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民国伤寒文献补正

王翠翠，杨东方，杨兴亮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作为当前收载中医书籍最为全面的目录书，一直以来备受研究者重视，然而此书

出版距今已有十几年，期间许多珍贵的民国伤寒文献被陆续发现。《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漏载民国伤寒类著

作４本，分别为《伤寒科》《伤寒质难》《伤寒论类方汇参》《伤寒论金匮要略新注》，６本民国伤寒类著作馆藏地

记录不全，另有９本著作存在书名、人名、成书年代及分类混乱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中医古籍总目；遗漏；讹误；归类混乱

［中图分类号］Ｒ２０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３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自问世

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因其收载书籍较为全面，且记

录书籍藏书地，为学者查找文献提供有力线索，所以

一直被现代学者奉为研究中医文献不可或缺的工具

书。然《总目》存在一些问题，已有学者对《总目》中

民国针灸文献做了较多的补正［１］。现就《总目》中民

国伤寒文献补正如下。

１　《总目》中的漏载

１．１　《总目》未载书籍

１．１．１　《伤寒科》　《伤寒科》，中国国医函授学院教

务课编纂。现存有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中国国

医函授学院总务课印刷部文义印书局本。《总目》中

虽载有该书名，但实为同名异书。此书内容主要以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２０１９ＪＹＢ

ＴＤ０１７）；北京中医药大学基本科研项目（２０１９ＪＹＢＸＳ０４０）

作者简介：王翠翠（１９９３），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杨东方（１９７８），男，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ｙｄｆ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论述张仲景《伤寒论》为主，次集古今名医之论，又参

考编者临床经验，将书分为伤寒总论、太阳证、少阳

证、阳明证、太阴证、少阴证、厥阴证共７章内容。该

书对六经传变、病理等内容做了详细的论述，并作为

中国国医函授学院伤寒类讲义使用。

１．１．２　《伤寒质难》　《伤寒质难》６卷，祝味菊述，

门人陈苏生记，陆渊雷校正，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年）编撰，现存有１９５０年上海大众书局发行本，此书

完成之后并未付梓，书中的部分内容曾于１９４７年

《济南日报·医药卫生专刊》连载。《伤寒质难》全书

共计１０万余字，是中西医学相互融合的代表作，书

中主张吸收西医之长以改进中医，从哲学与科学的

辩证关系中探讨中医的科学性，撰写者还根据仲景

学说首创五段八纲学说，以问答形式从各家不同的

学术观点中归纳出一个简明的学术系统。

１．１．３　《伤寒论类方汇参》　《伤寒论类方汇参》１

册，左季云编辑，成书于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现中

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有１９５７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３］费伯雄．医方论［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４．

［２４］徐用诚．玉机微义［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５］刘纯．珍本医书集成：医经小学［Ｍ］．上海：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０４．

［２６］王德宣．温病正宗［Ｍ］．李刘坤，点校．北京：中医古籍

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４２１４３．

［２７］王肯堂．证治准绳［Ｍ］．吴唯，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１９９７：９９６９９８．

［２８］《中医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

［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３１１．

［２９］李振吉．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Ｍ］．北京：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１：４１５．

［３０］孙世发．世界传统医学方剂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５９．

［３１］丁学屏．古方今释［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２：１９．

［３２］梅全喜．新编中成药合理应用手册［Ｍ］．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２．

［３３］张保国．方剂现代新解［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２０１１：３．

［３４］段富津．方剂学［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５：１８．

［３５］许济群．方剂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１．

［３６］李庆诒．方剂学［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５．

［３７］陈德兴．方剂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１．

［３８］谢鸣．方剂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９．

［３９］邓中甲．方剂学［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０１；编辑：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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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此书完成之后并未付梓，直到１９５７年才得以刊

