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版：学学学学术术术术与与与与临临临临床床床床 上一版�  �下一版  

 版面版面版面版面导导导导航航航航

第第第第1版版版版 
今日要闻 

第第第第2版版版版 
综合新闻 

第第第第3版版版版 
视点 

 
标题导标题导标题导标题导航航航航

 扁鹊事迹应求真

 李东垣与脾胃内伤学说

 重视医嘱

 “格物致知”识中药

本报首页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2009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27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上一期  下一期  

下一篇 �  放大  缩小  默认

  4月9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刘澄中先生的文章《歧伯——“黄帝时期的扁鹊”占

脉行医》，读后得到很多启示，并对作者力倡新说，试图统一人们关于扁鹊、岐伯、古脉

经、占脉行医、医经七家的不同说法，构建一个理想的先秦医学史，表示理解和尊重。但

是，只有拂去扁鹊身上的历史尘埃，才能保持先秦医学史的客观真实，而不能把史实文化，

虚化为传说的文化。为此，笔者仅就扁鹊的历史真实性，提出不同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扁扁扁扁鹊鹊鹊鹊事事事事迹迹迹迹应应应应求求求求真真真真

□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扁鹊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司马迁经过考证在《史记》之中写下了《扁鹊传》，为后人研究
他的事迹提供了线索。然而，汉代之后人们推崇《黄帝内经》，被司马迁称为“宗师”的扁鹊，却逐
渐被人们“边缘化”，甚至有被历史淡忘的可能。 

  扁鹊不是一个传说人物 

  刘先生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大古有歧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今其
技术暗昧。”且其书目中收录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以及1958年在东汉画像石在山东省微
山县两城山出土的“鸟医神物”汉画像石，认定“这个鸟医神物就是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注解中
提到的‘轩辕时期扁鹊’。秦越人从事经脉医学，因为与轩辕时期的扁鹊相类，所以‘仍号之为扁
鹊’”。那么，黄帝时期真有一个传说的扁鹊吗？ 

  最早提到扁鹊这位医学家的战国学者韩非子、汉文帝时期《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都没有说黄
帝时期有一个扁鹊。而且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传》中，完全是把扁鹊当作一个具体人物来描述的，这
个人就叫秦越人。《汉书·古今人物表》之中，列有近2000位的先秦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扁鹊，在春秋
末期的赵简子、孔夫子时代。可见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班固都认为只有一个扁鹊，在春秋战国
之际，而不是一个传说中的神人。 

  《汉书·艺文志》收载的《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是一个汇编性的方剂书，不是三个同时代
的人合著了一本著作。《汉书·艺文志》之中，还有《黄帝三王养阳方》《汤盘庚道阴》这样的汇编
书，也不是黄帝与三王、商汤与盘庚合作一本书。 

  扁鹊是秦越人的号 

  《史记·扁鹊传》说秦越人闻名天下，周游列国，“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根
据前人的考证，“扁鹊”就是翩翩飞舞的喜鹊之意。《禽经》说“灵鹊兆喜”，因此，古人喜欢报喜
的喜鹊，讨厌乌鸦、猫头鹰。《诗经·鲁颂》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就
是祈祷吃老鼠的猫头鹰，“即使你多吃我一些桑葚也不要紧，只要你想着给我报喜讯就好了。” 

  赵人所以命名秦越人为扁鹊，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传说赵人的祖先中衍氏，长着一个尖尖
的鸟嘴，或者说是“鸟身人言”，这件事既见于《史记·赵世家》，也见于《秦本纪》，因为他们的都
是中衍氏的后代。 

  扁鹊在赵地行医，治病救人，随俗为变，被很多人视为再生父母，他的医术非常高明。因此，秦
越人被尊鸟爱鹊的赵人命名为扁鹊。此后，他的尊号传遍天下，而他的本名秦越人却很少被人知道
了。 

  扁鹊脉学内容丰富 

下一篇 �  放大  缩小  默认

国内国内国内国内统统统统一刊一刊一刊一刊号号号号：CN11-0153 邮发邮发邮发邮发代代代代号号号号：1-140(国内）D-1138(国外）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甲四号 邮编邮编邮编邮编：100192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64854537   

传传传传真真真真：64854537 mail:cntcm@263.net.cn 广广广广告告告告热线热线热线热线：64855366 
Copyright 本网站内容版权所有，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All Rights Resened

Page 1 of 1中国中医药报社数字报刊平台

2009-4-28http://www.cntcmvideo.com/zgzyyb/html/2009-04/27/content_2223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