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橘井泉香

“橘井泉香”是我国传统医药史上宣扬人文道德观的著名典故，

它体现的是一种医德，仁心。

“橘井泉香”的典故源自晋葛洪《神仙传》卷九中《苏仙公》。

相传西汉时期，湖南郴州瘟疫横行，民不聊生，人们处在水深火

热之中。这时有位老妇人用井中的泉水泡橘叶救众乡邻，活人无数，

一时传为佳话。而这位老妇人从何得来这一简单又灵验的仙方的呢？

因为她的儿子正是传说中的苏仙——苏耽。传闻苏耽医术精湛、助人

为乐，为人治病不收报酬，笃好养生之术，人们称他为“苏仙翁”。

苏耽预知天下将有瘟疫流行，在离世前嘱咐母亲用橘树和井水来

救济染上瘟疫的病人，而且分文不取。因此，后世医家常以“橘井”

一词或橘、杏并用来为医书取名，诸如《橘井元珠》、《橘杏春秋》

等。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曾写诗赞道：“橘井汲后绿，杏林种时红。此

橘复何忧？年年领春风。”此后人们便以“橘井泉香”来歌颂医家救

人的功绩，医家也将其书写在匾上以明志。



杏林春暖

杏林春暖是指杏林春意盎然，用来赞扬医术高明。“杏林”一词

是中医界常用的词汇，医家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然而“杏林”

一词典出汉末三国闽籍道医董奉。

三国时候，吴国侯官(今福建长乐市)有一位叫董奉的人，是一位

很高明的医生，传说有“仙术”。他“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

取钱。

病人痊愈后，登门道谢，董奉就叫他们在附近种植杏树。病重的

人身体完全养好以后，种植五颗杏树；病轻的人只要种植一颗杏树，

董奉用这个方法作为纪念，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蔚然成林。不出

十年，杏树结了果实。董奉把收获的杏子全部都换成粮食，用来救济

穷苦的人民。

为了感激董奉的德行，有人写了《杏林春暖》的条幅挂在他家门

口。

从此，许多中药店都挂上了《杏林春暖》的匾额，《杏林》也逐

渐成了中医要行业的代名词。

成语“杏林春暖”里说到的杏，其实也是一味中药。

杏在中草药中居有相当的地位，有生津止渴，润肺化痰，清热解

毒之功效。



悬壶济世

“悬壶济世”是一个蕴含深厚文化意蕴的成语，它源自于中国古

代医学文化，并逐渐成为对医者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精神的颂扬。

“悬壶济世”中的“悬壶”指的是医者将装药的葫芦悬挂在诊所

或行医之处的行为，象征着医者所具备的药理知识和治疗技能。而“济

世”则意味着救助世人。将两者结合，便形成了“悬壶济世”这一成

语，用以颂扬医者以医术普济众生的高尚品德。

“悬壶济世”的典故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

东汉时期，费长房见一老翁卖药，药到病除，便拜师学艺。学成后，

为纪念老翁，他常背葫芦行医，“悬壶济世”的佳话便流传开来。

其文化内涵有：

1.医者仁心：“悬壶济世”体现了医者以救人为己任的仁爱之心。

他们不仅医术高超，更有一颗悲天悯人、无私奉献的心。

2.人文关怀：在古代，行医卖药是对社会的贡献和人文关怀的体

现。医者通过悬壶济世，传递关爱和温暖。

3.医德传承：“悬壶济世”是对医者职业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弘扬，

激励医者不断学习和进步，为人类健康和幸福贡献力量。

“悬壶济世”代表了医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人类健康的贡献。

在现代社会，“悬壶济世”依然重要。它提醒我们，医者的工作是对

生命的尊重和关爱。



人参的故事（一）

在很久以前，山东有座云梦山，山上有座云梦寺，寺里有两个和

尚，一师一徒。老和尚无心在山上烧香念佛，又不好好勤勤恳恳种地，

还对小徒弟百般虐待，小徒弟被老和尚折磨得面黄肌瘦。

有一天，老和尚下山去了，留小徒弟在寺庙里干活，不知从哪里

跑来一个穿红肚兜的小孩，帮着小和尚做事。从此以后，只要老和尚

一外出，穿红肚兜的小孩就来帮小和尚的忙，老和尚一回来，小孩就

不见了。

日子久了，老和尚见小和尚脸色红润，再多的活也能干完，感到

很奇怪。心想，这里一定有什么奥秘。他把小徒弟叫来，威逼盘问，

出于无奈，小和尚只好说出了实情。

老和尚心里思忖：深山僻岭，哪来的红兜肚小孩呢？莫非是神草

棒槌（人参）？于是他从箱子里取出一根红线，穿上针，递给小和尚，

并交代说：“等那孩子再来玩的时候，你悄悄地把这根针别在小孩的

红肚兜上。”

