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回药方》校笺 惠 宏 邱鹏飞 校笺

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回回药方》 校笺 / 惠宏，邱鹏飞校笺 . — 银

川：阳光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525-0618-1
玉.淤回… 域.淤惠… 于邱… 芋.回族—方书—

研究 郁.淤R2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陨孕数据核字（圆园员猿）第 296733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 景 岚

封面设计 赫 欢

责任印制 郭迅生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3年 12月第 1版
印 次 2013年 12月第 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0618-1/R·23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673

定 价 58.00元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 光 出 版 社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1 - 

 

序 

 
《回回藥方》是在吸收中世紀以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先進醫

學基礎理論和豐富臨床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部集內科、外

科、婦科、兒科、骨傷及皮膚等科，內容豐富、中西合璧的醫藥

學集大成之作，是回族醫學乃至中國民族醫學研究領域的一部重

要典籍。 

然而，諸多原因致此書塵封館閣，乏人問津，正如范行准先

生所言：“元代有回回藥方三十餘卷傳入中國，內用四元說，而外

科創傷，多用外敷藥。惜其書深秘宮廷，故沒有發生作用，蓋或

為元代藥物院中所藏之書。”《回回藥方》對人體生理、病理、病

因有較為深刻的闡述，記載的諸多診治療法和方劑配伍既有一定

獨特性，也有很大的實用和臨床價值。對這部作品以及類似文獻

材料的系統搜集、挖掘、整理，是回醫藥學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促進回醫藥學深入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工作。 

我校惠宏、邱鵬飛老師研習中醫古籍、教授醫古文多年，于

中醫文獻、語言文字研究頗有成就。雖地處西北，條件艱苦，但

作者又以潛心治學之態度，置身於民族醫學及語言研究。值回醫

藥學快速發展之際，二君以其中醫文獻及語言研究之長，為回醫

藥學研究奉獻出了一部重要的基礎性整理成果——《回回藥方校
箋》。《校箋》在前賢整理與研究的基礎之上對《回回藥方》做了

一次全面的標點和校勘，對原書中的大量俗寫、異體、通假進行

了系統整理，對部分阿拉伯音譯詞語作了補充性考證，更對大量

的歧見進行了標識。雖名為校箋，但隨處可見的考辨與考證則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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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是研究的成分，这确非一日之功可成。這一校箋或掃除閱讀障

礙，或提示需要注意的問題，必將為諸位研讀《回回藥方》提供

便利，對回醫藥學深入研究提供很大幫助，對回醫藥學學術發展

產生較大影響。 

余有幸先睹為快，欣然為之序。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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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保存著一部紅格手抄醫藥學殘   

卷——《回回藥方》。此書現存四卷，包括目錄、卷之十二、卷之

三十、卷之三十四。目錄分上、下兩篇，所存為下篇，含卷十九

至卷三十六目錄，共存 58頁。餘三卷皆保存完整，卷首皆設分卷

目錄。卷十二為“衆風門”，共 66頁；卷三十為“雜症門”，亦 66

頁；卷三十四涉“金瘡門”、“折傷門”、“針灸門”、“湯火所傷門”、

“棒瘡門”及“治人咬傷門”，凡 52 頁。據所存目錄推知，原書

正文三十六卷。正文很多藥名為阿拉伯語、波斯語等詞語的漢文

音譯，有些詞語附上了阿拉伯文，正文之下偶見雙行小字注釋。 

“回回”一詞，最早見於北宋沈括所著《夢溪筆談》。是書卷

五載：“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

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延時，制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

粗記得數篇。……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 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

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
㈠
這引起了人們對漢文獻“回回”

一詞最初意義的不同理解。觀點之一，認為回回乃回紇、回鶻的

音轉。此說首推顧炎武，“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

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

者，亦回鶻之轉聲也。”
㈡
王日蔚、楊志玖等先生皆認同此觀      

                                                        
㈠ (宋)沈括著，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
第 224～225 頁。按，是書校語指出，“銀裝背嵬打回回”句，阮閱《詩
話總龜》中“嵬”作“傀”，“回回”作“毬回”。《詩話總龜》成書于北

宋宣和五年(1123年)，距沈括《夢溪筆談》成書時間較近。 

㈡ 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卷 29“吐蕃、回紇”條，安徽大
學出版社，2007年，第 16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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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㈠
，王先生更進一步指出這裏的回鶻是指高昌回鶻。高昌回鶻信

