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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大医精诚》浅论孙思邈的医德观

黄建新

摘要：孙思邈倡导的“精诚合一”医德观中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及现实意义。所谓“精诚合一”既医术精湛又品德

高尚，两者缺一不可。孙思邈的医德观不仅在古代医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实中也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对现实

社会中优秀医生的风范进行了褒奖，对违背医德者的各种行径进行了批判，指出继承和发扬孙思邈“精诚合一”医
德观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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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德教育源远流长，治病救人是古代医德

的基本思想。早在战国时期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

专著《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记载。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首次系统全面的阐述了

医德规范，创立了精诚合一的医德观。对中医学产

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3]。
1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创立了“精诚合一”的医

德观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方序》中提出“人命至重，

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治病救人原则，将

《大医精诚》置于《备急千金方》之首，更进一步以

“精诚合一”的医德观来论述和阐明了这个观点。
1.1 精即医术精湛 孙思邈认为“以至精至微之

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并且指出作

为一名医生“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

说，而言医道已了”。孙思邈对于精的要求是从两方

面来阐述的。一方面是精医之精，患者以生命之躯

托于医者，且疾病千变万化，这就要求医生必须掌

握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精通医术，明辨病因，精心

诊治，否则只会贻人怠命。孙思邈明确指出“凡欲为

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

经脉、三步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
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

方。”只有精读这些经典著作才有了成为医技精湛

的“苍生大医”的基础。随着疾病种类不断地衍生、
变化，医理幽深而复杂，这就要求医生在学习和掌

握医学经典的基础上，早临床、多临床，从临床实践

中不断认识疾病，积累经验，理论联系实际，使专业

技术更加精进。
另一方面是精学之精，孙思邈还提出“须妙解

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

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这正是《大医精诚》中“博

极医源，勤学不倦”的详细注解。孙思邈不仅是医学

大家，同时精通儒、道、佛及诸子百家，这些各家经

典不仅增加了孙思邈的见识，也对他的精研医学起

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从而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医生

广泛涉猎、博览群书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

的。广泛博览诸家经典，涉猎多领域学科，从典籍中

汲取知识和经验，不仅能使自己具备较高的医德修

养和全面的知识结构，更能完善和提高医学专业水

平，更好的治病救人。这与现代医学多学科交叉，相

互融合促进医学发展的要求也是一致的。
1.2 诚即品德高尚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现存最早

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指出：“非其人勿

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认为医学技术是复杂

而高深，不愿为人民服务的人勿教他，不是有志于

医学的人切勿传授给他，这样才能保持医学的优良

传统，才符合医学的道德。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从“大医之心”、“大医

之体”、“大医之法”三个方面论述了一名医生必须

具备的大医之诚。
他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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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疾

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

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

72



第 31 卷 第 2 期

2012 年 6 月

Vol．31 No．2
Jun．2012

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rief discussion on medical ethics of SUN Si-miao through studying Da Yi Jing Cheng
HUANG Jian-x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CM, Tianjin 300193, China)
Abstract: A brief discussion has performed on the concept and significance of “Jing Cheng He Yi” ( having

both astute and honest spirit) advocated by SUN Si-Miao. The so-called “Jing Cheng He Yi” means that a respected
doctor must have both consummate medical skill and noble moral character. The medical ethics of SUN Si-miao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not only in the ancient medical history but also in the modern medical practice. In
actual society, accordingly, the custom of an excellent doctor is praised and the one who has broken the medical
moral is criticized. The need of succeeding and developing the medical ethics of “having both astute and honest
spirit” advocated by SUN Si-miao is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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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

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

救，无作工夫行迹之心，如此可做苍生大医，反之则

是含灵钜贼。”在这里孙思邈详尽地阐述了作为一

名医生必须抱着仁爱救人、舍己为人的崇高目的行

医，平等待人、专心致志、不避艰险、不记得失、勇于

负责，才可称之为“苍生大医”，否则就是误人误己

的罪人。
孙思邈不仅要求一名医生要有至诚之心，同时

在医生的仪表、规范上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得

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

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

略财物”。这些都成为后世医生的行动准则。
精诚合一，就是既要医术精湛，又要医德高尚，

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医术精湛才能挽救患者于危难

之中，才能辨别真伪，去粗取精，解决疑难杂症，创

造医学奇迹；同时只有医德高尚，才能无私无畏，不

顾个人得失一切从患者利益出发，勇于承担责任，

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这就是孙思邈“精诚合一”医
德观的核心和实质。既说明了“精诚合一，德术并

重”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大医精诚》具有现实

意义。
2 孙思邈医德观的现实意义

孙思邈的“精诚合一，德术并重”的医德观不仅

在古代医学史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就是在现在也具

有其现实意义。
2．1 对医学教育的意义———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务

人才 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市场经济不断发

展，医务人员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面临着新的考

验。因此加强培养教育具有德才兼备的医务人员工

作势在必行。舍己救人、救死扶伤不仅是医生的天

职也是医生的社会责任。社会需要具有高尚医德、
精湛医术的医务人员，两者缺一不可。因此精诚合

一、德术并重是医务人员的最高境界。只有以此作

为医学教育的目标，并以此贯穿于每个环节，才可

以教育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优秀医务人才。这样才

能树立良好的敬业精神，遵守医疗职业道德，履行

医师职责，尽职尽责地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
2．2 对医疗事业的意义———精益求精，兼收并蓄，

创新发展 孙思邈发明了导尿术，是世界上第一个

发明导尿术的人。由此可见技术精湛，勇于创新是

有可能促进一个时代的科技发展的。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医疗科技也在不断更新。试管婴儿的出现

使不孕不育患者看到了希望；克隆技术的发展，使

不可逆的脏器病变又有了治愈的可能。这些都是人

类科技发展的结果。而医疗科技成果的产生都必定

是以精益求精的专业理论知识及精湛的医疗技能

为基础的。从而可以看出《大医精诚》中的“精”不仅

在古代有其特定的意义，就是在现代医学中也具有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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