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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针灸学又是中医学中的一块瑰宝。中医

之术莫古于针灸，即起源较早；莫效于针灸，即有简便验廉之特点；莫难于针

灸，即易学而难入、难精。现存较早的医籍《素问·异法方宜论》云：“故东方之

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

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

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即针刺起源于我国东部地区，即山东一带。《孟

子·离娄篇》云：“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济宁市微山县、曲阜市出土的汉

画像石上的针灸图定名为《扁鹊针灸行医图》，可以作为针刺起源和发展的佐

证之一。

齐鲁针灸在我国针灸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古代医家擅长

针灸者如战国时期的扁鹊、西汉时期的淳于意、晋之王叔和、南宋之徐氏家族、

金元之马丹阳、明之翟良、清之岳含珍与黄元御等，仁济齐鲁及周边地区。而

汉代安徽的华佗游历山东、施医送药，金元时期河北的窦汉卿从师于滕县名医

李浩，元代浙江名医滑伯仁从师于东平高洞阳，明代浙江针灸大家杨继洲也曾

行医山东，湖北医家李时珍来山东考察药物兼以行医。近代民国名医黄石屏

学医于山东，后闻名于海上。现代医家钟岳琦学于江南名家承淡安，张善忱为

针灸事业殚精竭虑。而焦勉斋、郑毓桂、杜德五、李少川、臧郁文、马同如等医

家，或为全国名医，或为地方名医，仁术惠民，教书育人，在齐鲁针灸史上增加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医之传承，借以书籍为先；古今之医籍，浩瀚博大纷杂。针灸之医籍，也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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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特别是古代医籍，几经传抄，版本不一，刻印质量高低不等。今我校

张永臣、宋咏梅、贾红玲等，对齐鲁针灸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性研究，遴选出一些

与针灸相关的医籍加以校注、出版，名之曰《齐鲁针灸医籍集成》（校注版）。本

丛书从一个侧面整理、保存、传承了中医针灸文献，也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齐

鲁针灸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和各历史阶段所取得的成就，展示了齐鲁针灸的历

史积淀，为我省乃至全国针灸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创新起到较好的作用。

然学海无涯，宜勤求古训而博采众方，精勤不倦方能博极医源。在丛书付

梓之际，略述数语以嘉勉之！

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

山东针灸学会原会长

山东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9:;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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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和“齐鲁”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今日看来，二者所指地理范围

大体相当，“齐鲁”是“山东”的代称。“山东”之名，古已有之，但地域范围不一。

《战国策·秦策》有“当秦之隆……山东之国，从风而服”，山东指峤山、华山以

东的地区。汉代将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统称为“山东”，《山东通史》记载：西周、

春秋时，山东属齐、鲁、曹、滕、薛、郯、莒及宋、卫国的一部分，战国后期属齐，其

南北各一部分属楚、赵。秦统一全国后，在山东置齐郡、琅琊、胶东、济北、东

海、薛郡、东郡等郡。西汉初，山东多为刘邦之子“齐王”刘肥的封地。汉武帝

元封五年（公元前１０６年），山东分属青、兖、徐三州。东汉时，山东属青、徐、

兖、豫四州。西晋时，山东属青、徐、兖、豫、冀五州。隋朝时，山东又归属青、

徐、兖、豫四州。唐贞观初，全国为十道，河、济以南属河南道，以北属河北道。

北宋分为二十四路，山东分属京东东路、京东西路。金大定八年年（１１６８年），

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山东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划。元朝时，分置山东东西道

肃政廉访司及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置山东行中书省，治

青州，后改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清代，将山东政区正式定为山东省。１９４９

年，徐州市直属山东省管辖，新海连（连云港）市属山东鲁中南行署管辖，１９５３

年１月，徐州市划归江苏省管辖。之后，山东地界未再发生大的变化。

而“齐鲁”之称，典籍历见，如《北史·儒林列传》云：伏生“教于齐鲁之间，

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齐鲁赵魏，学者

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齐鲁之号“山东”，殆自此始。

《史记·三王世家》中汉武帝有“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的文化向往，《隋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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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文学列传》有“齐鲁富经学”之言，宋代文学家苏辙言“吾本生西南，为学慕

