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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源流及真伪之辨

李青伟１，林轶群１，杨映映１，２，仝小林１

（１．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５３；２．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是民国时期面世的《伤寒论》古传本之一，清末桂林左盛德得书于张仲景第四

十六世孙张绍祖，后传于其徒罗哲初。１９３５年陕西名医黄竹斋得以将罗哲初所藏抄本誊抄，并于１９３９年受

资助将抄本刻印出版。罗哲初所藏抄本传于其子罗继寿，罗继寿又于１９５６年将抄本捐献给广西卫生厅，

１９６０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载方３２６首，其中有９０方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所无。此外，桂

林古本还有宋本所无的许多条文，内容多出将近１／５。该书以文献学的标准可以视为伪书，但其具有一定的

学术价值，可作为研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旁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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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寒杂病论》是张仲景的传世著作，被认为成

书于建安十年（公元２０５年），距今已有１８００余年

历史［１］。该书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在唐干

元三年（公元７６０年）即被朝廷列为官方医师遴选考

试教材，《伤寒杂病论》对现代中医临床指导仍然具

有巨大影响力，被推崇为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２］。

然而，《伤寒杂病论》原书１６卷在问世不久便因战乱

而散佚零乱，几至失传，距该书问世仅有数十年之久

的西晋太医王叔和对《伤寒杂病论》进行了重新梳理

编次，将《伤寒杂病论》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两个部分，仲景之书得以“大行于世”，但此时《伤寒

论》已非原貌。历经朝代更替，《伤寒论》流传至今有

许多版本存世，如常见的宋本《伤寒论》、唐本《伤寒

论》《金匮玉函经》、康平《伤寒论》、康治《伤寒论》，还

包括收载在《脉经》《外台秘要》《诸病源候论》等书籍

中的原书内容［３４］。多种版本《伤寒论》内容不尽相

同，甚至有较大出入，无论哪一版本，都或多或少出

现错简、漏缺、次序混乱等问题，由于历史上的种种

原因，目前已无法准确判断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

原貌。因此也就决定了不同版本所具有不同的历史

及学术价值，如《金匮玉函经》与宋本《伤寒论》同时

刊行，内容与宋本基本相同，但体例编次不同，在校

勘和研究《伤寒杂病论》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再

如康平本《伤寒论》无“可”与“不可”诸篇，说明该版

本更接近《伤寒论》原型版本，因为“可”与“不可”诸

篇皆为王叔和重新归纳、排列、整理的条文；宋本《伤

寒论》是传播最为广泛的通行本，但仍然存在条

作者简介：李青伟（１９９３），男，博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仝小林（１９５６），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

师，ｔ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文错讹、有方无药、有药无方等问题。桂林古本《伤

寒杂病论》篇章齐全、目次合理、内容相对齐全，对研

习宋本《伤寒论》及伤寒原貌具有一定价值。

１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源流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桂林古本”）

是民国时期面世的《伤寒论》古传本之一，其来历具

有传奇色彩，其内容翔实似符张仲景原意，面世以来

掀起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奉为圭皋者众，斥其后世伪

造者亦众，一时间众说纷纭。关于桂林古本的来历，

根据其原书中序言，清同治年间，桂林左盛德于岭南

偶遇先师张绍祖，张绍祖自称张仲景第四十六世孙，

生平不详，藏有《伤寒杂病论》１６卷，名白云阁藏本，

相传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第１２稿书稿（共有１３

稿，王叔和所得为第７稿），左盛德得书后如获至宝，

精心收藏，清光绪二十年，即１８９４年左氏授书于其

爱徒罗哲初，并作序［５］。罗哲初，字树仁，桂林市人，

生于１８７８年，卒于１９４３年，出生于书香门第，１３岁

丧父，家境日贫，赖其祖父抚养成人，自幼聪慧，勤学

苦读，曾任桂林体用学堂的语文、英文、图画教师［６］。

罗氏得其师授书作序后，秉承师志，收藏该书秘不示

人，直至１９３５年，正在宁波天一阁访书的陕西名医

黄竹斋，经当地名医周岐隐引荐，与在宁波工作的罗

哲初相识。罗氏向黄氏展示了密藏的《伤寒论》１６

卷，黄氏看后大喜，并从罗氏处抄录副稿一部带回陕

西，１９３９年黄氏募资（辛亥革命陕西将领张伯英捐

助）刊行木刻本共２５０部。此次木刻原版在１９８０年

由黄氏捐赠给陕西省中医研究院文献医史研究室保

存［７８］，并于当年又以此版印行。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时

任陕西省中医研究院院长米锡礼（伯礼），遵照其师

黄竹斋遗愿，将全套书版和重印书籍捐赠给河南省

南阳市医圣祠张仲景医史文献馆。１９４３年罗哲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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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林病逝，遗稿传给其子罗继寿，１９５６年罗继寿

