余，不以为过乎？”柳宗元自感惭愧，

后写了一篇 《辨茯神文并序》的文章反思。

与柳宗元同时代诗人张籍（７６７８３０），住在京城
长安，也受到了缺德医人敲诈，写了一首 《赠任道

人》诗表达不满。他写道： “长安多病无生计，药

铺医人乱索钱。欲得定知身上事，凭君为算小行

年。”［１２］是说他自已在长安生病已无生活来源，药铺

医生却要乱收高价索钱，真是缺德。张籍虽然家贫，

自己又有眼疾，但必竟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而是唐

德宗贞元十五年（７９９年）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
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官职。这些官职级别虽低，

多少也有些俸禄。张籍都感医药开支沉重承受不起，

一般贫民百姓就更困难了。医药人提高职业道德的

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导致后世出现许多善恶报应故

事，继续着医德教育。

５３用善恶报应继续医德教育
南宋文学家洪迈在 《夷坚志》中，记载了一个叫

段承务的人，医药精妙，然甚贪财，受到了红衣神人

惩罚的故事，在医药界流传很广。是说一次一个富贵

病家来请，段视病后说：“此病不过汤药数剂，然非

五百金为谢不可。”病家许诺一半，段拂袖而去，只

好如数答应；另外还给银五十两为药资，段亦索至百

两，乃出医为治。数日病愈，段载银归家。途中住

店，夜梦一红衣者曰：上帝以汝为医而专贪财贿，无

济人利物之心，令随行者杖击二十。段惊醒觉背痛，

呼仆人视之，有棒痕在身。段还家即死。［１３］

职业道德高尚的人，受到行业和社会的广泛赞

颂。韩康、孙思邈、宋清、何澄、严乐善等是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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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南宋医史学家张杲 《医说·卷十·医不贪色》

记载：徽宗朝宣和年间（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年），有一士人
抱病缠年，百治不瘥。有何澄者善医，其妻请到，

引入密室，告之曰： “妾以良人抱病日久，典卖殆

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酬。”澄正色曰：“娘子何

为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

不有人诛，必有鬼神谴责。”未几，良人疾愈。何澄

一夜梦入神祠，判官语之曰：“汝医药有功，不于艰

急之际，以色欲为贪，上帝令赐钱五万贯、官一

员。”未几月，东宫（太子所居之宫此指太子）疾，

国医（国内最好医生）不能治。有诏草泽医，澄应

诏，进剂而愈。朝廷封官赐钱一一如梦。［１４］

《嘉兴府志》记载：明代人严乐善，业医营药，

启肆于星湖市南。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年），一天一个
男子突然闯进，出金首饰后下跪说：“请先生受，而

后敢言”。原来是求毒药杀人。严乐善掷金大怒，

曰：“我今不发汝隐，更若求他医杀汝同气（兄弟），

我必讼于官！”后来男子觉悟，向严乐善表示真诚谢

意。［１５］何澄、严乐善的言行，树立了治病治人，不

为色财所动的崇高典范。

段承务及 《医不贪色》故事，神话部分虽不可

信，但它反映人们对缺德行为的深恶痛绝，对高尚

职业道德的强烈呼唤与赞颂。这正是孙思邈 《大医

精诚》表达的主题思想。今天，每年都会查处和表

彰不少案件和先进，意义与之相同。

６　医以活人为心精准出处讨论

２００５年，潘新丽论文 《医乃仁术新探》［１６］，引

明代医家王绍隆 《医灯续集·卷二十医范》说，陆

宣公论云：“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是笔

者现知此话的惟一出处。但陆宣公是何人，他何时

何处所说，并不清楚。

今查 《新唐书·陆贽传》［１７］，陆贽（７５３８０５），
字敬舆。嘉兴（今属浙江）人。唐代政治家、文学

家，唐德宗时宰相。后被谗贬忠州别驾（类副刺

史）。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多瘴，有疟疾等疫疠流

行。陆贽乃选抄医方，编成 《古今集验方》５０篇传
给当地百姓。今佚。８０５年，唐顺宗继位，召陆贽
回京任职，惜圣旨未到陆已病亡。陆贽逝后谥号宣，

世称陆宣公。后人将其奏章等文稿组成 《陆宣公

集》传世。

笔者受条件水平限制，查不到陆氏二书何卷何

文中有此句话。但笔者相信，陆贽说过此话。因为

当代科技史工作者韩毅，在 《宋代医学诏令及其对

宋代医学的影响》论文中说：宋太宗，宋徽宗等直

接将医学称之为 “仁心”、 “仁术”，将发展医学称

之为 “仁政之急务”等［１８］。显然，若无唐朝陆宣公

之说在先，二位宋皇恐怕是说不出 “仁心”、 “仁

术”来的。盼有兴趣者查到精准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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