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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蕴含的医学思想发微 
吕乐 1  赵红鱼*2 

(1.呼和浩特市中蒙医院  2.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摘要：《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四大经典名著之一，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开辟了历史纪实与民间传说相结合，亦虚亦实的文学创作道

路，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中医药文化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以来观察自然、生命发展规律，同疾病斗争智慧的结晶，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探索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中医药元素，通过中医药文化和传统文学的交叉研究，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同时从新

的视野下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本文挖掘整理《三国演义》中的医学思想及相关内容，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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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洪武年间（公元 1368 年～1398 年），

书中描绘了东汉末年至西晋初期近百年的历史风云，而在此期间，

社会动荡不安，瘟疫四起，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这些都间接

的推动了当时医学的进步，涌现出了如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等伟

大的医家以及《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脉经》、五禽戏等

诸多宝贵医学财富流传后世，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于中医学之后

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三国演义》全书内容基于此历史背

景之下，书中多处章节体现了医学相关内容，虽有部分演义成分，

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医学的发展以及社会普及程度。 

1.医者的德行修养 

医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仁术”，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成

为一名合格的医者，书中第二十三回“弥正平裸衣骂贼，吉太医下

毒遭刑”中[1]，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杀害贵妃，使汉帝沦为傀

儡皇帝，在国舅董承等忠臣一筹莫展之际，随朝太医吉平谓董承道

“某虽医人，未尝忘汉”，并表示愿趁给曹操治头风之机毒杀曹操，

为打消董承的疑虑，他当即咬下一指为誓。结果事情败露，被曹操

严刑拷问，吉平面不·改色，宁死不屈。眼见刺杀无望，吉平悲痛

万分，朝向汉帝宫廷的方向跪拜大喊道“臣不能为国家除贼，乃天

数也！”，随后一头撞死在石阶上。后有诗词赞其曰：“汉朝无起色，

医国有称平，立誓除奸党，捐躯报圣明”，吉平在小说中虽只是一

介儒医，但在家国大义面前，表现出铁骨铮铮，泰然赴死的英雄气

概，完美诠释了我国古代对医生的最高评价——“上医医国”的形

象。又如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中[2]，

关羽右臂中毒箭，箭毒入骨，急需治疗，当时的名医，有“外科鼻

祖”之称的华佗听闻后，主动不辞艰辛前来医治，于是便产生了“刮

骨疗毒”这一经久不衰的典故。“刮骨疗毒”这一段外科治疗过程，

在小说《三国演义》和正史《三国志》当中均有详细记载。经华佗

治疗后，关羽中箭伤臂明显好转，大喜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

矣，先生真神人也！”。关羽以黄金百两作为酬谢，怎料华佗顷刻色

变，谓关羽曰：“某闻君侯高义，特来医治，岂望报乎？”，坚辞不

受。仅寥寥数语，将华佗的高尚的医德展现的一览无余。 

《言医·序》中记载“德不近佛者无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

为医”。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医生的个人品德修养的要求是极

高的，在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要怀有一颗普度众生疾苦的仁爱之

心，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甚至

认为医生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心怀天下，为国为民，上升到了“上医

医国”的高度。《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两位代表医家吉平和华佗，

品性谦厚，医术超群，且怀有一颗忠义爱国之心，而就是这样伟大

的两位医家，最后均死于“奸雄”曹操之手，罗贯中通过描写两位

大医的遇害，从侧面烘托了小说中曹操凶狠残忍的人物性格，达到

了非常好的艺术展现效果，同时可见《三国演义》虽是一部以权谋

战争为主线的历史小说，但对于医者却有极高的评价，尤其是以吉

平、华佗为代表的医生形象，更是为后世医家行医处世树立了典范，

影响深远。 

2.医学知识在士子中的普及 

医学作为“仁术”，在中古历朝历代文人士子中均具有较高的

普及度，《三国演义》中，有关医学的专业论述随处可见，如在第

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当中[3]，诸葛亮出

使东吴，在朝堂之上论刘备只是暂居劣势，需休养生息，日后必定

厚积薄发的一番中医理论，以医论政，显示了诸葛亮深厚的医学功

底，“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

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

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

投以猛药厚味，欲长安保，诚为难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壮火之气衰，少火

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指出了气

味过于浓厚的药物会损伤人体的正气。人体久病，正气已虚，虚不

受补，不可妄用补药，更不可擅用攻伐之药，用药需和缓，等到正

气恢复，方可用厚味以补虚，猛药以攻邪，体现了辨证论治以及药

食气味理论的内容。再如第五十二回“诸葛亮智辞鲁肃，赵子龙计

取桂阳”[4]，鲁肃对周瑜说道“吾观刘琦过于酒色，病入膏肓，今

见面黄羸瘦，气喘呕血，不过半年，其人必死”。《难经》中有云“望

而知之谓之神”,望诊在四诊当中具有重要地位，“有诸内者，必形

于外”，通过观察人体外在表象以推测健康状况以及疾病的进展，

是中医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再如曹操“望梅止渴”一事，使得将

士们在极度干渴的情况下顺利到达营地，正是利用条件反射来正向

干预人体的典型实例，成为传世名典。 

东汉末年期间战乱不断，百姓命运悲惨，故使得“医圣”张仲

景在当时发出了君子应当“进则救世，退则救民”的感慨，北宋时

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也提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反

