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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柏 叶 就 是 柏 树 的 树
叶。关于侧柏叶，有一个柏叶
仙人的传说。

柏叶仙人是我国古代传
说中的人物，传说他就是因为
常年服用侧柏叶而修炼成仙
的。柏叶仙人名叫田鸾，他有
五六个兄弟，全都不到 30 岁
就死了。田鸾 25 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非常忧愁，他自己也
很害怕。他听说修道的人有
长生不老的道术，于是就去华
山 ，四 处 寻 找 仙 人 ，十 分 诚
恳。他遇见一位道士从山里
出来，就上前拜见。道士抬头
指着柏树说：“这就是长生药
啊！只问你自己的意志如何
罢了。长期不间断地服用柏
叶，就能长生。”该道士说完

扬长而去。
回家后，田鸾就把柏叶

晒干，加工成粉末服用，并逐
渐少吃鱼肉，心志专一。服
用了六七十天，没有别的效
果，只觉得时时烦躁发热，但
他还是坚持服用。两年后，他
头痛发热，全身生疮。但是，
田鸾坚决不放弃，还是照吃不
误。七八年后，发热更厉害
了，他感觉就像着了火一般。
忽然，有一天，他说：“今天我
的身体好像好了一些，要洗
个澡。”

于是，田鸾让人在屋里放
了一大盆水，几个人把他抬到
大盆里，让他安安静静地洗完
澡。自从有病以来，他睡眠很
少，现在他忽然很想睡觉。于

是，大家把门掩上，没弄出一
点声响，让他睡觉。3天之后，
他才睡醒。他被人扶起来后，
大家发现他身上的那些疮已
经一扫而光，皮肤白净，眉毛
胡须变得黑中透绿，整个人精
神焕发，他自己也觉得耳目聪
明。

从此，田鸾不再吃粮食，
也不觉得饥渴。他一直隐居
在嵩阳。到贞元年间，他已经
123 岁了，却还是年轻时的样
子。

侧柏叶为柏科植物侧柏
的嫩枝叶，多在夏季、秋季采
收，除去粗梗及杂质，阴干，生
用或炒炭用。

（作者供职于四川省彭州
市通济镇姚家村卫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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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间

两宋时期，中华医学空前繁
荣，医学成就辉煌，故《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说：“盖有宋一代，于
医学最为留意。”有诗曰：“靡不
有初，鲜克有终。”两宋时期医学
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和宋朝在开
国之初就高度重视医学分不开
的。开宝六年，宋太祖赵匡胤命
令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
林医官翟煦等 9 人，取《唐本草》

《蜀本草》等详校，并以《本草拾
遗》等书相参，编撰一部官方药
典，这是《开宝本草》一书的由
来。一般认为，《开宝本草》是对

《开宝新详定本草》及《开宝重定
本草》的统称。

开宝五年，宋太祖赵匡胤的
弟弟赵光义患病，当时赵光义只
有 33 岁，百般治疗无效。最后，
宋太祖命令太医刘翰和精通医学
的道士马志为其诊治。经过精心
治疗，赵光义病愈。这件事对宋
太祖震动很大，他认为天下战乱，
医道不传，应该让医学高深之士
编撰一部官方药典，指导天下医
生用药治病。于是，宋太祖在开
宝六年命令刘翰、马志、翟煦、张
素、王从蕴、吴复圭、王光佑、陈昭
遇、安自良等 9 人编撰药典。刘
翰出身于中医世家，后周显德初
年来到都城东京（现开封市），向

朝廷进献《经用方书》30 卷、《论
候》10卷、《今体治世集》20卷，得
到周世宗嘉奖，被任命为翰林医
官。北宋立国后，刘翰在新朝继
续任职。乾德年间，宋太祖下诏
对翰林医官进行考核，刘翰成绩
优良。马志原为道士，素谙医理，
治病多效，因与刘翰同为宋太宗
治病获愈而医名大震。其余7个
人皆为翰林医官，其中吴复圭著
有《金匮指微诀》一书。王光佑是
太医，陈昭遇出身于医学世家，精
通医术，治病多奇验，长期受到朝
廷的眷宠和群众的信赖，誉满京
城。张素、安自良、翟煦、王从蕴
也均是名噪一时的良医。可以
说，以刘翰为首的《开宝本草》的
编撰团队是当时技术力量最为强
大的团队。

