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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是秦越人，又号卢医。据人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

（公元前四O七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三一O年）。他

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这是他的绰号。绰号的由来可能

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

，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

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

明的医生称为扁鹊。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

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

高明的医生。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

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

称为扁鹊。 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

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与他有关的两个医案：

一个是用脉诊的方法诊断赵子简的病，一个是用望诊的方法

诊断齐桓侯的病。 有一次，他到了晋国（今山西、河北、河

南一带），正碰到了晋国卿相赵简子由于“专国事”，用脑

过度，突然昏倒，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官名）们十分

害怕，急忙召扁鹊诊治。扁鹊按了脉，从房里出来。有人尾

随着探问病情，显得很焦急。扁鹊沉静地对他说：“病人的

脉搏照常跳动，你不必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就会康复的

。”果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就醒过来了。准确地用切脉诊

病是扁鹊的首创。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高度赞扬说：“至今

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说：扁鹊



“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 又有一次，他路过齐国都城临淄

的时候，见到了齐国的国君齐桓侯。他看齐桓侯的气色不好

，就断定他已经生病了，便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有病在

肤表，如不快治，就会加重。”桓侯听了不以为然，说：我

没病。”扁鹊见他不听劝告就走了。这时，桓侯对左右的人

说：“凡是医生都是贪图名利的。他们没有本事，就把没有

病的人当有病的来治，以显示本领，窍取功利。”过了五天

，扁鹊又来见齐桓侯，作了一番观察之后，对齐桓侯说：“

你的病到了血脉，不治会加重的。”桓侯听了很不高兴，根

本没有把扁鹊的话放在心上。再过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

，经过细致的观察，严肃地对他说：“你的病进入肠胃之间

，再不治，就没救了！”齐桓侯听了很生气，当然也没有理

睬扁鹊的话。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桓侯，他只瞥了一眼，就

慌忙跑开了。齐桓侯发觉扁鹊不理睬自己，就派人询问。扁

鹊说：“病在肤表，用汤熨可以治好；病进入血脉，用针灸

可以治好；病到了肠胃，用酒剂也能治愈。如今齐桓侯的病

已经深入骨髓，再也没法治了，我只好躲开。”又过了五天

，齐桓侯果然病重，派人请扁鹊来治，扁鹊早已逃离齐国，

而齐桓侯因误了治病时机，不久也就死了。早在两千四百多

年前，扁鹊就能从齐桓侯的气色中，看出病之所在和病情的

发展，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汉代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赞

赏不绝地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

慨然叹其才秀也。” 扁鹊不仅善于切脉和望诊，而且善于运

用针灸、按摩、熨贴、砭石、手术和汤药等多种方法去治疗

各种病症。有一次，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路过虢国，虢

太子恰好患病，病得很厉害，人们都以为他死了。为此，全



国正举行大规模的祈祷活动，把国家大事都撂在一边。扁鹊

找到了中庶子（太子的侍从官）问道：“太子患什么病？”

中庶子答道：“太子中邪。邪气发泄不出去突然昏倒就死了

！”扁鹊进一步了解了太子发病的各种情况，就信心百倍地

对中庶子说：”你进去通报虢君，就说我能救活太子！”但

中庶子不信扁鹊能“起死回生”，不肯去通报，而且嘲讽扁

鹊说：“你既无上古名医俞跗的本事，反而说你能救活太子

，就是不懂事的婴儿也会知道你是骗人的！”扁鹊气愤地说

：“你这是从竹管里望天。老实告诉你，我秦越人不等切脉

、望色、听声、审察病人形态，就能说出病的部位。不信，

你试去看看太子，他此刻耳朵该会鸣响，鼻翼该会扇动，从

其大腿摸到阴部也该是温热的。”听到这里，中庶子不禁目

瞪口呆。因为扁鹊虽没有见过太子，但通过多次询问，对太

子的病情已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有本事，不

可小看。中庶子只得进去通报了。虢君得知消息，吃了一惊

，赶快出来接见扁鹊，说：“我久慕先生大名，只是无缘拜

见；先生路过我这小国，幸亏主动来救助，这实在是寡人的

幸运！有先生救助，我儿就能活命；没有先生救助，就只有

把他的尸体埋在山沟罢了。”说着，“流涕长潸”，哭得好

悲切。扁鹊告诉虢君，太子患的是“尸厥”（类似今天的休

克或假死）。于是，扁鹊叫弟子子阳磨制针石，在太子头顶

中央凹陷处的百会穴扎了一针。过一会儿，太子就苏醒过来

。接着叫弟子子豹在太子两胁下做药熨疗法。不久，太子就

能坐起来。再服二十天的汤药，虢太子就完全恢复了健康。

从此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而他却

实事求是地说，并非他能把死去的人救活，而是病人根本就



没有真正死去，他只不过用适当的治疗方法，把太子从垂死

中挽救过来而已。 从以上病例看出，扁鹊已经综合运用了我

国诊病的“四诊”原则望、闻、问、切。他自说：“越人之

为方，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这话

已经充分表明扁鹊在临床上运用了“四诊”的诊法。 可以说

，扁鹊奠定了祖国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难怪司马迁称赞

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

，弗能易也。” 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

，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

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

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

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

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在治学上，扁鹊不满足

于一技一法，而是根据客观实际需要，精通一科，兼通数科

，做到一专多能。比如，他到越国都城邯郸，看到当地妇女

患病较多，就在妇科病方面下功夫，当了“带下医”，治好

了许多妇女的多年疾病；他到东周都城洛阳，看见当地许多

老年人，患了视听力衰退的疾病，就着眼于五官科疾病的研

究，当了“耳目痹医”，治好了许多老人的五官病，使不少

老人从耳聋眼花中恢复了健康；他到了秦国首都咸阳，看到

当地儿童的发病率很高，就研究儿童发病原因，当了“小儿

医”，治好了许多儿童的多发病。由此可见，扁鹊不仅精通

内科，还兼通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甚至外科；他在诊断

上，不仅精通“切脉”，而且善于“望色、听声、写形”；

在治法上，不仅精通针灸，还善于用砭石、熨贴、按摩、手



术、汤药等。可谓是一位多面手的民间医生。 在上古，神权

高于一切。巫术占统治地位。到了扁鹊的战国时代，医巫已

经开始分业。扁鹊在医学研究道路上完全抛弃巫医那条死胡

同。扁鹊曾明确宣告：“信巫不信医”是“六不治”之一。

为了捍卫祖国的医药学，他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当时，秦

武王有病，召请名闻天下的扁鹊来治。一天，太医令李醯和

一班文武大臣赶忙出来劝阻，说什么大王的病处于耳朵之前

，眼睛之下，扁鹊未必能除。万一出了差错，将使耳不聪，

目不明。扁鹊听了气得把治病用的砭石一摔，对秦武王说：

“大王同我商量好了除病，却又允许一班蠢人从中捣乱；假

使你也这样来治理国政，那你一举就会亡国！”秦武王听了

只好让扁鹊治病。结果太医令李醯治不好的病，到了扁鹊手

里，却化险为夷。在这场技术高低的较量上，扁鹊彻底战胜

了李醯。李醯自知“不如扁鹊”，就产生忌之心，使人暗下

毒手，杀害了扁鹊。 [1] [2] [3] [4] [5] [6] [下一页]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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