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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医家顾世澄生平及《疡医大全》探微

谷　峰

（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２）

［摘要］《疡医大全》为清代医家顾世澄所著。后世对其生平和著作研究成果较少，且错漏较多。顾世澄，一名

澄，字练江，号静斋，安徽芜湖人，生活于康熙朝晚期至乾隆朝中后期。顾氏为中医世家，其祖父顾宁华、父亲

顾青岩，均为当地名医。大约１７２１年前其侨居广陵（扬州）行医。《疡医大全》共４０卷，成书于１７６０年，初刊

于１７６２年。卷一《内经篡要》选自冯兆张《冯氏锦囊秘录》，其余各卷引述历代外科著作及３０多位医家有关

疮疡的理法方药文献，并结合自身经验分类编辑而成。顾氏另有一部节选于《疡医大全》《杂病源流犀烛》《续

验方集》而成的《喉症三书节钞》抄本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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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医家顾世澄所著《疡医大全》，被认为是古

代中医外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医外科学发展史

上具有重要地位。然古今有关顾世澄生平及《疡医

大全》的文献研究均不多，并且间有错漏之处。现基

于该书序言及其他文献证据，对有关问题进行厘清，

并对古今文献及研究中出现的错误进行辨正。

１　顾世澄生平研究

有关顾世澄的生平事迹，史书及地方志等缺少

记载，《清史稿·艺文志》仅有“《疡医大全》四十卷，

顾世澄撰”寥寥数语。根据《疡医大全》序言及《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医药家类编》《贩书偶记续编》等，大

体可知其生平概况。顾世澄，一名澄，字练江，号静

斋，安徽芜湖人。其祖父顾宁华、父亲顾青岩，均为

当地名医。其生卒年份，历代医家传略等均未提及，

唯张宏［１］提出其生于１６４４年，卒于１７１１年，但未标

明此说的任何出处。该书自序落款“乾隆二十五年

岁次庚辰孟夏静斋顾澄练江书”。乾隆二十五年为

公元１７６０年，历代医家传略也多据此称《疡医大全》

刊于１７６０年。又顾氏在《疡医大全》自序中明确地

说：“斯书纂辑阅三十寒暑，因囊空悬，未获授梓。今

缘两淮同人慨为捐资，始付枣梨，以成此志。”可见在

顾氏有生之年，《疡医大全》已经付梓刊行，顾氏于

１７６０年为该书作序。则张宏所说顾世澄生卒年份，

显见有误。顾氏出生于中医世家，年少时“圣贤之书

读而未竟”，转而承袭家学。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

年）《疡医大全》成书之际，顾氏已编撰该书３０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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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是自雍正三十年（１７３０年）开始编撰此书。又

据汪立德序，此时顾氏“已侨居广陵（扬州）行医四十

余年”，其于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年）之前就迁居扬州

行医。以此可以初步推断，顾氏出生不会迟于１７００

年。至于顾氏卒年，另据顾氏在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重刊《疡医大全》时，请汪立德作序，说明此时顾

氏仍健在。因此可以断定，顾氏卒年不会早于１７７３

年。有学者［２］推测顾氏的生卒年在１７００－１７８０年

之间，大体接近事实。总之，顾氏生活于康熙朝晚期

至乾隆朝中后期。

顾世澄出生于安徽芜湖，年少曾攻举子业，后未

果，转而承袭家学。成年之后，其侨居广陵，一直勤

于诊务，疗效卓著。“丹荔青芝，起颠连而跻仁寿者，

指不胜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临床家。然而在繁忙

的诊务之余，顾氏始终坚持著书立说的初心，据其自

述：“澄本布衣，三指谋生，家口既多，负累綦重，黎明

而起，昏夜方眠，应接之暇，思欲编著一书，诚非易

事。所幸平生从不敢粗心浮气，妄施攻补；复不敢乘

人之危，诳人肥己。因不负人，故心地宁；不妄求，故

魂梦安。惟知守分安贫，以仁为念，专心采辑，今始

告成”。可见顾氏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宅心仁厚，其

著书立说之初衷是出于医者仁爱之心。顾氏摒弃旧

医挟私自重，秘不示人之陋习，将先祖宁华公、先父

青岩公家藏经验诸方和盘托出，使其发扬光大，造福

后世。

顾世澄虽以外科闻名，其实精通内科，之所以倾

数十年心血撰著《疡医大全》，其原因在于顾氏“因念

张、刘、朱、李诸书，以及时贤立论著述，咸于内证阐

发无遗，而外科亦间施治有方，终未能得窥全豹”。

实际上，中医外科与中医内科一脉相承，虽因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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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性质的不同而有分科之说，其理论基础、辨证方

