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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圣地——医圣祠
□张玉红

作为一名中医人，我的诊室悬挂有一
幅医圣张仲景的画像和他的名言“上以疗
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
全，以养其生”。

从1998年进入医疗行业，中间有几年
的时间转行，几经辗转，我又重新回归医
疗队伍，并在 2015 年考取了执业中药师
证，2018 年考取执业助理中医师证。作
为一名医者，即便医术尚浅，但始终在追
求精益求精，始终在践行医圣的谆谆教
诲。多年来一直有个心愿：到我心中的圣
地——医圣祠，拜谒医圣张仲景。

5月22日一大早，我和朋友一起驱车
前往，4个小时的车程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一路飞奔，一路欢歌，对心中的圣地充满
了无限的期待。上午10时终于到达南阳
医圣祠。

医圣祠坐北朝南，是一组具有汉代艺
术风格的建筑群，大门一对汉风子母阙耸
立门前，气势宏伟，巍峨壮观。我快步拾
级而上九重台阶。大门正上方镶嵌着郭
沫若题写的“医圣祠”，笔法苍劲，雄浑有
力。朋友叫停我欢快地脚步：“别忘了在
大门前留个影！”我站在大门前，单肩挎
包，拼命地挥动右臂，荡漾着我激动的小
心脏，“我终于靠近医圣了”！

步入大门，迎面是巨幅大理石照壁，
长宽各3.5米，是当代碑林之最。上面刻

的是张仲景传。生动地描述了张仲景光
辉的一生和他对中医药事业做出的伟大
贡献。“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也”。仅这一
句话，我和张仲景同籍同姓，已觉得荣幸
万分，现在与医圣又是同行，岂不更加欣
喜若狂！

东汉末年，河南疾病流行，广大民众
的悲惨遭遇，激发了张仲景立志学医的决
心，用济世活人的医术解救人民的疾
苦。他勤求古训，集前人之大成，博采众
方，以惊人的毅力，呕心沥血，写出著作

《伤寒杂病论》16 卷，创造性地提出了辨
证论治的法则，是一部理、法、方、药皆备
的经典著作；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
想体系，它不仅为国内历代医学家尊崇，
而且被日本、朝鲜、欧美诸国医学家效
法，被誉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
圣书”。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第一部临床医
学专著，并开创了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先
河，这一著作对世界医学的发展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伤寒杂病论》的问世，
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树立了里程碑，
并且是《中医方剂学》《中医护理学》等
多种学科发展的基础。被后人追称为
医经，方剂被称为经方，张仲景也被奉
为医圣。

进入前祠，只见庭院中间矗立着一尊

高大的医圣塑像，睿智刚毅，坚韧恬淡，凝
眉深思，忧国忧民之情溢于眉宇之间，令
人肃然起敬。庭院的绿树丛荫中还耸立
着岐伯、扁鹊、华佗、王叔和、李时珍等的
塑像，他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仿佛在讲
述千古医海的故事。我紧紧依偎在医圣
的塑像下，静静聆听着医圣“济世活人”的
心声，仿佛在他身上汲取到了无限的能
量。

前祠还有一处著名景观“百寿亭”，这
里从书圣王羲之到郑板桥，集历代书法家

“寿”字石刻于一壁。最值得一看的是吴
昌硕写的“寿”字，此字又“长”又“瘦”，号
曰“长寿”。治疗疾病就是为了延年益寿，
中医事业为人类做出了伟大贡献，“百寿
亭”之“寿”就是祝世人健康长寿。参观的
人都在此石刻前驻足留念以带走“长寿”
的因子。

山门后即为张仲景的陵墓，墓亭的正
上方悬挂着“万世医宗”四个大字，陵墓前
石碑上刻有“东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先
生之墓”。墓碑前摆满了前来祭拜的人送
上的鲜花，饱含着无限的敬仰和思念。绕
过墓碑便是医圣的墓冢，为正方形大理石
墓基，墓呈俯斗形，汉砖砌成，四角镶嵌羊
头，因“羊”和“祥”在古代为通假字，所以
寓意为吉祥。墓顶一莲花台坐，象征着张
仲景高尚的品德。我正疑惑墓上的砖缝

为何如此清洁，正好一名讲解员在为旁边
参观的学生讲解，“每月初一、十五是祭祀
活动日，每年的正月十八是张仲景的诞
辰，因传说墓上的土能治病，络绎不绝参
拜的人都拿着小刷子把砖缝之间的土扫
回家当药服用了”。

