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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医文献敬业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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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代中医文献中的敬业观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具有医德、医技和医风三个维度。
三个维度各有侧重，互为一体，共同构建了一个系统完备的中医敬业思想体系。其中，医德维度强调医乃仁术、

首重立德；医技维度推崇勤求古训、精究医术；医风维度弘扬严谨审慎、重义轻利。古代中医文献中的敬业观对

医学院校开展敬业观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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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之一，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１］。古代中医文献蕴含着浓厚的

敬业精神，具有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敬业观。可

以说，古代中医文献中的敬业观是中国传统人文精

神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子华子·北宫意问篇》认

为：“医者，理也；理者，意也。”《医门法律》也指出：

“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古人对医者的

定义，本身就是对医者敬业观的高度凝练和概括。

具体讲，古代中医文献中的敬业观具有三个维度，

即医德、医技和医风。三个维度各有侧重，互为一

体，共同构建了一个系统完备的中医敬业思想体

系。本文拟从这三个维度为基础，系统梳理和探析

古代中医文献中的敬业观。

１　在医德维度，古代中医强调医乃仁术、首重立德

中国古代医儒相通。儒家的仁爱思想深深影

响并主导了医德的思想内涵。这种影响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认为“医乃仁术”，二是强调“首重立

德”。“医乃仁术”体现的是医德的本质属性，“首

重立德”是医德的外化显现。几千年来，古代中医

正是在这种医德观的指引下，才有了“不为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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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良医”的人生理想，以及“儒医”之名［２］。

