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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毙梭涯《孝两》的社会围孝

●王珏。 指导：张登本孙理军

摘要 吴毙校注、研究《素问》在新安医家中首屈一指，能取得如此成果有赖于国家安定和经济

的繁荣，徽商的辉煌与新安医学的兴盛对其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程朱理学在新安地区的地位则是吴嵬弃

儒行医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其日后行医奠定了坚实的医学基础，同时造纸术和

刻书业的发达也为其著书立说提供了便利条件。吴毙能取得如此卓著的成果，绝不能离开诸多社会因

素对其的影响。

关键词 吴毙素问吴注社会因素

《素问》是我国经典医著《黄

帝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辞古

奥，博大精深，作为中医学理论专

著的鼻祖，对其的研究代不乏人，

以唐·王冰编次之《素问》为其代

表。自此，明清时期是《内经》研究

历程中最关键、最深刻的主要阶

段，名家迭出，著述颇丰。其中新

安名医吴昆对《素问》的研究不但

匠心独具，特色鲜明，而且在《素

问》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

和意义。正如程梁序所言：“尝考

《内经》一书，著者十有余家，其中

理解明晰者，均难出于吴君鹤皋之

右矣。”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存在总

有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吴昆能取

得如此成果，也必然遵循这一规

律。现仅对成就吴氏的相关社会

背景简述于此，以飨读者。

1 历史背景

自明太祖朱元璋建明初起，历

代统治者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

列政治措施，竭力加强中央集权以

利于政令统一，惩治贪官污吏，实

行军屯，采取宽松经济政策，解放

工奴，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扶植工商业，对复苏社会经济起了

积极的作用。较之元代，人民生活

确有一定程度改善。永乐盛世、仁

宣之治及弘治中兴等盛世局面，是

朱明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

术发展的鼎盛阶段，此时期“无论

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出现了这样

或那样的新秀”¨J。

吴岜一生历经隆庆、万历、泰

昌年间。隆庆和万历年初，因神宗

年幼，能臣张居正执政，对朝廷上

下内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

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

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

条鞭法”；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

边防；夕f、交上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

政策等等。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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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社会矛

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处于

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呈现出

政治安定，经济繁荣，边境安然，国

家统一的景象，被称为大明朝“短

暂的振作复兴”【2J。虽谓“短暂”，

但对吴昆由十五岁“举业不售”转

而弃儒习医，直至成为新安一带名

医乃至著书立说创造了良好的社

会背景。

2 徽商与新安医学

谈及吴昆成为新安名医的社

会因素，不得不着笔墨提及具有时

代意义的徽商和新安医学。徽商

始于南宋，崛起于明初，鼎盛于嘉

靖，衰于清末，上下达六百余年间，

在中国商业史上谱写了极其光彩

的一页旧J。据谢肇潮《五杂俎》卷

四评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

新安(徽州)”，可见徽商在明代的

崛起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新安医学相随徽商的兴衰而兴衰，

徽商与新安医学之间可谓是“商”

荣“医”荣，“商”损“医”损，李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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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在谈及二者关系时也指出：

