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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愿 男 儿 振 雄 风
——《阳痿论评注》述评

● 温长路*

摘 要 《阳痿论》为清末丹阳医家韩善徵所撰，是我国中医史上第一部男科专病专著，具有极高

的学术价值。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主任金保方教授及其团队对该书进行整理和

校注，编撰而成《阳痿论评注》，力求还原原书面貌，并注入新意。《阳痿论评注》既守正固本，让原著的

主旨在复原中出彩，又传承创新，使原著的内涵在拓展中延伸，还内求外联，将原著的思想在追溯中

张扬，是一部研究阳痿病不可多得的专业著作。

关键词 阳痿论；男科；韩善徵

“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

风；语话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

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骨

健筋强，如摇地貔貅临座上。”这是

元末明初文学大家施耐庵在《水浒

传》中对武松的描述，俨然一派具

有健康机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

适应状态的美男子形象。遗憾的

是，这种理想的形象不是在人生进

程中能始终保持一成不变的，诸多

不良因素会时不时地对其造成干

扰和伤害，其中就包括难以避免的

疾病。在众多疾病中，一个令许多

人羞于启齿的小病——阳痿，却是

直煞男人风景、大折男儿雄风的毒

瘤。中医对此病的研究从未间断，

自《黄帝内经》以下代有论述，然不

尽如人意的是——缺乏专论、专著

性质的全书，或许这正是中医男科

学成形较迟的原由之一。

“忽如一夜春风来。”清末丹阳

医家韩善徵的一本《阳痿论》从历

史的沉寂中走来，成为中医男科学

史上一本渴求和难得的宝典，让中

医人欣喜不已。可惜的是，医界对

此书知之者甚少，见之者更稀，大

多则为“日用而不知者”。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

主任金保方教授和他的团队慧眼

识珠，选准了这本书，历经数年的

不懈努力，完成了对该书系统的文

字整理、校注和研究工作，把一本

闪烁着中医学光辉的《阳痿论评

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捧到

了读者面前。

如何评价这种被称为“书里有

书”“书中套书”的“评注”类著作，

是个难度较大的命题，因为除了以

通常的方式来表达原著的价值以

外，还必须对评注者的学术胆识、

学术倾向、学术水平作出恰当的判

断。用前后兼顾的二元评议手法

虽是常理，而后者更是要抓住的要

害和突出的重点。

1 守正固本，让原著的

主旨在复原中出彩

守正固本，是评注类著作的典

型特质，如何操控是对评注者认知

和理解能力的实际检验。何谓守

正固本？就是在坚持中医学基本

原理的前提下，原汁原味地再现古

籍的面貌。从抄本确定到文字校

勘、从字句斟酌到观点评介，《阳痿

论》的评注者，始终是紧密围绕这

一主旨，本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的态度去进行的。在确定《阳痿

论》的中医属性时，他们认为，这本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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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黄帝内经》根上的一颗硕果，

是从《内经》男子“二八”到“八八”

的论断立论，参照历代医家相关认

识和经验，着重叶天士、徐灵胎、朱

丹溪等学术思路的承袭，最后“罗

而列之，更参以拙见，条分缕析，拾

其遗而补其缺”的产物。全书把中

医认识论中的“天人合一”、治疗原

则上的“执中致和”、药物应用上的

“补偏救弊”等核心理念发挥得淋

漓尽致，充分彰显了中医学的本

性。在确定《阳痿论》的中医特色

时，他们认为，这本书是中医典籍

中的一个宠儿。考病名，《内经》中

说的“阴痿”，是根据人体组织器官

属性，将男子生殖器划归于“二阴”

的；后世说的“阳痿”，是缘于男女

性别属性，将男子外肾视为“阳具”

