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谈“医生”
———古代对“医生”的不同称呼

□卜庆萍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在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战役 ” 中 ， 医务人员救死扶
伤， 火热地战斗在最前沿， 令
人心怀敬仰和感佩。 让我们一
同走进历史， 看看不同朝代对
医生的不同称呼 ， 感悟 “医
生” 的深厚内涵。

中医是我国传统的医学 ，
有数千年历史。 在西方医学尚
未进入我国之前， 中医本不叫
中医， 而是有独特的内涵和丰
富的称谓 ， 其四大别称为岐
黄、 青囊、 杏林和悬壶。

岐 黄 这 个 名 字 ， 来 源 于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是
黄帝与岐伯讨论医学的专著 ，
为岐黄之术， 自然岐黄便成了
中医的别名。

青囊， 来源于名医华佗的
历史典故。 据史料记载，华佗被
杀前， 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
恩， 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
送与他。 华佗死后， 狱吏亦行
医， 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
来。 后人由此称中医为青囊。

杏林， 源自名医董奉治病
救人的故事。 史料上说， 三国
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 一度
隐居江西庐山。 附近百姓闻名
求医， 董奉从不收取钱财， 只
求轻症治愈者种一棵杏树， 大

病重病治愈者种五棵杏树。 数
年后， 董奉门前杏树成林， 从
此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

悬壶， 则与古代的一个传
说有关 。 一天东汉名医费长
房， 看到竹杖上挂了葫芦的一
位老人在集市上卖药， 天黑散
街后 ， 那位壶翁跳入葫芦中 ，
当时只有费长房一人看到， 费
长房颇感奇怪。 为了弄清壶翁
的来历， 费长房以酒款待。 壶
翁得知其意图后， 让费长房隔
日再来。 壶翁邀他一起进入葫
芦 ， 只见葫芦内布置整齐华
美， 佳肴满桌， 费长房立刻拜
壶翁为师， 学习医术和修仙之
道。 几年后， 费长房艺满， 也
开始悬壶济世行医。 这个带有
神话色彩的传说， 即是医生之
悬壶称谓的来由。

其实， 早在周代， 对医务
人员已有不同的称呼。 当时将
包括医生在内具有艺技的劳动
者统称为 “工 ”， 将医术高明
的医生尊称为 “上工” 或 “良
工 ” 。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
篇 》 曰 ： “问其病 ， 知其处 ，
命曰工 。” 此后又将内科医生
称 “疾医 ”， 外科医生称 “疡
医 ”， 管理帝王饮食卫生的医
生称 “食医 ”。 宋代开始 ， 北
方人对医生尊称为大夫， 一直
沿用至今。

医生除了周代医官名 “疾
医，” 春秋战国时期典籍已有
了 “医师” 称谓的记载， 汉代
景帝时改称 “太常”。 北魏设
置 “太医博士”， 负责传授医

学知识。 东汉曹魏时设置 “太
医 令 ” ， 隋 唐 改 称 “太 医 署
令 ”， 为管理医疗的官职 。 唐
代已设药医师 （后称药师 ） ，
负责采办药品。 唐代开始出现
“医生” 一词， 但古代 “医生”
之名没有现在的医生之义， 而
是 指 在 医 馆 中 就 读 的 学 生 。
“ 医 士 ” 称 呼 首 见 于 北 宋 ，
“郎中 ” 和 “大夫 ” 称呼均始
于宋代。 明清太医院长官称为
“院使”， 下设御医、 吏目、 医
士数十人， 主要为宫廷、 皇族
服务。