法、诊治原则，仍然在中医以内科为代表的主流理论

范畴之内。

顾氏生活的年代，时逢后世所谓“康乾盛世”，

“三藩之乱”平息已久，虽间或有对外的战争，中原地

区则无战乱之祸。正因如此，顾氏在《疡医大全》自

序中说：“澄生逢尧舜之世，身为太平之民”。乾隆四

年，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初，即诏令太医院右院判吴谦

主持编纂《医宗金鉴》，书成之后，被定为太医院医学

教育的教科书，成为全国医学教育的必读书和准绳。

《医宗金鉴》于杂病之外，对妇科、幼科、外科皆有专

门记述。从《疡医大全》作者自序来看，其对《医宗金

鉴》极为推崇，该书对历代外科理论的整理，对顾氏

颇有启发，顾氏有感于中医外科历代积累的理论和

经验甚巨，而缺乏集大成之作，结合自己的理论和临

证经验，历经３０年，编撰《疡医大全》，承前启后，有

功于后学。

顾氏另有一部将《疡医大全》《杂病源流犀烛》

《续验方集》三书中有关喉病证治部分单独抄录而成

的《喉症三书节钞》抄本存世。

２　著作探微

《中医大辞典》［３］称《疡医大全》“又名《顾氏秘

书》，４０卷，清·顾世澄撰，刊于１７６０年”。《中国医

籍考》［４］称顾世澄于乾隆二十五年庚辰（１７６０年）著

《疡医大全》４０卷。

以上两书对顾世澄撰写《疡医大全》的记述，在

医史著作中最具有代表性。

除此之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５］载有“《疡医大

全》一作《顾氏秘书》，附刊《内经篡要》”及顾世澄“著《内

经篡要》，公元１７６０年撰”。《医药编》
［５］则称顾世澄“乾

隆三十八年癸巳（１７７３年）著刊《疡医大全》四十卷”。

这里有３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一，顾世澄是否

作《内经篡要》；其二，《疡医大全》刊行于１７６０年或

是１７７３年；其三，《顾氏秘书》的称谓。

《疡医大全》凡４０卷，１５０余万字，现通行本的

卷一部分，即名为《内经篡要》。正如该书凡例所称：

“首重《内经》，发明玄奥。疮疡虽曰外证，必先受于

内，然后发于外，故不得不宣明《灵》《素》，阐发机微。

况《内经》如奉行之律，律有万无可易之旨。而张、

李、刘、朱，以及历朝诸家医集，有发前人所未发之

论，拯救呼吸危亡复生之案。如今所引之例，其中多

死中得活之条。所以，司医者，平时宜多读书则见识

广。如临万难医治之证，色脉相参，其证尚有一线可

生之机，便须竭其心力，旁求可生之法救之。庶不负

上天好生之德与前贤立说之心，是以《内经》列之于

首。”在这一部分中，顾氏集中引录《内经》有关原文

５１篇，并逐句加以注释，以撷其中精义，作为本书论

述的理论依据。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内经篡要》部

分，并非顾氏原创，而是抄录自初刊于清康熙六十一

年（１７２２年）冯兆张的《冯氏锦囊秘录》的《内经篡

要》部分。笔者详细比对，两本书的《内经篡要》部分

所引《内经》篇目，记述的内容，并无二致。事实上，

《疡医大全》本身即是一部集成为主的著作，顾世澄

“搜括古今名医确论”，在《内经》方面，则是直接引用

距离其生活年代不远的《冯氏锦囊秘录》中的《内经

篡要》，连篇目《内经篡要》的名称都未改易。可见第

一，《内经篡要》非顾泄澄所作，而是转录他人；第二，

《内经篡要》并非顾世澄所作另外一部书，实为《疡医

大全》的一部分。即便《内经篡要》作为附篇与《疡医

大全》一并刊行，也应该澄清其取自《冯氏锦囊秘

录》，而不可称为顾氏所撰。

有关《疡医大全》的刊行年代，有１７６０年和

１７７３年之不同记载，则是不同版本之故。《疡医大

全》清代版本主要有清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达安

堂刻本（初刻本）、清乾隆艺古堂刻本、清乾隆四部楼

刻本、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敦仁堂刻本等。其实该

书序言中所述已很明确：“斯书纂辑阅三十寒暑，因

囊空悬，未获授梓。今缘两淮同人慨为捐资，始付枣

梨，以成此志。爰述缀辑原委，弁之简端，以见成之

尤非偶然云。乾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孟夏静斋顾澄

练江书。”书成之后，顾世澄又请名流作序，乾隆二十

七年，求得“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巡抚贵州提督

川贵军务兼兵部侍郎加四级记录十二次年家眷弟乔

光烈”之“乔序”，乾隆癸巳年再刻之时，又匆匆于该

年“仲冬长至前三日”求得“新安健堂汪立德”之“汪

序”。另外，该书求得“乔序”，是在书稿完成两年之

后的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故其书完成于１７６０