的。二者名异实同，阴与阳不是病

因学上的界定，阳虚与阳痿、阴虚

与阴痿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此病核心在“痿”，“痿者弱也，弱而

不用，欲举而不能”是其基本征象。

析成因，“此病有内因，有外因，有

不内外因，皆分寒热虚实”；防治上

应按照八纲、脏腑、卫气营血、六

经、三焦等多维辨证方法实施。在

确定《阳痿论》的中医路径时，他们

认为，这本书是中医临证方法中的

一朵奇葩，是按照“安全状态下疗

效是硬道理”的准则去把握的。面

对阳痿患者“真阳伤者固有，而真

阴伤者实多”的实际情况，治疗上

不能“一遇阳痿，不问虚实内外，概

与温补燥热”。通篇细读，评注者

要告诉读者的是，韩善徵的这些思

想是对中医男科学总结上的继承

和探索中的发展，在男科学史上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代李白《宋中

丞自荐书》云：“文可以变风俗，学

可以究天人。”以虔诚和敬畏、认真

与审慎的态度去挖掘、诠释《阳痿

论》，体现了评注者对中医文献整

理工作的扎实理论功底和严谨的

学者风范。

2 传承创新，使原著的

内涵在拓展中延伸

传承创新，是评注类著作的关

键特征，如何把控是对评注者思辨

和开拓能力的严峻考验。何谓传

承创新？就是“信而好古”（孔子

《论语·述而》），述而后作，在忠实

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

进步，以适应时代的需求。近代以

来，中西医对男性病的理论认识和

临床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在阳

痿的治疗上取得了一些突破。如

何将韩善徵《阳痿论》中提出的理

念与现代研究成果、临床实际紧密

结合起来，是当今迫切需要回答的

一个问题。为了寻求答案，评注者

针对《阳痿论》提出的“阴虚主导”

的命题，从多侧面、多层次上进行

了论证，把生殖与微循环、精囊与

性功能、腰椎间盘突出与男科相关

性疾病的研究成果融于其中，延伸

了现代人的思维链条，给临床工作

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思路。书中这

样的知识点比比皆是，多是通过按

语的形式分布于各个章节之中的。

诸如在论证阳痿病因与阴虚的关

系时，他们推出了徐福松教授关于

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变革、人

与心理健康、人与养生方式关系不

协调的“四点论”认识，增加了原著

内容在当今临床中的说服力。在

处理阴虚与现代研究的关系上，他

们把现代认为的血管性勃起功能

障碍与心主血脉功能异常联系在

一起、神经性勃起功能障碍与肾主

骨生髓功能异常联系在一起、代谢

性勃起功能障碍与脾胃运化功能

异常联系在一起、精神心理性勃起

功能障碍与心主神明功能异常联

系在一起等，拉近了中西医认知上

的距离。在强调阴虚与脏腑功能

的关联中，他们把肝主阴、主宗筋

推为阳痿发病的首要因素，把肝主

疏泄、胆主决断视为阳痿形成的主

要因素，把肝主藏血、主调节血量

作为阳痿形成的紧要因素，把肝肾

同源、先天肾与后天脾胃关系失和

归为阳痿发生的重要因素等，提高

了原著在应用中的可操控性。传

承守强势，创新纳新风，全书参阅

古今学者的研究资料多达 255处，

运用大数据平台的长项重现了经

典精华的时代魅力。宋代苏轼《答

俞括书》曰：“酌古以御今，有意乎

济世之实用。”以科学和现实、客观

与远见的态度去倡言、光大《阳痿

论》，体现了评注者在中医传承创

新中的攻坚克难意识和高深的学

术造诣。

3 内求外联，将原著的

思想在追溯中张扬

内求外联，是评注类著作的重

要特点，如何调控是对评注者概括

和驾驭能力的综合查验。何谓内

求外联？就是把原著放入中华文

化的大圈子中去比照、去拿捏，把

文化本质上的学问做圆满。中医

文献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对《阳痿

论》的评注不仅要把着力点放在医

学的天平上，而且要放在其可能存

在或产生的更广阔的文化辐射上。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评注

者具有这样敏锐的目光和高远的

心境，用优秀传统文化的广角镜扫

描出韩善徵及其《阳痿论》的多彩

影像：金保方的《寻找韩善徵》、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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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春的《谜一样的丹阳名人韩善