“徽商与新安医学昌盛，仿佛同一

根树上抽出的两根新枝，存在着根

本上的沟通。”据相关文献资料记

载，新安医家共计668人，医著460

余部，仅明代就有医家153人、医

著153部，分别占新安医学的23％

和33％。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

的，如若深究其原因，主要有五：其

一，徽商经营项目、活动范围几乎

遍及全国，“徽州人足迹无处不

至”【4】，无疑扩大了新安地区的信

息来源，加强了新安与全国的学术

交流，推动了该地区医学的发展；

其二，部分徽商直接参与或从事医

药商业活动，“这些医事活动的承

担者，及时地掌握了当地医学信

息，扩大了医学交流，客观上促进

了新安医学的发展与进步”∞1；其

三，徽商还投入一定财力办书院、

购书籍、建医会，部分儒商甚至在

书院亲身讲学，医儒本相通，如此

风气盛行，医学必然进步，同时使

医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其四，商

品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交通的发

展，从徽州出发的交通路线又非常

方便∞J，交通的发展拓宽了医生的

活动范围，正是在如此便利条件

下，吴昆才能够听其师余午亭劝

勉，“由三吴，循江浙，历荆襄，抵燕

赵”(《脉语》序)，广历各地，访师

拜友；其五，徽州特殊的地理位置，

徽州凭借新安江水路，以其便捷的

航道直达经济、政治、文化名城杭

州，加之始于南宋的文化南移，大

量的文人墨客、医学巨匠云集临

安，也是新安医学崛起不可多得的

条件。

综上，在徽商事业兴旺发展、

新安医学随之蓬勃的大环境大气

候中，吴昆不能不受其影响和熏

陶，加之个人因素，终获医家之奥

旨，终成新安之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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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股”取士与程朱理学

明代沿用元代户口制度，把

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

道、匠。医户散在各地，地位和待

遇非常低下。吴昆“幼英异，不伍

凡儿。稍长业进士，为文章藻思

横发，故数奇弗偶”(《鹤皋山人

传》)。家族当然希望其能考中举

业，步人仕途，以光宗耀祖、提高

社会地位。为什么吴岜在举业不

第情况下并无再试，反是决然投

身医学并成为一代名医呢?发生

如此大的思想转变，与当时的科

举制度和程朱理学思想有着极其

密切的关系。

明初，统治阶级为加强统治，

利诱和笼络文人，采取了死板的

“八股”取士制度，规定知识分子

只能依靠朱熹的注释加以阐述，

把整个学术思想桎梏在程朱理学

的狭小范围，客观上阻碍了科学

文化及医学的发展¨J。在这种科

举制度下，即使吴昆“才思横发”，

却也“举业不售”旧J。然程朱理学

对中国文化和医学发展的作用绝

非仅此一面，又因程朱等人的原

籍亦为新安，他们的学术思想和

治学模式对新安医学的影响更是

非同寻常。

程颢、程颐虽生于洛阳，但真

正的故乡是徽州歙县的黄墩。朱

熹“世居歙州歙县黄墩”，曾在歙县

南紫阳山老子祠读书，自称“新安

朱熹”、自号“紫阳”。“二程与朱

子所由出，起先世皆由歙黄墩徙，

故称程朱阙里(《程朱阙里志》

云)”。虽然在明朝中后期，程朱理

学的统治地位已被王守仁的“心

学”和实学思想所取代，但“二程、

朱熹和徽州人的强烈双向乡土认

同，就像邹鲁之于孔孟儒学，使程

朱理学在徽州传播和贯彻得更加

深入人心。”【90当时的徽州文化以

程朱理学独尊。程朱等人对医学

都曾作过探讨，并倡导医儒并重。

程颐提出“事亲者不可不知医”，朱

熹大力提倡“医为仁术”“知医为

孝”。在独尊程朱理学的徽州，程

朱的倡导必然对新安知识分子产

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以程朱理学

为统治思想的“八股”取士制度，阻

断了大批知识分子踏人仕途的道

路，大量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

另寻出路，导人了另一条济世救民

之路一弃儒行医，甚者成为一代
名医。也有有幸踏入仕途之人受

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则儒医兼顾。

吴昆属于前者。况“里中长老谓余

日：古人不得志于时，多为医以济

世，子盍事医乎。奚拘一经为也”

(《脉语》序)。高文化素养的知识

分子加入医学领域，极大的推动了

医学的向前、向纵深发展，这一时

期新安地区涌现出的名医之多、医

著之繁、理论之新是任何一个朝

代、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不能不说程朱理学是其动因之一。

同时，死板的八股取士制度，

把经学的治学模式(即“考据”)提

到了学术研究的最高地位¨0I。考

据风气的盛行，致使不少医家投入

了大量的精力从事古医籍的注释

训校研究，使中医古籍文献得到系

统整理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杰

出的中医文献学家。在此特殊的

地域文化、医药文化背景下，将吴

昆造就成为新安医学流派中具有

高深理论的临床实践家，正因为他

校注了《黄帝内经·素问》，使其成

为具有丰富临床实践的医学理论

大家，成为《内经》研究领域中颇有

影响的大医学家之一。

4 造纸术与刻书业

明代万历年间及其以后，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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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发达，而且人文荟萃，许