绕过墓亭，穿过过殿，一个古老的四
合院建筑便展现在眼前，这里就是拜殿，
有正殿 3 间，中塑张仲景像，左手边是晋
唐名医王叔和，因整理医圣的《伤寒杂病
论》而功高居上；因为医药不分家，所以
右手边是药王孙思邈。在这庄严肃穆的
氛围里，面对先贤，我和朋友怀着无比虔
诚仰慕的心情拜了又拜，敬仰医圣高尚
的医德，美好的心灵和行为，以及高超的
医术。

医圣祠里还有一处值得驻足的“小柴
胡纪念馆”。2003年抗击“非典”时，《伤寒
杂病论》里的小柴胡汤功不可没。

在医圣祠，我们参观了 3 个小时，不
但有惊喜、有感叹、有崇拜、有敬仰，更有
无限的思考和触动。张仲景既是伟大的
医学家，又是被民族文化塑造的医药之
神、健康之神。张仲景作为中华文明的创
造者之一，具有深刻的唯一性，所以他将
在百姓心目中永不泯灭，是让整个民族为
之骄傲自豪的人。

（作者供职于沁阳市薛氏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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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
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
不妄作劳，故以形与神俱，而尽终其
天年，度百岁乃去……”从这里我们
可以看出好的心态是关键。上古的
圣人经常教导百姓：要不贪不求，
在思想上安闲清净，无忧无惧，体
内真气和顺，精神内守，又时常教
导人们一些躲避四季病邪入侵的
常理。

也许，会有人质疑我们的看法，
说人体有那么弱吗，非得养生。其
实，你的身体可能已经悄然出现了一
些变化，但你自身常年处于这种状态
而不自知。就像我的一个患者，吃的
是温脾阳的药，却还在大冷的天气里
吃水果，并且还老抱怨自己为啥老是
腹泻，告诫他不要吃水果，却回答说
他买的水果还没吃完，等吃完再说
吧！阳气易损而难扶，生活中的诸多
因素都会对人体的阳气或多或少有
一定的损伤。

当今社会，城市化高速发展，随
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均占
地面积缩小。自古以来“家”的思想
使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
住房，由之产生的努力向上奋斗的精
神是可嘉的，然而，有人的地方就会
有竞争，“三线城市羡慕二线城市，二
线城市羡慕一线城市……”的现象似
乎已成为一种常态，每个工作者不得不经受着“工作的
压力，家庭的矛盾，自我的否定”，致使整个人不得不
使熬夜成为一种常态，手机不离身，一秒不见手机似
乎就像丢了魂与世隔绝一样，很少有自己独处的时
间，长期处于一种心神涣散、阳气浮越于外的状态，就
像现在很多的亚健康、抑郁症不都与阳气亏虚有一定
的关系吗？

不仅仅是大人，就连孩子也难逃这样的命运，高科
技的发展，多媒体的兴起，手机已是人们的常见之品。
手机最初是为了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促使通讯的方
便。然而，现在似乎变了味儿，很多事情都可以由手机
代替，手机带来的便利无可厚非，但是不恰当的使用带
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现在很多的小孩子已不像过去
那样在田间呼吸新鲜空气，接触大自然，而是各自在家，
拿着手机或平板电脑，各种信息产品数不胜数，每天沉
浸在科幻生活中，小小年纪鼻梁上已架起冰冷的镜片。

“心动则神摇”，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在吸引着孩子们的
眼球，致使心神浮动，阳气浮越于外。其实简朴的生活，
高贵的灵魂才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收回自己的心神，保
护好自己才是正道。

当今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
质的飞跃，空调的出现使人们不再经受夏日闷热的天
气，但过度的使用使“夏月伤寒”的人不在少数，这种人
造的冷空气正在一步一步耗伤着人体的阳气。冰箱的
发明使人们对雪糕类的甜品趋之若鹜，但是贪凉饮冷在
享受味蕾的快感的同时，可曾想过脾胃正在超负荷工
作，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在耗伤脾胃之阳，脾胃乃后天之
本，运化水谷精微以营养周身，可以想象如若没了这些
阳气资本，人体如何健康成长。

不是说我们总是强调重视阳气，而是现代社会诸多
指标都在反映人体阳气的耗伤，诸如寒邪作祟（空调），
嗜食生冷，工作烦劳，房事太过，作息无常，恣用苦寒
药物等，阳气易损难扶，医者所要做的就是扶助人体
的阳气，顺应人体的本能来驱邪外出。其实医生只是
帮助者、协助者，真正强大的还是人体自身，人体阳气
充足，自有能力抵御外邪。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难
能可贵的就是能够独处，通过静观找到自己灵魂的属
性，做真正的自己。在中医的世界里能够找到原始的
真善美。

