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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安石赠医生陈景初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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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名医陈景初医技精湛!医德高尚!并多才多艺!和当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交往密切" 王安石%临川先生

文集&赠陈景初诗三首!歌颂了陈医师德艺双馨的事迹!并以医寓政!希望有陈景初这样的人才!脱颖而出!管理国家!造福人

民"

关键词!北宋$陈景初$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赠诗$医德医风

中图分类号!( &̀P!!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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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和

文学家#鲜为人知的是#他和中医学也有不解之

缘+",

' 王安石本身是一名中医爱好者#并且理论造

诣还颇深' 他在-答曾子固书/一文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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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经/&-素问/&本草

都是中医的经典和重要著作#只有高层次的医师才

能读通读懂' 王安石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方面#

称为北宋革新诗派中最优秀的诗人' 梁启超先生

说%(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

之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上#其绩尤伟且大#是又不可

不尸祝也')

+#,诗以载道#王安石主张%(且所谓文

者#务有补于世而已矣')

+T,所以王安石的诗文情并

茂#影响深远' 王荆公诗现存 "%T" 首#涉及内容很

广#但其中有三首是专为当代中医师陈景初的赠作#

读过之后#令人很有亲切清新之感'

医生陈景初名不见经传#其事迹史书乏载' 但

据清人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英宗治平元年

甲辰#公年四十六岁' 公在金陵守制#举家贫病' 陈

景初馈药石#公有诗谢之#见集中' 陈善医')

+',另

据南宋江西著名医家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载%

(元丰中#淮南陈景初#名医也')(元丰末#王荆公居

金陵#举家病#以诗赠景初曰3举族贫兼病病#烦君

药石功' 到家和所寄#一一问征鸿'0)

+%,此与-临川

先生文集/第二十六卷五言绝句所载-送陈景初/文

字略有不同' -文集/为%(举族贫兼病病#烦君药石

功' 长安何日到#一一问归鸿')

+Q,

!并且附题释(送

陈景初金陵持服久族贫病烦君药石之功)

+Q,显然#

此为王安石对陈景初医药帮助的发自肺腑的感谢之

作' 诗人在诗中表达了对施恩者陈医生的感激心

情#寄托了对其的深情挂念'

另一首见-临川先生文集/第三十三卷七言绝

句-送陈景初/' 题下附注(陈善医)三字' 诗云%

(惨淡淮山水墨秋#行人不饮奈离愁' 药囊直入长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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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谁识柴车载伯休')

+O,诗中王安石借用汉代韩

康!伯休$典故#比拟陈景初医德医风' -后汉书.

逸民列传/载%(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

霸陵人' 家世著姓' 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

口不二价#三十余年' 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

移' 女子怒曰%3公似韩伯休哪2 乃不二价乎20康

叹曰%3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

为20乃入霸陵山中')

+],诗人借以说明陈景初像韩

康那样#隐于市#悬壶济世#且货真价实#

是令人钦佩的好医生' 王安石一向推崇民间医

生医德医术#这在他早年散文-抚州招仙观记/也已

有记述+P,

' 招仙观是安仁城外的一所道观' 安仁

即现之余江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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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时全自明道士的医术在当地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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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安石用此专篇盛情歌颂德

艺双馨的好医生的医药春秋#是顺理成章之事'

第三首较长#共 #] 句#见于-临川先生文集/第

六卷古诗+"&,

' 诗的开头四句%(吾尝奇华佗#肠胃真

割剖' 神膏既傅之#顷刻活残朽')是记述三国神医

华佗用麻沸散外科割剖治病活人的传说故事' 接下

四句%(昔闻今则信#绝伎世尝有' 堂堂颍川士#察

脉极渊薮')是说眼见为实#当代陈景初也医术超

群#学有渊源#是华佗再现' 再接下四句%(珍丸起

病瘠#髗虫随泄呕' 挛足四五年#下针使之走')记

述陈景初用珍奇药丸治寄生虫病和针灸治多年瘫痪

病人的神奇疗效' (一言傥不合#万金莫可诱')话

锋一转#此两句转而描写陈景初为人正直耿介#不会

受金钱诱惑的人品高贵' 接下(又复能赋诗#往往

吹琼玖' 卷纸夸速成#语怪若神授)四句写陈景初

不仅医术高明#还多才多艺#具有赋诗天才#怪若神

授' 接着(名声动京洛#踪迹晦莨莠)两句写陈医生

名震京城开封和洛阳#并且在民间和百姓能打成一

片' 下四句(相逢但长啸#遇饮辄掩口' 独醒竟何

如#无乃寡俗偶')写陈景初平易近人#德高望重#又

无饮酒嗜好#大有(众人皆醉#而吾独醒)的古人风

范' 全诗最后四句%(顾非避世翁#疑是壁中叟' 安

得斯人术#付之经国手2)把陈景初喻为隐于人间#

能穿石壁的神仙' 最后发出感叹%怎么能得到陈景

初高超的技术#传授给那些变法思想的官员#用来经

国济民&管理国家呢2 在此#安石把全诗推向高潮'

(安得斯人术#付之经国手)是画龙点睛之笔#表达

了政治家兼诗人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 总之#全诗

不仅总括了陈医生的医德医技#而且褒扬了他的高

贵人品#并且上升到以医寓政高度#大声呼唤人才涌

现'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2)王安石

给陈景初医生赠诗三首#自然清新#朴实感人#别有

一番风景#可以说又一次了体现出伟人王安石的医

药情结' 王安石!"&#" "̀&]Q$ 字介甫#号半山#抚

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时期著名的的政治改

革家&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家#又是文学史上的(唐宋

散文八大家)之一' 中外闻名的(熙宁变法)还有力

地推动了北宋医药事业的发展+"",

' 其一#通过市易

法#王安石实行医药政府经营#官药制度使药学事业

得到有力促进"其二#施行三舍法和兴办医学专科学

校#使医药教育得到大力推进"其三#实行医教分离#

加强了医政管理%王安石变法对中医药事业作出了

重大贡献' 在王安石给名医陈景初的诗中#表现出

其崇尚医德#与医药界交往密切#有深厚情谊' 此赠

诗三首#系退隐后的王安石的肺腑感言#情意深切#

耐人寻味#寓意深远#启迪心扉#现代中医药工作者

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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