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与华佗信仰

曾庆环

　　提　要：华佗信仰的成因与道教有关。华佗与道教关系密切，其出生与游学环境均为道教盛行的地区，其
本人亦染习方术，是以后世将其神化。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酝酿和过渡，华佗信仰最终确立于唐宋。其最初为地

方信仰，由于民众祛病求福的功利心理以及三国故事深入民心，其后逐渐通过庙宇祭祀、神话传说和节日庆典

等形式在明清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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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华佗与道教关系
有关华佗信仰的成因，张雷根据 《华佗乡土志》的记载，认为华佗信仰是受佛教影响而形

成于唐开元年间①，其说为于赓哲、张彦灵所沿袭。② 张雷之说未见于唐宋间文献，而 《华佗乡

土志》为今人所撰，张雷未考证其史源即用以证明其观点，似难令人信服。明清方志中多见华

仙师祠③、华仙祠④、华真君庙⑤、华佗仙师庙⑥等记载，可见华佗信仰与道教存在关系。若要

厘清华佗信仰的成因，则需从华佗与佛道关系进行探究。

有关华佗与佛教的关系，正史及魏晋时期的著作似未有所记载。陈寅恪认为， 《三国志》

“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特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耳”。他通过将

《三国志·华佗传》关于华佗的名字、医术及事迹与天竺梵文和佛教故事比附，考证出华佗之名

实为天竺语 “药神”之意，其医术源于印度佛教。⑦ 其说法不乏支持者⑧，但大多就 《三国志》

中材料进行分析推测，未见有更加直接的材料佐证。有关华佗外科手术的来由，于赓哲结合传世

文献和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早已有外科手术，华佗的医术并非源于印度。⑨ 有关华佗的国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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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多已证明其为中国人，且其名并非 “药神”之义。① 早期的原始材料中未见有华佗与佛教关

系的记载，但若探究其与道教关系，则尚能发现一鳞片爪。

华佗为沛国谯人，早年曾在徐州游学。② 二地均为道教氛围浓厚的地区，陈寅恪对青徐滨海

地带天师道盛行的缘由已作探讨，并认为沛国人张陵创立五斗米道，丰沛距东海不远，其道术渊源

来自滨海道教影响。③ 童年和求学经历对人的影响尤为重要，在此环境下，华佗不免染习道教方术。

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④，导引术作为先秦方士修仙的途径，逐渐被道教吸纳进其理

论。华佗在传授吴普五禽戏时，曾介绍该术之来由，“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

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⑤。可见，他对古代仙人导引之事颇为熟悉，而五禽戏屡见于后世道

教经典之中，亦与此有关。此外，《华佗别传》载：“青黏者，一名地节，一名黄芝，主理五藏，

益精气。本出于迷入山者，见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为佳，辄语阿。”⑥ 迷入山者固已难考，

但他特地将 “仙方”传给华佗，则与华佗善于神仙导引之法、与其他方士有所交往有关。

曹操为控制道教势力⑦，召集王真、封君达、甘始、鲁女生、华佗、卜式、费长房、郄俭、

左慈等四方术士于邺下，曹植认为他们 “皆能断谷不食，分形隐没，出入不由门户”⑧。可见，

在时人眼中，华佗与其他方士关系密切，除了医术以外，亦通晓道教修炼之术。由此可知，华佗

与道教关系颇为密切。这也是后世民间利用道教将他神化的一个原因。

二　华佗信仰的形成
华佗死后，民间逐渐出现了对他的祭祀和崇拜，他在民间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的变化过程。

在此过程中，道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华佗死后是否立刻就变成神呢？范晔 《后汉书·方术传》有一段材料似乎与华佗成仙有关：

“（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⑨ 又，葛洪著、陶弘景补 《肘后备

急方》载：“华佗治霍乱，已死，上屋唤魂。”瑏瑠 华佗 “令病人自用手两指擘所患眼，垂空咒之

曰：‘匹匹屋舍狭窄’”瑏瑡。从这些记载来看，华佗在魏晋南北朝似已被神化了。但魏晋时人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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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气度非凡者为神仙，以东晋名士王恭为例，他 “美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之云 ‘濯濯如春月

柳’。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①。可见，“时人以为

仙”应是指人们对华佗 “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的赞叹。葛洪和陶弘景分别著有

《神仙传》和 《真灵位业图》，前者收录了晋以前诸神仙的传记，后者则建立了以元始天尊为首

的呈金字塔形的道教仙阶秩序，但华佗皆不在其中。由此可知，华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尚未成