第二天，老和尚下山了。小和尚本想把实情告诉穿红肚兜的小孩，

可又怕老和尚打骂，只好趁小孩急着回家的时候，把针别在了小孩的

肚兜上。第三天清晨，老和尚把徒弟锁在寺里，自己拿着镐头，顺着

红线，找到一棵老红松旁边，看到那根针插在一棵棒槌苗子上。他高

兴极了，举镐就刨，挖出了一个“参童”来。



老和尚把“参童”拿回寺里，放进锅，加入水，加上盖，压上石

头。然后，叫小徒弟生火烧煮。不巧这个时候，老和尚的朋友有急事

找老和尚下山去，老和尚推辞不掉。临走时，老和尚对小徒弟千叮咛

万嘱咐：“我不回来，不准揭锅！”

老和尚走后，锅里不断喷出奇异的香气。小徒弟出于好奇，不顾

老和尚的叮嘱，搬开石头，揭开锅盖。原来锅里熬着一只大棒槌，香

气冲鼻。小和尚掐下一块放进嘴里一尝，味道又甜又香。于是，不管

三七二十一，小和尚干脆把它吃光了，连汤也喝个精光。

就在这时，老和尚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小徒弟一急，不知所措，

在寺院里跑了两步，顿觉两腿轻飘，悠然地腾空而去。老和尚一看这

般情景，知道“参童”让小徒弟偷吃了，懊梅莫及。

原来，红肚兜小孩就是那棵人参变的。老红松下长着一对人参。

自从那棵“参童”被老和尚挖走以后，剩下的这棵人参在老红松下哭

得伤心。老红松说：“好孩子，别哭了。我带你到关东去吧。那里人

烟稀少，我可以永远保护着你。”人参不哭了，跟着老红松逃到关东

深山老林，在长白山上“安家落户”了。从此以后，关内人参日趋消

失，而长白山的人参却越来越多。



人参的故事（二）

很久以前,刘村有个老汉,人称九爷。九爷十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

了，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家产，更没有兄弟姐妹，九爷靠着村民的百家

饭长大，他对村民的帮助充满感激。

九爷十八岁时候跟着村里的老人们学习了认药材，什么人参、灵

芝、石斛……山上有的药材他都认识。农忙时候九爷在自家地里忙活，

闲着的时候他就上山采药，卖了钱补贴家用。这些年，九爷就是靠着

那些药材积攒了点钱，娶了个媳妇。

九爷二十六岁娶媳妇，可是成亲十年仍旧没有孩子，妻子一点怀

孕的迹象也没有，看了很多大夫，大夫都说他俩很健康，孩子这件事

要随缘。夫妻俩每日为了孩子发愁，日子再好也觉得没有滋味。

一日，九爷去镇上卖药，听说回春堂来了个医术高超的大夫，九

爷赶忙就跑了过去。当然，九爷还是为了孩子的事。那大夫告诉九爷，

曾经也有和他们夫妻一样的例子，夫妻成亲几年都没孩子，后来机缘

巧合吃了一颗千年人参，很快就怀上了。九爷明白大夫的意思，千年

人参有起死回生之效，可也是非常难得的东西，平时他们卖的都是小

年份的人参而已。

从镇上回家后，九爷几乎每天都去山上找人参，为了能找到一个

千年人参，他走遍了大山的每个角落。幸亏老天有眼，终于让九爷在

一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一棵。九爷冒着生命危险把人参从峭壁上拿了



下来，握着那棵饱满新鲜的人参，九爷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欣慰

而激动。

把人参放在背篓里，九爷下了山，刚走到山下，九爷看到一个老

太太在路边哭泣。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哭的泪人一般，看上去十分可

怜。九爷好奇，上前问了几句，这才知道老太太的老伴快不行了。按

老太太的年纪，她老伴也应该不小了，虽然人早晚有一死，可是老太

太想让老伴多活几天，因为他们的儿媳妇快生了，老头想看孙子想了

十几年，好不容易快看见了，自己却快死了。

老太太的老伴年轻时候眼睛瞎了，多年来他到处治病，希望自己

能重见光明，看着儿子结婚生子。前些日子听说儿媳妇快生了，老头

舍命吃了一些以毒攻毒的药，眼睛总算是能看见了，可是命却快没了。

他非常遗憾、不甘心，舍命换来看孙子，谁知现在是得不偿失了。

九爷有些犹豫了，自己身后背着的是一株千年人参，如果给老爷

子吃了，他肯定能再撑一段时间，可是自己就没有孩子了。思来想去，

九爷还是把人参拿了出来，他把人参交给老太太，告诉她吃了这个，

她老伴就可以多活一段时间。老太太万分感激，抹着开心的眼泪回了

家。

九爷忙了几天几夜找到的人参就这样送了人，虽然心中不舍，可

是助人为乐也算是给自己积福了。

日子一天天过着，九爷夫妻还是想要个孩子，他打算过段时间田

里不忙了就到外地的山里寻千年人参。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九爷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冲着他



笑，那笑容十分慈祥。九爷就问他为什么对着自己笑，那老头拿出一

株千年人参对他说：“谢谢你啊，当初你给了我老伴一株千年人参，

让我多活了几个月，总算是看到孙子了，虽然我现在死了，可是我还

是想报答你。你想要孩子，我告诉你，你们村祠堂后面的那座大山上

有一个山洞，那洞里的墙壁上有一株人参，你拿回来给你妻子吃了，

保准你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虽然是个梦，可是九爷还是想试试。第二天早上，他一个人上了

