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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家屠呦呦在获诺贝尔奖
致辞中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
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
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中医药学凝聚着中国人深邃的哲
学思想和智慧，是打开中华文明
的钥匙。扁鹊是我国有史记载最
早的一位中医，堪称中医医祖。
内丘是扁鹊行医圣地，生前封地，
逝后安息地。扁鹊庙是全国最大
的扁鹊祭祀地，世界中医朝圣地。

扁鹊庙位于河北省内丘县太
行山鹊山脚下，始建于战国时期，
占地 15 万平方米，是我国历史最
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扁
鹊庙群。据碑文记载：“既浚后，
后人德其功，肖像祀之，溯战至
今，累封王爵，盖由来久矣。”

进入扁鹊庙门，扁鹊大殿赫
然入目。大殿重檐密庑，金碧辉
煌，古朴大气。殿中央扁鹊头戴
旒冠，足蹬高履，一副王侯之相。
史志载：“庙宇，颇历岁年。”司

鄚马迁史记载：“扁鹊者渤海郡
人也，姓秦氏名越人。”他精通
内、外、儿、妇科，并开创我国
“望、闻、问、 切”的中医四诊
法，著有 《八十一难经》 经典医
书。他因治愈晋国大夫赵简子五
日不醒的昏厥症，而得赐内丘蓬
山一带四万亩田地。他 34 岁来到
蓬山封地行医采药度过大半生，
内丘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一生行
医足迹踏遍秦、齐、燕、赵、晋
诸国，上医将相王侯，下医平民
百姓，靠医德仁心和高超的医术
闻达于天下。逝后头颅葬在鹊山
脚下。人们念其恩德，历朝历代
修建庙堂祀之。从此，扁鹊以王
侯的尊严，神的道场两千多年接

受世代人们绵延不断的朝拜和祭
奠。

大殿两侧是扁鹊十大弟子：
子术、子越、子明、子容、子阳、
子仪、子豹、子同等。弟子们采
药、用针、诊脉、操刀分工明确，
医术有专攻，印证了扁鹊医疗团
队医技的广博和实力。

扁鹊大殿的中轴线向北向上
依次而建的是后土殿和玉皇殿。
后土殿康熙年间 （公元 1719 年）
按元代风格重修。供奉的是道教
天帝四御中唯一的女神“承天效
法厚德光太后阴君”。牌匾为“得
一以宁”，出自老子道德经“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玉皇殿为
清代建筑风格，供奉的是玉皇大
帝。整个扁鹊庙的建筑风格为天、
地、人三才布局，主题是道教文
化思想。道教倡导的天人合一的
理念和中医治病救人重在调节人
的整体状态的理论一脉相承，有
观点说，西医医病，中医医人，
就是这个道理。

扁鹊大殿西侧是扁鹊纪念馆。
纪念馆门前有两个汉白玉文化墙。
一个文化墙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史记扁鹊传》的全文。文章以真
实的历史人物，文学的不拘和夸
张，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神医扁鹊
形象。近年有人对《史记扁鹊传》
个别地方提出异议，研究扁鹊著
名专家学者曹东义在长篇小说
《扁鹊》序言写道：“扁鹊是一个
具体的历史人物，属于真实历史
的一部分，但他又是一个被传统
文化神话了的人物……真实的历
史是根本，繁荣的文化是枝叶。
离开了根本，枝叶就会干枯，更
不可能繁荣；没有枝叶，根本就

不可能伸展，更谈不上强壮。”
“扁鹊也是与亚里士多德，释迦摩
尼，老子，孔子坐在一起同时代
人，一样孤高与伟大。”

另一个文化墙是中国历史最
杰出的十二位中医的代表人物的
肖像和简介。有扁鹊、华佗、张
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扁鹊
位列榜首，春秋战国人，生卒
（公元前 407 年———公元前 310
年），尊称医祖。

扁鹊纪念馆以实物展示、图
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扁鹊对中医
药学的重要贡献和他一生行医济
世的传奇。

开先河，倡科学，反诬术。
扁鹊提出的“信巫不信医者，六
不治也”，在 2000 多年前人类尚处
于蒙昧、科技不发达时期，不亚
于一声惊雷，影响和改变着中医
学的走向。

建医馆，收徒弟。最早打破
父子相传的医界定律，为中医药
发展开启了一扇广阔大门，对中
医药传承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
作用。

四诊法，奠基人。“至今天
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望、
闻、问、 切”四诊法承袭千年，
沿用至今，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医
理论体系。

革器具，使针灸。扁鹊将铁
针替代砭石，誉为“中国第五大
发明，”一根银针治天下，几千年
经久不衰，惠泽百姓。

创外科，麻醉术。《战国策》
中扁鹊诊治虢太子的绞肠痧，使
用酒麻醉剂是医学界最早有记载
的外科病例。

游列国，美名扬。扁鹊一生

带领弟子们游医列国，上医大夫，
下医百姓，医德高尚，医术高超，
留下了许多精彩神话传奇。最典型
是医醒赵简子，起死回生虢太子，
四望齐桓公。扁鹊医疗团队随俗而
变，因地因人而宜。“过邯郸，闻
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
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入咸
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
遇瘟疫，熬制汤药，救百姓于水
火。
“医精湛，著《难经》。”扁鹊