刘翰团队以唐代官方药典
《新修本草》为蓝本，选取陈藏器
的《本草拾遗》和韩保升的《蜀本
草》相互参证，订正错讹，补充遗
漏，刊正别名，增益品目，经过 1
年的努力，修成《开宝新详定本
草》，共计 20 卷。该书由马志作
注，知制诰扈蒙、翰林学士卢多
逊等人详加刊定，宋太祖作序。
开宝七年，因“新定本草所释药
类，或有未允”，质量不尽如人
意，宋太祖再次下诏，命刘翰、马

志等人对此书重新校订，对原书
“颇有增损”，最后由翰林学士李
昉，知制诰王佑、扈蒙等重加校
勘，李昉为之作序。这个修订本
更名为《开宝重定本草》（后人将
此书与前书合称为《开宝本草》，
或单称此书为《开宝本草》），共
计21卷。至此，北宋初年的第一
部官修药典完成，并广颁天下。
由于印刷术的推广，本书改为雕
版印刷，是世界上第一部雕版印
刷的古代药典。

刘翰的修订团队，专业知识
扎实，学风严谨求实，开创了北
宋历朝校订药典之先河。《开宝
本草》是宋代第一部官修药典，
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
药典，在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具
有重要地位。《开宝本草》作为官
方本草药典被使用了80多年，直
到宋仁宗嘉祐年间在《开宝本
草》的基础上修成《嘉祐本草》。
后世对此书评价极高，如明代李
时珍之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
目〉疏》中对《开宝本草》评价说

“人皆指为全书，医则目为奥
典”。《开宝本草》现已散佚，其佚
文见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
等书中。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
生委）

大宋第一部官修药典——《开宝本草》
所载药物准确丰富 体例更加严谨

□黄新生

我国的古代院校式中医教育起始于南北朝。公
元443年，南朝太医令秦承祖上奏皇帝，获准创建官
办医学教育机构，以教授学生，并规定了教学内容和
考核制度，由医学博士、助教任教，学生年终考试由
太医局出题，学生笔答，根据分数高低，评定学习成
绩优劣。

到了唐代，院校式医学教育得到进一步加强，出
现了医学最高学府太医署。太医署设医博士、针博
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等专职师资，开设医科、针
科、按摩、咒禁4个专业。医科又包括内、外、儿、耳目
口齿、角法五科。学生先学医经、方书等基础理论课
程，须对《神农本草经》《明堂》《脉诀》《素问》《黄帝针
经》《针灸甲乙经》《脉经》精熟，然后分别学习各科；
修业年限内科为7年，外科为5年，儿科及耳目口齿
科为4年，角法科为3年。每月、每季、每年都进行考
试。毕业时对习业精良、卓有成效者，选拔任用；成
绩欠佳者，可再补考。后来，学校教育逐步由京师扩
展到了地方。

宋代十分重视中医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先由“太
医局”专门分管医学教育，公元1102年改由“国正监”
管辖，将医学教育列入正式教育系统。医学教育分9
种专业：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儿科）、眼科、
疮肿兼折伤、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金簇兼书
噤。学生分科却允许学习一个或两个以上专业。课
程设置大致与唐代相同，并增学《诸病源候论》《太平
圣惠方》《千金翼方》等书。考试按《太医局考虑程
文》分为6项：墨义、脉义、大义、论方、假令、运气。考
试以六通为合格，还要求学生定期临床实践，诊疗疾
病，最后以临床疗效与成绩相结合评定技术良劣。

元代医学将医科扩展为13科，课程同唐宋，增加
分科学《圣济总录》，必读《诀脉》等。医官考试规定
三年一次，中选者省试，再中选者可以充任太医。若
不精通本科经书，则不准行医。

明代变分 13 科，太医院选取医家子弟择师教
之，规定自御医以下医生各专一科。必须将《素问》

《难经》《神农本草经》《脉经》《脉诀》等熟读详解，中
者送史部选用，不中者发回原籍为民。

清代设教习厅，分内教习与外教习，内教习教授
皇宫内的太监习医，外教习则对进院习医者及医官
子弟教授医学。同治六年，复设医学馆，医学合并5科，即内、外、
儿、眼、口齿咽喉科，按春秋两季考试，分最优等、优等、中等、下
等、最下等5等。考取中等以上者，分发文凭，准其行医，下等者则
不准行医。

（倪世俊）
中医学中的形神合一，是指

心理与生理、精神与物质、现象与
本质的对立统一。形指形体，包
括肌肉、筋骨、脏腑、血脉等，这些
组织器官是物质基础。神指情
志、意识、思维等心理活动现象，
以及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是功
能和作用。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是密
不可分的一个整体。神生于形，
依附于形而存在；形是神的物质
基础，神为形的主宰。

