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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文献的存佚、形式及其文化内涵※

● 焦振廉

　　摘　要　现存中医古籍的数量少于历史上真实产生的，但实际大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目前著录
的。中医古籍可据其形貌和材质的不同，分为前纸本形式和纸本形式两种。“前纸本”的中医文献主要

为简册、帛书和石刻形式，纸本文献则有写本与印本的不同，其中宋代者占绝大部分。中医的学术内涵

既在于与时俱进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更在于由历史积淀而来的文献。中医古籍文献是中医学术的

主要载体，而中医学术除了医学的意义之外，更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产物。中医古籍文献还以其特有的形式彰显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取向。

　　关键词　文献　中医古籍　文化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
其哲学指导、学术架构、说理方法

及各种学说如藏象学说、经络学说

等皆奠基于《黄帝内经》时代，经历

代医家补充、发挥、修正而不断发

展，至今仍具有全面的指导作用。

中医古籍文献是中医学术的重要

载体，既承载着中医学术本身，也

承载着孕育中医学术的中国传统

文化。本文兹就中医古籍文献的

存佚、文化形式及文化内涵略述一

二管见，以就正于同道。

１　中医古籍文献的存佚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著录全

国１５０家图书馆（博物馆）馆藏
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医图书 １３４５５种。
这些“中医古籍”是我们今天能够

看到的，但中医毕竟已将很多的精

彩留在了过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

的绝非是曾经的全部。《汉书·艺

文志》著录医学文献 ３６家，８６８
卷，传承至今的仅有《黄帝内经》１８
卷。日人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

“明堂经脉一”著录针灸文献 ９５
种，注为“存”的 １２种，“阙”的 １
种，“未 见”的 ５种，其 余 均
“佚”。［１］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令人

震惊的散佚不仅发生在中医古籍，

即使儒家典籍亦不能幸免。西汉

之初，传习《诗经》者有齐、鲁、韩、

毛四家，其中齐、鲁、韩三家在汉武

帝时被立为官学，设博士，而《毛

诗》晚出，未得立。《汉书·艺文

志》著录《诗经》共６家，４１６卷，而
今存者只有《毛诗故训传》３０卷。
相对于儒学、史学乃至文学，中医

古籍的散佚要更严重一些。在强

调“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

先，事成而后”（《礼记·乐记》）的

时代，朝廷或官府一般是不大重视

医学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主要

有“六分法”和“四分法”。在“六

分法”中，《汉书·艺文志》置“医

经”、“经方”于“方技”之中，为六

类之末；在“四分法”中，《隋书·

经籍志》列“医方”于“五行”之后，

且在“子部”之末。尽管“医方者，

所以除疾、保性命之术者也”

（《隋书·经籍志》），但与儒家经

典所强调的“德”相比，不过是

“艺”而已。由于如此，古时从医

者，即门阀或士人，也往往是不得

已的选择。如华佗起初“游学徐

土，兼通数经”，终于因“以医见

业”而“意常自悔”（《三国志·华

佗传》）。加之传载方式的局限，很

多极有价值的中医古籍在岁月的

流逝中无声地湮灭，这不能不使今

人扼腕叹息。在现存的中医古籍

中，撰著于隋唐以前的不过数十

种，而宋代和宋代以后产生的则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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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其总数的几乎全部，可知印刷

术的发明与应用为中医书籍的流

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此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反