１．１　“医乃仁术”是医德的本质属性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强调医者既

要“守数据治”精通医术，又要“从容人事”恪守医

德。可以说，《内经》的这种思想奠定了中医学医

术与医德两位一体的伦理思想基础［３］。《内经·

灵枢》要求医者要“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

礼，临病人问所便”，并且要求对待患者要“举乃和

柔，无自妄尊”。这些观点不仅成为后世行医的指

导规范，也成为仁爱精神在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系统地论述

了医德的重要性。他认为苍生大医必须具有两个

条件：一是“精”，即技术的精湛；二是“诚”，即品德

的高尚［４］。“精”与“诚”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

同构筑了“大医”的完美与和谐。《大医精诚》也成

为我国最早完整论述医德的文献。孙思邈还认为：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

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意指医术高超的

医生治疗疾病，必定是集中精神，稳定情绪，看到患

者首先产生“恻隐”之心，才能树立解除患者“含灵

之苦”的决心。而这一切的基础，在于要有高尚的

医德。另外，孙思邈还告诫医者，对有钱有地位的

人，不能为了炫耀自己高超的医技，而“处以珍贵

之药，令彼难求”。他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儒家

的“忠恕之道”。可见，孙思邈的医德观彰显了医

德的本质属性。

１．２　“首重立德”是医德的外化显现
千百年来，古代医者正是秉承“医乃仁术”的

思想，在医疗实践中才留下了众多“首重立德”的

千古佳话。清代袁枚在《徐灵胎先生传》中高度赞

扬了当时的名医徐大椿所具有的高尚医德。他认

为医德与医技如同皮与毛的关系，医德之皮如果失

去的话，医技之毛也就不存在了。他指出“人但见

先生艺精伎绝，而不知其平素之事亲孝，与人忠”。

意思是徐大椿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医技，正是遵循

“事亲孝，与人忠”这种高尚医德的结果。《太平广

记·神仙传》更是诗意化地歌颂了“首重立德”的

医学社会学意义。该文记载道：董奉“日为人治

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

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自此以后，“杏

林 ”一词成为我国医学界的代称，“誉满杏林”也

成为百姓称颂医者医术高明和医德高尚并举的经

典词汇。

在倡导“首重立德”的同时，古代医者对种种

不道德、反道德的恶俗陋习给予了明确批判或告

诫。明末清初的李中梓在《不失人情论》中，列举

出便佞、阿谀、欺诈等多种行医的不良现象。认为

这不仅是医者的恶俗陋习，而且有违病情，有害医

德。他明确提出要祛除这些恶俗陋习，并告诫圣人

以不失人情为戒，欲令学者思之慎之，勿为陋习所

中耳［５］。

２　在医技维度，古代中医推崇勤求古训、精究医术

医是以术载道的职业［６］。《内经·素问》认为

医者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也就

是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内经》之后，这种思想

被后代医者传承并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勤求古

训、精究医术的敬业传统。

２．１　勤求古训是掌握高超医技的基础
勤求古训是《内经》对医技的基本要求之一。

《内经》认为医者不仅要精研医学理论，重视古人

诊疗经验，而且还要“每旦读之”，“自强于学”，也

就是要对医学经典文献系统学习。历代医学名家

都认同《内经》的这种勤求古训的观点。他们认

为，只有如此才能在临床实践中无往而不利。张仲

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提出了“才高识妙”论。

他认为，人体的生理病理玄妙隐微，幽深奥秘，变化

无穷。只有才学高超见识精妙的人，才能探究其精

髓。而这种“才高识妙”的基础正是来源于“勤求

古训”。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张仲景有感于自

己的族人“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于是就“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最终，他在前人的

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从医体会，写成了《伤寒杂病

论》这一巨著，奠定了中医伤寒病的理、法、方、药

的理论基础。

孙思邈在《大医习业》中要求：“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诸部经

方。”他还在《大医精诚》中强调：“故学者必须博极

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

自误哉。”孙思邈的这种“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

观点，正是在告诫广大医者，要想成为苍生大医，就

必须广博深入地学习医学知识，否则就会误人误

己。据《吴氏医话两则》记载，清代医学家吴楚就

是勤求古训的典型代表。他“自《灵》《素》而下，以

及于近代诸书，无不细心探讨”，而且相互考证，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成为一代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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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精究医术是掌握高超医技的关键
《古今医鉴》中的“至重惟人命，最难却是医”