行。该书体例按照《伤寒论》中１１３方归类整理而

成，兼时贤著案与名医杰作，汇合一编。书中将多家

论述对比校勘，对方中药物、条文进行详细考证，全

书分为１２章，每章下详细列有具体处方。因左季云

留学日本，书中多处引用汉方医学内容，具有以方带

证的特点，值得临床借鉴。

１．１．４　《伤寒论金匮要略新注》　《伤寒论金匮要略

新注》，王秉钧撰。据《中国医籍大辞典》记载：“《伤

寒论金匮要略新注》，王秉钧（字和安）编，不分卷，成

书于１９２９年，书中包含有《伤寒论》《金匮要略》部分

内容，对二书原文均有注说，现存有武汉印书馆铅印

本，藏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２］１６５此书实为《伤

寒论新注》《金匮要略新注》的合订本，《总目》中只记

载《伤寒论新注》《金匮要略新注》的单行条目，未列

出合订本，可补。

１．２　书籍版本及藏书地遗漏

１．２．１　《伤寒论浅注补正》　《总目》：“《伤寒论浅注

补正》，清陈念祖（修园）注，唐宗海（容川）补正，现存

有１９３５年大达图书供应社刊行本。”
［３］７０事实上，首

都图书馆不仅藏有１９３５年大达图书供应社刊行本，

还有《总目》未载的民国上海锦章书局刊行本。两版

图书均为秦伯未重校。此外，国家图书馆也藏有民

国上海锦章书局刊行本。故《总目》应当补充：“１９３５

年大达图书供应社刊行本，首都图书馆亦有馆藏。”

以及增补版本“民国上海锦章书局本”及该书藏书地

“首都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

１．２．２　《伤寒表》　《总目》：“《伤寒表》，包识生编

撰，见于包氏医宗。”［３］１１０《总目》只记载《伤寒表》见

于丛书。但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

图书数据库）中发现了神州医药书报社本《伤寒表》，

该书于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出版，而《总目》漏载，故

应当补充“１９１５年神州医药书报社本”。

１．２．３　《伤寒三字经》　《总目》：“《伤寒三字经》，刘

懋勋撰，现存有 １９３２ 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

本。”［３］１１０首都图书馆藏书中也包含此版本，而《总

目》漏载此藏书地，故可补。

１．２．４　《伤寒杂病论集注》　《总目》：“《伤寒杂病论

集注》，黄维翰（竹斋）撰，现存有１９２６、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

中和堂黄氏铅印本，以及１９３５年中央国医馆铅印

本。”［３］５３《总目》记载国家图书馆藏有１９２６、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年中和堂黄氏铅印本。然而目前国家图书馆

仅存１９３５年中央国医馆审定本，该书系《黄氏医学

丛书》之一。故《总目》应补“国家图书馆”藏有１９３５

年中央国医馆铅印本，此外，《总目》也漏载“《黄氏医

学丛书》”，均应补正。

１．２．５　《伤寒论脉证式校补》　《总目》：“《伤寒论脉

证式校补》，（日）川越正淑撰，张骥校……见于汲古

医学丛书。”［３］７５《总目》记载有１９３５年成都义生堂出

版的《汲古医学丛书》，但该版丛书子目中并不包含

《伤寒论脉证式校补》。国家图书馆藏书中有１９３７

年出版的《汲古医学丛书》，其子目中包含有《伤寒论

脉证式校补》，与１９３５年本略有不同。故《总目》可

补“１９３７年成都义生堂本《汲古医学丛书》”。

１．２．６　《最新伤寒问答》　《总目》：“《最新伤寒问

答》，萧屏撰，现存有１９２３年无锡锡成印刷公司铅印

本”［２］１０１。国家图书馆藏书中也包含此版图书。故

《总目》可补藏书地“国家图书馆”。

２　《总目》中的信息讹误

２．１　书名及人名讹误

２．１．１　《伤寒方症歌括》　《总目》：“《伤寒方证歌

括》，罗振湘撰，现存有１９３６年长沙振湘医社铅印

本。”［３］１１０首都图书馆收藏本书名为“《伤寒方症歌

括》”，罗振湘撰，刘岳?校正，１９３６年长沙振湘医社

刊行。可见《总目》记载的“《伤寒方证歌括》”实际应

当为“《伤寒方症歌括》”。此书讹误在学术界一直沿

用。除《总目》外，笔者发现《中国医籍大辞典》《中国

中医药学术语集成》《中医文献》等多部大型书籍均

误写为《伤寒方证歌括》。

２．１．２　《何氏秘本伤寒辨类》　《总目》：“《何氏秘本

伤寒辨类》２卷，清何世仁（元长、澹安），１９２６年上海

中原书局石印本。”［３］９４首都图书馆收藏本中首页记

载“清何元常著”，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刘铁冷为其

书作伤寒辨类叙时，其叙中可见“或谓元常之学”语，

此皆可证《总目》记载的“元长”应当为“元常”，可改。

２．２　年份讹误

２．２．１　《曹氏伤寒发微》　《总目》：“《曹氏伤寒发

微》，曹颖甫（家达）撰，现存有１９３１年上海昌明医药

学社铅印本”［３］７４。国家图书馆收藏本曹家达自序

中有“书于庚午季夏告成，盖三年于兹矣”语，可见该

书完成年代为民国庚午年（１９３０年），而《总目》记载

为“１９３１年”有误，可改。

２．２．２　《伤寒三字经》　《总目》：“《伤寒三字经》，刘

懋勋撰，１９３２年，现存１９３２年上海千顷堂书局

本。”［３］１１０首都图书馆所藏该本中黄序可见“庚申

（１９２０年）季冬，吾友刘君允德，家学渊源，复嗜古书，

所撰《伤寒三字经》见示”语。可知该书完成于庚申

（１９２０年）季冬之前，书中亦有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刘懋

勋自序可证，故《总目》记载的“书成于１９３２年”有误。

２．２．３　《伤寒心悟》　《总目》：“《伤寒心悟》，杨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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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岳全书》以阴阳为本论治汗证