祠堂后面的山，找了许久才发现一个在草丛中隐藏着的山洞，九爷拿

着火把进去了，没有走多久，他果然发现山洞的壁上有一株人参，比

之前自己送给老太太的那株更大。

九爷和妻子吃了人参很快就有了孩子，而且一生就是一对龙凤胎，

儿女双全了。每当看到这俩孩子，九爷总是会想起当初送人参的事，

他总是拿这事教育孩子们，做人要乐于帮助别人，自己也会有好报的。



金银花的故事

金银花名称的由来，有这么一个感人的传说。

古时候有个村子，村里有金哥和银妹，两人郎才女貌，村民们都

希望他们早日结婚。然而，一场瘟疫悄然降临村庄，村里大人小孩都

病倒了，只有金哥和银妹没病。他们发誓要治好村民的病，于是一起

爬山采药熬药给村民喝，但病情不见好转。

他们询问村里年纪最大的白胡子老爷爷，得知向南五百里的百药

岭五百丈高处有个老仙翁。两人历经艰辛来到百药岭，这里花儿盛开，

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仙翁出现，给了金哥一粒黄色种子，给银妹一粒白

色种子，并告诉他们回家用水泡发芽开花后，用花泡水给爹妈喝，瘟

疫就会好。当他们问到村里其他人怎么办时，仙翁表示要救其他人，

除非他们吞下种子变成花儿。

金哥和银妹赶回村子，都争着要牺牲自己化成花救村民，最后都

把种子吞了下去。金哥倒在地上变成开出黄色花的藤，银妹变成开出

白色花的藤，两个藤紧紧长在一起。村里的人闻到花香味，病立刻好

了，但大家却找不到金哥和银妹，最后一个小孩子说看到他们化成了

黄、白的小花，于是村里人就把这小花取名为“金银花”。

传说归传说，不足为信。“金银花”一名出自《本草纲目》，是

因为金银花初开花之时，花是纯白色的，以后逐渐变黄。由于有的花

先开，有的花后开，于是在每一株上，既有许多新开的白花，又有许



多后来变黄的黄花，黄的犹如金，白的比作银，所以称为金银花。

金银花又名忍冬，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功效，在现代医学

中被广泛应用，它含的多种有效成分，如绿原酸、异绿原酸等，具有

抗菌、抗病毒、抗炎、解热等作用。

金银花不仅可以入药，还可以用来泡茶。金银花茶口感清香，具

有清热解暑、提神醒脑的功效。在炎热的夏天，喝上一杯金银花茶，

既能解渴又能消暑，为人们的健康带来很多益处。



药中“国老”——甘草

南朝有一位名医叫陶弘景，他从小聪明过人、学识渊博，早年便

当上了国家公务员，希望能为国家建设发光发热，没想到在他 36 岁

那年，却突然看破红尘，想回归大自然过田园生活，于是脱去官服，

在茅山隐居当起了道士。这个茅山道士可不会占卜风水、替人算命这

些玄学的东西，不过炼丹写书却是样样精通，兼还怀有一颗悬壶济世

之心，时常为周边的乡民看病抓药、救死扶伤。他给病人开的药方中

或多或少都含有甘草这味药，被他治好的病人都尊称他为“神医”。

有位久病也未成医的病人就问他：“神医啊，你说甘草是不是能

治百病？为何你每次给我开的药方中都有它啊？”陶弘景笑着告诉他：

“甘草虽然谈不上能治百病，却是一味不可或缺的中草药。”病人偏

偏不信甘草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回家后就将“神医”开的药方中的甘

草通通剔除掉。服过几贴药后他就发现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还更

加严重了，吓得他赶紧上山向“神医”求助。陶弘景生气地告诉他：

“药中没有甘草，就好比国中没有国老，无人主持大局，肯定乱作一

团，你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病人听后赶紧回家严格按照

