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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清代医话著作。全书共四卷，补篇一卷。书中

记述了医药典故、医林逸事、民间疗法、医理、用药的心

得体会等，对诊治中因循执方等弊病予以批评。内容十分

丰富，涉及范围甚为广泛，见解精辟、独到、切要，价值

颇高。

内　容　提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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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医话”就是医生的笔记，是一种近于医药随笔或医

药评论的文体，它没有一定的体例，多记录个人临床治病

的研究心得、读书的体会、治病的验案、传闻的经验和对

医学问题的考证讨论，等等。

从文章形式及表现内容来看，“医话”可能是在北宋

“诗话”的影响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诗话本身属诗词杂

谈的文章体裁，它在历史上影响颇大，后来逐渐发展成了

文学评论的一种主要形式。宋代之后援儒入医之风盛行，

借诗话之形式用以谈医论药议病，成为一时之风尚，“医

话”这一文体也就随之产生了。医话体的特点在于它既不

像医论的崇论宏议、系统周密，也不像医案的严肃认真、

呆板纪实。它继承了宋元以来“诗话”与“笔记小说”的

特点，文笔平易流畅，形式轻松活泼，寓医于文，顺手拈

来，可读性很强。而其内容常包含医家个人临床心得、

点滴体会等，多为不成理论却非常实用之经验，既引人

入胜，又启人深思，实为中医学著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

前　言导　 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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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话所表现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谈古论今，臧否人

物，评论作品，考订医事，辨难质疑，又或记述奇案、趣

闻、掌故，搜采佚文佚事，发挥诸家理论，以及录载遣方

用药之个人经验等，无不可以笔记、短文、随笔等形式来

记录。故《存存斋医话稿》曰：“（医话）皆本各个人之

阅历，或话所闻，或话所见，或话所心得，或转述师友之

见闻，或指摘医家之利弊，或宪章先圣之名言。虽各话当

年陈迹，而言多精凿，较之浏览医书，尤有趣味，且足长

见识而益智能。”

据传，唐代大诗人王勃知医，曾撰有《医话序》一

卷，为医话之鼻祖，但今已未见。现存公认最早的医话著

作当推宋代张杲的《医说》，该书广泛收集南宋以前中国

文史著作中有关医药的内容及个人经历或耳闻之医事，并

分类编排，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元明间，俞弁

《续医说》、黄承昊《折肱漫录》、冯时可《上池杂说》

等影响较大。清末民初，涌现出一大批医话著作，有代表

性的如魏之琇《柳洲医话》、计楠《客尘医话》、王士雄

《潜斋医话》和《归砚录》、陆以湉《冷庐医话》、赵晴

初《存存斋医话稿》等，都有很高的质量。《对山医话》

亦是其中较有影响者之一。

二

毛祥麟，字瑞文，号对山，上海人，清代著名学者、

书画家，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咸丰、同治年间，卒年

八十余。曾为太学生，曾宦游越中，官浙江候补盐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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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以疾归。其人博学，工诗文，擅书画，精医术。咸丰

时避太平天国兵祸，逃离上海城，此后屡经兵焚，数迁其

家，其仕志渐灰，遂行医为业，隐居著述。主要著作有

《对山墨余录》《三略汇编》《史乘探珠》《亦可居吟

草》《诗画闲评》以及《内经辑要》等医书数种，《上海

县续志》称他“生平著著甚富”。

《对山医话》是其晚年所著之医话著作，全书共四

卷。撰于1903年。书中记述了医药典故、医林逸事、民间

疗法、医理、药物的心得体会等。现有清光绪三十一年乙

巳（1905）医报馆铅印本、1937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

《三三医书》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对山医话》最初连载于清末医家周雪樵创办的《医

学报》中。《医学报》是上海近代较早出版的中医杂志，

1904年4月创刊，至1910年停刊，共出版154期。周雪樵、

王问樵任主编，此刊是1904－1908年我国唯一中文医学期

刊。设有论说、文编、译编等栏目。该刊提倡中西医学汇

通，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医学界影响甚大。该刊以每刊一

页的形式连载了毛对山所作之医话，40期至58期刊完，后

又将之合并铅印出版，此为《对山医话》最早的发表。此

后，近代名医裘庆元编纂《三三医书》时，对《对山医

话》非常欣赏，认为其“搜罗丰富，谈理玄妙”，足以和

《冷庐医话》《存存斋医话稿》等医话名著相媲美，故也

将之并为一卷收入书中。

曹炳章(1878—1956)，字赤电，又名彬章、琳笙，鄞县

（今宁波市鄞州区）人，近代著名医学家。曹炳章自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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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何廉臣等创组绍兴医学会，