仙，这一时期可看作其由人向神转变的过渡阶段。

唐宋时期，文献中始见华佗成仙的记载。《太上老君养生诀》成书于唐②，记载华佗因五禽

戏而成仙：“（吴）普施行之，年九百余岁……佗行之，年过万岁。”③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

大法》成书于两宋之际，该书则记载了华佗为道教仙官 “天医功曹”④。宋人周紫芝 《病中杂

记》还记载了华佗显灵之事：“昔有士人病疟数岁者，因道过华佗庙，作书问之以谓使余病不可

为，当明以告我；可活，愿授一方。夜梦神人告之。”⑤ 此外，正史关于华佗的部分记载在后世

流传中亦逐渐被神化。除上文所提五禽戏外，针灸和青黏药在唐宋时期亦被神化。华佗善于针

灸，到了宋代演变成灸鬼魅之法。华佗 “治精魅鬼神所淫，癫邪狂厥，诸般符药不效者。用细

索并两手大指缚之，灸三炷，每炷着四处，半在内上，半在甲上，一处不着则不验。灸之当作鬼

神语，诘问其略。印解，脱之令去，其人遂醒”⑥。据 《华佗别传》记载，青黏乃迷入山者偶遇

仙人而得，后授予华佗，华佗又传给樊阿。宋人邓处中则将该故事进一步神化。他将华佗的字由

“元化”改为 “符化”这一道教术语，又伪称华佗得仙人传授医术，死后托梦将 《中藏经》授

予他。⑦ 其记载存在明显的道教神仙化的痕迹。

庙宇作为祭祀的场所，是华佗信仰确立的重要标志。现存古籍文献所见关于华佗庙的记载最

早出现在北宋初期。《通州直隶州志》载：“宋太平兴国五年，建华王庙。”⑧ 宋人王象之 《舆地

纪胜》对扬州华佗庙有所记载：“华佗庙：在升平坊。”⑨ 史籍关于通州华王庙之记载证明，至

迟至宋初，江苏一带已存在华佗信仰。华佗的弟子吴普为汉末广陵郡名医，其著作在后世多有流

传，在江苏影响颇大，而江苏又毗邻安徽，故不难理解唐宋时期华佗庙出现于江苏一带。《病中

杂记》关于华佗显灵的记载中提及瑏瑠，周紫芝为安徽宣城人，该文出于其家乡见闻，故知宋代安

徽亦建有华佗庙。此外，今安徽亳州华佗庙民间相传始建于唐宋间，后世安徽与江苏分布的华佗

庙数量相若，两地华佗信仰颇为盛行。瑏瑡 亳州又是华佗的出生地，结合 《病中杂记》的记载和

江苏华佗信仰的情况来看，亳州华佗庙建于唐宋之说应当是可信的。

综上可知，道教在华佗信仰形成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古医学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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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葛洪、陶弘景、邓处中等人多兼有医师和道士的身份，他们对华佗的认识不免受道

教影响。华佗本与道教关系密切，其事迹和医术多见于魏晋至唐宋间的医书和道藏中，民间

遂利用道教的神仙体系将其神化。自唐设置医学以来，医学制度渐趋系统，医师群体逐渐壮

大。到了宋代，“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①。在其政策下，医师地位得到较大提高，促使

医师的群体意识加强。除了扁鹊、壶公等民间早已祭祀的医神以外，以鲍姑、孙思邈、吴
%

为代表的唐宋及以前与道教关系密切的名医被塑造为神。在此背景下，华佗信仰在唐宋间遂

确立。

三　明清华佗信仰的传播
华佗信仰起源于安徽、江苏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属于区域性的信仰，其后才逐渐地在民间广

为传播。自元代开始，华佗信仰已在山西一带传播。《临汾县志》载：“华祖庙在峪里村，元世

祖时建。”② 《山西通志》亦记载元朝至正年间在吕梁建有华佗庙。③ 到了明清时期，在国内多数

区域皆分布有华佗庙，民间华佗信仰进一步传播。有关明清时期华佗庙的分布情况，笔者结合方

志④、诗词文集等材料，依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政区制表如下：

明清华佗庙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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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
个