仰的是佛教，如此看來這一“回回”和元明時期信仰伊斯蘭教的

“回回”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了。觀點之二，認為回回泛指西北各

族。此以錢大昕為代表，其主要觀點有：“回回與回鶻實非一種”、

“畏吾兒者，本回鶻之裔，音轉為畏吾，或云畏兀，或云偉兀，

或云衛兀，或云衛吾，其實一也……凡史言高昌、北庭者，皆畏

吾部族”、“回回者，西北種落之名，其別曰答失蠻、曰迭裏威失、

曰木速魯蠻、曰木忽，史稱大食、於闐、拂林者，大率皆回回    

也。”
㈡
觀點之三，認為回回是指西夏。此為湯開建所宣導，他認

為回鶻遠在萬里之西，且與宋友好，沈括的“打回回”應該是打

西夏、而不是打回鶻，他進而提出，西夏境內諸民族雜居，完全

有可能通過長時間的雜居、婚配而融合成為一個新的共同體，這

個共同體就是北宋時期為西北人民俗稱的“回回”
㈢
。此說同樣沒

有論及回回的語源。觀點之四，認可回回是回鶻的音轉，但非是

高昌回鶻，而是信封伊斯蘭教的喀喇汗朝回鶻。此由胡小鵬先生

所提出。沈括詩中的“回回”，如同“背嵬”、“衙頭”等應該是邊

兵凱歌所唱“市井鄙俚之語”中夾雜的“西夏語”，也就是說，“打

回回”是出自西夏之口
㈣
。胡小鵬先生顯然是彌合了第一、二種觀

點，既認可回回一詞一開始就有伊斯蘭教徒的含義，同時又解決

了其語源問題。不過沈括詩中的“回回”是否為西夏語，還沒有

                                                        
㈠ 參見王日蔚：《維吾爾民族名稱演變考》，載《禹貢》1937 年第 7 卷第 4
期；楊志玖：《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載《回族研究》1992年第 8期。 

㈡ 錢大昕著，田漢雲點校：《元史氏族表》，《嘉定錢大昕全集》（五），江蘇

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119～120頁。 

㈢ 湯開建：《<夢溪筆談>中“回回”一詞再釋》，《民族研究》1984 年第 1
期；又見《關於“回回”最早出現於西夏問題的補正》，《民族研究》1993
年第 1期。 

㈣ 胡小鵬：《“回回”一詞起源新探》，《西北師大學報》1997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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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直接的證據。但“回回”一詞開始就有伊斯蘭教徒的含義應

該是可以認可的，元明以後指伊斯蘭教徒的含義則已十分明確。 

阿拉伯國家與中國的醫學交往由來已久。這種交流首先是從

藥物流動開始的。據《海內十洲記》載，在聚窟洲有大山，山多

大樹，與楓木相似，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反魂樹。伐其木根心，

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餳狀，令可丸之。漢武帝征

和三年，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
㈠
。這

裏所言的香藥當即蘇合香。《海內十洲記》舊題漢東方朔撰，然《漢

書·東方朔傳》並未提及此書，一般認為此或即“後世好事者”假

託東方朔之名集撰而成。其成書時間，《四庫全書總目》以為當在

六朝時，但從書中多涉道教來看，則成於漢末道教熾盛時的可能

性居多
㈡
。不過《後漢書》確有“蘇合香”的記載，且言“出大秦

國（古羅馬）”，葉廷桂《香譜》載“出大食國”，宋·蘇頌《圖經

本草》云“大秦國采得蘇合香，先煎其汁以為香膏，是以輾轉來

達中國者，乃大香也”。如此，蘇合香甚或更多的其他香藥在東漢

就已經傳入到了中國。存世的東漢醫學家張仲景的《金匱要略》

裏則出現了另一種阿拉伯藥物——訶黎勒，張仲景此書曾由晉代

王叔和整理，又經北宋校正醫書局林藝等人重校，這一藥物是否

為原書所有，有待進一步探討。不過此藥物在隨後的《魏書》等

正史作品中出現，或許其在東漢時期傳入應該是可能的。 

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入中國的阿拉伯藥物大量增加，《魏書·

西域傳》所載波斯傳入的藥物有 30種之多。西元七世紀大食在阿

拉伯半島崛起，其與中國的交往更為頻繁，在西元 615～789年間，

大食正式遣使來唐者有 37次之多，而商人及民間的來往更是不計

                                                        
㈠ (漢)東方朔：《海內十洲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42冊。 

㈡ (清)永瑢、紀昀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第1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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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數，阿拉伯藥物也正是以貢物和貿易的方式大量進入中國。唐