陶弘景给的药方抓药服药，不久后病就彻底痊愈了，事后他想起陶弘

景的话，知道了甘草在药界的地位无比尊贵，堪比国老。一传十，十

传百，甘草“国老”的美名就流传了下来。



当归的故事

（一）

当归的经典故事与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有关。

故事中，母亲担心儿子在山上采药会受伤，所以劝他结婚以后再

去。儿子遵照母亲的意思，择期成了家。然而，婚后夫妻恩爱，儿子

也不再提上山采药之事。

有一天，左邻右居背后议论儿子胆小，婚后被老婆拖住了后腿，

不敢上山去了。此话传到儿子的耳朵里，他一怒之下，决定上山探险

采药。妻子依依不舍，泣不成声。儿子说，“我若三年不归，你可另

嫁他人”，次日毅然上山去了。

母亲日盼夜望，转眼三年过去了，仍然不见儿子回来，估计必死

无疑。母亲通情达理，遵照儿子的托付，劝自己的儿媳改嫁。谁知改

嫁不到半月，儿子竟满载名贵药材而归。

见到妻子改嫁，儿子后悔不已，他们相约再见一面，会面时抱头

痛哭。儿子指着药材说，“原想卖掉药材给你买些新衣服，如今看来

也不必了，就把这些药材送给你吧”。从此以后，妻子悲痛伤感，忧

郁成病，月事不调，骨瘦如柴。有一天她想起前夫送的药材，于是拿

过来想把它们都吃掉企图中毒而死，免受折磨。谁知吃了以后，反而

月经通调，日渐康复。

后来，人们就把唐诗中的“胡麻好种无人种，正当归时又不归”，

中的“当归”两字做了这味药材的名称。



当归因能调气养血，使气血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也称：“古人娶妻要嗣续也，当归调血为女人要药，有思

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

当归治疗妊娠妇女产后恶血上冲，其疗效显著；若发生气血逆乱，

服用之后即可降逆定乱，使气血各有所归，因而当归之名也由此而来。

（二）

当归是一种中药材，具有调经止痛、活血补血等功效。关于当归

的传说有很多，其中一个传说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有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荆夫，女的唤作秦娘。 秦

娘得了产后血症，四处求医却仍不见好转。 一天，一位老道人告诉

荆夫，他住在峨眉山下，种有百草百药，如果荆夫愿去求药，秦娘的

病便可得到治疗。 荆夫当即随老道人前往。 老道人将他领到了一座

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序的植物说道：“这就

是你要找的那种药。 它现在正在开花，而要得到成药，最少需要三

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 为了

医好妻子的病，于是荆夫毅然决定留下来栽药。 倏忽之间，三年过

去了，荆夫辛苦栽种的药有了收获，他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了。 临

行之时，老道人将药捆在了一起，交给荆夫说道：“眼下秦娘病重，

正盼你归，当归，当归！” 荆夫即时赶回了家里，将所带的药熬好

给妻子灌服。 秦娘服用几天后，病情立时有了好转，不久便痊愈恢

复了神采。



绵马贯众的故事

从前，有个没有文化的帮工，一辈子帮一家地主干活。一年夏天

给地主挖一把草根，用手拈起，放在路中心蚂蚁群中，一会儿过来看，

一群蚂蚁全都死掉了。他觉得奇怪，蚂蚁为什么会死了呢？他认为这

种草是毒蚂蚁的毒草。他又想，能不能毒死其它的虫呢？他又捉了许

多青虫、黑壳虫、毛虫、大黄虫等毒虫放在一起，把这种 “毒草根”

