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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曾懿，字伯渊 （1852年～1927
年），清末四川华阳县人。在曾懿
20岁左右时，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
长达十余年的瘟疫，成都、华阳瘟
疫流行也时有发生。曾懿那时经常
随母亲往返于华阳成都两地之间，
目睹了身边很多百姓因医治不力而
丧命，心中十分着急。从此，曾懿
放下了稔熟的诗文，悄悄学起了仲
景之术。几年间曾懿苦读了医圣张
仲景的 《伤寒论》 和各类医书典
籍。当时属于晚清西风东渐，而守
旧者却对西学一味反对。曾懿却觉
得应该广收博采，传统医学也必须
在借鉴中求变出新。

曾懿读了江浙叶天士、吴鞠通
等温病大家所著的《温热论》《温病
条辨》，书中提出的“三焦辨证”的
全新理论体系，让她找到了治疗瘟
疫的方向。曾懿还在自己身上实
践，她前后得过四次温病，都是自
创良方而愈。曾懿 32 岁时，曾得

过阴症喉痹，危及生命，她找了几
个当地名医诊治都没有效果，无奈
她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医药知识，试
着自我诊治。她将自配的草药方用
在自己身上，终于脱离危险。后
来，她用这个方子治愈了很多相同
症状的病人。民间所学加上不断创
新，曾懿治疗瘟疫渐渐有了信心和
把握，她把悉心所学用于救治百
姓，医术精妙而又态度谦和，深得
患者和百姓爱戴，治疗效果不断显
现。

曾懿经过近四十年的临床研
习，对温病和伤寒的病证及其治法
有了十分深刻的体会，于是她筛选
精华进行记录整理，著成了《医学
篇》。《医学篇》所载的很多方药都
是曾懿自己研发配制的，不仅针对
病情相当精准，临床配伍也十分巧
妙。《医学篇》集中反映了曾懿的医
学思想，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学
财富。 据《天津日报》

曾懿曾懿 精通医理的才女精通医理的才女

古代那些妙手回春的女中医古代那些妙手回春的女中医
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从全国调集了数万医护队伍援鄂，其中女医护人员占了多数，她

们奋战在一线，书写了不畏牺牲、大爱无疆的医德医风赞歌。而在古代，一些女性也是冲破
世俗，学医治病救人，她们个个身怀绝技、妙手回春，成了流芳百世的千古名医。

义妁，汉武帝时河东人，是我国有记载的第一
个女医生。义妁自幼天资聪敏，对医术情有独钟，
立志成为一名好医生。

义妁从小就对药草有兴趣，十几岁时就开始上
山采药，捣烂后给乡亲们敷治外伤。平时只要听说
有医生路过，她都要虚心向人家请教医理。后来她
去长安，向第一名医郑无空求学，学到了精湛医
术，开始悬壶济世，被亲切地称为“女中扁鹊”。
有一次，从外地抬来了一位腹部膨隆的病人，肚子
比将要临产的孕妇还大，脐眼突出，身躯却瘦得皮
包骨头，奄奄一息。义妁没有放弃，而是仔细诊
视，立即治疗，取出几根银针，在病人的腹部和腿
部一连扎了几下，又拿出一包药粉撒在病人的脐眼
上，用热水浸湿绢帛给裹住，并给病人熬制汤药，
喂其服下。几天后，病人的肿胀渐渐消退，慢慢
地，病人就可以起床活动了。此后，义妁的医名在
方圆百里广为流传。

当时，汉武帝的母亲年老多病，汉武帝听人说
义妁医术高超，便派人专程查访，得知义妁不仅擅
长内科疑难杂症，对外科、针灸也颇为精通，所用
虽是草药，但疗效极佳。于是，汉武帝便诏她入
宫，给太后医病。进入宫廷后，义妁不卑不亢，先
后做过乳医、女医、女侍医，并将太后的身体调治
得越来越好。汉武帝很高兴，封义妁为中郎，补为
上党郡令，并册封她为西汉历史上第一位女国
医。

