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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宝岛台湾是我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岛上风景秀丽、气候暖和、物产丰富，极宜人类生存与发展。
台湾居民绝大部分是从大陆直接或间接迁徙过去的，他们与原住民一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为开发
和建设宝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大陆人民的大批迁入，大陆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不断地移植台
湾，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使台湾文化成为中华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但是，自1895年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和1949年以后两岸的长期隔绝，大陆人民对台湾的
一了解十分有限。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大批的台商和各界人士纷纷渡过台湾海峡，到大陆经商和从事文化交流
，然而大陆人民进入台湾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学生迫切希望了解台湾社会经济、历史
文化。
为了让大陆人民特别是大陆的青少年能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组织了一
批研究台湾的学术工作者编写了“图文台湾”丛书。
这套丛书以翔实的史料、精美的图片、通俗的语言，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介绍台湾的情况
，既追述两岸人民共同开发建设台湾的艰苦历程，也颂扬两岸人民抗击外国侵略、收复台湾、保卫台
湾的光辉业绩，同时展示台湾的美丽景观、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和文化艺术。
    我们期望，这套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能陪伴你一起追忆历史，探访民俗，欣赏台湾的秀丽风光，让
你从容地穿梭于时光隧道，流连于古迹佳景，轻松愉快地享受一趟台湾宝岛的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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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史料为基础，讲述了一位从闽南乡村走出来的普通医生!吴卒，由凡人到成为海峡两岸共同崇拜
和信仰的神明的传奇经历。
俗性、趣味性的文字让您全面地了解保生大帝信俗如何走过千难万险而传播到台湾的历史过程：精美
丰富的插图全方位地阐述了台湾保生大帝的祭祀信俗与活动，它们传统而又奇特：走进它，它会唤起
您那一片心怀两岸乡情与亲情的温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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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人到神的乡村郎中    双亲病逝，奋志学医    吴夲，字华基，号云衷，俗称吴真人、大道公、帝君公
、花桥公。
祖籍福建安溪感德镇石门村．其父吴通、母黄氏“因避乱隐居于银同(即同安)之南、沧海之滨，择白
礁结茅而居”(黄化机《延陵吴氏通谱·吴真人谱系纪略》)。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三月十五日出生于同安县积善里文圃山南麓的白礁村(今漳州龙海市角美镇
白礁村)。
自幼颖异，才智过人，心性纯厚。
吴卒刚满10岁，就经常跟着父亲下海捕鱼抓蟹。
那时，海上经常出现海盗，渔民们不能安居乐业，加上年景不好，饥一顿，饱一顿，瘟疫流行，闹病
的人很多。
吴通也患上恶疾，没钱医治，眼睁睁看着被病魔折磨而死。
不久，母亲黄玉华也因操劳过度而病逝。
看到短短时间里双亲先后病逝，吴夲下决心学医。
公元995年，17岁的吴夲开始跟着村里的一些蛇医捕蛇采药，医治被毒蛇咬伤的农夫。
后为广学医道，便远离家乡，到名山古刹拜师学道，以求实现治病救人，济困扶危的夙愿。
在几年的勤学苦练之后，他通晓医术，擅长针灸．能知人身气血流行点，针、药到时，沉疴即除。
    学成之后。
他回归白礁故里，认真潜研岐黄，热心行医济世。
白礁村北边的文圃山龙池岩山峦叠翠．松竹茂密，山坡上、山谷里到处长着紫苏、鬼针草、白茅根、