宋代开始设置以 “大夫 ”
为名称的医官， 而医官中最高
级 的 尊 称 “大 夫 ” ， 其 次 称
“郎中”， 以下称 “医效” “衹

侯” 等。 因为 “大夫” 是医官
中最高的职位 ， 所以把 “大
夫” 作为医生的尊称。 又因为
医官中也有 “郎中” 一职， 所
以也把医生称为 “郎中 ”。 但
“大夫” 和 “郎中” 略有区别。
一般将设馆从医 （坐堂行医 ）
的医生称作 “大夫 ”， 而把走
串于乡间的医生叫作 “郎中 ”
或 “方医 ” “铃医 ”。 就地域
而言， 早年间北方习惯称医生
为 “大夫 ”， 而南方则习惯称
医生为 “郎中”。

人们把治病救人挽救生命
的职业称之为 “医生 ”， 从古
至今它的每一个不同称谓， 都
表达了人们对医生的尊崇和赞
美。

·广告·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
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下列营销员《保险销售
从业人员执业证》/《保险营销员展业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营销员姓名 执业证号 /展业证号
张世荣 00003211010100102020009100
王 聪 02003611000080002016003237
太万霞 02003611000080002017000249
冯石杰 02003611010280002017007534
李 辉 02003611010180002018006385
王宏升 02003611010180002018015520
马国庆 00003211010100102019000994
朱 爽 00003211000000002019002513
石 莎 00003211010100102020000022

马 黎 00003211010100102020002411
王伟波 00003211010100102020005673
SUN�BIN��00003211010100102020005761
涂林斌 00003211010100102021002811
马金杰 00003211010100102021002838
黄熙博 00003211000000002022000635
王希琳 02003611010180002017000238
杨巧谍 00003211000000002022001636
杨 帆 00003211000000002022002119
张 伟 00003211000000002022001597

□□李李国国胜胜

三代筑路人
共铸家国梦

我叫李国胜， 是中铁六局北
京铁建公司京唐铁路燕郊站项目
部的职工。 我的父亲是一名参加
过西南三线建设的老铁路工人，
曾和三十万筑路大军一起用热血
和汗水铺就了堪称铁路工程史上
奇迹的成昆铁路。 当我从父亲肩
上接过沉甸甸的轨枕那一刻起 ，
便牢牢记住了父亲的叮嘱： “既
然选择当一名铁路工人， 就要能
吃苦、 敢担当， 因为我们担负着
千家万户的出行安全！”

老铁路人执着的奋斗精神一
直激励着我， 虽然父亲已经离世
多年 ， 但是我始终不忘他的嘱
托， 扎根施工一线， 一干就是30
年 。 工期紧时 ， 顾不上吃饭睡
觉， 一直盯在施工现场， 每天工
作到凌晨， 一遍遍来回地走， 一
次次反复地查， 风雨无阻， 发挥
着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2016年， 明知铁路工人干的
是苦差事， 挣的是辛苦钱， 但深
受家里两代铁路人影响的儿子李
琛琛在大学毕业后还是毅然加入
到中铁六局这个大家庭中， 延续
父亲和爷爷的事业， 成为了一名
筑路人。在工作中，儿子时刻谨记
家人的教诲， 踏实工作， 因为表
现突出， 多次被评为岗位标兵。

我家三代筑路人， 先后参加
了成昆铁路、 北京西站、 大秦扩
能、 迁曹铁路、 津秦客专、 代建
京张铁路、 京唐铁路、 北京地铁
六号线等重点工程建设， 随着一
个个工程的竣工， 一个个荣誉纷
至沓来， 我们始终初心不改， 默
默坚守。

筑路人无私奉献的背后离不
开善良、 包容的坚强后盾。 由于
工程单位的特殊性， 我经常在工
期紧张时连续几个月不能回家，
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妻子焦叶的
肩上。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她在
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家
里老小 ， 陪老人看病 、 洗衣做
饭、 培养儿子， 又苦又累却从没
抱怨过一句， 始终在背后默默支
持我的工作， 是公婆眼中的好媳
妇， 我眼中的贤内助， 儿子眼中
的好妈妈。