砸烂撒到它们身上，不一会儿工夫，这些虫全死了。这个老帮工明白

“毒草根”是杀虫的药。他又想，野外的虫能杀死，人肚里的虫能不

能毒死呢？他想试试看，可是却没有机会，又不敢盲目乱动。

老财主家有个儿子患疳积，不思饮食，日渐消瘦，请医生诊脉，

医生说孩子体内有几种寄生虫：胃里有蛔虫、胸腹有蛲虫、血里有丝

虫、肝里有吸血虫，于是医生给开了一张杀虫的中药处方。老财主在

中药铺里把药买回来，交给老帮工煎药。老帮工则用两个药罐子来煎

药，一个是医生开的药，一个煎他自己发现的能毒得死虫的这种草药。

煎好后，他先把自己发现的能毒杀虫的草药汁端给财主的儿子服，财

主儿子服后，大喊肚子疼痛，叫得山摇地动，几乎死过去，这可把老

帮工吓坏了，偷偷地把药渣倒到河里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孩子的大便里拉出了几十条虫，虫下尽了，财主

的儿子肚皮也不痛了，老帮工心中有了底：此药不但能杀外虫，腹中

的虫也能杀。后来老帮工挖了许多这种草药根，替左邻右舍的孩子驱



虫。他治好了许多患虫病的孩子，可是从不收取病人家的一分一厘药

钱，病患者非常感激他。

老帮工从未结婚，打了一辈子光棍，没儿没女。到了晚年，身体

欠佳，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会太长了。一天正逢乡里赶场，老帮工趁

这个机会，采挖了一棵药材标本，站在人群中间，向赶场的群众高呼：

“乡亲们，我向大家献出杀虫药。”他把药材标本举过头顶，说“这

就是我平时给大家孩子治病的草药，我现在身患不治之症活不了多久，

今后不能为大家挖药打虫，我一生没有娶妻生儿育女，只有把这种杀

虫药奉献给大家。今后你们家孩子患有虫病，就不必去求医买药了，

去山上挖这种草药给自己的孩子杀虫就行了。”

在场的人很受感动，称赞他是一位好帮工。人群中有位老秀才则

对大家说：“老长工精神高尚，无私地向众人献药，打破了历代秘方

不外传的惯例，‘贯’者通也，‘众’者大家也，我就为此草药命名

为‘贯众’吧。”



何首乌的故事

关于何首乌，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故事：

相传在很久以前，古代顺州南和县（今河北邢台一带）有个叫何

田儿的人，体弱多病，年已五十，仍未得子。有一天，何田儿上山采

药，无意中发现有种植物藤蔓相交在一起，久久不散，散后不久，再

度相交，如此往复不止。看到此情景，何田儿心中感到诧异，便将其

根挖回去，但是无人识得这是什么植物。

有人戏弄何田儿说：“你已年过五十，尚无子，这东西或许是天

赐神药，你何不吃着试试，也许对你有用！”何田儿是个老实巴交的

农民，真的把它切碎煎水，每天服用两次。服用了一段时间，何田儿

日渐强壮，宿疾自愈；服了一年多，他的须发变得乌黑，容颜润泽，

红光满面，似有返老还童之象，在以后的 10 年内连生数子，就将自

己的名字改为能嗣。能嗣的儿子延秀学其父亲，坚持服用此药，同样

效果甚佳，活到 160 岁；能嗣的孙子何首乌也喜爱服用此药，从未间

断，年值 130 岁，仍发黑如墨，臂力过人。

乡邻百姓来请教首乌服了什么长生不老的药，首乌拿出这根块介

绍给乡亲，但百姓谁也不知道为何物。一位头领说，那就叫它何首乌

吧，何者，是首乌之姓也。从此，何首乌延年不老的效用流传到民间，

被后世医家作为药物收录于本草之内。

何首乌的故事告诉我们努力和坚持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https://www.baidu.com/s?wd=%E4%BD%95%E9%A6%96%E4%B9%8C&usm=1&ie=utf-8&rsv_pq=e8cbb62700a0844c&oq=%E4%BD%95%E9%A6%96%E4%B9%8C%E7%9A%84%E6%95%85%E4%BA%8B%E5%91%8A%E8%AF%89%E6%88%91%E4%BB%AC%E4%BB%80%E4%B9%88%E9%81%93%E7%90%86&rsv_t=e022GmOLBZIyB5VJH5YFnFQ6u1nAQJFazQr7jVhmHBHT/hg8omOKwDjaZrk&sa=re_dqa_zy&icon=1