潜心研究每个病例成因，上升到理
论高度，以回答解释的形式编撰成
中医理论著作《八十一难经》，简
称《难经》。内容包括诊脉、经络、
阴阳、病因、病理等，被后世认为
最重要古典医籍之一，是中医药学
的开山之作，奠定了扁鹊医祖的历
史地位。
在扁鹊大殿的东侧，是扁鹊的

故居和碑廊。扁鹊故居，穿越
2000 多年时空，让我们看到了扁
鹊 34 岁来到内丘蓬山一带建医馆，
传道授业，悬壶济世，挑灯夜读，
著书立说的场景。碑廊 22 间，收
集了汉、宋、元、明、清等历代碑
碣 30 余块。皇亲贵族文人墨客留
下了大量诗词歌赋。一个碑就是一
个故事，每首诗都一往情深。其中
元朝重臣不勿木写下脍炙人口诗
篇：“一勺神浆浩满襟，天开明哲

菑岂难谌。齐侯无幸 残速，虢子有
缘惠泽深。磊磊山形千古仰，巍巍
庙貌四方钦。”
扁鹊大殿前一排历代皇家重修

扁鹊庙龙头碑，高大威严，一派皇
家气象。最具代表性的是碑楼里元
至元五年 （公元 1268 年） 立石，
翰林学士王鄂撰文，元代重臣刘秉

忠书丹的“透灵碑”。（刘秉忠邢
台人，郭守敬老师）碑文高度评价
了扁鹊对中医学的历史性贡献，记
述了内丘籍太医颜天翼举家义修扁
鹊庙的壮举。

在扁鹊庙的西北山坡上有扁鹊
墓。庙碑记载，扁鹊 97 岁高龄带
领弟子秦国行医，得到秦王赏识信
用。秦国太医李醯嫉贤妒能，“自
知技不如扁鹊，使人杀之。”消息
传到内丘蓬山，百姓们非常悲痛，
派人到秦国要把扁鹊尸体运回安
葬，秦王不允，最后蓬山人把扁鹊
头颅运回安葬在蓬山脚下。从此蓬
山改为鹊山，山下的焦子村和朗家
庄合二为一改名神头村至今。扁鹊
墓由青砖砌筑，下方上圆，寓意扁
鹊形象高大，立地顶天。墓碑为元
中统二年（公元 1261 年） 立，上
刻“神应王扁鹊之墓。”金朝《重
修鹊山神应王庙记》载：“仁宗有
疾，遣使诣庙求医，便未回而病
愈，动圣意，遂敕赐神应王庙额。”

扁鹊去世后，蓬山人每年清明
节像祭拜亲人一样祭拜扁鹊，逐步
形成每年农历三月初一的庙会。随
朝代更替，庙会越来越盛，庙会期
达月余。清县令施彦士诗云：“夙
闻上池水，今谒鹊王神。楸桷千年
寺，牲牢九县人。”如今每年拜谒
扁鹊各界人士达数百万众，涉及
京、津、冀、鲁、豫、陕、晋、港
澳。庙会间人山人海，香火日盛。
扁鹊庙已成为全国中医药扁鹊文化
教育基地，中国中医发展大会暨扁
鹊文化论坛在内丘连续举办十届。

扁鹊庙前襄河水经世代春秋奔
流不息，九龙柏历千年风雨蓊郁常
青。

扁鹊精神永存。

扁鹊
中医医祖 华夏神医

赵恩生 韩双年

认识赵海江，是癸卯年三月暮春的一个
偶然机会。我的同学古连太驻村帮扶五郭店
乡，正是赵海江所在的磨窝村。

磨窝村位居内丘县城西北 3 公里。以
赵、李姓居多，全村 331 户,1305 人。很久
以前，该村因产石磨、磨刀石、石碾而闻
名。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据地矿部门探
测，村边附近煤储量很大。不久，邢台地区
便在此建成了中型煤矿磨窝煤矿。磨窝村真
可谓物化天宝。而我所帮扶的是柳林镇的曹
川村，因而工作上常有来往。

一天，他告诉我，磨窝村新建了一个八
角亭，约我过来采风，写篇文章。

我不以为然。一个亭子有什么好写的？
老古说，可写的多了。这个亭子是村民赵海
江自我设计、自我施工，自掏腰包在自己的
地盘上建起的公益亭。

同乡赵素平也说，赵海江的这个举动也
曾感动过她，去年建亭子时，她还专门过来
做义工，所以驻村工作队打算为亭子立碑。

于是，我们相约一起去磨窝村看八角
亭。

“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
“一路上，碧绿的麦苗早已返青，人工湖边
的垂柳也绽出新绿，从车窗里隐约看到翠绿
掩映的村庄，不仅勾起我对乡愁的点点回
忆。

