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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陕西对孙思邈的研究与纪念 

陕西是唐代名医孙思邈的故乡，著名的耀州药 

王山是孙思邈的纪念地。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中 

医药界围绕孙思邈的医学著作、学术思想、医德医 

风、医药开发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 

硕成果。目前，陕西的孙思邈研究方兴未艾，笔者特 

将新中国成立后陕西地区对孙思邈的研究和纪念活 

动综述如下。 

1． 学术研究 

1．1 科研课题 

1．1．1． 《千金方》整理研究 

“《千金方》古本的发掘整理研究”，是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立项的科研课题 

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流 

传至今，版本体系复杂，文字古奥多讹，各版本内容 

不一，难以据用，所以版本问题成了研究孙思邈《千 

金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世纪 90年代初，陕 

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医史研究所李景荣、苏礼、焦 

振廉、任娟莉等学者，先后承担了 2项关于《千金 

方》版本的国家级科研课题，经过 8年多时间的艰 

苦工作，《孙真人千金方》、《备急千金要方校释》、 

《千金翼方校释》共3部医著，5个版本，250万字的 

点校、注校工作宣告完成，并陆续由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式出版，从而为海内外提供了《千金方》的规范版 

本。其中《孙真人千金方》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接 

近孙氏原著旧貌的《千金方》古本，流落海外数百年 

后终于回归祖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 综 述 ． 

题是国内外首次对《千金方》方剂的全面系统的开 

发研究，其研究成果《千金方医方辞典》于 2006年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全面展示了《千金方》 

的精要医方及其实用价值、应用规律，可供 中医临 

床、科研、教学、新产品开发以及中外医药文化交流 

应用。 

1．2 学术论著和刊物 

陕西地区孙思邈研究专著的出版时间集中在 

1978年以后。据笔者统计，近 30年来正式出版的 

有关专著多达4O余种，兹就其主要代表性著作简介 

如下。 

1．2．1 《药王孙思邈》 

《药王孙思邈》为赵石麟、郑怀林、苏礼等编辑，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年 3月第 1版。该书是 

当代我国第一部大型医家传记图册，获全国首届医 

史文献优秀图书银奖。文字部分分别以“孙思邈生 

平事略”、“人命至重，有贵干金”、“医药学术，博大 

精深”、“《千金方》的版本”、“孙思邈的社会医学思 

想”、“孙思邈的踪迹”、“人民的怀念”、“深远的影 

响”等为题，全面系统地评介了孙思邈及其《千金 

方》的学术成就、历史贡献及深远影响。图片部分 

主要拍摄于孙思邈的隐居地陕西耀县药王山、孙思 

邈曾经游历过的四川峨眉山、陕西太白山、河南修武 

太行山。70余帧精美的文物、壁画、古建筑、碑刻照 

片，印证了孙思邈传承中华医学的辉煌业绩，其中孙 

思邈坐虎针龙石雕、淳熙秘阁帖孙思邈手迹，更是弥 

足珍贵的国宝。 

1·1·2· 《千金方》方药开发研究 
1．2．2 《彩色针灸经络腧穴挂图》 

“《千金方》方药开发研究”是陕西省科委立项 

的科研课题，是孙思邈研究中最切实用的方面之一。 

1998年，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医史研究所苏 

礼、焦振廉、任娟莉等学者，承担了陕西省科委下达 

的“《千金方》方药开发研究”的科研课题。此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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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是孙思邈《千金方》的重要内容，《备急千 

金要方》曾记载孙思邈在甄权针灸图的基础上创造 

性地绘制了3幅大型彩色针灸经络腧穴挂图。然原 

图早佚，仅存文字。1992年，陕西医史专家孙中年 

等，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此图的复绘工作，复绘 

图分仰、伏、侧位3人，高95．04cm，将十四经脉用不 

同颜色标明，有 349个孔穴，形态逼真，为研究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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邈学术思想、针灸史及经穴标准化提供了宝贵的史 

