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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抚州招仙观记"谈王安石对医德医术的推崇$

%

!陈荣$$

!徐春娟!芦琴!!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抚州 "##$$$"

关键词!抚州招仙观记!王安石!医德医风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江西抚州临

川!东乡"人#世称王荆公$临川先生#是唐宋八大家

之一% 历史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饮誉中外#王安

石甚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 !(列宁

全集)第十卷"% 他两次任命为宋神宗宰相#是北宋

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 是历

史上官职和文学史地位最高的江西籍文人% 王安石

的出名在于他的政绩和诗文成就% 鲜为人知的是#

他与中医学也有不解之缘**+

%

王安石在(答曾子固书)中提及,&诸子百家之

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

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可见王安石不仅兴趣广泛#

而且对中医学颇有研究% 像(内经)$(难经)这样的

中医典籍都很熟悉#又看过不少本草著作#他的医学

基础算是扎实的% 现在抚州市王安石纪念馆馆藏手

迹中有&营卫殊阙从容'一句#用中医术语来表达自

己身体欠佳#可知他医学造诣颇深#医学知识运用自

如%

王安石不仅对医学饶有兴趣#而且和当时名医

陈景初交往甚厚#一时传为佳话%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体恤民间疾苦#同时对社会上的医德医风也非常

关注% 宋仁宗历七年!*$#+ 年"#王安石因舅氏之

托#写了一篇散文(抚州招仙观记)% 现录抄如下,

招仙观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与其岁月#予

不知也% 祥符中常废#废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

医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赖以治#而皆忧其去% 人相与

言州#出材力#因废基筑宫而留之% 全与其从者一人

为留#而观复兴% 全识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书其

复兴之岁月% 夫宫室器械$衣裳$饮食#凡所以生之

具#须人而后具#而人不须吾以足#惟浮屠$道士为

然% 而全之为道士#人须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养

于人也#视其党可以无愧矣% 予为之书#其亦可以无

愧焉#故为之书% 庆历七年七月#复兴之岁月也%

招仙观是安仁城外的一所道观% 安仁即现之余

江县#宋端拱之年 !(,, 年"设安仁县#民国三年

!*(*# 年"因与湖南安仁县名重易名为余仁县% 当

时原此道观已废置#但因道士全自明而振兴% 全自

明振兴招仙观#并不是凭他的宗教成就#而是&道士

全自明以医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赖以治#而皆忧其

去'% 于是#当地百姓共同上书请愿到州府#并&出

材力#因废基筑宫而留之'% 可知当时全自明道士

的医术在当地很有影响% 最后#&全与其从者一人

为留#而观复兴'% 全道士凭医术带来了道观的兴

旺#&因医兴观'#也算是当时抚州一道靓丽的风景%

王安石虽说是受舅氏之托#实际上贯注了他崇

尚医德医风的观点% 他指出,&而全之为道士#人须

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养于人也#视其党可以无愧

矣-'对全道士行医的业绩大书特书#认为全和他的

追随者享有盛誉#当之无愧% 同时#王安石也为家乡

的德艺双馨的医生感到自豪,&予为之书#其亦可以

无愧焉% 故为之书%'

中医学与道教的关系源远流长% 历史上道教哲

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很大#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医易

相通'$&医道相通'生生不息% 除了哲学的影响#道

家又身体力行#对中医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

道教的养生治病方法已融入中医摄生$治疗的内容%

如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实际是一部综合内$

外$丹与房中术关于长寿的著作% (道藏)为道教经

.-.

江西中医药 &$$( 年 *$ 月第 *$ 期总 #$ 卷第 "&& 期 !

$

$$

&$$(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现为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特聘专家$科研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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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与子午流注

%

!张兴!叶红!!山东省泰安荣军医院!泰安 &+*$$$"

关键词!子午流注!伤寒论!服药时间

中图分类号!%&&&0&!!文献标识码!)

!!子午流注是中医针灸学常用的技术#早在(灵

枢)等书略有记述#宋元间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

张依据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穴位#达到治疗的目

的% 如(四时气第十九)中,&岐伯曰,四时之气#各

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 故春取经$血脉$分

肉之间#甚者#深刺之#间者#浅刺之/夏取盛经孙络#

取分间绝皮肤/秋取经俞#邪在腑#取之舍/冬取井

荥#必深以留之%'可见这一技法流传了几千年#并

且以(黄帝内经)为其主要理论基础#张仲景作为

(黄帝内经)的优秀继承者#自然对它掌握得也很精

确% (伤寒论)中的取穴针灸#虽然没有明确的子午

流注内容#其中却包含着这一学科的意韵% 因此子

午流注对学习和理解(伤寒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十二经在四肢末端的穴位#分别为金$木$水$

火$土#子午流注称之为井$荥$俞$经$合% 取穴时以

五行生克作为运算准则#根据时辰的五行属性取舍%

因为子午流注是以针灸为主要应用目的#它只对一

天的经络气作了运算说明% 天干和地支配脏腑经

络#其中地支配脏腑如下,子时属足少阳胆经#丑时

属足厥阴肝经#寅时属手太阴肺经#卯时属手阳明大

肠经#辰时属足阳明胃经#巳时属足太阴脾经#手少

阴心经属午时#手太阳小肠经属未时#

&&&&&&&&&&&&&&&&&&&&&&&&&&&&&&&&&&&&&&&&&&&&&&

足太阳膀胱经

籍总集#全书内容宏富#除道教经书外#还包括中医

书计 *$1 种#大多为道家推崇的养性之著#其次是

(内经)$(难经)$运气$本草$医方等内容*&+

% 晋代

葛洪是著名道教学和医药学家#曾炼丹于南城麻姑

山#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等养生医药书籍%

前者是对战国以来炼丹和养生方术所作的系统总

结/后者则是民间验方及个人经验的辑录#也是世界

历史上最早的急救医学专书% 他在(抱朴子.内篇)

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 (抚州招仙观

记)主人公全自明是一位&道医兼通'的人士#是职

业道士#又是执业医师% 他悬壶济世#利用精湛的医

术以及崇高的医德#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得到百

姓的爱戴和拥护% 所以#当他要离开安仁时#老百姓

一致上书#要挽留这位人才#并集资为他建观#筑巢

引凤% 全自明有观#如鱼得水/招仙观有全#得以复

兴% 招仙观实是招贤观#以致引来医道并茂#遐迩闻

名% 但可以说全自明的医名大大超过了他的道士职

业声名%

王安石是散文大家% 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

和人生的实际问题#以议论性居多#具有极强概括力

与逻辑性#语言简练$质朴#立意非凡% (抚州招仙

观记)体裁上属于游记#且属寺观记之类% 王安石

此类散文不少#如(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已

选入中学课文% 在游记这一最具辞彩和情趣的文体

里#王安石常得极富哲理的主题切入% 王安石的游

记大多雄健精练#奇崛峻拔#纡折而不味薄% 明代文

学家$收藏家茅坤曾评论(抚州招仙观记)一文,&小

小结构#自有远山景志%' !(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

公文钞)"可见王安石这篇短文#无论从思想内容和

写作风格上后人都是比较欣赏的% (招仙观记)同

样贴近生活#寓理于记#且寓褒于理% 王安石对技艺

精湛而又医德高尚的全道士#极力推崇#认为全和他

的同类&可以无愧矣'% 全自明&因医兴观'#以仁术

济世#无愧是当时壮举/王安石弘扬正气#力挺良医#

崇医甚于重道% 这些对于我们当代中医工作者也是

颇具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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