颍
州
府
９
个

凤
阳
府
５
个

安
庆
府
４
个

光绪 《亳州志》卷４《营建志》

民国 《重修蒙城县志》卷２《建置
制》

民国 《涡阳县志》卷５《建置》

乾隆 《太和县志》卷１《舆地》

乾隆 《颍州府志》卷２《建置志》

同治 《颍上县志》卷２《建置》

嘉庆 《怀远县志》卷４《祠祭志》

光绪 《凤阳县志》卷１８《人物传》

光绪 《宿州志》卷４《舆地志》

光绪 《寿州志》卷５《营建志》

同治 《太湖县志》卷６《舆地志》

民国 《潜山县志》卷１《舆地志》

道光 《桐城续修县志》卷４《营建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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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３之２１《医学》，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８００页。
张其昌纂：民国 《临汾县志》卷４《乡贤录下·方技》，民国２２年铅印本。
参见李侃修，胡谧纂：成化 《山西通志》卷５《坛 》，成化十一年 （１４７５）刻本。
本文所收录民国方志所记载的华佗庙最迟均建于清末。



（续表）

省 地点 来源 省 地点 来源

江
苏
◢〝
个

太仓
州１
个

松江
府１
个

苏州
府２
个

常州
府１
个

镇江
府１
个

淮安
府１
个

民国 《嘉定县续志》卷２《营建志》

民国 《青浦县续志》卷３《建置》

民国 《吴县志》卷３４《舆地考》

光绪 《武阳志余》卷４《祠庙上》

民国 《续丹徒县志》卷１２上 《人物

志》

光绪 《清河县志》卷３《建置》

安
徽
▽
个

六安
州２
个

徽州
府２
个

庐州
府１
个

宁国
府１
个

泗州
１个

同治 《六安州志》卷７《舆地志》

民国 《英山县志》卷２《建置志》

民国 《重修婺源县志》卷７《建置
四》

嘉庆 《合肥县志》卷１４《古迹志》

嘉庆 《旌德县志》卷４《典礼》

康熙 《泗州志》卷２《建置志》

广
东
▼
个

广
州
府
▼〞
个

韶州
府３
个

嘉应
州１
个

同治 《番禺县志》卷 １７《建置略
四》

光绪 《香山县志》卷６《建置》

宣统 《南海县志》卷６《建置略》

民国 《顺德县志》卷１《舆地略》
民国 《顺德县志》卷３《建置略二》

道光 《新会县志》卷４《建置下》

民国 《始兴县志》卷６《建置略》

咸丰 《兴宁县志》卷１《庙祠》

山
西
▼〝
个

平
阳
府
７
个

隰州
府１
个

汾州
府１
个

忻州
府１
个

乾隆 《乡宁县志》卷３《城镇》
民国 《襄陵县志》卷４《礼俗略》
乾隆 《翼城县志》卷２４《祠祀》

雍正 《平阳府志》卷１０《祠祀》
乾隆 《临汾县志》卷４《祀典志》
民国 《临汾县志》卷４《乡贤录下》

民国 《永和县志》卷２《建设志》

成化 《山西通志》卷５《坛 》

现存，建于明代

山
东
▼
个

曹
州
府
８
个

光绪 《新修菏泽县志》卷 １５《古
迹》

民国 《单县志》卷２《建置志》

《巨野县志》第 ２６编 《民俗　方
言》①

光绪 《郓城县志》卷２《建置志》
康熙 《曹州志》卷１０《秩祀志》

河
南
▼〞
个

归
德
府
９
个

光绪 《虞城县志》卷３《庙祀》

民国 《夏邑县志》卷３《庙祀》

康熙 《商丘县志》卷４《祠祀》

光绪 《商城县志》卷５《建置》

民国 《柘城县志》卷首城厢图

《续河南通志》卷１３《舆地志》

光绪 《鹿邑县志》卷５《古迹考》

３５道教与华佗信仰

① 参见山东省巨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巨野县志》第 ２６编 《民俗　方言》，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
第５６０页。