料。 

1．2．3 《孙思邈千金方研究》 

《孙思邈千金方研究》为雷 自申、赵石麟等主 

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年 5月第 1版。全书 

100万余字，根据孙思邈《千金方》原著的体例，参照 

原著所反映的哲学观点、学术思想以及其对医药学 

术的贡献，分为2l篇、85章，并有附录4则，客观探 

讨了孙思邈《千金方》的成就及贡献，集中展示了历 

代特别是当代孙思邈研究的工作与成果。该书作者 

在进行研究探析的过程中，不仅认真学习孙氏原著， 

参阅历代学者的有关著作，汲取近现代国内外专家 

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严密细致的调查考证，从 

而对孙思邈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千金方的成 

就及其影响，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析与介绍。书末 

附有 1924--1995年孙思邈研究论文资料题录 1 084 

篇 

1．2．4 《孙真人千金方》 

《孙真人千金方》为李景荣、苏礼、焦振廉校订，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年 10月第 1版。该书包括 

《孙真人千金方》与《真本千金方》2书。《孙真人千 

金方》系清末发现的一种《千金要方》古本，全书仅 

存 20卷。该书在编次先后、篇章段落、字句方药等 

方面，均与宋本《千金要方》有一定的区别。《真本 

千金方》系日本和气嗣成氏据唐写本抄录而成的一 

种写本，仅存，1卷，其体例文字与宋本多有不同。 

以上 2书皆未经宋人校改，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唐代 

《千金要方》的原貌。经过系统整理校勘的《孙真人 

千金方》与《真本千金方》，是研究《千金要方》和孙 

思邈学术思想的重要版本，也是研究唐代医学的珍 

贵文献，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一定的临床价值。 

1．2．5 《千金翼方校释》 

《千金翼方校释》为李景荣、苏礼、焦振廉、任娟 

莉、李培振等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年 4月第 

1版。该书是国内较早的一部以校释的形式整理研 

究孙思邈《千金翼方》的著作，对孙思邈《千金翼方》 

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校勘和注释，既最大限度地反映 

了《千金翼方》的原貌，又萃集了古今有关孙思邈 

《千金翼方》的研究成果，校勘准确，注释简明，是具 

有当代研究水平的《千金翼方》注释本。该书有 2 

种版本，除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年 4月出版的汉字 

简体横排本，还有依据新校古籍通则、适应国外读者 

及研究者需要的汉字繁体竖排本待出版。 

1．2．6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为李景荣、苏礼、焦振廉、 

任娟莉、李培振等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年5 

月第 1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以校释的形式整理研 

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著作，选本正确，文字 

规范，校勘准确，注释简明，既最大限度地反映了 

《备急千金要方》的原貌，又萃集了古今有关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的研究成果，为中医临床、教学、科 

研等多方面的需要提供了一部版本可靠、资料翔实、 

可资研究、切于实用的《备急千金要方》新的通行 

本。该书已有 2种版本出版，一种是依据新校古籍 

通则、适应国外读者及研究者需要的汉字繁体竖排 

本；一种是满足普通读者要求的汉字简体横排本。 

1．2．7 《120首千金方研究》 

《120首千金方研究》为王三虎、张仲海等主编，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年 9月第 1版。该书系 

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原有6 500 

余首方剂中，精心遴选出确有临床效验的 120首方 

剂，按现代方剂学的要求，从方名、来源、异名、组成、 

用法、功效、主治、加减、禁忌、方药分析、歌诀、方论 

选录、古今验案、实验研究、附注等项予以分类研究， 

系统整理，以期撷《千金方》之精华，阐效验方之奥 

秘，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1．2．8 《药王孙思邈故事百图》 

《药王孙思邈故事百图》为张文顺编绘，人民美 

术出版社 2000年 12月第 1版。该书是据民间流传 

的故事传说编绘而成的孙思邈纪年图册。全书精选 

有关孙思邈传说故事 100首，配有诠释故事内容的 

精美画图 100幅，具有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特点， 

是一部医学与艺术相结合、专业与科普相结合的医 

学文化画卷。 

1．2．9 《千金方医方辞典》 

《千金方医方辞典》为苏礼主编，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6年 3月第 1版。该书是以辞书形式研究孙 