形神共养就是说不仅要注
意形体的保养，还要注意精神的
调摄，使形体健壮，精神充足，形
神相辅相成，从而使身体和精神
都得到均衡统一的发展。中医
的养生方法很多，但从其本质上
来看，不外乎“养神”与“养形”两
部分，就是“守神全形”和“保形
全神”。

在形、神之间的关系中，神
起着主导作用，神明则形安。因
此，中医的养生观以调神为第一
要务，养生必须充分重视神的调
养。调神养生的内容很丰富，可
以从多方面入手。例如清静养
神是使情志保持淡泊宁静状态，
减少对名利和物质的欲望，调情
畅志，协调七情活动，使之平和
不过极。四气调神是顺应一年
四季阴阳之变化，调养精神，使
精神活动和五脏四时阴阳关系
相协调。气功养神是通过对身、
心、息的调节，对精神、脏腑进行
锻炼。节欲养神就是说纵欲过
度会伤精耗神，节欲可以保精全
神。修性怡神是指通过多种有
意义的活动，如通过绘画、练书

法、听音乐等，培养自己的兴趣
爱好，让精神有所寄托，并能陶
冶情操，从而起到移情养性强身
的作用。总而言之，守神而全形
就是要通过调神，以增强心理健
康和形体健康，达到调神和强身
的目的。

形体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基
础，只有有了形体，才可能有生
命，有生命才能产生精神活动以
及生理功能，故保养形体是极其
重要的。张景岳说：“形伤则神
气为之消。”这里着重强调神依
附形而存在，形盛则神盛，形衰
则神衰，若形体衰亡，生命也就
终了。人的形体要不断从自然
界中获取维持生存的物质，进行
新陈代谢，以维持人体生命活
动。保形的重点是保养精血。

《景岳全书》说：“精血即形也，形
即精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指出：“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
不足者，补之以味。”若阳气虚
损，就要温补阳气，阴气不足，就
要滋养精血。药养、食养也是保
养形体的方式。由于人体本身
就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所以保
养身体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生
活要有规律、饮食要有节、劳逸
要适度、要避免外邪侵袭、坚持
体育锻炼等，才能增强体质。养
神和养形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养神和养形同样重要。“守神全
形”与“保形全神”，都是形神合
一、对立统一规律在养生学中的
运用，都是为了达到“形与神俱，
颐养天年”的目的。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诸城市
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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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南朝吴郡人顾欢，字
玄平，为齐代著名的儒医，因喜
好道学，隐居于会稽山阴白石
村。一日，村中某富人请顾欢上
门诊病，顾欢询问其仆童：“你家
主人是怎样得病的？”仆童说：

“我家主人前些日子和年迈的母
亲怄气，不料中了邪风，得了胸
口闷痛之症。”顾欢隐居村中已
有多年，素闻该富人恃强凌弱，
狎妓酗酒，尤其不敬父母，是有
名的不孝逆子，就对仆童说：“你
主人家中可有藏书？”仆童说：

“唯有《孝经》。”顾欢说：“你家主
人的病，无须用药，仅将《孝经》

放在枕边，让你家主人沐浴斋
戒，恭敬拜读，每日3次。每日3
次读书的时间必须相同，绝不可
马虎，大约一个月之后自愈。”

仆童回去向主人学说一
遍。主人早就听说顾欢医道精
深，乃当代扁鹊、华佗，就不敢怠
慢，每日3次熏香沐浴，拜读《孝
经》。一个多月之后，此人不但
胸膈舒畅，病症自愈，而且开始
孝敬母亲，不再为非作歹。一
次，他去拜谢顾欢，问其原因。
顾欢笑道：“善禳恶，正胜邪，所
以《孝经》也可治病。”

（安济生）

大家初次听说“踏雪斋”与
“扫叶庄”这两个书斋名，多半是
源自一个关于叶天士与薛生白
两位名医互不服气的故事。

这件事最初被提及应该是
《冷庐医话》。此书中记载：“有
更夫某者，身面浮肿，遍体作黄
白色，诣局求治。薛生白先至，
诊其脉，挥之去，曰：水肿已剧，
不治。病者出，而叶天士至，从
肩舆中遥视之，曰：尔非更夫
耶？此驱蚊带受毒所致，二剂可
已。遂处方与之。薛为之失色，
因有扫叶庄、踏雪斋之举。二人
以盛名相轧，盖由于此。其说得
之吴中医者顾某，顾得之其师，