齐鲁”。这些反映出在复杂多变的历史长河中，齐鲁文化传承不息的生命力和

对人们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而齐鲁文化也影响着中医、针灸的发展，互相交

融和促进。

针灸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现正逐渐为

世界人民所接受，并为人民的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灸医籍对针灸的传

承和发展有着非凡的作用，它是针灸学发源、发展的历史见证，是针灸学理论

的重要载体，是发展、创新的基础，因此整理、保护针灸医籍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为针灸发源地的针灸工作者，有责任、有使命将现存针灸医籍发掘、收集、整

理、出版、保护和利用，不仅能为国内外学者的针灸研究提供便利，也可为我国

针灸文献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作出应有的成绩。此外，目前我国的针灸古籍

存在分布分散的缺点，而有的针灸医家的手稿或者油印稿随着时间的流逝，有

损毁、丢失的可能，如不及时系统整理和保护，诸多针灸文献将面临佚失的危

险。齐鲁医家的针灸学术特点和成就在我国针灸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各医家在理论上潜心研究，发皇古义，推陈出新；在学术上兼容并蓄，各抒己

见，各有所长。而在学术著作方面，或重理论探讨，或重临床实践，或重专业知

识传播，或重科普知识推广。作为中医学的一个缩影，齐鲁针灸具有明显的地

域特色，它的内涵值得我们继续努力挖掘、开发、传承、利用和创新。

有感于此，我和我校中医医史文献学、针灸推拿学的宋咏梅、贾红玲等同

道，在系统收集、整理与山东相关的古今医籍的基础上，选取价值较高的、与针

灸相关的医籍或针灸专著加以校勘，并从理论、临床的角度加以简要注释，以

丛书的形式出版，名之曰《齐鲁针灸医籍集成》（校注版）。以期本套丛书能比

较完整和清晰地展现古今齐鲁针灸的成就和概貌，更好地整理、保存针灸文

献，也为针灸临床、教学、科研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与齐鲁针灸相关的参考

书，同时对保存祖国针灸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虽曰集成，实不能全部

包括进去，由于我们学术水平及其他客观条件所限，所收书籍数目也很有限。

为收集到较好、最有代表性的书籍，校注人员奔走于济南及其他城市的各

图书馆、藏书楼，拜访民间藏书家，走访书籍原作者及其后人。为保证校注质

量，校注人员不计报酬，不畏寒暑，抓紧点滴时间，认真点校，仔细注释，经过大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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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艰辛的劳动，基本成稿，我对编委会全体成员表示由衷的感谢；而对书籍原

作者或其后人表示无尽的歉意，因为资金所限，未能支付稿酬，为了齐鲁针灸

的今天和明天，他们的深明大义之举时刻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激励我们要做好

本套丛书，出精品之作，永传齐鲁针灸文化。

本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学校领导和科研处、文献研究所、针灸推拿学院、

图书馆、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听取了刘玉檀、国培、张登部、吴富东、单秋

华、刘光亭、孙学全、杨传义、张方玉等老师的宝贵建议，我校王振国、田思胜、

韩涛、刘更生、汤继芹、刘江亭等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的赵京生老

师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树剑老师均给予了热情鼓励、指导和帮助，相关工作

人员为本丛书付出了大量的辛勤汗水，在此谨表示我们诚挚的感谢！

同时，也将此套丛书作为献给山东中医药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和针灸推拿

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的礼物，深深感谢母校的教育和培养，也祝愿母校培养出更

多的优秀人才，创造出新的辉煌！

点校此类图书，我们经验不足，加之学术水平有限，虽经几经努力，但书

中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A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９日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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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五 １１６…………………………………………………………………………

　治痈疽妒乳诸毒肿方第三十六 １１６……………………………………………

治肠痈肺痈方第三十七 １２８……………………………………………………

治卒发丹火恶毒疮方第三十八 １２８……………………………………………

治■癣疥漆疮诸恶疮方第三十九 １２９…………………………………………

治卒得癞皮毛变黑方第四十 １３４………………………………………………

治卒得虫鼠诸瘘方第四十一（后有瘰疬） １３６…………………………………

治卒阴肿痛颓卵方第四十二 １３８………………………………………………

卷之六 １４１…………………………………………………………………………

　治目赤痛暗昧刺诸病方第四十三 １４１…………………………………………

治卒耳聋诸病方第四十七① １４５………………………………………………

治耳为百虫杂物所入方第四十八 １４７…………………………………………

治卒食噎不下方第四十九 １４９…………………………………………………

０
０
９① 原书缺“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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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卒诸杂物鲠不下方第五十 １４９………………………………………………