思邈《千金方》方剂临床应用的专题工具书。全书 

释方 2 450余首，均依原著内容，以释典、出处、组 

成、用法、功效、主治等为序，用现代汉语重新予以编 

写。其中，方药用量一律换算为克制单位，书后附有 

汉语拼音音序检索、古今剂量换算表及古今药名对 

照表，以便读者参考。本书旨在全面、简明地展示 

《千金方》方剂的精华，深入浅出地注释《千金方》方 

剂的难点，为国内外提供翔实、可靠、开发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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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药王孙思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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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王孙思邈》为张世英著，三秦出版社 2006 

年6月第 1版。该书是一部系统介绍“药王”孙思邈 

及其《千金方》的科普读物，系统介绍了孙思邈的成 

就与贡献。在“孙思邈养生长寿秘要”部分，着重介 

绍了孙思邈所倡导的养生理念及养生方法，诸如养 

生大旨德为首、护三宝身心健康、记三戒排除五难、 

养生秘妙十大要、饮食调理有长节、动静之中求长 

寿、居处环境择佳地、H常保健十四法等。文字简 

洁，通俗易懂，插图精美，图文并茂，是 目前有关药王 

孙思邈研究科普读物中较好的一种。 

1．2．11 其他主要著作 

在专题研究孙思邈医学文献方面，如耀州孙思 

邈研究所刘学锋主编的《孙思邈养生保健研究》、药 

王山管理局张世英编著的《孙思邈养生长寿之秘》、 

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张德兴主编的《千金小儿方校 

释》、铜川市中医院徐光华主编的《千金诊法释评》 

等，均是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陕西中医学院医史 

博物馆抢救了具有中医文献研究和中医教育特色的 

《千金方医方碑》。 

苏礼、姜晓等点校注释的《千金宝要点校本》、 

《孙真人海上方注释本》是国内最早正式出版的《千 

金方》简要医方排印本。 

陕西学者的有关著作尚有吕选民主编的《药王 

孙思邈养生长寿术》、刘兆成等编著的《孙思邈医德 

纪念碑文集》、《孙思邈医德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张 

世英编著的《千古名胜药王山》、《药王山医碑录 

释》、《千金方医方集要》、《孙思邈养生长寿集要》以 

及西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选辑标点的《孙思邈保健 

著作五种》等。 

1．2．12 《孙思邈研究》与《药王孙思邈研究》 

《孙思邈研究》是“中华药王山孙思邈研究社” 