希望和转变是可能的，以及传承和分享的重要性。

1.努力与坚持：故事中的何田儿因为体弱多病而寻找治疗方法，

最终发现了何首乌这一神奇草药。他的坚持不懈最终带来了健康和长

寿的奇迹，这表明努力和坚持是克服困难和实现目标的关键。

2.希望与转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何田儿也没有放弃寻找治

疗的方法，最终找到了何首乌，这不仅治愈了他的疾病，还让他焕发

了新的生机。这个故事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即希望和积极的态度

可以帮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3.传承与分享：何田儿不仅自己受益于何首乌，还将这一发现传

承给后人，使他们也能享受到何首乌带来的益处。这种传承和分享的

精神是故事中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强调了知识和经验的传递对于后世

的重要性。

通过这些教训，何首乌的故事不仅展示了草药的功效，还提供了

关于人生哲学和道德价值的深刻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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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的故事

从前在东海的蓬莱仙岛上，住着三姐妹。大姐叫金莲，二姐叫花

莲，三姐叫红莲。三姐妹在仙岛上每天修炼但是一直不能成仙得道。

她们就去问女娲娘娘，女娲娘娘说你们可以去问问姜太公，他管天下

封神之事。

于是根据女娲娘娘的指点，三姐妹终于在蜀中仙山峨眉遇到了姜

子牙姜太公，姜太公向她们说:“修仙是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

民谋福消灾为根本，你姐妹虽然修炼多年，但未能为天下众生消灾解

难，所以还不能修成正果，名列仙班。”

三姐妹听姜太公这一说便商量着怎样为百姓解除苦难。大姐说：

“我们去种粮食，义让天下穷苦人都有饭吃。”两个妹妹摇摇头说:

“天下土地无边无际姐妹三人能种多少?”二姐说:“我们去织布吧，

让天下穷苦人都有衣穿。”大姐、三妹摆摆手说:“天下穷苦人成千

上万，三人能织多少布?”三妹说:“不如走遍五湖和四海，去为百姓

驱病魔。”大姐、二姐齐声说道:“还是三妹的办法好。”

于是姐妹三人，头系白纱巾，身穿白衫裙，腰系白丝帕，身背药

箱，天涯海角，爬山涉水，到处为人治病。

这一天，姐妹三人来到了江苏扬州地方。这里风景秀丽，市面繁

华，街上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她们就在十字街口选了个地方，挂起

了“治病救人，起死回生”的白布招帘，摆着药摊，为人看病发药。



她们态度和蔼，医术高明真是随到随医，药到病除，遇到穷苦人看病，

分文不取，不久就传遍了全城。百姓们或携儿带女，或拄棍扶杖都来

请她们治病。

这时，城里有一个无恶不作，欺压百姓的大财主胸上长了个大恶

疮，每天流着浓血，痛得死去活来，请遍全城名医，不但没有治好，

反而越医越烂。他听说来了三个很会治病的姑娘，就马上派人去把三

姐妹请来给他治病。三姐妹来到以后，看了看财主的疮说:“你这是

生的烂心疮，如果不及时医治，就要烂到心肝五脏。”

财主一听，忙央求道:“你们医术高明，快把我的疮治好吧！”

大姐说：“你这疮快烂到心了，不好医呀!”财主一听，吓得面色发

青说:“只能治好我的疮，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二姐说:“你这疮要

用换心汤才能治好。只是有几味药难配呀”财主说:“要哪几味药？

快说吧，我有的是钱，再贵也能买到。”

二姐扁扁嘴说:“这几味药你有钱也难买到。”财主说:“我就不

信，几味药能比金子、银子更贵重?”三妹说:“虽不比金银贵重，却

比金银稀军。”财主发急道:“快说呀!”三妹冷笑道:“一要你手上

老茧五钱。”

财主说:“我从没干过一天活，手上那来的老茧？”

“二要你身上汗水两。”

财主不高兴说:“我天热有人打扇，从不出汗。”

“三要你腿上鲜肉半斤”。

财主听楞了半天说道：“你们用的药真怪。”



三妹紧接着说:“因为你长的是怪疮。所以就要用怪药。”财主

问:“这疮有什么怪?”