映全国１５０家图书馆（博物馆）的
馆藏，未参加该书编写的图书馆的

馆藏并未包括在内，因此，应该还

有部分存世中医古籍未能通过该

书反映。再者，流失海外的中医古

籍也有一定的数量。近年，中国中

医科学院主持关于中医图书海外

回归的课题，从海外复制流失的中

医古籍，并出版了《海外回归中医

古籍丛书》，收载《活人事证方》等

中医古籍（版本）二十种，其中相当

数量为国内不见或罕见者。

综而言之，现存中医古籍的数

量无疑要少于历史上真实产生的，

但实际大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

目前著录的。

２　中医古籍文献的文化
形式

　　中医古籍的文化形式是指其
外在的形貌、材质等。中医古籍可

据其形貌和材质的不同，分为前纸

本形式和纸本形式两种。“前纸

本”是指以纸作为书籍载体之前的

文献形式，大致有龟册、玉册、简

册、方册、帛书、金石等。这类形式

的文献年代久远，存世量少而珍

贵，既有传世者，更有考古发现者，

文物价值甚高，历史意义巨大，但

实用价值则相对较小，如 １９７３年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的《五十二病方》、《阴阳十一脉灸

经》、《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十四种

古医书，为帛书和简册形式。纸本

文献是指以纸为载体的文献，其历

史跨度从魏晋延伸到现在，包括六

朝及隋唐写本，大量的是唐代特别

是宋代以下的雕版纸质印本，并且

在今天仍是主要形式。这类中医

古籍历史跨度大，有考古发现的，

更多存量则主要由历史传承而来。

其中考古发现的有巨大的文物价

值，如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发现
于敦煌藏经洞的《明堂五脏论》、

《张仲景五脏论》、《平脉略例》、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等敦煌卷

子医书。传世而来的则历史意义

和实用意义并重，如宋以下而至清

代的印本中医古籍。

前纸本文献包括龟册、玉册、

简册、方册、帛书和金石。龟册是

刻写在甲骨上的文献。作为文献

载体，龟册从殷商绵延到了春秋。

据统计，殷墟甲骨中有关疾病记载

的共４１５辞，但没有用药物或针灸
进行疾病治疗的迹象，感性生活经

验的意味远远超过理性医学知识

的成分。玉册是以玉片为书写材

料的文献。玉册的年代定位大约

与龟册相同，其内容多是盟辞。至

今尚未发现玉册形式的医学文献，

出土玉册中亦未见与医学有关的

内容。《灵枢经·玉版》中有“请

著之玉版，以为重宝，传之后世，以

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２］的说法，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医学文献确实