金不换、防风、穿山龙、一条根、千金红、香茹等草药，野生药材资源十分丰富。
吴夲把这里作为采药和制药的好地方，在山脚一棵大榕树下结庐炼丹。
他白天上山采集草药，炼制医治各种疾病的丹药，夜间经常到山上古刹龙池岩，与高僧一道参禅论道
，研究脉理医药，经常是通宵达旦。
    吴夲一生奔忙在闽南城乡，热心为黎民百姓治病疗伤，最先是在村里开设诊所给周围各村村民诊病
送药，他医无贫富，一视同仁，每行医于贫苦农家，分文不取。
当时白礁归属泉州府，泉州市区人烟稠密，客商云集，民众问诊看病求药的需求大，当吴卒从泉州市
区来的患者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时，即把诊所开到泉州街区一个名叫“花桥亭”(这里宋代有一座桥亭
，桥亭两旁是卖花的花市，故称“花桥亭”)的地方义诊赠药。
几年时间，吴夲妙手回春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风范已在这里众口皆碑。
    医术高超，医德高尚    1．起死回生术    有一天，吴卒在白礁村附近的一个海边村子行医时，听到路
边一位老妇人在嚎啕大哭，仰天呼救：“吾家三代，只此孤儿，若有不测，后嗣无继。
皇天在上，拯救残身呀！
”吴卒上前一看，只见一位少年被海盗砍倒在路旁，满头是血，胫骨断裂，气息奄奄。
吴卒很是同情，立即把鲜血淋漓的少年背回家中，将他安置好后，便飞步上龙池岩采回草药，给那少
年内服外敷，着手抢救，之后还天天亲自汲取屋旁的山泉，给少年洗涤化脓的伤口，并施以草药接骨
，还夜以继日在旁熬药喂药，终于把这位少年从鬼门关抢了过来。
乡里父老赞道：“吴卒乃扁鹊再世，华佗复生也，此乃患者之大幸矣。
”    一天，吴卒上龙池岩采药回村．看见榕树下一群人身披麻衣。
哭哭啼啼，连忙走过去探听。
一位老阿婆哭诉道：媳妇身怀六甲，昨晚突然肚痛气绝。
吴卒连忙走进灵堂掀起罩在“尸体”脸上的黄布，见“死人”还有一点血色，就取出银针，在其人中
、合谷等穴位扎了几针。
这时，只见少妇的嘴唇略微翕动了一下。
他赶快跑到山路旁，从石缝间拔起一把石菖蒲，将其捣烂．拧汁灌人孕妇口中。
过了片刻．只见女人慢慢睁开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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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哇”的一声，一个小生命诞生了。
这件事很快传遍十里八乡，连县里的官老爷也知道他救活了两条人命，并对他这位乡村郎中刮目相看
了。
    有一年春天，吴卒来到县城，找到一家客栈，刚卸下药葫芦，便见公差禀报：“县太爷胡大人上门
拜见。
”吴夲整整衣衫，出门迎接。
胡县令拱手说：“本官小女得了怪病，吃什么吐什么，已六天滴水未进。
县城里的医生都找来诊治过，均未见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
恳求吴郎中光临舍下，救小女一命。
”吴卒连忙随胡知县来到县府，诊脉后，断定是膈食病，便步出县城，在山野溪涧旁，采回象鼻草、
石竹根等草药，捣烂绞汁，给胡小姐灌服。
服后，胡小姐便不再呕吐了。
经过数天诊治，她的身体慢慢好转，枯黄的脸上开始出现了红晕。
吴夲救了小姐一条命，胡知县对他备加尊敬。
一次饭后闲聊，胡知县问道：“吴郎中，你满腹文才，今年乃大比之年，何不赴京一试，金榜题名呢
？
”吴卒笑道：“平生不能为清官，只求做一名良医罢了。
”胡知县对他的志向颇为赞赏，有意将千金许配给他，便进而问道：“吴郎中已届而立之年，何不娶
家室，成家立业呢？
”吴夲仰脸大笑道：“我是一个浪迹江湖的医生，萍踪浮云，来去无定，让人独守空房，岂不误人青
春。
”吴卒一生不茹荤，不娶妻，把所有的时间和心血都奉献给了救死扶伤的慈善事业。
    2．单方治奇症    很久以前，三姓村住着兄弟三人，都已成家立业。
他们满山遍野地开荒种水果，收成丰足。
美中不足的是，老大、老二虽然娶了妻子，但都没有生一男半女。
只有老三生了个宝贝儿子。
    那个时候，人们把传宗接代看得很重。
俗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所以一家三房，都把老三的儿子，当做掌上明珠一样。
    这个掌上明珠的孩子，长得十分俊秀，浓眉大眼，四方大脸，谁看了谁喜欢。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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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保生大帝原是一个乡村医生，因为他的医术高，医德好，一辈子竭尽全力为百姓祛除疾病，救死扶伤
，且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对贫穷百姓、对弱势群众，甚至还义诊赠药，无不显其慈悲为怀、普济世人
之爱心，最后甚至为了救治病人冒着危险攀崖采药，以致跌下悬崖而仙逝。
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去世一千多年之后人们仍然在怀念他、纪念他，甚至把他升格为神来祭拜的原因。