编辑《绍兴医药学报》。1913年，与何廉臣一道创设和济

药局，主持日常事务，刊行《医药学卫生报》。1927年，

任《绍兴医药月报》编辑。1929年，受神州医药会绍兴分

会及绍兴中西医协会中医部推派，赴上海参加全国医药团

体总联合会号召的声愿大会，被推为名誉理事。同年9月，

筹组成立绍兴县国医公会，并任常务主席。提出“统一病

名”及印编“中医处方新衡旧称对照表”等建议，受到医

药界的好评。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中医药》月刊总编

辑、绍兴市政协委员。

曹炳章医学文献功底极深，1934年应上海大东书局

聘请，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丛书，原计划收辑365种医

著，后实际出版128种，共2082卷，辑成1000册。辑录魏、

晋至明、清历代重要医著及少数日本医家著作。分医经、

药物、诊断、方剂、通治、外感、内科、妇科、儿科、针

灸、医案、杂著共13类。每种均详加校勘，撰有作者行略

与内容提要，1937年出版。《中国医学大成》的出版对保

存祖国医学遗产和维护祖国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山医话》作为近代医话著作中的佼佼者，也被曹

炳章收入《中国医学大成》当中，他在提要中明确写到：

“（《三三医书》）初版已罄，周氏《医报》亦年久无

存，恐其湮没，炳章仍据周刊原本，校勘圈点辑入之”。

由此， 1937年著名医学家曹炳章应上海大东书局聘请，

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丛书时，又将《对山医话》重新厘

定为四卷，并搜罗毛对山所著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集《墨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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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中有关医药的部分，作为补编一卷，附刊于文末，使

之更为完备。

三

与其他医话著作不同，《对山医话》最初是以期刊

连载的方式发表，因此其内容较为松散，主体内容由众多

的故事与验案组成，兼夹作者个人议论，比起其他医话著

作，《对山医话》相对比较短小，全书共四卷，只有3万字

左右，但内容非常丰富，可读性很强。

毛对山本人是清代著名学者，博览群书，学养深厚，

《对山医话》是其学医多年厚积薄发之作，将其自家学

习、研究、实践所获得的深刻感悟与成就以不拘一格的形

式记录下来，既有旁征博引阐发前贤的微言奥旨，又或信

手拈来叙述一己之真知灼见，寓医理于文学之中，发前人

所未发，实为医话著作中的精品。

《对山医话》的内容结构较松散，每段大约数百字，

皆独立成篇。大体是根据不同的主题发表议论，而后或列

诸书所载之轶事，或举各家名医之验案，或述自家行医之

经历，夹叙夹议，用以表达其在学习、研究及临床实践过

程中对医学理论深入思考所获得的点滴感悟。

《对山医话》所涉及的内容范围极广，内、外、妇、

儿、眼科、骨伤、针灸、食疗等，几乎无所不包，且多有

发前人所未发。这不仅体现了毛对山本人深厚的学养与广

博的见识，而且，他对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很多思考与

体会，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是极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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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山医话•卷一》中有一篇专论脉。脉法是中医

四诊之一，向来难学难精，必须深下苦工，方可有成。作

者举出自己的两则医案，以说明脉法之神效，“凭脉决

证，如响斯应”。一则患者“晨起方洒扫，忽仆地不语，

移时始醒”，他发现病人“按脉则势急而锐”，恰如《内

经》中所述之“夺索脉”，此为肾气败之象，便预言病人

当日必死，后果然得到验证。另一则患者“脑后生细疮，

累累若贯珠”，毛对山诊脉发现“心脉独坚”，即认为是

“湿痰阻气，气有余即是火，火郁不散当发痈”，“一旦

勃发，为害匪浅”,后也得到验证。但此时作者笔锋一转，

又提到自己的一次误诊经历。患者“患咳经月，行动气

喘”，诊脉发现其“脉至而不定，如火薪然”，因而怀疑

其“心精已夺，草枯当死”，但不久病人痊愈，毛对山认

真思考后，发现是由于病人就诊时“行急而咳亦甚”，导

致出现“气塞脉乱”之象的缘故，由此而感慨脉法之难，

“岂知脉理微茫，又有不可臆断者”。

又如《对山医话•卷三》中有一篇论辨证。作者举出

了两则相似的医案，一则是叶天士之孙发痘，叶认为阳明

之毒伏在肾经，“绝症无生理”，延医诊治后虽病愈，却

因设筵演剧庆贺，儿闻金鼓声因惊致死，这是由于“闻震

响则心惊，心火既动，内迫肾水，水火互冲，毒即激发”