这句警医箴言，点明了中国古代医者要精究医术的

根本原因。正是古代中医这种以人为本，重视生命

的医学本质观决定了医者一定要具有精究医术的

敬业观。

明代张介宾在《病家两要说》中认为，作为一

名医者，一定要精究医术，望闻问切要做到综合运

用，融会贯通。他指出：“然必也小大方圆全其才，

仁圣工巧全其用，能会精神于相与之际，烛幽隐于

玄冥之间者，斯足谓之真医，而可以当性命之任

矣。”意思是说，只有胆大、心细、行方、智圆以及才

干全面突出，望闻问切综合运用的人，才能够成为

真正的医生，才可以担当“性命之任”。清代吴尚

先在《理渝外治方要略言》中说道：“医以济世，术

贵乎精。”这句话则进一步强调了精究医术的重要

性。可见，作为一名医者，要想践行“仁术”，治病

救人，就要勤奋苦读、精益求精。

３　在医风维度，古代中医弘扬严谨审慎、重义轻利

医学是一门人学［７］。医者的诊疗行为，处处

关系到人的生命和健康，正可谓“医关性命”。这

就要求医者在行医时不仅要严谨审慎，望闻问切不

得有丝毫的差错，还要重义轻利，以自己的行动践

行“儒医”的千秋古训。

３．１　行医问诊贵在严谨审慎
作为中医之祖，《内经》特别强调严谨审慎的

医风，提出了神无营于众物者，静志观病人，无左右

视［８１０］的观点。就是要求医者在行医诊治时，一定

要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内经》所倡导的医风，为

后来人如何行医问诊指明了风向标。晋代医家王

叔和在《脉经·序》中认为：“医药为用，性命所系

……，一毫有疑，则考校以验。”在这里，王叔和强

调了医者的重要职责，明确了诊疗时要百分之百确

诊，不得有丝毫疑虑，否则应该反复验证。孙思邈

在《大医精诚》中也强调了严谨审慎的重要性。他

告诫医者：“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

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意思是作为医者，在

诊察疾病时，一定要专心致志，不得有一丝一毫的

差错。

历代医者均反对行医草率之人。张仲景在

《伤寒杂病论·序》批评了草率行医的行为。他

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

家技，始终顺旧……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意

思是如果草率诊治，想要辨识不治之症或判别出可

治之症就非常困难了。这从另一方面强调了严谨

审慎行医的重要性。

３．２　医者应该成为重义轻利的践行者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历代医者都反

对把从医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他们认为医者应

该弘扬义以为上的道义原则［９］，成为重义轻利的

践行者。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医人不得恃

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可以说，这是关于从医要

“重义轻利”的最明确观点。明代李挺在《医学入

门·习医规格》中说：“治病既愈，亦医家分内事

也。纵守清素，借此洽生，亦不可过取重索。”在这

里，李挺把医家的“纵守清素”与“不可过取重索”

相对比，更加突出了“重义轻利”的思想。

明代陈实功在《外科正宗 ·医家五戒十要》中

认为：“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车役人等，凡来

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

力微赠，方为仁术。”在这里，陈实功把“重义轻利”

的行医作风归结为“仁术”，进一步诠释了“医乃仁

术”的本质内涵。

清代吴楚在《医医十病》中认为，普通人会生

病，而医者也会生病。普通人的病是躯体之病，而

医者的病是思想认识之病。他进一步说：“医之为

病，止在一心。心存济人，则诸病不起；心专利己，

则诸病丛生。”这句话强调了作为一名医者，一定

要在行医时重义轻利，否则也会像病人一样“诸病

丛生”。

《内经》曰：“法于往古，验于来今。”古代中医

文献中的敬业观，展示了中医学的独特文化内涵，

呈现出中医人文精神的深厚底蕴。因此，我们要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结合时

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

代风采［１０］。尤其是在医学生敬业观教育过程中，

我们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古代中医文献中的

敬业观。要结合新时代要求，通过开展“医乃仁

术、首重立德”的医德教育，使广大医学生认识到

医学的本质内涵。通过开展“勤求古训、精究医

术”的医技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掌握精湛医技的重

要性。通过开展“严谨审慎、重义轻利”的医风教

育，使他们在未来的医疗卫生事业中铸就“苍生大

医”的魅力风范。总之，医学院校要通过对敬业观

三个维度的系统性教育，使广大 （下转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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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却令人担忧。并且，

“医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医

疗和教育两个重大的民生问题”［１０］，若在培养质量

上出了问题，培养出一批“无灵魂的卓越者”，必将

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因此，如何帮助医学生摆脱世

俗的羁绊，培养“不朽”的信念以献身于医学事业，

留功名于后世，是摆在医学教育面前的一大难题，

攻坚克难势在必行。

教育的根本不在于使人知其所未知，而在于按

其所未行而行。作为培养医学生重镇的医学院校，

塑造医学生人文精神最有效的方法，依然是坚持

“以文化人，知行合一”。要紧跟医学教育改革的

步伐，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大医学人文课程建设

力度、强化实践教学，使学生在医疗实践中，培养敬

畏生命、同情弱者的情怀；通过对医德思想以及德

艺双馨人物的学习、反思与体悟，将其精神内化于

心，从而在未来的医疗工作中，真正外化于行。

４　结语

孔子的生命意识，是孔子对个体生命的德性、

社会性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生

命意义的追问与现实关切。他贵生而不贪生、尊生

而同情弱者、重道德生命甚于生理生命，视生命不

朽为最高道义追求。这些朴素而崇高的思想，恰为

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的塑造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医学院校，培养的是未来的医学人才。人们对

医学人才的期待，是德艺双馨的完美结合。因此，

将孔子的生命意识引入医学专业教育，使医学生走

进生命意识，培养生命意识，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夯实医学健康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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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民群众对医学教育教学以及医疗卫生事业

改革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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