主办的专门收载孙思邈研究有关文稿的内部刊物， 

于1990年3月创刊，设有孙思邈行迹、《千金方》方 

药论坛、医德专论、文献研究等栏目。创刊后只出 1 

期即因故停刊。1999年，随着中华药王山孙思邈研 

究社和耀县药王故里孙思邈研究会合并成立陕西孙 

思邈研究会，该刊物以陕西孙思邈研究会会刊的名 

义复刊，更名为《药王孙思邈研究》，延续了原来的 

宗旨和编次。复刊后的第 1期编为“总2期”，基本 

上每月出版 1期，为孙思邈学术的研究、弘扬发挥了 
一 定作用。至2002年，该刊在出版“总第5期”后 

停刊。 

1．3 学术交流 

1982年 11月 2日--8日，中华医学会在陕西耀 

县召开“纪念孙思邈逝世 1 300周年学术会议”，收 

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和台湾)论文 310 

篇，有 138名代表与会；会议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深入 

广泛开展孙思邈研究，促进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 

这次会议规模之大、层次之高，开“文化大革命”后 

孙思邈研究之先河；1985年 11月7 13，铜川市和耀 

县政协在药王山召开“孙思邈医德学术讨论会”，并 

在《铜川文史》上辟了专辑；1986年 10月21 13，由 

孙思邈研究社、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中医学 

院、耀县卫生局等单位共同发起的“孙思邈医德座 

谈会”在西安召开，对弘扬孙思邈医德精神、建设精 

神文明起到重要作用；1986年 11月 11 13—14日， 

“孙思邈药剂学专题学术讨论会”在耀县举行，来 自 

全国 11个省、市、自治区的83名代表与会；1987年 

10月，《中国社会医学》杂志社与孙思邈研究社、陕 

西省哲学学会联合在耀县召开“孙思邈与医学交叉 

科学学术研讨会”，对孙思邈的认识论和医学模式 

进行了深入探讨；1989年 7月 8日一l0 13，“孙思邈 

医德纪念碑落成典礼暨医德思想研讨会”在耀县隆 

重举行，会议收到了 200余篇学术论文；1994年 11 

月，中国中医药学会在西安召开了“全国首届孙思 

邈学术思想研究优秀论文评选暨学术研讨会”，会 

议评选出1982--1994年间全国孙思邈研究优秀论 

文 89篇，由中国中医药学会颁发优秀论文证书予以 

奖励；1999年5月 16日～l8日，由中华医学会医史 

学分会、台湾孙思邈医学思想及学术研究会、陕西省 

医学会、陕西省耀县孙思邈故里孙塬村、陕西药王山 

管理局共同主办的“首届国际孙思邈学术研讨会暨 

第二届国际中华医药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共 

同探讨孙思邈医德医术与中医现代化的有关问题。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300余篇，有来 自德国、法国、 

以色列、新加坡、韩国及我国香港、台湾及大陆各省、 

市、自治区的130多名代表与会，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可冀、工程院院士程莘农向大会题词祝贺；著名哲学 

家于光远、著名医史学家李经纬等出席会议，还出版 

了名为《中华医药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集；2001年 

l0月 19_21日，由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台湾孙 

思邈医学思想及医术研究会、陕西省孙思邈研究会、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及孙思邈故里陕西省耀县孙塬 

村等单位共同发起的“第三届国际孙思邈与道教医 

学暨第三届国际中国医学史学术会议”在西安举 

行。来 自El本、英国、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台 



中华医史杂志2011年 9月第41卷第 5期 Chin J Med Hist Sept 0l l4l， 

湾和大陆的20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受到海内 

外医药界的广泛响应，收到论文 300多篇。会议对 

孙思邈的医学思想、医术观、养生观、医德思想以及 

其方药的现代化开发问题进行了多方讨论，同时对 

中医现代化、中医药发展方向、中医药资源开发、医 

药文化的交流与协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2002 

年 4月，陕西孙思邈研究会传统医学分会与陕西省 

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孙思邈 

学术思想暨传统医学研讨会”在西安鲸鱼湖山庄举 

行，来自国内外的近60位专家、教授以及海外学者、 

美国西谷大学校长吴奇博士等参加了会议，对孙思 

邈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影响，进行 

了深入地探讨；2006年 4月 14日，三秦文化研究会 

和西安熙宁堂国药店在西安联合召开“孙思邈与中 

医药文化研讨会”。医疗卫生界专家、学者及各界 

人士 8O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16篇，交流 7 

篇，《陕西日报》作了报道；2008年 9月 4日---6日， 

由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铜川1分会和陕西 

孙思邈研究会承办的“孙思邈养生文化研讨会”在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召开，以孙思邈养生文化作为 

主题的研讨会在国内尚属首次。会议除安排专家讲 

座和交流发言外，还编印了《药王孙思邈养生长寿 

秘要》和《孙思邈养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整理药 

王可开发中药方剂 12个，研制药王系列养生保健品 

等 

1．4 开发性研究 

开发性研究是孙思邈研究的重要方面，通过不 

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开发性研究，可以使我们最大限 

度地发现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方法，从而更好地为 

经济建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在这方面，陕西 

的学者做了许多广泛而扎实的工作。 

1．4．1 美容护肤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赵石麟教授，对孙思邈美 

容护肤理论和技术的主要内容和开发价值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他指出《千金方》面药用方 105首，其中 