义妁义妁（（shuòshuò））
史上第一个女中医史上第一个女中医

鲍 姑 ， 名 潜
光 （约 309 年 ～
363 年），她以高
超的艾灸技术闻
名于世，是我国
医学史上第一位
女灸学家。鲍姑
出生在晋朝一个
官 宦 兼 道 士 家
庭，她的父亲鲍
靓曾任广东南海
太守。鲍姑自幼
勤奋好学，博览
群 书 ， 尤 喜 医
学，后与名医葛
洪结婚，又得到
了 丈 夫 的 帮 助 ，

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医学造诣愈臻完善，终成一
代医家。

鲍姑不仅擅长灸法，还精通针法、药学。鲍姑
长期随夫走南闯北，四方行医，为人治病，每见奇
效，但从不收取厚礼，因此医名远扬。当时有不少
名门贵族的女子患病，因羞于请男医生治疗，都愿
意用厚礼延请鲍姑，鲍姑从没有让大家失望。随着
鲍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不拘礼法的女子，也
走出深闺，向鲍姑拜师学医。经鲍姑悉心传授，
几个女弟子个个都能医善灸，也成为当时的名医。
史书记载，“鲍姑用越岗天产之艾”“以灸人身，灸
赘瘤，一灼即消除无有”，其“效如抨鼓”，故甚为
当时医家称颂，至今南海、广州、惠阳、博罗、番
禺等地仍流传着鲍姑用神奇的灸法治病救人的故
事。

因鲍姑长期随同丈夫葛洪在广州罗浮山一带炼
丹行医，且医术出神入化，岭南人民尊称她为“鲍
仙姑”。鲍姑去世后， 人们为了纪念她， 曾专为
她塑像纪念。

鲍姑鲍姑
立志做女灸学家立志做女灸学家

胡愔，道号见素子，今浙江金
华人，约生活于晚唐时期，幼年便
开始修道，有志于道教炼养方术，
为我国历史上著名女道医。

胡愔对脏腑理论素有研究并有所
得。她认为五脏“各有所主”“五脏
者，神明魂魄志精之所居也”。因
此，五脏之气，对人体各组织均有重
要作用，她主张保护五脏以祛病延
年，“五脏坚强，则内受腥腐，诸毒
不能侵；外遭疾病，诸气不能损，聪
明纯粹，却老延年”。这些思想为她
今后的从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 愔 在 从 医 过 程 中 体 会 到 ，
需要把这些理论整理出来，为大
众所用。她认为要保护五脏生理
功能的正常运行，必须先对脏腑
有明确的了解，而原有脏腑理论
过于奥秘，难以传世。为此，她
经 过 一 番 “ 搜 罗 管 见 ， 罄 竭 谀

闻”的过程，终于在唐宣宗大中
二年 （848 年）“按据诸经，别为
图式”，编绘了 《黄庭内景图》 —
卷。全书按脏腑器官分门别类，共
有六节，每节开篇绘有一图，再根
据脏腑理论简要说明该脏器的形态
结构、生理功能及病理特点等，并
在此基础上自然过渡，逐步展开论
述修养法、相病法、处方、行气
法、月禁食忌法及导引法等养生方
术，非常生动，而且通俗易懂，对
于传播腑脏器官医疗学说大有益
处，深受后人的欢迎。

胡愔在道教与医学关系上，强
调道教内修必须紧密结合医理，医
理是道教内炼养生的理论指导和基
础，即所谓“先明脏腑，次说修
行”。并且提出药疗、食疗与导引、
吐纳、服气、咽液、叩齿之术结合
的综合养生思想。

胡愔胡愔 史上著名女道医史上著名女道医

谈允贤（1461年～1556年），明
代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她与义
妁、鲍姑等并称为“古代四大女名
医”。谈允贤出生于医学世家，自小
聪慧，十来岁时即在祖父及祖母的
引导下，悉心苦读各种医学典籍。

谈允贤婚后不久便患上了气血
失调，她利用祖母给她的病理药方
进行多次的自我诊治、试药，每次
治愈之后都及时总结记录。后来，
谈允贤有了四个子女，每当孩子生
病，她都是亲自诊治。