这应了一句老话：为黎民百姓做了好事、为社会进步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永远会记在心里的，甚至会
千秋万代把这种怀念，把这种纪念传承下去。
所以今天在海峡两岸，在世界各地，保生大帝都拥有难以数计的信众。
正如香港宝泉庵秘书长陈鹏飞在一次参加保生大帝祀典时所说的：大道公代表平安、祥和、善良、仁
心、仁术，我们今天纪念他，祭祀他，就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发扬他的美德。
    笔者与保生大帝同乡，在家乡处处可以看到人们在香烟缭绕的保生大帝宫庙里虔诚祭拜的情景，到
处可以听到关于保生大帝的动人传说，无不感受家乡百姓对这位从乡村走出来的神医的崇敬之情，从
小耳濡目染，深受熏陶和影响。
    对这一信俗活动的理性思考，是在长大并掌握了一些宗教知识之后。
实际上，除去附在保生大帝身上的神话传说，吴卒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一辈子执著于为老百姓做好事
善事的医生，这种一辈子做好事的言与行，是一种美德。
是一种高尚的情操。
一个伟人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是最难最难的啊。
吴夲之所以能够“修成正果”，成为保生大帝，在于他与孔子一样，修成了具有最高道德境界的、以
解天下人困厄为己任的圣人。
而剔除这一信俗活动中的某些迷信成分，其最可贵的核心价值则是联系两岸同胞饮水思源、爱国爱乡
的精神支柱和感情纽带。
    高兴的是，在不经意之间，竟然能够有机会来恭述这位千百万信众景仰崇拜的医神，这得缘于云霄
博物馆汤毓贤研究馆员的推荐，以及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室汤源生主任、“图文台湾”丛书主编林仁
川教授的厚爱。
这或许是一种缘分。
我珍惜这一缘分。
    保生大帝信俗文化博大精深，而自己所涉猎范围有限，面对这样一个几近神圣的任务，不甚惶恐之
至。
幸好至今研究的文章、书著十分丰富。
按照该丛书所定位的“面对学生的通俗读物”要求，力求把一些众所周知的史料、两岸学者同仁的研
究成果，加上自己的研究些微所得，用一个新的框架体系，努力把其写得更条理、更通俗一些。
    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两岸同仁学者的无私支持。
台湾凤邑赤山文史工作室负责人郑温乾先生帮我写了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初稿，提供了亲自拍摄的数十
张照片(因而我把他也列为本书编著之一)。
台中市教育文教基金会董事、挚友林永安先生也为我寄来了许多宝贵资料。
在田野调查中，漳州白礁、厦门青礁、泉州花桥慈济宫等保生大帝祖宫管委会负责人都热情提供了大
量资料和图片，汤源生主任拨冗详细审阅了该书初稿，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等等。
这使得这本小书的撰写能够在约定的短短3个月时间里顺利完成，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凝聚着两岸
学者及诸多保生大帝信众的心血。
另外，书中还引用了郑炳炎等两岸同仁的研究成果以及漳州市图书馆提供的一些图片资料，谨在此表
示衷心的谢意！
    因时间仓促，水平所囿，书中错讹之处，敬请同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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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宝岛台湾是我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岛上风景秀丽、气候暖和、物产丰富，极宜人类生存与发展。
台湾居民绝大部分是从大陆直接或间接迁徙过去的，他们与原住民一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为开发
和建设宝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林仁川编著的《慈济人间的海峡医神——台湾的保生大帝信仰》以翔实的史料、精美的图片、通俗
的语言，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介绍台湾的情况，既追述两岸人民共同开发建设台湾的艰苦
历程，也颂扬两岸人民抗击外国侵略、收复台湾、保卫台湾的光辉业绩，同时展示台湾的美丽景观、
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和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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