用赵坤老师的话说，中医是一门顺应自然的学问，
她无法用科学来解释，她就像一个神秘的殿堂，引领我
们穿越历史的隧道，引起我们无尽的遐想。我们不禁会
问，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们不禁感叹，个体生命的
轨迹，受制于自我的觉醒和人生的局限，但诸行无常，诸
漏皆苦，诸法无我。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8级规培
医师）

背部是人体的一个重要部位，中医
的许多治疗方法如按摩、拔罐、刮痧、捏
脊、督脉灸等都是在背部进行的。

背为阳，腹为阴，人体背部分布的基
本上是人体的阳经，脊柱是主一身阳气
的督脉所在。督脉与六阳经有联系，称
为“阳经之海”，统摄一身之阳，全身阳气
的运行都与脊柱有关。督脉处于脊柱中
央，两旁是足太阳膀胱经，人体五脏六腑
相关的穴位（如心、肝、脾、肺、肾的腧穴）
都在背部，经常激发疏通背部区，有利于
气息运行、血脉流畅，可舒经活血、振奋
阳气、强心益肾，进而滋养全身器官，增
强人体生命活力。

背部有许多祛病保健的重要穴位。
如大椎穴，在大椎穴处艾灸和拔罐可治

疗风寒、风热、阳虚等感冒症状，还能振
奋一身之阳气，防止寒邪入侵。大椎穴
还有很好的止咳平喘作用，缓解脑供
血不足。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的人，经
常按摩大椎穴能有效缓解颈部肌肉酸
痛带来的颈部肌肉强直、僵硬等不适
症状。

在背部主要的腧穴拔罐、刮痧，能起
到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的功效。小
儿捏脊具有促进气血运行、经络通畅、神
气安定、脏腑调和的作用。在临床上，常
用于治疗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泻、失
眠及小儿疳积、感冒、发热等症状；也可
用于遗尿、泄泻及脾胃虚弱的患儿的调
理。

督脉灸是在督脉脊柱段上施以隔药

灸来治疗疾病的特色疗法，其治疗作用
充分发挥了经络、腧穴、艾灸、药物等多
种因素的综合优势，既可温肾壮骨、补精
益髓以治本，又可祛寒除湿、豁痰破瘀、
温经通络、行气活血以治标。

暖背：背部养生，首重保暖。背的寒
暖与脏腑的功能息息相关，平时穿衣服
要注意保暖，随时加减。

晒背：避风晒背，能暖背通阳，增强
体质。

捶背：捶背可以舒经活血、振奋阳
气、强心益肾、增强活力。自我捶打时，
应握空心拳，快慢适中地捶打背部，用力
要均匀。

搓背：搓背有防治感冒、腰背酸痛、
胸闷、腹胀的功效，能提升阳气，有利于

人体气机顺畅、阴阳条达。搓背可在洗
澡时进行，注意用力不宜过猛，以免搓伤
皮肤。

撞背：撞背可提升阳气、调节内脏，
使全身气血通畅，改善身体虚弱的情
况。撞背要注意用力适度。

艾灸：借艾火的热力和药力给背部
以温热性刺激，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来
调节脏腑的阴阳平衡。

适当的背部养护，可以促进血液循
环，起到疏通经络的功效，同时具有调理
气血的作用，能够改善身体虚弱的情
况。做好背部的养生保健，刺激背部经
络调气血升阳气，远离身体疾病。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戴秀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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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缅怀医圣张仲景的丰功伟绩，
交流学经方用经方的经验，中国民间中
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特色医疗分会、中
国医疗卫生人才信息网、北京聚医杰医
药科学研究院、北京聚英杰国际文化中
心将联合主办本次会议。定于2021年8
月14日~15日（8月13日报到）在张仲
景故里河南省南阳市召开。特邀请热心
于经方学习运用和仲景学说研究的各级
中医药专家、特色医疗名医、乡村中医、
民间中医等参会学习交流。

一、会议主要内容
1.专家讲座：特邀国医大师唐祖宣

和国医名师江淑安教授及经方运用专家
陈永寿、沈峰、苏振州、李久安、章新成等
进行经方解读及运用经验介绍。

2.学术交流：参会代表交流运用中
医特色医疗防治各种常见病疑难病和学
习经方运用经方的经验。

3.评选优秀论文和优秀中医人才。
4.参观医圣祠和张仲景纪念馆，缅

怀张仲景的丰功伟绩。

二、会议征文
本次会议重点征集：
1.学习研究运用张仲景《伤寒论》

《金匮要略》的经验体会，或运用经方的
经验介绍论文。

2.中医药特色疗法治疗各种常见
病、多发病、疑难病等方面的经验介
绍论文，每文 2000 字左右，须打印，附
200 字以内作者简介，在8月1日前发电
子信箱 13366005273@163.com，或发微
信b356565（中医之家）。