（续表）

省 地点 来源 省 地点 来源

山
东
▼
个

兖
州
府
３
个

济宁

州府

２个

济南
府１
个

光绪 《阳谷县志》卷２《风俗》

光绪 《峄县志》卷５《山川》

现存①

咸丰 《金乡县志略》卷５《秩祀》

道光 《济宁直隶州志》卷 ５之 ２
《秩祀志》

道光 《济南府志》卷１８《祠祀》

河
南
▼〞
个

陈州
府２
个

宣统 《项城县志》卷１０《祠庙志》

直
隶
３
个

顺天
府２
个

易州

１个

李小湖 《通县华王庙对联》②

麟庆 《净业寿荷》③

彭蕴章 《住易州华陀庙作》④

江
西
４
个

南昌
府２
个

袁州
府１
个

南康
府１
个

同治 《南昌府志》卷１３《典祀》

同治 《丰城县志》卷３《建置志》

同治 《分宜县志》卷２《建置志》

同治 《都昌县志》卷２《规建志》

陕
西
５
个

延安
府１
个

商州
１个
同州
府２
个

西安
府１
个

乾隆 《宜川县志》卷四 《祠祀志》

光绪 《同州府续志》卷 １５《文征
续录下》

民国 《澄城县附志》卷２《建置志》
民国 《华阴县续志》卷５《人物志》
民国 《重修户县志》卷３《官师第
十二》

湖
北
２
个

武昌
府１
个

襄阳
府１
个

现存，建于清代

民国 《南漳县志》卷２《舆地志二》

浙
江
２
个

嘉兴
府１
个

光绪 《平湖县志》卷９《祠祀》

处州
府１
个

同治 《景宁县志》卷５《学校志》

盛京

１个

奉天
府１
个

民国 《复县志略》卷４６《艺文略》
福建

１个

漳州
府１
个

现存，建于明代

甘肃

１个
未详

１个
林则徐 《题甘肃华佗庙》⑤

广西

１个

梧州
府１
个

乾隆 《梧州府志》卷７《建置志》

湖南

１个

长沙
府１
个

欧阳熙 《华佗庙古联》⑥
四川

１个

重庆
府１
个

现存，建于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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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宁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宁阳县志》，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１０页。
参见王存信、王仁清：《中国名胜古迹对联选》，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４页。
参见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３集 《净业寿荷》，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影印本，上册。
参见彭蕴章：《松风阁诗钞》卷１６《资马集·古今体诗九十首·住易州华陀庙作》，《清代诗文集汇编》编
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５７７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８７页。
参见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６册 《诗词卷》，海峡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２３页。
参见陈泽珲主编：《长沙名胜楹联选》，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４４页。



根据表格可知，明清时期华佗庙已广泛地分布于安徽、江苏、浙江等１７省。这些区域多为汉
人聚居之地，其中安徽、江苏一带分布最多，广东、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次之，其他地区大多分

布于与上述诸省相邻的区域。明清时期全国华佗庙分布以安徽、江苏为中心，南北分别以广东、山

东、河南、山西为次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的分布。可见，华佗信仰并不仅集中于淮河流域。①

此外，华佗神像亦多从祀于其他神庙。自元代以来，国家开始自上而下地祭祀包括华佗在内

的先医，“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并设立 “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