年，首刊行应是在１７６２年。

该书书名据书中自序及他序，名为《疡医大全》，

毫无疑义。据张宏［６］统计，该书引述了历代外科著

作及３０多位著名医家有关疮疡的理法方药。《中国

医学源流论》［７］评价称：“顾书网罗浩博，不愧大全之

称”。至于个别目录书又称其作《顾氏秘书》者，实为

出版商出版时所为。

该书问世之后，流行较广，颇有影响。如清代陆

以?的《冷庐医话·卷二·今书》列举各科代表著

作，外科部分首推顾澄江《疡医大全》一书，认为该书

突过前贤。

３　结语

总之，顾世澄所著《疡医大全》，自问世以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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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瘤源流考

姜德友，和鹏飞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摘要］肉瘤是发于皮里膜外，由脂肪组织过度增生而形成的良性肿瘤。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对肉瘤病机

的论述，其病名首见于《针灸甲乙经》。肉瘤病位在脾，其病因病机包括卫阳不足、感受外邪，饮食不节、湿痰

内生，情绪内伤、郁结伤脾，气血不和、阳明郁火。肉瘤治疗方法可分为内治法与外治法，内治法包括益气健

脾和攻补兼施；外治法有针灸、手术和其他外治法。妄用针刺、破溃和随意攻伐均为肉瘤治疗禁忌。

［关键词］肉瘤；病名；病因病机；治法；源流

［中图分类号］Ｒ２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２

　　肉瘤是发于皮里膜外，由脂肪组织过度增生而

形成的良性肿瘤［１］。肉瘤之名始见于《针灸甲乙

经》［２］，历代医家对本病诊断要点明确，论治十分丰

富。现从病名、病因病机、证候分类及治疗等方面，

对历代医书中有关肉瘤的论述进行梳理，为临床实

践提供理论依据。

１　病名

历代医家对本病命名的论述可大体归为２类。

１．１　以病因病机命名　《灵枢·刺节真邪》曰：“有

所结，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

脓，无热则为肉疽。”［３］认为邪气结聚于肉，与宗气相

搏，稽留不散，不发热者，为肉疽。此处肉疽病机为

无热，应属当代良性肉瘤。梁代陶弘景《养性延命

录》曰：“铜器盖食，汗出落食中，食之发疮、肉疽。”认

为饮食受污，食后发病为肉疽。《景岳全书》中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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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脾统血而主肉……若郁结伤脾，肌肉消薄，外邪

所搏而为肿者……名曰肉瘤。”［４］其认为脾脏被伤，

肌肉因而瘦削，外邪乘虚入侵于肉，而发肿为肉瘤。

明代诸多医家对此均有共识，如陈实功《外科正宗》

云：“脾主肌肉，郁结伤脾，肌肉消薄，土气不行，逆于

肉里而为肿曰肉瘤。”［５］２４６此外，明代薛铠《保婴撮

要》云：“脾主肉，脾为肉瘤。”［６］其认为肉瘤发病，多

责之于脾。

１．２　以病症特点命名　《景岳全书》载：“自肌肉肿

起，按之实软，名曰肉瘤。”［４］其认为肉瘤病位在肌

肉，质地实软。明代丁凤《医方集宜》云：“瘤者随气

瘤注，初如梅李，皮嫩而光，渐如杯大是也。”［７］明代

《证治准绳·疡医》对本病症状描述较详尽，其曰：

“其自肌肉肿起，按之实软，名曰肉瘤。颧骨内卒然

而痛，经宿而痛甚，寒热大作……肉疽也。六瘤者，

随气凝结皮肤之中，忽然肿起，状如梅李，皮软而光，

渐如杯卵。”申斗垣《外科启玄》云：“凡肉瘤初生如栗

如桃，久则如馒头大，其根皆阔大，不疼不痒，不红不

溃，不软不硬，不冷不热，日渐增加。”［８］认为肉瘤不

见寒热痛痒，逐渐肿大，发于肌肉，因而得名。《针灸

被认为是古代中医外科集大成性质的一部重要著

作，该书既继承和总结了历代中医外科的理论精萃，

反映了清代中医外科学术发展的水平。《疡医大全》

较之前的外科重要专著《疡科证治准绳》《外科正宗》

《医宗金鉴·外科心法》等更为完备，书中除汇集前

人经验，又广泛搜集当时同道新说，更有顾世澄的家

传秘法等，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并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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