三、会议时间及费用
8月13日全天为会议报到时间，8月

14日~15日为会议学习交流时间；8月16
日~17日为参观时间，8月18日返程。每
位参会代表需要交报名费 300 元，会务
费、资料费及培训费 1500 元，会期食宿
及参观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本报读者
凭报纸报名，可减免500元。

“当好中医人，应到南阳行”。本次
会议限60人参加，欢迎尽早联系报名！

第第4747次全国特色医疗名医学术交流暨中医经方论坛的通知次全国特色医疗名医学术交流暨中医经方论坛的通知

请在8月1日之前将参会报名费300元、交流论文（无论文者也可以报名）、个人技术简介、本人2寸（3.5厘米×5.3厘米）登记照片4张，用快递寄至北京市
海淀区万寿路100036-98信箱南阳会议会务组 郭迅收，邮编100036。信封上注明“南阳会议”报名，或请加微信b356565（中医之家）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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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

相传在南宋淳祐元年，江淮大旱，蝗
灾严重，京城粮食骤然紧张。家住龙窖山
下深谷垅的县衙里的押司吴里胥，突然接
到了送粮进京的公文，这位押司虽然功夫
了得，但是年事已高，不堪长途跋涉，于是
便喊回了正在药姑山里跟药仙姑学艺的
两个儿子代父出征。

话说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一个叫元
四，另一个叫元七，他们兄弟俩押着粮船，
出隽水，过陆水，入长江，穿运河，风餐露
宿，数日后便来到了京城，去了仓廪交割
后。因为需要等候户部收讫文照尚需时
日，他们兄弟俩便在京城里闲逛起来。路
遇一官府文告，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张皇
榜，说的是杨太后欠安，御医束手，向京畿
地方征求民医。

回到客栈，兄弟俩便准备到皇宫探个
究竟。二更时分，元四身穿夜行衣，隐身
进了皇宫，一路寻到杨太后的寝宫，只见
杨太后半躺在床上，与皇帝谈话。细听他

们的谈话内容，元四知道了杨太后的一段
秘密，原来这个杨太后出身于宫廷乐坊，
吃尽了任人欺凌的苦头。宁宗时因为乐
坊解散，独她因面目姣好留在了吴太后的
身边做近侍宫女。后来被宁宗选中做了妃
子，她凭着在乐坊时学戏的本事，左迷右
缠，让宁宗封她为贵妃，继而立为皇后。遗
憾的是，她一直未能怀上龙胎。宁宗驾崩
之时，她认了一位宗室的儿子为皇子，并在
柩前即位，他就是当时的理宗皇帝。

理宗皇帝得位于杨太后，当然也就尽
力侍奉杨太后。元四知道这些情况后，对
杨太后的病因有了八分的了解。回到客

栈，点燃了三支通神香，默默祷告师傅。一
会儿，缭绕的烟雾中现出药仙姑。药仙姑
告诉元四：“药在你船上，可以药到病除，治
好了杨太后，不得贪慕虚荣，不得贪图富
贵，立马返乡，父老乡亲还等着你去为他们
祛病除痛呢。”说完药仙姑就不见了。

第二天，元四和元七揭了皇榜，带着
连夜用马荚刺蔸碾粉制作的药丸随监榜
官进了宫。马荚刺蔸的药名叫金刚藤，就
产在药姑山中，医书上说它可以用来治疗
妇女病、关节疼痛等。进入杨太后的寝宫
后，元四便开始诊脉。元四发现杨太后的
脉象细弦，就判断杨太后的腹部有症瘕。

元四诊毕，就将金刚藤药丸奉上。
因为该药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

功效。杨太后服过3丸，便感下腹疼痛如
同摘去一般，精神起来，可以正常饮食，行
动无碍。

理宗皇帝闻讯，龙心大悦，赶紧内廷
召见他们兄弟俩，并且希望他们留京做
官。但是元四、元七因记挂家中父亲而婉
然拒绝，理宗皇帝见他们有孝心，也毫不
怪罪，就对他们说：“我允许你们回乡侍
父，还要让你们衣锦还乡。”当即传旨写
诏：封吴元四知府衔，记名大名府，钦赐仪
仗牌坊。自此，吴元四的故居地改名牌楼
冲。吴元四也成了一方名医。

金刚藤又名菝葜，性平，味甘、微苦、
涩，归肝经、肾经，具有利湿去浊、祛风除
痹、解毒散瘀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小便
淋浊、带下量多、风湿痹痛、疔疮痈肿等。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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