曾采用过玉册的形式，但《灵枢经

·玉版》毕竟为今人提供了一条研

究的线索和一片向往的空间。在

纸用于书写之前，简册与方册是图

书流传的主要形式。简牍形式的

医学文献传世至今的尚未见到，考

古发现的主要有长沙马王堆三号

汉墓出土的《十问》、《合阴阳》、

《天下至道谈》、《杂禁方》和甘肃

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治百病

方》等。这些文献虽然残缺，还有

脉络可寻。帛书是以缣帛为书写

材料的文献，大约始于春秋，通行

于战国至两汉，魏晋之际仍见于史

书的记载。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

出土了约１２万字的２８种帛书，其

中《五十二病方》等１１种是医学文
献。金石文献主要指青铜器铭文

和石刻。殷商西周是中国“青铜文

化”的灿烂时期。东汉许慎曾说：

“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

即前代之古文。”［３］可知汉代已有

青铜器出土。青铜器主要用作殷

周贵族日常享用的容器和礼器，尚

未发现医学内容。石刻文献中现

存最早的是唐代初年发现于天兴

（今陕西宝鸡）的石鼓文。见诸记

载的石刻医学文献较多，著名的有

战国的《行气玉佩铭》，南齐的《褚

氏遗书》、北宋的《千金宝要》等。

魏晋时期，由于造纸术的进

步，纸渐渐成为图书的主要书写材

料，医学文献开始有了纸本的形

式。从纸张用于书写到印刷术应

用，纸本文献为写本形式，即用笔

抄写在纸上。这种文献一般称为

卷轴，或称卷子本，因为需要有轴

以利舒卷，如日本仁和寺本《黄帝

内经太素》。１９００年在敦煌莫高
窟发现了大量六朝至五代的写本

书，其中医学文献据考有６２种，包
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等

以及《张仲景五脏论》、《平脉略

例》等未见传世的文献。印刷术成

熟并广泛用于文献印行后，医学文

献便主要成为印本的形式。印本

又有刻本、活字本以及近代出现的

石印本、铅印本、影印本、油印本等

的不同。据马继兴先生考证，最早

的印本医学文献是《新集备急灸

经》，其时代在唐懿宗咸通二年

（６８１年）以前。［４］北宋以后，雕版
印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并

形成了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三

大系统。活字本也叫“聚珍本”，北

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载述了毕升

发明活字印刷的经过。根据制料

的不同，活字本又有泥活字本、铜

活字本、木活字本等等区别。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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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用活字印刷术印行的不多。