治卒误吞诸物及患方第五十一 １５１……………………………………………

治面疱发秃身臭心惛鄙丑方第五十二 １５２……………………………………

卷之七 １６１…………………………………………………………………………

　治为熊虎爪牙所伤毒痛方第五十三 １６１………………………………………

治卒有猘犬凡所咬毒方第五十四 １６２…………………………………………

治卒毒及狐溺棘所毒方第五十五 １６４…………………………………………

治卒青蛙蝮虺众蛇所螫方第五十六 １６５………………………………………

治蛇疮败蛇骨刺人入口绕身诸方第五十七 １６７………………………………

治卒入山草禁辟众蛇药术方第五十八 １６８……………………………………

治卒蜈蚣蜘蛛所螫方第五十九 １６８……………………………………………

治卒虿螫方第六十 １７１…………………………………………………………

治卒蜂所螫方第六十一 １７１……………………………………………………

治卒蝎所螫方第六十二 １７２……………………………………………………

治中蛊毒方第六十三 １７２………………………………………………………

治卒中溪毒方第六十四 １７５……………………………………………………

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第六十五 １７６……………………………………………

治卒中沙虱毒方第六十六 １７７…………………………………………………

治卒服药过剂烦闷方第六十七 １７８……………………………………………

治卒中诸药毒救解方第六十八 １７９……………………………………………

治食中诸毒方第六十九 １８３……………………………………………………

治防避饮食诸毒方第七十 １８６…………………………………………………

治卒饮酒大醉诸病方第七十一 １８７……………………………………………

卷之八 １８９…………………………………………………………………………

　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七十二 １８９………………………………………

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第七十三 １９４……………………………………
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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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佗，又名旉，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三国初期著名

医学家。华佗是继《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后又一个被正史所记载的医家，

《三国志》《后汉书》均为之立传，且详载其事，备述其方，罗列病案。华佗是一

位在我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和地位的人物，以医为业，遍走山东、江苏、安徽、河

南、河北等地，常在甘陵（今山东高唐与河北清河之间）、东阳（今山东武城东

北）、琅琊（今山东沂水北）、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沛县）、广陵（今江苏扬

州）等地行医，影响极大。华佗通晓内、外、妇、儿、针灸、养生，擅外科、针灸，创

“麻沸散”，被后世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他模仿动物的形态，创制了“五

禽戏”，强调养生保健。清代徐灵胎在《难经经释》中云：“仓公以诊胜，仲景以

方胜，华佗以针灸、杂法胜，皆不离乎《内经》而师承各别。”今将西晋史学家陈

寿《三国志》中华佗传记选录如下。本次校注以百衲本为底本，以清乾隆四年

武英殿刻本、清同治六年金陵书局活字印本、中华书局标点本为校本。

本次校注的具体原则：

１．全文采用简体横排，并加以现代标点符号。

２．凡底本中异体字、俗写字、古字，均径改不出校。

３．凡底本与校本互异，若显系底本有误、脱、衍、倒者，则据他校本或本书

前后文例、文义改之、补之、删之，并出校注明。若怀疑底本有误、脱、衍、倒者，

则不改动原文，只出校注明疑误理由。若底本因纸残致脱文字者，凡能据字形

轮廓或医理可以大体判定出某字者，则补其字，或在注文中注明应补某字。凡

底本无误，校本有误者，一律不出校。

４．底本引录他书文献，虽有删节或缩写，但不失原意，不改。

５．对难字、僻字、异读字，采用汉语拼音加直音的方法加以注音，并释字

义；对费解的专用名词或术语加以注释；对通假字予以指明，并解释其假借义。 ０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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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县人，一名旉。游学徐土①，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

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

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

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

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

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

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

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视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

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人云：“在左”，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县吏尹世苦四支烦，口中干，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佗曰：“试作热食，得

汗则愈；不汗，后三日死。”即作热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

而绝。”果如佗言。

府吏倪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

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

盐渎严昕与数人共候佗，适至，佗谓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

佗曰：“君有急病见于面，莫多饮酒。”坐毕归，行数里，昕卒头眩堕车，人扶将

还，载归家，中宿死。

故督邮顿子献得病已差，诣佗视脉，曰：“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即

死。临死，当吐舌数寸。”其妻闻其病除，从百余里来省之。止宿交接②，中间三

日发病，一如佗言。

０
０
４

①

②

徐土：今江苏省沛县、丰县等地。

交接：也称房事、房室，指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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