大姐说：“你手毒心狠尽干坏事，所以才生烂心疮，要医好疮，

先换黑心。”

财主一听大怒：“你这三个丫头，哪里是来给我医病，分明是想

趁机害死我，人换了心还能活吗?”说着就对家丁喊道:“快把她们捆

起来！”那些家丁、打手一齐拥上来。二姐用手一指，不知怎么的，

家丁、打手们你捆我，我捆你，却把自己捆了起来。

财主见家丁们反被捆上了，就吼叫道：“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只见大姐从药箱里拿出一支草药在财主的床上一扫，那财主忽然

大叫一声，从床上滚到地上胸上恶疮破裂，一颗黑心露到胸外，挣扎

了几下，就鸣呼哀哉了。

三姐妹惩治了财主，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害。她们刚走出财主家不

远，就见一个两腿长疮的老头坐在路旁。三妹问他:“老大爷你腿上

长的什么疮?”那老头道:“我家住在峨眉山下，因两腿长了臁疮，多

年未愈。听一朝山居土讲，扬州城里来了三姐妹，医术分外高明，所

以才远道来此求医。”于是三姐妹立即与他治疗。不几天功夫，疮就

痊愈了。

老头临走时，对三姐妹请求道:“我们那里有许多病人，要是你

们能去就好了。”三姐妹一听，就商量说:“既然峨眉山有许多病人，

而且当时姜太公也是在峨眉点化我们，那我们就到峨眉山去治病吧！”

于是姐妹三人，就从扬州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周围的老百姓听



说三位姑娘医术高明，都来请她们治病。她们对病人总是细心治疗，

耐心照看。有一天，三姐妹刚从外面看完病回来，忽然来了个红脸汉

子对她们说道:“我是天上六甲神。特来通传玉帝旨意：你姐妹为百

姓消除疾病，功德圆满，应列入仙班，尔等三人，明日午时，到灵霄

殿上，排班听封。”

说罢，踏着一朵彩云上天去了。三姐妹十分高兴，心想多年的愿

望，眼看要实现了。第二天，她们早早起来收拾行装，准备上天听封。

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姑娘们，救救我的孩子吧!”

三姐妹开门一看，原来是附近人家一个小孩害了急病，全身烧得乌紫，

双目紧闭，气息微弱，生命垂危。

三姐妹也顾不得收拾东西，忙着给小孩治病。大姐给小孩切脉，

二姐给小孩抓药，三姐给小孩喂药。一直忙到太阳快当顶了，小孩还

没有醒过来。

三妹一看午时快到了，就对两个姐姐说:“我们还是先上天听封，

等回来再继续给小孩治病吧！”小孩的父母见她姐妹要走，都含泪请

求说:“我的孩子如果不及时救治，就活不成了。请你们治好了我的

孩子再走吧！”