清康熙间编辑《古今图书集成》，曾

用铜活字印制６４部。清代后期至
民国间，铅印、石印、影印等技术逐

渐被用于医学文献的印行。

３　中医古籍文献的文化
内涵

　　中医古籍的文化内涵可以从
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中医是一

门传统的医学，其学术内涵既在于

与时俱进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

更在于由历史积淀而来的文献。

中医古籍虽已纸色苍黄，却无疑是

中医学术的主要载体。从西方医

学传入中国，特别是十九世纪初叶

以后，西医逐渐影响中国医学的格

局，而中医则开始了在近现代社会

条件下对自身发展的探索。从中

西医汇通到中西医论争，再到民国

时期对废止中医的抗争，以及建国

后的中西医结合，中医一直在积极

探索发展的道路，出现了很多新的

学说和新的观点。但是，毋庸置疑

的是，即使是在今天，中医学术的

哲学指导、思维模式、理论框架乃

至诊治的具体理论与方法，仍然没

有脱离传统的轨道，改变原有的结

构，而这种传统的轨道与原有的结

构正是古籍文献所承载着的。因

此，古籍文献是中医学术的主要载

体，而中医学术除了医学的意义之

外，更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

神，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

物。中医学术反映着中国人敬畏

天地、顺应自然、强调伦理与秩序、

关注人事、注重整体、主张和谐的

精神内核。敬畏天地，即认为天地

自然是完美的和谐，为人类提供生

存的条件，人类应该遵从天地运行

的规律，恪守“天人合一”的准则；

顺应自然，即主张顺应自然规律，

按照季节、地理等条件适当而动，

不与自然对立；强调伦理与秩序，

即重视社会伦理道德的力量以及

个人的道德修养，维护有益于人类

发展的社会秩序；关注人事，即关

注人自身的生命及其价值，认为人

的生命是最可珍贵的，强调对人的

情感世界的理解和保护；注重整

体，即主张自然、社会和家庭在整

体意义上的合理与稳定；主张和

谐，即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

社会的全面和谐和整体受益。在

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医形成了以

脏腑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

说等为主体的生命知识，以发病、

病因、病机为主体的疾病知识，以

四诊、辨证为主体的诊法知识，以

治则、治法为主体的治疗知识，以

及相关的本草知识、方剂知识、针

灸知识、养生知识等，而这些知识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相

为沟通、共为一体的。中医强调人

与自然的和谐，主张顺应自然以求

得健康和长寿，体现了中华传统文

化敬畏天地、顺应自然的理念；中

医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各脏器既具有不同的功能，又

统一在生命的整体意义之下，体现

了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伦理与秩序

的理念；中医认为人的生命是天地

造化的神奇，主张采用各种方法来

维护生命的质量，并注重通过精神

与心理调适来治疗与预防疾病，体

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关注人事的理

念；中医将生命视为整体，认为疾

病的发生总是因为整体的失调引

起的，并采用整体调节的方式来纠

正疾病状态，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

关注整理的理念；中医认为健康的

人体必定是和谐的，一切非和谐状

态都是因为疾病引起的，体现了中

华文化主张和谐的理念。此外，中

医强调人体阴阳气血的和顺流畅

与脏腑之间功能的配合，坚信通过

外在征象的观察便可以了解内在

病变的本质，主张采用来自自然的

草木虫鱼等来治疗疾病，重视药材

的产地、采收时节，主张顺应自然

以享尽人的自然寿命，强调药物治

疗为主而不大主张采用手术的方

法，组方用药讲究配伍合和而不主

张以简单的药物来直接对抗疾病，

等等，均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医中

的反映，而这种传统的文化精神在

中医古籍文献中是无处不在的。

其次，中医古籍以其特有的形

式彰显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

趣和精神取向。从早期的金石、简

册、帛书到宋以后广泛应用的纸本

文献，既反映着中医不同时代的学

术进步，也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文化

精神。金石、简册、帛书等形式的

中医古籍时代较早，材质原始，形

制古拙，字体自由，语言简练，记载

着中医学较早期的内容，反映了中

国农耕社会早中期浑厚、朴实、古

拙的文化风貌。自魏晋而至唐宋

之际，造纸术的进步为书籍的制作

提供了新的条件，写本的中医文献

成为主流。１９００年出土于甘肃敦
煌的卷子本《新修本草》，虽然残

缺，却弥足珍贵。唐人孔志约在

《新修本草序》中称其书“铅翰昭

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绮焕，备庶

物之形容”，我们不难想象，刚刚修

成的《新修本草》一定是美轮美奂

的，科学价值以外的文化印记是相

当清晰的。值得注意的是，《新修

本草》多用俗体字，如“粮”写作

“粮”，“无”写作“无”等。结合唐

王室由胡人而成华夏共主，其来自

草原的粗犷豪爽与得于中原的细

腻谨严在卷子本《新修本草》中亦

可大概窥知。宋元以后，医学文献

主要采用刻本书的形式。刻版书

的用纸、装帧、版式、字体、墨色因

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甚至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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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异。以字体为例，宋人崇尚

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由

此影响到刻书，北宋早期盛行欧

体，后期渐多用颜字和柳字。如颜

字敦朴厚重，间架开阔，骨峻肉丰，

与后世“匠体字”是完全不同的风

格与气韵。至于后人在原书上所

加的题识、藏印等，更为其书增添

了独有的文化蕴含。

４　结语
发展中医事业，学术是关键，

而中医古籍文献不仅是中医学术

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医学术发展的

基石。现存中医古籍有金石、简

册、帛书、写本及印本等不同的文

化形式，既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医药

学术，也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

化精神，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

值，也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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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中医古籍文献形式简表

前
纸
本
文
献

类　型 时代 书例 版本

龟　册 殷商至春秋 ／ ／

玉　册 殷商至春秋 ／ ／

简　册 战国至魏晋 《天下至道谈》 １９７３年长沙出土

方　册 战国至魏晋 《治百病方》 １９７２年武威出土

金　石 殷商至近古 《千金宝要》 宋代刻石

帛　书 战国至魏晋 《五十二病方》 １９７３年长沙出土

纸
本
文
献

写

本

印

本

出土写本 魏晋至唐代 《新修本草》 １９００年敦煌出土

传世

写本

抄本 唐代至近代 《伤寒直格》 清光绪王锦梧抄本

稿本 明清至近代 《六经方证中西通解》 作者稿本

刻

本

活

字

本

官

刻

中央刻本 宋代至清代 《黄帝内经素问》 北宋官刻本（佚）

地方刻本 宋代至清代 《针灸择日编集》 清光绪江宁藩署刻本

家

刻

人名刻本 宋代至清代 《伤寒活人指掌补注辨疑》 清乾隆黄鹤龄家刻本

斋名刻本 宋代至清代 《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蒙古定宗四年张存惠晦明轩刻本

坊刻本 宋代至清代 《医门棒喝》 清咸丰吟香书屋刻本

泥活字本 宋代 ／ ／

木活字本 元代 《郑彤园医书四种》 清光绪星沙述古书局木活字本

铜活字本 清代 《古今图书集成》 清雍正内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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