徵》、许维娜的《不为良相，便为良

医》、胡洪亮的《医学古今汇通之漫

谈》及评注按语中的诸多点拨，都

具有这种高屋建瓴的性质。关于

韩善徵的身世，评注者是下了大工

夫去考察的，结果虽然仍不甚确

切，也基本有了明晰的结论。韩善

徵史学研究成就的披露，为“医文

相通”的文化现象提供了佐证，更

为他的医学成就锦上添花。他的

著述与身边的孟河医派互未收容

的疑问，是中国古文化传播中“墙

内开花墙外香”和“评人少涉今，论

事不提近”的传统处世伦理观的反

映，也为历史名人名著的研究方向

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韩善徵

仕途受挫转而为医的事实，不仅证

明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古人

成才的优选之路，而且证明了中医

治病与政治治国理念同根于儒释

道融合的中国文化和中医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符

号的根据，重塑了中医与中国文化

同根互用、难分难解的民族情结。

中医是文化、是艺术，中医人是文

化人、艺术家，诗词文墨、琴棋书画

都是中医人的必修课。在《阳痿论

评注》中，金保方教授用传统书法

手书原著自序全文，不仅是他书法

才艺的展示，而且是对文化传统回

归的呼唤。他的字，敦厚中隐含着

灵动的乖巧，勾连间飘散着跳跃的

音符，颜风柳韵，渗透出一位中医

学者具有的宝贵文化底蕴。唐代

杜荀鹤《秋日山中》云：“言论关时

务，篇章见国风。”以广征和博引、

推陈与萌新的态度去传播、褒扬

《阳痿论》，体现了评注者在中医文

化复兴中的高度自觉性和强烈的

文化自信。

《阳痿论评注》推出了《阳痿

论》，《阳痿论》成就了评注人。“长

江后浪推前浪”，中医药文库中又

增添了一缕芬芳的清香，中医药队

伍中又走出一拨靓丽的才人，让人

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骄傲。

（收稿日期：2020-04-23）
（本文编辑：金冠羽）

北宋年间“最美逆行者”田昼

大约在 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在一次疫情中有一位官员曾因感染疫病去世，他的事迹被载入史册，这位

官员名叫田昼。

田昼（1059—1109年），字承君，祖籍京兆（今西安），曾任校书郎，在任西河县知县时“有善政，民甚德

之”，后转任河南淮阳担任知县。在此任上时恰逢淮阳暴发瘟疫，当地群众为躲避瘟疫纷纷逃难，就连他的

副手也跑了，但田昼坚守岗位，努力抗疫。《宋史·田昼传》载：“（田昼）日挟医问病者药之，遇疾卒，淮阳人祀

以为土神。”田昼由于每天与医生一起给感染者送医送药，自己不幸染上瘟疫而卒。这样的官员自然得到百

姓爱戴，事后淮阳百姓给田昼建了一座祠堂，把他当成土地神来供养。

田昼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父田况系北宋名臣与知名学者，官至二品级别的枢密使和从一品太子少傅。虽

出身名门，但田昼并非纨绔子弟，他能吃苦，甘于清贫。北宋知名词人贺铸曾与他同在溢阳为官。元祐六年

（1091年）二月，贺铸看望田昼时写有《留别田昼》一诗，其中有“君家陋巷一尺泥，吾车有轮马有蹄……兔葵

燕麦春自妍，蝉腹龟肠气方饱……异时结驱来南亩，耕者老夫锄者妻”的诗句，从中可以看出田昼当时生活

贫困。

田昼可谓北宋时期的“最美逆行者”，其染疫而卒的故事被后人铭记。在任何时代，那些“埋头苦干的

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都会被百姓记在心间。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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