所致。另一则，则是名医王惠昭路过见一女子耕田，知女

子将发痘，不治必死。乃命随仆以泥水涂面执女手，使之

“猝然震骇”，使肾经之毒转入心经而解。这两则医案病

机与证候都非常相似，“二症皆发于肾经”，且同样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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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惊吓，但预后却大不相同，“一则因惊致死，一则因骇

得生”，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叶子年幼质弱，感气既重，

正不胜邪，毒终不能外达，故发即死。村女身大气旺，一

发即透，透则生。”这两则医案非常具有典型性，提示我

们辨证论治不能机械地套用医理，必须注意到患者个体差

异的不同，做到因人制宜。

四

除了讨论医理外，《对山医话》中还对一些医史佚事

做了一定的考证，保存了很多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如《对山医话•卷四》中有一篇医话讨论人参，对人

参药用的历史考证极详。作者首先分析了前代各种本草著

作中对人参的记载，并特别通过《本草纲目》与《本草从

新》二书的对比分析，提出明代以前没有人参的结论，而

此前所言之人参，实际皆指党参，直至清朝入关后，辽东

所产之人参才在中国流行。此后至道光年间，由于人参资

源趋于枯竭，参价快速上涨，以次充好的假参开始充斥市

场，而具有大补元气作用的人参则很难再买到了。最后，

作者感叹道“参之功用，固在诸药之上，行之中土，百有

余年，活人无算。自为奸民私种，以致鱼目混珠，遂见疑

于世，而弗可不惜哉！”人参，由于其具有神奇的功效，

一直为各家名医所极力推崇，甚至有“中药之王”的美

誉。然而，在现实中人参的功效似乎与书中所载相去甚

远。而作者这一篇医话，详细考证了人参药用的历史，正

为我们今人解惑，使我们对于人参的认识更深入了一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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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考证人参之外，《对山医话》一书中还记载有诸如

各类蔬菜、烟草等传入我国的历史，还有一些前代医家的

趣闻佚事等，不一而足，且均一一详加考证，为我们今人

研究医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五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对山医话》中也有许多具有迷

信色彩的内容，需要我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甄别。

如《对山医话•卷一》中有一则论及太素脉。太素脉，

是古代相术中的一种，是一种通过人体脉搏变化来预言人

的贵贱、吉凶、祸福的方术，因为是通过中医诊脉方法来

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相术，在明代曾

经风行一时，清代以后则逐渐失传。作者论及太素脉法，

提出“盖脉清则神清，脉浊则气俗，得先天气厚，故神旺

气充，脉必明秀而无杂乱至贵”的观点，以及具体应用原

则，试图从医理上为其寻找一定的理论根据。然而，太素

脉法在古代就有极大争议，在我们今人看来则毫无科学性

可言，近乎于无稽之谈。因此，作者希望将太素脉纳入到

医学范畴的努力显然并不成功，作者自己也承认太素脉法

是难以掌握的，“脉分六部，变应万端，其间阴阳聚散，

生克无穷，义奥同于易理，非有宿慧者，岂能参其机要

哉？”

如果说对太素脉的探讨仍有医学探索的成分在内的

话，而《对山医话》中的另外一些内容则涉及鬼怪神仙之

事，就属于纯粹的封建迷信糟粕了。如书中卷三有一则言

及“以腰刀鞘二三寸烧末服”可救“惊散生魂”之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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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医案为证。文中叙述其友人路遇一人倒地，“令以刀鞘