其师盖目击云。”这里写了两个
人不睦的缘由，而且记录了明确
的“消息来源”。稍晚于《冷庐医
话》的《虞初广志》也记载了此
事：“时医士叶天士，声名籍甚。
薛一出，即能与之抗，叶因于所
居筑室三间，颜之曰‘扫雪轩’。
薛亦于南园起宅，号‘扫叶山
庄’。”斋名略有出入，但内容是
一致的，即叶、薛两位名医同行
相轻，互相蔑视对方，用对方的
姓名给自己书斋命名。

这个故事既设计了人物矛
盾，又注意起承转合，有理有据，
有情绪有细节，所以大家都愿意
相信，流传甚广。但笔者却怀疑

它的真实性。
原因有二：一是薛小叶十几岁

（叶天士：1666~1745年；薛生白：
1681~1770年），薛生白断不至于
如此无礼地对待长辈。薛生白是
个诗人，诗论诗话写得不输于医论
医话。在山明水秀的苏州生长的
大文人大才子，不该是如此彪悍跋
扈的人；二是如果是故意针对叶姓
者，就不怕犯了自己老师“横山先
生”叶燮的讳吗？显然这个“扫叶”
并不为把姓叶的人扫开。

如果这个故事不真实，那么
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苏州府志》中记载：“雪生
平与叶桂不相能，自名其所居

曰扫叶庄以寓意，然每见叶处
方而善。”这里明确把“扫叶庄”
解释成因为“与叶桂不相能”，然
未提及“踏雪斋”。究其原因，大
概是因为“扫叶庄”是真实存在
的——薛生白著有《扫叶庄集》

《扫叶庄医案》等书。但叶天士
的书斋叫什么名字，则没有相
关记载。笔者查到所有关于

“踏雪斋”的资料都来源于踏雪
扫叶这个故事。

而最早出现“踏雪斋”的记
载 正 是 上 文 提 到 的《冷 庐 医
话》。此书的作者陆以湉出生于
1802 年，此书写成于 1858 年，而
叶天士去世于 1745 年。这即是

说作者本人并非叶天士同时代
人，书成时与当事人生活时间相
隔百余年。

而另外一本提及此事的《虞
初广志》，虽名“虞初”，名气却远
不及《虞初志》。关于《虞初广
志》的编者姜泣群的研究资料极
少，不少研究都以“姜泣群，生平
不详”而一笔带过。其实“姜泣
群”这个名字只是编者在较短时
期内（1914～1915年）的别名，其
真正的名字是姜侠魂。

笔者认为，叶、薛二人针锋
相对的故事，可能是杜撰出来
的。

（王闻婧）

叶薛不睦或是杜撰

《孝经》巧治病

所记载的药物更加准确和丰富

与前代本草类书籍相比，《开宝本草》具有两大特点。

《开宝本草》首次采用黑白字来代替朱墨分书。之前的
本草著作关于《神农本草经》的内容用朱笔抄写、《名医别录》
的内容用墨笔抄写，年久多易混淆。《开宝本草》改《神农本草
经》为白字（阴文），其他为黑字（阳文），清晰醒目。《开宝本
草》用不同简称标明文字出处：如以“唐附”表示《新修本草》
新增药，以“今附”表示《开宝本草》新增药，以“陶隐居”为《本
草经集注》注文，以“唐本注”为《新修本草》注文。“今按”为

《开宝本草》编纂者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注文，“今注”为《开
宝本草》编纂者根据当时药物知识作的注文。这一体例规
定，为保存古本草文献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严谨求实之风足
堪称道，并为以后的宋代其他官修本草著作所继承。

《开宝本草》的体例更加严谨

《开宝本草》所载药物达 984 种，其中旧药 850 种，新增
134种，多为当时名医常用的有效药物。在新增的134种药
物中，近百种是从前代诸本草著作中筛选而来的，如蛤蚧出
自《雷公炮灸论》，仙茅出自《海药本草》。许多新药皆首见于
本书，如乌药、南烛、赤箭（天麻）、延胡素、没药、五灵脂、使君
子、白豆蔻、山豆根等。同时，《开宝本草》对时过300余年的

《新修本草》在编纂和传抄中出现的谬误进行了修订。大学
者李公式在该书序中说“去非取是，特立新条。自余刊正，不
可悉数”。这并非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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