那时候的村庄总有袅袅炊烟，乡情也极
为淳朴厚道。农户家虽然不富，小麦不多，
但驻村干部每顿派饭还是细粮多。乡亲们也
热爱集体，麦收期间，遇上下雨，总是顾不
上自己的粮食，而到生产队的麦场苫盖集体
的粮食。

“滴滴”汽车鸣笛声，打断了我的回
忆。车到磨窝村南，穿过大街小巷，来到村
东南方向。个头不高，但很敦实的赵海江早

早等候着我们，八角亭就在他门口的东侧。
一阵春风掠过，16 个风铃同时叮当作响，也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八角亭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形式之一。主
要寓意是八个角有八面来风、八方之仪，又
因形似八卦而与易经文化相呼应，象征祥瑞
之意。建造八角亭需有一定的工匠技术，如
描绘、雕刻、榫卯、漆彩等缺一不可。

我所知道的亭子，最早是在初中课本里
读过的《兰亭集序》。后来到北京开会，去
了陶然亭公园，知道了陶然二字取自于白居
易的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
陶然。”可见亭子是供人休闲、纳凉、赏景
的好去处。

从交谈中得知，海江生于 1974 年，供
职于邻县的一家医药公司，下班回家后，他
发现乡亲们缺少娱乐场所和去处，遂萌发建
造八角亭的想法，并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开
工建造，同时在亭子北侧规划了 200 多平的
娱乐场地。

问其缘何取名舍得，他说，舍得为别人
付出，自己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一个村里
出身的人有如此觉悟，难怪文友张增岐老师
为他撰写了如下碑文：

舍得亭记
舍得亭者，内丘县磨窝村民赵海江创建

也。此亭乃其独自构思设计，独自雕刻施
工，历时二百零九天，成本投资三万六千
元。建筑风格依古代榫卯结构，结合现代建
筑工艺，仿古而创新，奇颖而别致，堪为方
圆百里一胜观。

亭高一丈六七，周长四丈，重二十六
吨，呈重檐八角，形似八卦，又如太极，象
征祥瑞。亭巅有夜明珠突出，亭檐高翘，斗
拱勾连，铜铃挂角。亭内丹漆彩绘，上有梅

兰竹菊，名言至理。下有石刻棋盘，精巧栏
椅。音乐动听可伴歌伴舞。更有激光霓灯夜
间闪烁，绚丽多彩，伴清脆铜铃声，恍若仙
境。亭曰舍得，寓意处世之真谛，辨证之哲
理。为人者须仁义谦让，心怀乡梓，无私奉
献，如此则达人也哉，明人也哉。舍得亭以
供乡亲消闲娱乐，共建美丽家园，共享幸福
生话，为意旨。

国家税务总局内丘县税务局
驻磨窝村工作队癸卯年初夏 立

当我们都觉得仅仅有一个亭子和活动场
所显得单调，不足以显示乡村特色时，海江
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又打开了亭子南的
两扇门。只见挺拔的翠竹绿意盎然，走过竹
林，眼前一片开阔。海江说，这是三亩多
地，我打算也舍出去，种上果木树，栽上各
种花，让这里一年三季有花，两季有果，让
乡亲们免费观赏、采摘。

这里原来搞过庭院经济，以往的兔舍还
在，种植的韭菜十分茁壮。

从南院往北便是海江的住宅。宅院当
中，有一硕大的门海，门海里盛满水，水上
漂着浮萍，两条金黄色的大鱼在水里嬉戏。
院子西侧有一架葡萄。这时我发现一个粗如
手腕的葛藤绵延的沿着房屋，由南再向东，
一直向东门口蔓延。

海江说，这棵葛藤有 26 米之长。葛藤
是一味中药，在太行山里特别常见。果不其
然，这棵葛藤是 2014 年夏天，海江从太行
山挖回来的。

海江还说，他也是被葛根这种坚韧不
拔、勇于前行的精神所感动，激励他在乡村
振兴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想，很多时
候，人与自然总是这样相互激励，相得益
彰。

我不知道是应该赞颂中药葛藤神奇的力
量，还是应该赞扬海江的舍得精神。如果，
如果每个村像海江这样的人多一些，善于谋
划，乐于付出，因地制宜，美化庭院，那新
时代的乡村何愁不美丽，又何愁不振兴呢？

离开磨窝村时，赵海江诚恳的说，如果
没有驻村工作队的帮扶，就没有磨窝村的八
角亭。他们从走访入户，了解我要建八角亭
开始，一直支持我，从设计建筑到现场帮义
工，还和我外出参观开拓思路，倾注了太多
的心血。

是啊，内丘县有 75 个驻村工作队，每
一个工作队都有工作的亮点。相信党的乡村
振兴政策，一定会像今年清明节前的那场透
雨，雨后春笋般的催生出像磨窝村八角亭一
样更多美丽乡村的景观，让乡亲们有更多的
获得感。

磨窝村的八角亭
赵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