从祀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②。明清二朝对该制度有所沿袭发展。在国家

力量的推动下，华佗信仰得到广泛传播。除了三皇庙外，华佗亦多作为从祀医神出现于其他神

庙。以关羽庙、吕祖庙和佛教寺庵为例，这些庙宇均广泛分布于民间，当中有不少庙有华佗神

像。比如，在山西有在关羽庙建小偏殿祭祀华佗，“（关帝庙）门外之南建小偏殿，塑华真人像，

且录其签簿神方，以惠邑人”③。山西平陆县吕祖庙中，“正殿三楹中祀吕祖，东祀华真君，西

祀龙王”④。江苏无锡有一尼姑庵名为新庵，“同治十年，尼戒贞重建，兼祀华陀。座侧有丹井

一口，患者乞水求方颇效，近又榜额华陀真君庙。”⑤ 中国古代从事医疗的民间医者，其医术不

高，但却往往是患者的首选，患者更多地期冀以其运气而非医术治疗自己的疾病。⑥ 华佗经由道

教的神化，逐渐为民间所崇拜。在祛病求福心理影响下，民间多在关羽、吕祖庵寺等佛道信仰场

所中祭祀华佗，以便于民众求福祛病。

再者，明清文献中也能找到很多关于华佗成仙、显灵的传说和庆祝华佗诞辰的记载。比如，

檀萃 《华祖诞日赛辞》记载华佗羽化成仙之事： “神变化而脱尘埃，当与甘始、左慈同游物

外……早知国贼，不受絷于阿瞒，兵解，故作地仙。”⑦ 湖南华灵峰还有华佗辟谷成仙的传说。

“华灵峰在县南二里。《旧志》：汉华佗筑台其上，修道辟谷，年百岁如少年，人以为仙灵，故

名。”⑧ 清代宝应县仕绅刘中柱曾焚符请华佗神降乩书方剂治病，其后，“中柱父登仕
&

，以化

建祠祀之”⑨。除了传说以外，节日庆典也是民间信仰传播的重要途径。由于史书对华佗的生辰

未有明确的记载，故各地根据其风俗而确定华佗诞日期，既有在清明节瑏瑠，也有在四月十八瑏瑡、

五月十八瑏瑢、八月三日瑏瑣等。民间庆祝华佗诞辰时，往往 “里众焚香者相属，炉火赫然”瑏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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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张雷认为明清时期华佗信仰虽有所传播，但仍集中分布于淮河流域。参见张雷：《乡土医神：明清时期淮河

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元史》卷７６《志第二十七上·祭祀五》，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标点本，第１９０２页。
阎廷瑾： 《重修关帝庙碑记》，王勋祥修，秦宪纂：光绪 《补修徐沟县志》卷 ６《艺文》，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刻朱印本。
沈承恩纂：民国 《平陆县续志》卷１《舆地类·坛庙》，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石印本。
徐保庆等纂：民国 《光宣宜荆续志》卷１《地理志》，民国９年刻本。
参见于赓哲：《从古人求医心态看古代民间医人水平》，《学术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檀萃：《草堂外集》卷１０《华祖诞日赛辞》，《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印影本，集部，
第１４４５册，第２９５页。
杨佩修纂：嘉靖 《衡州府志》卷２《山川名胜·衡阳县》，嘉靖十五年 （１５３６）刻本。
成观宣等：道光 《重修宝应县志》卷５《祀典·寺庙》，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刻本。
参见吴庚、赵意空纂：民国 《乡宁县志》卷７《岁时》，民国６年刻本。
参见叶春生著：《岭南风俗录》，广东旅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页。
参见钱崇威、金 榴：民国 《青浦县续志》卷２《疆域下》，民国２３年刻本。
参见周一平、沈茶英：《岁时纪时辞典》，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８１页。
陈其元撰，杨璐点校：《庸闲斋笔记》卷１１《不读书人有至行》，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面颇为盛大。由此可见，华佗信仰并不仅通过华佗庙的分布传播，还通过从祀、节日庆典和传说

等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华佗信仰从唐宋时期的区域性信仰，到元明清三朝逐渐地传播至全国大

部分区域。

中国古代著名医师众多，何以华佗信仰能在明清时期广泛地传播呢？除了受益于民众求福祛

病的功利心理，还与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密不可分。自宋代开始，以三国为主题的故事在民间

已颇为流行。“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

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① 元代 《三国志平话》已记载有华佗为关羽刮骨

疗伤的事迹。明清时期，《三国演义》不仅将正史中关于华佗医术的奇异之处尽数描绘，而且还

加以神化。《三国演义》在民间的流行程度，甚至让清人感叹道：“《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

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② 经由三国故事的传播，华佗的知名度逐渐地超

越了其他医师，在广东甚至出现只知有华佗，而不知张仲景的情况。“他们医家只知有个华佗，

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至于张仲景是没有知道的。”③ 华佗成为全国知名

的神医，这为民间广泛祭祀华佗以求福祛病奠定了心理基础。

结　语
华佗信仰的成因与道教有关。由于他与道教关系颇为密切，道教又常将民间人物纳入其神仙

体系，民间医师遂利用道教神仙体系将其塑造为神。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过渡和酝酿，华佗信仰

最终确立于唐宋时期。这与唐宋道教盛行，医师的社会地位上升，其群体意识有所加强，许多与

道教有关的名医都被塑造成神的历史背景有关。

唐宋时期，华佗信仰分布范围有限，仍属于安徽、江苏一带的地方信仰。自元代开始，

华佗信仰已传播到较远的山西，到了明清时期则遍及国内大部分地区。由于中古时期民间医

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民众在病急难遇良医之时，往往将希望寄托于先医神灵。借由三国故事

的广泛传播，华佗在民间的知名度超越其他医师，在民间有着较高的地位。在祛病求福的功

利心驱动下，民间不仅在华佗庙中祭拜华佗，亦在三皇庙、关羽庙、吕祖庙、佛教庵寺等场

所中供奉作为从祀之神的华佗。最终，明清华佗信仰在祛病求福的社会心理和三国故事深入

民心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庙宇祭祀、节日庆典和民间传说等途径，逐渐地由地方传播到全国

大部分地区。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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