白芷、白附子、萎蕤(玉竹)等是特别重要的药物，其 

次还有商陆、川芎、白茯苓、冬瓜仁(白瓜子)、土瓜 

根、麝香、藁本、杏仁、细辛等。酒常作为助溶剂，而 

含有多种消化酶的猪胰，可以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去 

垢除污，使皮肤滋润，被孙氏广泛用于抗皱防老方剂 

之 中。 

1．4．2 酒类产品 

《千金方》中的酒剂，对后世酒类产品的研制和 

开发影响甚大。据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苏礼等专家 

研究，孙思邈《千金方》可分为渍酒、煮酒、直接酿 

酒、复合酿酒4类，广泛用于内科、外科、妇科等多种 

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其中屠苏酒、虎骨酒、枸杞酒、 

五加皮酒等，经过历代医家的改进和提高，在保健和 

医疗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稍作改进即可成 

为新一代保健产品而进入市场。陕西玉华酒业和孙 

思邈研究会研发的“药王长寿饮”，在采用独特的凤 

香型酿制的工艺基础上，按《备急千金要方》卷 13 

“长寿饮”的酿制要求，特制而成，取白术研末，九蒸 

九晒，用酒曲特殊程序酿制。陕西药王山药业有限 

公司开发的澳鹿中将酒的配方源于孙思邈《千金 

方》中的古配方。该配方以鹿茸为主药，配以人参 

和鹿鞭，并以枸杞为药引，增强了酒和补品的作用。 

虽仅采用4昧中药，却充分体现了中医理论“药有 

君、臣、佐、使，以相宣摄”的原理。 

1．4．3 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王三虎关于《千金方》生僻药的 

考证与替代研究；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郑怀林关于 

“千金勃散汤”的研究等，都具有重要开发价值和现 

实意义。 

2 研究机构 

2．1 中华药王山孙思邈研究社 

中华药王山孙思邈研究社于 1985年 3月 26日 

在陕西耀县成立，理事长为陈元方、董继昌。来自全 

国的 140名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代表们就《药王 

山建设远景规划》和《研究社章程》进行了广泛的讨 

论。研究社成立以来，基本上每年都组织开展一次 

学术活动，专题性的学术活动有“孙思邈药剂学学 

术研讨会”、“医学交叉学科研讨会”、“中国传统文 

化与中国医药学学术研讨会”、“孙思邈医德思想研 

讨会”等。 

2．2 耀县孙思邈研究所 

耀县孙思邈研究所 1988年 1月成立，其前身为 

耀县孙思邈医院孙思邈研究室，刘学峰是该所的主 

要创办人之一。研究所先后聘任省内外 30余名专 

家教授担任顾问、研究员，发表研究孙思邈学术论文 

多篇，完成了“孙思邈研究文献索引”等科研课题， 

编纂了《孙思邈研究文选》等学术资料，在国内外产 

生了一定影响。 

2．3 铜川医德宗师孙思邈学说研究会 

铜川I医德宗师孙思邈学说研究会 199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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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经铜川市政府批准成立。研究会的宗 旨为弘 

扬孙思邈医德和学术思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振兴 

中医事业，开展学术交流。1993年，该会成功举办 

了国际孙思邈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了有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国及国内学者撰写的论文 50余篇。 