后来谈允贤遵从祖母的嘱托，
开始为外人医病。当时的社会，一
些女性一旦患有外科或妇科疾病，
根本不会让男医生诊视，被耽误病
情的不在少数，甚至常有人因此丧
命。由于谈允贤医术精湛，患病女
子纷纷找她医治，往往获得奇效，

一时间谈允贤声名鹊起。50岁时，
谈允贤决定要把毕生掌握的医学知
识记录下来。于是，她将祖母传授
的医术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总
结写成了《女医杂言》，该书共收载
病案31例，是中医史上较早成书的
个人医案之一。该书主要记载的是
妇科病案，其中不仅涉及有关经
病、流产、产后诸疾、腹中结块诸
证，还记载了谈允贤对灸法十分娴
熟的运用过程，因而 《女医杂言》
又是我国古代极罕见的专科医案书。

谈允贤在《女医杂言》中，采
用追忆的方式撰写医案，每个医案
的诊治过程都十分具体明晰，尤其
是她注重从临床治疗角度记载医
案，而且所选的都是十分成功的案
例，所以给后世医家以很好的参考
作用。

谈允贤谈允贤 古代四大女名医之一古代四大女名医之一

鲍姑画像鲍姑画像

在人们的印象里，御医好
像都是男的，但是皇帝的后宫
女性居多，看病的时候有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那么，太医院
有没有女大夫呢？

关于女大夫为皇室服务的
记载，最早出现在两汉时期。

那时候为皇后、公主看病
专门有女医生，在汉代的资料
记载中，我国第一个女医生叫
作义，这个人是自学成才，非
常有名，后来在汉武帝时期被
皇 家 看 中 了 ， 成 为 一 名 女 御
医，专门给皇太后看病。

明朝初期的时候，专门负
责后宫医药的也都是女医官，
当时对她们管理也是很严格，
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女医生
进宫看病必须体检，这个体检
还不是检查有病没病，而是检
查是否怀孕。关于这个规矩的
由来还有一小段故事，话说在
慈圣皇太后时期，这太后得了
眼病，就让一个女大夫进宫看
病，因为治疗效果不错，太后
就把这大夫留在了宫里。当时
这女大夫已经怀孕了，为了贪
图太后的奖赏，她自个就把这
事偷偷地瞒住了。后来孩子出
生，这女大夫竟然把刚出生的
孩子淹死了，这么大的事情哪
瞒 得 住 ， 太 后 知 道 了 非 常 生
气，本来论罪这女大夫是应该
被处死的，但是太后念她治病
有功，也就没有杀她。这件事
过后，宫里就立下了验身的规
矩。

专门给后宫设立的医疗机
构还有安乐房、月子房。安乐
房里又有个安乐堂，听名字就
知道，这安乐堂就跟现在的养
老院似的，这是专门安置老年
嫔妃的地方。宫里的嫔妃年纪
大了、病也多了，就会被送到
安乐堂休养，如果身体状况十
分差，已经没得救了，就会送
到浣衣局，这里就算是后宫嫔
妃的最后一站了，死了以后在
西直门外的净乐堂火化。

明 朝 对 于 后 宫 嫔 妃 的 生
育 、 皇 家 香 火 的 传 递 更 是 重
视 ， 专 门 设 立 了 月 子 房 ， 这
就 是 嫔 妃 生 孩 子 时 候 的 疗 养
院 。 还 有 一 群 女 大 夫 负 责 料
理 产 妇 的 身 体 ， 她 们 不 仅 要
精 通 医 术 ， 还 得 知 道 生 产 后
妃 子 该 怎 么 保 养 ， 该 吃 什 么
不 该 吃 什 么 ， 有 什 么 禁 忌
等 ， 反 正 是 集 产 科 医 生 、 护
士 、 营 养 师 和 心 理 咨 询 师 于
一 身 ， 帮 助 产 妇 尽 快 恢 复 ，
这 群 女 医 生 对 王 室 的 传 宗 接
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据《燕赵老年报》

太医院里的
女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