聚少离多难相见， 献身铁路
无怨言， 风雨同舟几十载， 相亲
相爱一家人。 我们这个名副其实
的铁路建设者之家一起参与并见
证了祖国铁路事业的飞速发展，
用全部心血传承着筑路工程人的
家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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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女儿转入那所重点小
学后， 为方便孩子接送， 我和
小妹换了房。 她家位于老城区
的一幢旧宿舍楼里 。 安顿好 ，
小妹专门嘱咐我： “对门老罗
头有些怪， 特爱管闲事， 最好
别惹他。”

时间一久 ， 邻居告诉我 ，
这老头确实有点 “怪 ”： 他老
伴走得早， 之后就一直独自一
人。 退休金不高， 却默默地为
两个贫困学生助学。 时常把在
国外工作的儿子寄来的外汇捐
给社会上的慈善机构； 老爷子
精神头儿特好 ， 虽说年近八
旬 ， 但声音洪亮 、 行走如风 ，
嗜好喝点儿小酒， 没事儿就在
小区里转悠， 碰到不文明的事
就要管 ， “我是党员 ， 又是
‘栋长’， 这事就要管到底”。

摊上这么个倔老头做对
门， 我们尽量避开他， 不到万
不得已， 很少与他打交道。

没想到， 你不招惹他， 老
头子却自己找上门来。

入住后半个月， 那天我在
家看电视 ， 家门被擂得山响 。
开门后， 老罗头满脸铁青， 劈
头盖脸地说： “小刘， 你们来
了不怎么搭理人我不计较。 可

原来那户人没跟你说过？ 今天
轮到你们家打扫楼道卫生。 小
同志， 要有点公德意识啊！”

还有这 “规矩” 啊？ 小妹
的确没讲过。 怕老头上火， 第
二天一早， 我和妻子赶紧从六
楼扫到一楼， 还把楼梯扶手仔
细擦了一遍， 害得妻子错过了
公司的班车。 罗大爷出门去买
报纸回来 ， 看到到处清清爽
爽、 干干净净， 点点头， 肯定
道： “还不错。 以后把日子记
清楚 ， 最好不要我这个 ‘栋

长’ 催嘛！”
领教了罗大爷的厉害， 我

们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垃圾不
敢随手丢， 出门把一楼的门轻
轻带上， 不再像以前那样 “哐
当 ” 一下 ， 怕被罗大爷撞上 ，
又少不得一顿尅。

说来也怪， 由于老爷子的
影子似乎无处不在， 不光我们
这栋楼， 就连周围的宿舍楼也
变得很整洁。 据说， 由于罗大
爷的威名在外， 几乎没有小偷
光顾这里 。 老爷子虽然有点

凶 ， 但大家都觉得他一身正
气， 敢说敢管， 不图名利， 是
宿舍楼的保护神和环境大使。

尽管老爷子难以接近， 但
是我还是看到了他柔软的一
面。

有一次， 他竟然面目慈善
地叫我去他家坐坐。 家里摆设
很简单， 一年四季换洗的就那
么几件衣服； 下酒的就是一盘
花生米和咸菜。 见此， 我觉得
他不应该这样苦自己。

他跟我谈起了自己的经
历 ， 15岁当学徒工 ， 18岁入
党 ， 搞了几十年的机修工作 ，
多次被评为市里的劳动模范 ，
退休后给人家当了几年的门
卫。 唯一的儿子早年出国， 收
入丰厚， 但罗大爷没有靠儿子
养老。 有一次回老家， 他看到
老乡生活艰苦， 便 “认领” 了
两个山区的孩子， 承诺给他们
提供学费， 一直到孩子们上完
大学。 他做这个 “栋长” 也是
大家一致推选的， 就因为他威
信高、 热心肠、 能跟周围的群
众打成一片。

至此 ， 我对这位外表倔
强 ， 内心柔软的党员 “栋长 ”
多了一份敬重。

■图片故事

□刘卫 文/图

■我的幸福家庭

“栋长”是个老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