映出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对于医学的尊重以及作为一个君子应当

有济世救民，救苍生于水火的觉悟，可见在《三国演义》当中体现

出了较高医学水平的辨证论治的思想，如诸葛亮和鲁肃分别作为两

个割据政权的政客，本非医人，但却有深厚的医学功底，而诸葛亮

所创“诸葛行军散”至今仍然在临床当中被使用，“不为良相、便

为良医”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3.情志致病的重要性 

中医学历来非常重视情志变化对健康的影响，正所谓“怒则气

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过度的情志可

以导致疾病的发生，同时情志致病，亦可用另一种情志来治疗，如

怒胜思，悲胜怒等，称之为情志相胜法。《三国演义》中共记载 1100

多个人物，其中有很多人都因为愤怒，悲伤，恐惧等情绪波动而致

病，甚至死亡，如第二十三回[1]，国舅董承“见曹操骄横愈甚，感

愤成疾”，第八十回[5]“刘备闻汉帝被害，痛哭终日，因此忧虑，致

染成疾”，第九十三回[6]诸葛亮阵前辱骂王朗，“王朗听罢，气满胸

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第四十二回[7]，张飞在长坂桥单枪匹

马立于曹操大军阵前，发出雷霆之吼，曹操身边夏侯杰“吓得肝胆

俱裂，倒撞于马下”，又如曹操欲杀左慈不成，见黑风中群尸皆起，

受惊而成疾，刘备斩刘封之后，听闻刘封毁书斩使之事，心生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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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关羽身故，每日哀伤，以致染病等。以及耳熟能详的“诸葛亮
三气周公瑾”。关于情志治疗方面，第四十八回[8]，赤壁之战前夕，
周瑜与诸葛亮定下火攻之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正观之际，一
阵风过，周瑜猛然想起一件心事，大叫一声倒地，口吐鲜血，不省
人事，原来是时值隆冬，只有呼啸的北风，而欲用火攻，必须有东
风，周瑜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急火攻心而发病。诸葛亮谓鲁肃曰“公
瑾之病，亮亦能医”，开出了“欲破曹公，需用火攻，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的“处方”，临战之日，果然东风至，周瑜大喜，无药
而愈，这是典型的“喜胜忧”情志疗法的体现，包括第二十二回[9]，
曹操袁绍大战前夕，曹操由于思虑过度，头风病复发，袁绍幕僚陈
琳奉命撰写“讨贼檄文”，整篇文章将曹操羞辱的体无完肤，文章
传至曹操处，“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
也属于情志疗法的典型案例。除此之外，《三国演义》中多处内容
也暗示了情志对于疾病预后的影响，如江东周泰深夜为保护孙权只
身抵挡山贼，身负枪伤十二处，金创发胀，命在须臾，后请得华佗
为其医治，经过调养之后，一月而愈，后来孙策在围猎中遇袭，面
颊中箭，身中数枪，请华佗徒弟来为其治疗，其徒反复强调“须静
养百日，方可无虞，若怒气冲激，其疮难治”，结果一月后，孙策
金疮迸裂而死[10-11]。周泰与孙策同是一病，结局却不同，这与两人
的调养方法关系密切，周泰为一武将，身负战伤，可回乡心无杂念
安心养病，而孙策则不同，身为江东领袖，军务、政务繁忙，不可
一日懈怠，无法做到像周泰一样静心调养，加之本身性格因素，血
气方刚，性如烈火，稍不顺其意便怒从中生，极不利于疾病的康复，
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小霸王”孙策的英年早逝。 

太过的情志不仅可以致病，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并且可以
影响疾病的发展、预后以及转归，如《素问·疏过五论》中“精神

内伤，身必败亡”。《三国演义》中因为过度愤怒、恐惧、思虑等精
神情志异常而染疾甚至死亡的人物众多，同时因为情志因素使疾病
好转的例子亦不在少数，情志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在《三国演义》中
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4.总结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经典名著之一，作为一部文学作品，

虽然不是正史，但全书的剧情内容却也尊重史实，重大事件和关键
人物均在正史基础之上加以艺术创作，从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这一
段历史时期中，中医学得以飞速发展，而在《三国演义》当中，与
医学相关的内容比比皆是，涉及到辨证论治、内科、外科、儿科、
养生、情志病、病后调摄等多方面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当
时历史背景之下医学的进步以及医学思想的普及，中医药文化是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笔
者通过对《三国演义》中医学思想的梳理，从医学视角下重新解读
这部经典名著，以期为中医传统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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