献出其父所传《伤寒杂病论》原抄本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卫生厅，１９６０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将罗继寿

所捐抄本推荐给广西人民出版社排印出版，始称“桂

林古本《伤寒杂病论》”［６］。

２　桂林古本与宋本对比异同

桂林古本与当代通行宋本《伤寒论》及《金匮要

略》相比较，内容编排、目次顺序、载方载药、条文收

录等均有较大差别。首先该书是合《伤寒论》《金匮

要略》为一体的１６卷本，其书名、卷数均与张仲景原

序相合［５］。另外桂林古本多杂病内容，在伤寒方面，

除有宋本辨脉、平脉、伤寒例、六经证治、霍乱、阴阳

易等篇名之外，还包括六气主客、杂病例、温病脉证、

伤暑病脉证、热病脉证、伤燥病脉证等六淫病证内

容，对六淫病邪论述较详尽。全书载方３２６首，其中

有９０方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所无。此外，桂

林古本还有宋本所无的许多条文，内容多出将近

１／５，如宋本《伤寒论》“脏结证”，条文简单，只有寒

证，且无方剂。而桂林古本指出“脏结者，五脏各俱，

寒热被分”，分别载有“肝脏结”“心脏结”“肺脏结”

“脾脏结”“肾脏结”之条文，每脏脏结条文下附方二

首。此外，桂林古本中纠正了宋本的某些错讹，补充

了某些不足之处，如太阳篇下“伤寒脉浮滑，此以表

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可知“有寒”是“无寒”之

误，而桂林古本作“里有热，表无寒”，对宋本进行纠

正。又如，宋本并无记载天雄散主治为何病，桂林古

本中作“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天雄散亦主之”，这即是对宋本缺漏条文的补充［９］。

李景荣认为桂林古本是合《伤寒论》《金匮要略》

为一体的１６卷本，其书名、卷数均与张仲景原序相

合。该版本内容之编排，先总论，后各论，先诊断，后

治疗，符合一般医学论著撰写体例，且全书对六淫病

邪论述较详尽，并以整体观为指导思想，以三阴三阳

为辨证纲领，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根据，符合张仲

景思想，全书首尾呼应，结构严谨［１０］。罗哲初好友

周歧隐在其著书《伤寒汲古》自序［１１］亦对桂林古本

十分推崇：“今得古本，千载疑团，一朝大白，瓦釜雷

鸣，都成废语。且仲景撰用《内》《难》向无全书可证，

今按各卷佚文，与《内经》往往若合符节。而奇经八

脉之治，五脏脏结之分，又与《难经》互相阐发”“不有

古本何由窥其全豹乎？又云古本所载温暑燥湿霍乱

各篇义精而法纯，辞约而意赅”“凡通行本之佚文皆

有仲景之心法”。

３　桂林古本真伪之辨

然而，也有众多学者对桂林古本的真实性持有

怀疑态度，并对该书的真伪进行了考证。从字句内

容来看，因避讳原因［２］，宋本中“坚”字因在隋代避皇

帝名讳故改为“
!

”或者“固”，如“坚瘕”作“固瘕”，所

以后世宋本及其他版本中几乎没有“坚”字，除非流

传之书密藏，在隋代不为人所知。若桂林古本如序中

所言，是张仲景原作，秘而不宣，那么书中应该会保留

“坚”字，但事实上桂林古本中亦将“坚”字改为“
!