年代，郑隆炎为董事长、陈继生为理事长。陕西学者 

赵石麟、张文、苏礼等 3人被聘为该会顾问，参加了 

该会在大陆举办的有关学术活动。 

3． 纪念活动 

2．4 陕西孙思邈研究会 3·1 二月二药王山庙会 

1993年 1月，“耀县药王故里孙思邈研究会”成 

立。研究会成立伊始，即在太白山召开了“首届药 

王孙思邈艺术创作研究会”，又在西安举行了由该 

会理事、美术家张文顺先生创作的《药王孙思邈传 

说故事百图》专家评审会，并在药王故里举行了会 

员专家教授义诊以及“首届药王孙思邈公祭仪式”， 

创办了内部刊物《孙思邈研究》。 

1999年 6月，经陕西省民政厅批准，在原中华 

药王山孙思邈研究社和耀县药王故里孙思邈研究会 

的基础上，成立了陕西孙思邈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 

所经政府批准成立的研究孙思邈的法人团体。6月 

13日，陕西孙思邈研究会举行第 1次会员代表大 

会。停刊的《孙思邈研究》更名为《药王孙思邈研 

究》，作为研究会会刊随之复刊。 

2．5 陕西孙思邈研究会传统医学分会 

陕西孙思邈研究会传统医学分会成立于 2001 

年，苏礼为主任委员，分会办公室设在陕西省中医药 

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举办或协办了多次与孙思 

邈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 

2．6 陕西省中医药学会文献医史专业委员会 

陕西省中医药学会文献医史专业委员会是陕西 

第一家 中医文献医史研究学术团体。从 l990— 

2000年的 10年间，该会先后召开了3次全省性的 

中医学术研讨会，其中研究孙思邈的学术论文占有 

相当大的比例。 

2．7 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孙思邈研究分 

会 

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孙思邈研究分 

会于2007年 5月在铜川市耀州区宣告成立，张世 

英任主任委员。为进一步搞好孙思邈学术研究， 

做好“药王”品牌 ，促进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 

2．8 中华孙思邈医术思想研讨会 

中华孙思邈医术思想研讨会设在台湾基隆的台 

湾中华孙思邈医术思想研讨会，成立于 20世纪 90 

陕西耀县是孙思邈的诞生地，耀县药王山是孙 

思邈晚年隐居著书之处。鉴于孙思邈及其《千金 

方》的深远影响，早在唐代，陕西耀县就兴起“二月 

二药王山庙会”的纪念活动。据说药王曾医治了龙 

王的疾病，龙穿洞而报恩，有“二月二龙抬头”之说， 

故“药王山古庙会”从北宋开始便约定俗成于农历 

二月初二举办。1985年农历二月初二，陕西耀县 

“二月二药王山庙会”在中断 10余年后恢复，自此 

又成定例，规模 日盛。2000年农历二月初二，庄严 

的公祭药王孙思邈典礼和传统庙会在药王祠隆重举 

行，陕西省各级领导和来自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 

地的群众代表及当地 1 000余名群众参加。锣鼓喧 

天，钟乐齐鸣，人山人海，规模空前。庙会期间，省内 

外专家对当地群众开展了大型义诊活动，药王故里 

万亩药用植物生态科技园古建牌楼开工奠基。2005 

年 3月 10日，陕西各界“首次公祭药王孙思邈大 

典”及“陕西 一铜川药王山孙思邈养生文化节暨二 

月二古庙会”隆重举行，铜川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 

和各界人士为新落成的孙思邈雕像揭幕并举行公祭 

仪式。2005--2010年，“二月二古庙会”暨公祭药 

王孙思邈大典 已连续举办 5届，每届为期 l3～16 

天，由铜川市人民政府主持公祭，省、市领导以及各 

界群众代表分别向药王孙思邈敬献花篮、恭读祭文、 

向药王团拜敬香，药王故里群众代表向药王敬献时 

蔬佳肴等。庙会在保留龙盆洗手祈福 、龙池洗手祈 

健康、击钟祈平安等传统民俗活动内容的基础上，有 

现代歌舞、秦腔、豫剧等表演活动助兴。同时举办有 

广泛群众基础和游客参与性强的活动，如元代壁画 

探秘、药王生平传奇故事百图展、中老年颂药王书画 

展、陕西民间木雕摄影展、药王山馆藏珍贵拓本展 

览、文物知识宣传、植物标本展、养生小功法普及表 

演、药王养生文化展、名老中医义诊、养生知识讲座 

咨询、中药材、药品、保健品展销活动等；2008年，陕 

西最大、铜川唯一的财神殿落成并开光迎客，由中华 

性文化博物馆承办的孙思邈“养生与性文化”展览 

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展示于游人。由于“药王山二月 

二古庙会”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影响广 

泛，2008年，国务院将“药王山庙会”列入全国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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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孙思邈医德纪念碑落成典礼 