多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方面取得

的成就，大多出现在此时期长江三

角洲一带。浙江常山、余杭、安徽

歙县等地就因地理位置的优越、原

料的充足和需求的旺盛，造纸业尤

为发达。与之相应，这一时期的木

活字印刷术也广为流传，加之明朝

统治者重视对图书典籍的整理出

版，政府和私人刻书之风盛行，嘉

靖至万历年间明代印刷业达到了

极至。这一时期的新安地区不仅

造纸业发达，徽州、湖州后来居上，

形成新的印刷中心【l¨。造纸业和

印刷术的共同进步也极大的繁荣

了文化市场。此时期刻本之多，内

容之广，技术之精，影响之大，宋元

诸代及其此前都是无与伦比

的¨21。文、史、哲、理、医等各类著

作的大量发行，广流于世，也为医

学及文化知识的普及和发展创造

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明中后期的

医籍中，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方

面，徽版名列前茅u3|。吴昆家有

数世藏书，至吴昆时益加收藏，故

吴能“日夕取诸家言遍读之”(《鹤

皋山人传》)，为其成为大医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大量医籍的刊行，又激

励着广大医家不满足于诊疗活动，

而是不断深究，将其临床所得，著

书立说¨41。吴昆在其《素问吴注》

序中云：“隋有全元起，唐有王冰，

宋有林亿，尝崛起而训是经，庶几

昧爽之启明哉，待旦者较然睹矣。

独其为象，小明则彰，大明则隐，谓

之揭日月而行未也”，于是“居常晷

度有熊，日术其旨而讨论之。”遂以

王冰的二十四卷本为底本，对《素

问》七十九篇(两“遗篇”不在其

中)原文逐条整理、分段注释，以其

深厚的经学功底，精湛的医术，高

超的驾驭文献能力和技巧，独特的

“校”注风格，著成颇具影响力的

《素问吴注》，为《素问》的研究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5 家族影响及师徒相传

新安医家中，主要以“芩山之

程”、“澄塘之吴”、“稠墅、潜口之

王”、“郑村之郑”等为主【l5|。“澄

塘之吴”与吴岜之“吴”所属一

“吴”。吴氏医家，从吴正伦(吴昆

祖父)、吴行简(吴昆之父)、吴昆、

吴楚(吴昆之侄孙)几代行医，均为

新安著名医家。于先祖吴正伦间

蓄鸡积卵购书，笃好医学为始u 6|。

吴正伦年轻时曾游三吴间求师，医

技高超，为襁褓中的明神宗治愈疾

病。因治愈不少王宫重病，名噪一

时。吴岜伯父元昌、父亲文韬，皆

修德隐居世中，家中藏书甚为丰

富。吴岜自幼聪明好学，“日夕取

诸家言遍读之”(《鹤皋山人传》)，

加之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

到父辈文化素养、良好医德和精湛

医技之熏陶，为其日后弃儒行医奠

定了坚实家族医药文化根基，也为

其著书立说提供了十分优越的医

药文化氛围。

吴昆并不拘于一家之学，在

15岁时从师儒医余午亭。余氏行

医数十载，活人万计，被后人尊为

“新安余氏医学世家”的开山名

师[I71。吴氏从余学医三年后，余

午亭勉其友天下之士，以进一步提

高医技，吴昆听从师傅的指点，“未

及壮年，负笈万里，虚里北面，不减

七十二师”(《针方六集》序)。“或

示余以贯通之道，或示余以医儒合

一之理，或示余以圣贤之奥旨，或

秘余以家事之心传”(《脉语》序)，

博采众家之长于一身，于是医技大

进，加之深怀济世之心，很快名声

大噪。

吴昆能取得如此卓著的成

果，除社会背景以外，重要的是其

自身资质聪敏以及勤奋好学的钻

研精神，正所谓是“天道酬勤”。

但如果没有诸多良好社会因素对

其的支持和影响，恐怕也难有此

成果。此之谓天时、地利、人和缺

一不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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