试之，移时渐苏，顷即起坐”，患者醒后，自言“忽来一

巨人，挥拳猛击，骇极狂窜，正不识路，继闻前面锋刃声

甚厉，意巨人持械复来，遂回身而走，不知何以仍在此

也”。这本是患者精神出现幻觉的表现，作者却当做鬼神

存在的证据，这显然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不具备科学

常识的缘故。

除以上提及书中的迷信内容需要读者仔细甄别外，

还有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由于毛对山本人是儒生，读

书极多，故《对山医话》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从书中摘抄出

来的，而其素材的来源除了诸多医书外，还有大量宋明以

来的各类笔记小说，作者对此一概不加辨别转载照抄。因

此，书中很多内容虽然新奇有趣，但实际上却并不十分可

信，也有些是与医理常识相悖的，这不能不说是本书存在

的一大遗憾。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六

本次点校以《中国医学大成》本为底本，主要是考虑

到《中国医学大成》本附有补编一卷，较他本能够更全面

地反映出毛对山的医学思想，以利研究。同时，本书亦收

录了《三三医书》本中《毛对山医话提要》一篇，以备读

者查阅。

本次整理，取《三三医书》本作为校本。以本校、对

校、理校等多方法对凡底本中的明显错别字，予以改正；

凡异体字、古今字、俗体字、繁体字等，均改为现代常用



010

中
医
历
代
临
床
珍
本
丛
刊

对
山
医
话

简化字。对于文中所出现之通假字，则均在注释中加以说

明。底本与校本如出现异文时，如属于底本明显错误，则

依照校本予以改正，并在注释中注明。底本四卷之首均题

有“清•上海毛祥麟对山原著，鄞县曹赤电炳章圈校”，整

理后未予抄录。

校注者

壬辰年初春



医家之医话，犹儒家之笔记，最能益人神明。本书

曩载周雪樵①《医报》②社友卢育和君手录惠寄内容。或

究症治，或道经验，搜罗丰富，谈理玄妙，足与《冷庐医

话》、赵氏《医话稿》（注：即《存存斋医话稿》）相匹

敌。毛氏自言，余初读《灵》《素》，觉其经义渊深，脉

理错杂，每若望洋意沮，继复并心一志，遍觉前贤注释有

所疑，则镇日默坐苦思，乃渐通晓。每调气度脉，浪决人

生死，亦时有验。观此则知三折肱于是道矣。

①周雪樵（？-1910年），清末医家。字维翰。江苏常州

人。1904年在上海创办《医学报》及医学研究会，提倡引进西洋

医学。1905年，参与创建全国性质的医学团体“中国医学会”。

著有《西史纲目》一书。 

②《医报》，即《医学报》，是上海近代较早出版的中医杂

志，1904年4月创刊，至1910年停刊，共出版154期。周雪樵、

王问樵任主编，此刊是1904－1908年我国唯一中文医学期刊。设

有论说、文编、译编等栏目。该刊提倡中西医学汇通，对近代中

国医学界影响甚大。

毛　对　山　医　话　提　要  （《三三医书》）



清•毛对山撰。对山，字祥麟，上海人。著有《墨余

录》① 、《达生篇详注》②等书行世。其精于医学，平时研

究心得，随笔记录，厘定四卷，题曰《对山医话》，世无

刊本。上海周君雪樵，于光绪廿八年创刊《医学报》。录

刊医报，每期一页，自四十期至五十八期刊完。仪征卢育

和录抄医报，并为一卷，前刊入裘氏《三三医书》③，风行

一时。今该书初版已罄，周氏《医报》亦年久无存，恐其

湮没，炳章仍据周刊原本，校勘圈点辑入之，辑补《墨余

录》话医药各说，别做一卷，附刊于末，更为完备。

①《墨余录》，又称《对山墨余录》，为清代后期毛对山

撰写的笔记，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刻印出版。《墨余录》一

书，就体裁讲，绝大多数篇章是笔记文，也有少数文言小说。它

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极为广泛，主要记叙清朝道光、咸丰、

同治年间苏松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各方面

的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等重大历史

事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部书为

对　山　医　话　提　要  



研究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是认识近代中

国社会的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②《达生篇详注》，毛对山所著医书之一，今已佚，《达生

篇》为清•亟斋居士所撰之产科著作，故本书亦应主要阐述了毛

祥麟对产科的见解。

③《三三医书》，医学丛书名。全书分为3集，每集33种，

共99种。是由近代名医裘庆元（吉生）搜集、遴选古代珍籍、

抄本校注而成，于1924年出版发行。裘氏取《礼记》“医不三

世，不服其药”及《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之典，遂题名

为《三三医书》。书中录唐代直至近代重要中医典籍，内容涉及

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针灸、本草、方书、医案、医话、

医论等各类医著。由于本书搜求海内外孤本、珍本、抄本，保存

了大量的中医孤本秘籍，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