1989年 7月 8—10日，“孙思邈医德纪念碑落 

成典礼暨医德思想研讨会”在耀县隆重举行。各地 

代表和当地群众数百人 出席 了揭碑仪式，通过了 

《关于学习孙思邈医德的倡议书》；中华药王山孙思 

邈研究社筹集巨款，在药王山竖起了 l0通“孙思邈 

医德碑”。孙思邈的主要医德论著如《大医精诚》、 

《大医习业》及《备急千金要方序》、“《千金翼方序》 

等尽收其中，著名中医学家米伯让研究员亲手题写 

了“唐代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医德纪念碑序”。此 
一

碑群的落成，不仅为药王山增添了新的旅游景点， 

更重要是表彰先哲、启迪后世 ，使孙思邈高尚医德感 

召当今世人，流芳千秋万代。 

3．3 药王山重阳老年保健节活动 

2001年农历九月九Et，耀州药王山管理局决定 

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药王山重 阳老年保健节活 

动”，以弘扬孙思邈老年保健思想。此活动受到学 

术界和周围群众的欢迎，规模和声势可与传统的二 

月二庙会媲美 ，成为新世纪药王山的又一大盛事。 

3．4 药王孙思邈塑像及祭祀广场落成 

2008年 l0月 15日下午，全国最大的药王孙思 

邈石雕像及祭祀广场建成剪彩仪式，在铜川市耀州 

区药王山南庵举行。整个工程由像前广场、基座和 

塑像主体3大部分组成，基座分3层，寓意孙思邈生 

前经历北周、隋、唐 3个朝代，又有隋文帝唐太宗、唐 

高宗三朝皇帝曾邀他人朝做官，他都“固辞不授”之 

意。塑像底座高4米，主像高 10．1米，与基座合高 

14．1米，寓意孙思邈高龄 141岁。塑像底座采用黑 

色大理石衬砌 ，正面有孙思邈生平碑文，整个广场面 

积近 3 000平方米。药王山南庵是孙思邈的隐居 

地，地势较高，南市区和西铜一级公路均能远眺瞻 

望，矗立于此的塑像成为药王山景区内的标志性建 

筑 

3．5 其他主要活动 

1988年6月 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参观 

药王山并题词：“药学集大成，遗惠超百代”；1988年 

7月，电视系列片《药王故里》、《药王山揽胜》等在 

耀县完成；1987年 3月 18日，8集电视连续剧《药王 

孙思邈》在药王山正式开拍；1990年 1月，原国家卫 

生部部长陈敏章题词：“继承和发扬孙思邈的优秀 

医学遗产和高尚医德，为保障人民健康服务”；1990 

年7月2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加中国传统文化与 

中国医药学学术研讨会的代表8O余人参观药王山， 

并为孙思邈举行了挂匾仪式；1992年，陕西编演了 

大型古装剧《药王魂》，以戏剧的形式再现了药王孙 

思邈不平凡的一生；1992年，药王山举办“孙思邈生 

平著作展”等5种展览，并与西北大学合作制成 500 

多种药王山中药材植物标本；1998年 3月 14日，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为邓剑的《邈学管 

见》题词：“孙思邈是我国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也 

是一位道法古今的文化巨人”；2007年 3月 20日， 

由华商网陕西论坛倡议发起，铜川耀州网友具体负 

责，在药王山举办“丁亥年纪念药王孙圣思邈诞辰 

1426年大会”，大会宣读了华商网友“颂孙圣思邈 

赋——丁亥告药王书”，并举办“首届中国陕西铜JlI 

耀州药王山国医文化及孙思邈思想研讨会”；2007 

年，铜川I市秦剧团精心创作、自主编排大型秦腔历史 

剧《药王孙思邈》，舞姿设计精美、人物造型鲜明、剧 

情曲折生动、唱腔对白精炼，生动再现了1 300多年 

前大唐医圣孙思邈济世救民的非凡人生，其剧本的 

“模板”是流传在耀州区药王山附近的民间故事； 

2007年9月13日晚8时，《药王孙思邈》参加第四 

届陕西省艺术节，在西安五四剧院隆重演出，引起热 

烈反响，受到广泛关注；2008年 10月 20日，由中共 

陕西省委宣传部与铜川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大 

型电视连续剧《孙思邈》创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 

京有关部委、宣传文化单位、中医药方面的专家及中 

央新闻单位的记者共9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4． 主要纪念地和场所 

4．1 耀县药王山管理委员会暨药王山文物管理所 

1959年，政府拨巨款对耀县药王山主要文物进 

行全面修缮、恢复，使孙思邈纪念地的面貌焕然一 

新；1961年3月4 Et，国务院公布“药王山石刻”为 

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 11月，耀县博 

物馆在药王山成立；1972年 9月 22日，耀县药王山 

管理委员会暨药王山文物管理所在药王山正式成 

立，其前身是耀县博物馆。是当地人民政府为保护 

国家文物、开展孙思邈学术研究而设立的专门机构， 

具有从事管理和研究的多种功能。 

4．2 耀州药王山纪念地 

陕西铜川耀州的药王山，位于耀县城东约 1．5 

公里处，南距西安约 80公里，是我国最早、最主要的 

专门的孙思邈纪念地。药王山曾名风孔山、磬玉山、 

五台山，后因孙思邈晚年在此 隐居而得名 “药王 

山”。北宋之后的屡次修建，使纪念场所渐成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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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的连续修建，更使其大放异彩，成为真 