”或

“固”字，不得不令人怀疑其创作时间可能在隋朝之

后。蒋建成研究认为，桂林古本中病名方名有疑，张

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多以六经分类命名，或以方名

证，而桂林古本中疑似袭用温病学说形成后的各种病

名。清吴鞠通《温病条辨》中首先论述了风温、温热、

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温疟８种疾病，这些病

名均出现在桂林古本中，与东汉时代对温病认识不

符。并且桂林古本中有新方８８首，方名均系以药名

组合而成，如“百合地黄牡丹皮半夏茯苓汤”“桔梗甘

草枳实芍药汤”，方名疑似不合张仲景立方体例［１２］。

除去内容上的区别考据，单从该版本的流传来

看也确有诸多疑点。一是桂林古本流传难以追溯，

从左盛德自序中可知，该书得之于岭南偶遇先师张

绍祖，张绍祖自称张仲景第四十六世孙，只知其“虽

承家学，不以医名，亦不轻出此书以示人”，其生平不

详，唯有一家之言，难以考证，且历史诸多医书中并

未见相关引用。二是左盛德之徒罗哲初生平有矛盾

之处，据１９９０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中医处黄祥

续《罗哲初与〈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一文记载，罗

哲初生于１８７８年，卒于１９４３年，自幼聪慧，勤学苦

读，３０岁始随左修之（即桂林左盛德）专习医理
［６］。

而从桂林古本序中可知，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左

氏授书于罗氏，按照罗氏生平计算，授书时罗氏仅

１６岁，与３０岁随左氏学习之说时间误差极大，且按

左盛德自序中言，“今罗生哲初为吾邑知名人士，从

习针灸历有年所，颇能好余之所好，余亦以所得者尽

授之，余不负吾师，罗生亦必不负余，故特序其缘起，

罗生其志之，罗生其勉之”。如真如其言，罗哲初１６

岁便已是当地知名人士，且已习针灸多年，这恐难让

人信服，因此罗哲初的生平与原书序言有不符之处。

综上考证，以文献学角度可以判定，桂林古本《伤寒

杂病论》是一部作者不实，内容真伪夹杂的伪书。其

成书时间可能接近于明清之际，并不早于《温病条

辨》成书时间即１７９８年。

４　讨论

尽管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属于文献学伪书范

畴，但是作为张仲景著作的一种传本，也具有一定的

学术参考价值。其篇章齐全、目次合理、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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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健脾益肾方防治芳香化酶抑制剂致骨关节痛临床观察

仲姗姗１，万　华２，李　蓉３，毛佳琳１，瞿文超２，卢亚云２，张　纯１

（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中医外科，上海　２００００２；２．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曙光医院乳腺科，上海　２０００２１；３．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乳腺科，上海　２０００１１）

［摘要］目的　观察健脾益肾方防治芳香化酶抑制剂致骨关节痛的临床疗效。方法　收集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

２０１８年９月就诊的绝经后、激素受体阳性、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内分泌治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８１例，采用简单

随机、平行对照的方法，分为治疗组４１例，对照组４０例。对照组给予常规钙剂及维生素Ｄ补充治疗，治疗组患

者在此基础上服用健脾益肾方中药汤剂口服。观察比较两组治疗前后骨密度（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ＭＤ）、简

明疼痛量表（ｂｒｉｅｆｐａｉ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ＢＰＩＳＦ）评分、Ｍｏｒｉｓｋｙ服药依从性量表（Ｍｏｒｉｓｋｙ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ｈｅｒ

ｅ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８，ＭＭＡＳ８）评分变化情况。观察时间为６个月。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腰椎、股骨颈ＢＭＤ升高

值均显著大于对照组（犘＜０．０５）。治疗组ＢＰＩＳＦ的最严重疼痛评分降低值显著大于对照组（犘＜０．０５）。治疗３、４、

５、６个月末，治疗组ＭＭＡＳ８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犘＜０．０５）。结论　健脾益肾方防治芳香化酶抑制剂致骨关

节痛的疗效满意，能够减轻骨关节疼痛，提高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的依从性。

［关键词］健脾益肾；乳腺癌；芳香化酶抑制剂；骨关节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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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６０％～

７０％患者激素受体阳性，其中２／３处于绝经后状

态［１］。芳香化酶抑制剂（ａｒｏｍａｔ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Ａ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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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经后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标准辅助内分泌治

疗药物，相较于他莫西芬，ＡＩｓ可提高乳腺癌患者无

病生存率并降低对侧乳腺癌的发生率［２３］。芳香化

酶抑制剂致骨关节痛（ａｒｏｍａｔ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ｒｔｈｒａｌｇｉａ，ＡＩＡ）是 ＡＩｓ治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之

一，约５０％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忍受疼痛
［４］，至少

２２％的患者因此而不配合治疗
［５］，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存质量和治疗的依从性［６］。

健脾益肾方为经典名方六味地黄丸化裁而来，

本课题旨在通过观察患者骨密度（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

载方无缺、错讹较少，并对历来通行本有疑条文都能予

以较合理的解释，故可作为研读《伤寒论》《金匮要略》

的旁证参考。其中比宋本多出的全新条文及９０首新

方新药，值得深入研究。今后应对桂林古本中的新增

条文、不同条文、新载方药进行文献、理论研究和临床

验证，将理论运用临床，探索桂林古本对现代中医临床

的可用价值，探寻古本新方在临床应用中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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