三姐妹这时为难起来，继续为孩子治病吧，错过了上天成仙的机

会，不治吧，那孩子眼看有生命危险。如这样见死不救，怎能算是为

众人解除苦难呢？这时，大姐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对小孩的父母

说:“我按病情多拣几付药给孩子吃着，等我们去了回来后，再继续

治吧”正说着，忽然小孩病情发生了変化，两眼发直，吐活不止，危



在旦夕。

三姐妹一见，慌忙抢救，把上天的事也忘了。等把孩子救活过来，

上天听封的时间早已过去。这时，三姐妹想，我们成仙得道还不是为

了解除众生苦难。虽然我们失去了成仙的机会，却挽救了一个人的生

命。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也正是仙人所要做的

事情。于是，三姐妹再也不想上天去成仙得道了。她们要永远留在人

世间解除人们的痛苦。从此，她们就一直在峨自山上为百姓治病，直

到最后死在山上。

三姐妹死后，人们悲痛地把她们葬在一处。后来，在三姐妹的坟

边上，长出了三棵一尺多高的小树。那小树枝叶茂盛，颜色墨绿，味

极甘苦。人们都说那是三姐妹的精气长出来为人治病的药树。所以每

逢有人生病，大家就去三姐妹坟上摘取些小树的枝叶来配药治病。治

一个，好一个，十分灵验。人们为了纪念三姐妹为人治病的献身精神，

就把这三棵小树按三姐妹的名字分别取名叫:金莲、花莲、红莲。

因为金莲的根像线一样细，所以人们又叫它金线莲花；莲的叶片

非常好看，所以人们又叫它花叶子；红莲的叶子比较宽大，人们就叫

它大红袍。

后来医学家孙思邈来到峨眉山。听到了黄莲姐妹的事迹，十分感

动，不觉赞叹道“姐妹不贪神仙位，长与百姓心相连”。他又看到这

三种药熬的药汁都是又黄又苦，而且药性相同，为了便于处方，就把

它们统称作“黄连”以表示三姐妹与人民心心相连之意。以后，人们

也就这样跟着称呼起来。



据说直到现在，这三种黄连仍然亲如姐妺地生长在峨眉山的高峰

峻岭中，把她们的一身枝叶、根都贡献出来给人们治病。



中药大黄的故事

中草药里的大黄，原来不叫大黄，叫“黄根”。为什么后来叫成

大黄了呢？有这么一段故事。当年有个姓黄的郎中，他家祖传下来擅

长采挖黄连、黄芪、黄精、黄芩、黄根这五味药草，到他这一辈还专

门用五味黄药给人治病，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五黄先生”。

每到春三月时，五黄先生就进山采药。靠山有个小村，他每次进

山采药时就借住在村里马骏家中，直到秋后才离去。马骏务农，全家

只有夫妻二人和一个孩子。五黄先生与马家结下了深厚的交情。有一

年，五黄先生又来挖药，他走到靠山村发现马家的房屋没有了。乡亲

们告诉他说：“马家遭难啦！去年冬天一场大火，房屋被烧得精光，

他熄妇也被烧死。如今，只剩下光棍爷儿俩，跑到山上去住石洞啦。”

五黄先生十分难过，就到山洞找到马骏父子。马骏看见五黄先生，

抱头痛哭。五黄先生说：“你现在一无所有，不如带上孩子跟着我挖

药、卖药去吧。”马骏很高兴，从此就跟着五黄先生学挖药。他们象

风吹的杨花一样四处飘荡，不到半年工夫，马骏就学会了挖五黄药。

但是，五黄先生却从不教他治病。一天，马骏说：“老哥，你怎么不

教我治病呢？”

五黄先生笑道：“我看你这人性子太急，不适合当郎中。”马骏

有些不满，便暗暗注意五黄先生怎么给人治病，什么病该下什么药。

日久天长，马骏多少也摸透了一些门道，就背着五黄先生也给人治起



病来了。碰巧，还真让他治好了几个人，马骏十分高兴。有一天，五

黄先生不在跟前，有一个孕妇来找郎中。这妇人身体虚弱，骨瘦如柴。

马骏问：“你怎么不舒服？”妇女说：“泻肚子。”

本来止泻应用黄连，马骏却给她用了泻火的黄根。病人回去吃了

两剂药，大泻不止，没过两天就死了。病家哪里答应，一打听原来是

马骏开的方子，就把他扭送进了县衙。县官审明经过，就断了马骏一

个庸医害人的罪名。这时，五黄先生赶来，跪在堂前，说：“老爷应

该判我有罪。”县官问：“你是什么人？怎么有罪？”

“他是跟我学的医，我教的不清，罪在我身。”马骏闻听，急忙

说：“老爷，是我背着他干的事，跟他没关系。”县官问明他俩的关

系，感到这两个人如此重交情，很是敬佩；平日，他也听说过五黄先

生的大名，所以，就尽力为马骏开脱。最后，县官罚他们送给死者家

里一笔钱，就放他们两人出衙了。

马骏羞愧万分，对五黄先生说：“悔不该不听你的话，往后再也

不敢自以为是了。”五黄先生说：“学治病可不能性急呀。你看，错

用了药就会出人命的。”后来，马骏踏踏实实地埋头挖药，人也变得

稳重多了，五黄先生这才教他行医。为了记住前面的教训，五黄先生

从此便将五黄药中的黄根，改为“大黄”，免得后人再错用了这一味

药。

大家平时用大黄的时候可要想起大黄的这个故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