王小芳，韩新民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对汗证的阐述系统全面，其论治汗证时均以阴阳为本，并提出查脉证

有火无火辨汗证阴阳。其指出自汗、盗汗各有阴阳，尤应重视阴汗的存在；战汗之难出者为病态，为阴证，需

培补元气助汗出病愈；头汗亦分阴阳两证，即邪热上壅之阳证和阳气内脱之阴证，应分辨阴阳论治；小儿汗证

应识常与变，重视汗出过多之变及病情之变，而辨阴阳论治。张景岳对汗证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后世治疗汗

证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今临床诊治汗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景岳全书；张景岳；阴阳；汗证

［中图分类号］Ｒ２５２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４

　　汗证是指由于阴阳失调，腠理不固，而致汗液外

泄失常的病证［１］。中医对于汗证的认识较早，在《黄

帝内经》中即论及多汗、寝汗、灌汗、绝汗等汗出异常

作者简介：王小芳（１９９３），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韩新民（１９５７），男，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研究

生导师，ｈｘｍ１ｎｊ＠１６３．ｃｏｍ

之汗证。关于盗汗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金匮要略》

中，并指出虚劳多为盗汗之因，《伤寒论》中亦多次提

及战汗、头汗等证。《三因极一病证方论》［２］：“无论

昏醒，浸浸自出者，名曰自汗；或睡着汗出，即名盗

汗，或云寝汗”，对自汗、盗汗进行鉴别。朱丹溪提出

自汗病因多属气虚、血虚、湿、阳虚、痰，盗汗病因多

编，１９２０年，现存有１９２０年抄本，藏于南京中医药

大学图书馆。”［３］１０１笔者从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文

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中发现《伤寒心悟》电子

版。书中可见民国丁巳年（１９１７年）陈玉海藻序，可

知此书成书年代并非出版年（１９２０年），应当为１９１７

年以前。而《总目》记载“１９２０年”有误。

２．２．４　《最新伤寒问答》　《总目》：“《最新伤寒问

答》，萧屏撰，１９２３年，现存有１９２３年无锡锡成印刷

公司铅印本。”［３］１０１国家图书馆所藏该版本末尾印有

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出版，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再

版。由此可知该书应当完成于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

之前，而《总目》记载该书成于“１９２３年”有误。

２．２．５　《伤寒论改正并注》　《总目》：“《伤寒论改正

并注》，陈逊斋撰，１９３５年，现存有１９３５年著者铅印

本。”［３］７５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

书数据库）有《伤寒论改正并注》电子版，书中可见民

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陈逊斋序，书中末尾有民国二

十四年（１９３５年）出版。由此可知，该书成书年代应

当在１９３４年以前。《总目》中记载的“１９３５年”

有误。

２．２．６　《伤寒折中》　《总目》：“《伤寒折中》，欧阳逸

休编，１９４２年，现存有１９４２年铅印本。”
［３］７６国家图

书馆所藏该版本中有民国辛巳年（１９４１年）欧阳逸

休自序，说明该书于１９４１年之前就已经完成。故可

知《总目》记载的“１９４２年”有误。

２．３　归类问题　《总目》：“《伤寒论霍乱训解》（附章

太炎霍乱论评注），刘复撰，１９３１、１９４０年中国古医

学会铅印本。”［３］５０７《总目》将其归为临证各科类。笔

者从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

据库）发现１９４０年出版的《伤寒论霍乱训解》，全书

内容都是围绕《金匮要略·辨霍乱病脉证并治》一章

进行阐述，包含有张仲景原文以及方剂等。《总目》

应当将其归入伤寒金匮类中，可改。

综上所述，《总目》对民国伤寒文献的收录、归

类、书籍的著录信息以及藏书地等多个方面都存在

一些问题。而《总目》作为研究中医文献的重要工具

书，其准确性与全面性对研究中医文献学者尤为重

要。笔者所补充之内容，致力于完善《总目》，以期最

大限度地为学术界展现民国伤寒的现存书籍信息，

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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