纪念药王孙思邈为中心的观瞻、旅游圣地。 

而立的孙思邈雕像和蔼端庄，沿山路修建的 

念牌坊形态各异，洞开的山门古朴壮观。南 

昌阁、晒药场、药王手植柏、拜真台等，处处都 

药王的故事；北洞的药王大殿、太玄古洞、医 

药池等，无不展现着人们对药王的敬仰之 

j1年药王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 

沪单位；1990年被陕西省政府命名为省级风 

保护区 

、思邈故居孙家塬 

于耀州城东 3公里处的孙家塬村，是孙思邈 

的出生地和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经过历代的保 

护和修建，该村 目前尚保存着孙思邈的诞生地“老 

堡子”以及他少年时期读书时的古窑洞和老槐树， 

还辟有供人们祭祀、拜竭孙思邈的药王庙、圣母殿、 

先茔墓碑和与孙思邈生平事迹有关的石雕、石匾等 

文物古迹。2O世纪末修建了孙思邈纪念碑园、矗立 

在村口的雄伟的纪念牌坊以及规模宏大的孙思邈药 

园。这里不仅吸引着大批国内外游人不断前来观 

瞻、旅游，还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举办声势浩大的庙 

会和公祭活动。 

(收稿日期 ：2011 435-20)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专家赵石麟研究员逝世 

赵石麟研究员，陕西咸阳人， 

1922年 8月出生，2011年 8 

月30日突发心肌梗塞，逝世 

于西安，享年 90岁。他出身 

于书香之家，受家庭熏陶，自 

幼打下 坚实 的国学基 础。 

1938年4月从西安第二中学 

投笔从戎，入抗 日军政大学 

接受革命教育。由于其精于 

文笔，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八 

五九旅任随军记者，为抗 日战争建功立业。 

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转战数万里，1946年中原 

夹南镇安县时部队精简，王震司令员委派其 

．户照顾年仅 l4岁的八路军王平 (解放后任 

资局处长)任务而离开部队；同年考入国 

夏学院学医。1951—1962年在西安医学院 

j后任校长秘书、助教、科长等职务；1963一 

任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医师；1970—1981年 

安县医院继续从事皮肤科工作；1981年调入 

扣医药研究院从事医学史研究，任副研究员、 

文献医史研究室主任，陕西省卫生志办公室 

主任、第一副总编辑等职务。 

麟一生坎坷，曾遭受过不公正对待和误解 ， 

炎然处之，矢志不渝，默默奉献，倍加努力工 

!部精力投入医学史研究。在担任《中国医 

． 简讯 ． 

学通史》编委会委员期间，编辑了《医学甲骨文和皮 

肤病史》，参与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医学史》。 

赵石麟对药王孙思邈研究尤其精深，任陕西孙思邈 

研究会副会长，编著了《药王孙思邈》、《孙思邈千金 

方研究》，被聘为美国加州世界传统医药科技大学 

客座教授，受邀赴美国演讲。赵石麟还兼任陕西省 

科技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传 

统医学大系》副总主编、《古代世界传统医学杰出人 

物》主编、中华药王孙思邈研究院院士(台湾)等职。 

他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以治学严谨著称，他先 

后主编《陕西省现代杰出创新医家研究》、《陕甘宁 

边区医家传略》、《陕西省名老中医经验荟萃》(五 

辑)、《医学史志探论》等10余部著作，参与编写《中 

国当代科技专家传略 ·中医卷》等专著。赵石麟专 

长医学及皮肤科医学史研究，退休后仍继续从事 

医学史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 、卡片，发表了有关 

医学史、性病、麻风病、皮肤病史等论文 100余篇。 

年届九十仍身体硬朗，思维敏捷 ，笔耕不辍，孜孜 

不倦，坚持每天打太极拳、记 日记，任马振友 、张建 

中、郑怀林主编的《中国皮肤科学史》顾问／主审， 

合编《甲骨文记述的商周时代医学及皮肤科学 

史》，并审校部分稿件，在其逝世前已杀青交出版 

社。这是赵石麟研究员临终前为医学事业做出的 

又一重要贡献，为中国医学史及皮肤科学史留下 

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马振友 韩世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