代的一些筆記、遊記類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有關此類藥物的介

紹，有些甚至為中醫古籍、本草著作等吸納。唐至宋元明以來，

阿拉伯藥物特別香藥大量進入中國，學術界介紹已多，茲不詳述。 

隨着中阿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不斷擴大，阿拉伯醫術也相繼傳

入至中國。宋峴先生曾對唐宋時期傳入中國的阿拉伯醫術做過系

統梳理。他提到阿拉伯醫學中的放血療法在唐代段成式所著《酉

陽雜俎》中以故事的形式反映了出來，故事大致講的是元和末年，

一人為鹽城腳力張儼兩腳放血令其腿腳輕捷的故事。此外，如服

用藥酒、吹鼻去障翳法、蒸餾法等等中醫藥文獻中都有明確的反

映。
㈠
其中有些方法已經從筆記體故事中走了出來，而進入中國醫

學作品中，如“吹鼻去障翳法”就為宋代醫學名著《聖濟總錄》

所記錄。入元以來，回回遍佈天下，阿拉伯醫學迅速發展，一個

最值得關注的事情是，在政府層面設立了回回醫藥的專門管理機

構。至元七年，置廣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藥物及和

劑，以療諸宿衛士及在京孤寒者。至元二十九年始置大都、上都

回回藥物院二，秩從五品，掌回回藥事。至治二年，撥隸廣惠司
㈡
。

政府專設管理機構掌回回藥物及和劑事務，看來回回藥物在當時

的醫藥實踐中已廣泛使用，醫療行為也需要加以管理和監督。正

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專門的醫學著作應運而生。據元代《秘書監

志》記載，在提點官家內諸般合使用的四十七部文書中有《忒畢

醫經》十三部
㈢
，這裏的“忒畢”即阿拉伯文“醫學”(Tibb)的音

譯。天曆三年(1320年)，由太醫忽思慧撰寫的古代營養學著作《飲
                                                        
㈠ 宋峴：《古代波斯醫學與中國》，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第 82～86頁。 
㈡《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 
㈢ (元)王士點、商企翁編次：《秘書監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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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正要》誕生了，這雖是一部飲膳方面的書籍，但涵蓋了太多的

阿拉伯醫學思想，而阿拉伯醫學名著阿維森納《醫典》則專設了

相當一部分大談特談營養及攝生的問題。回回類的醫藥學書籍大

概是在元代大量誕生的。在傳世的六十卷本《永樂大典目錄》中，

記載著《永樂大典》卷之 1426至 1464，共 39卷，為回回類醫學

著作，其中《回回醫書·內科》共 26卷、《回回醫書·外科》6卷、

《藥方》7卷（最後一卷含釋書《佛說佛醫經》、《佛說醫喻經》）
㈠

這裏將回回類醫藥學書籍分為內科、外科以及藥方，可見當時回

回們已將阿拉伯醫學治療、用藥等一系列的醫學理論及實踐帶到

了中國。《永樂大典》大都是彙集明代之前的各種古籍而成的，結

合回回醫學發展的大背景，其中的回回類醫藥書亦當是在元代形

成的。那麼國家圖書館保存的《回回藥方》殘卷是不是也是在元

代成書的呢？ 

此前，確有學者提出這是元代的一部作品，並且可能是“回

回藥物院”的回醫所著，而且書中出現的對音材料和硬譯式漢語

都有明顯元代北方漢語的特徵。然而書中卷十二“治筋松肉慢”

條出現“北平”一詞，考“北平”之設是在洪武元年(1368 年)改

大都而為。所以，多數學者認定這部作品應該成書于明朝初年的

洪武年間，即元大都改為北平之後。洪武年間去元未遠，書中顯

示出元代北方漢語的特徵應該可以理解，而且這部書的形成恐怕

也非一日一時之功，加上書中出現的“北平”又是以注文的形式

出現，原文和注文又是否是一次形成的呢？因此，把這部作品的

創作時間放在元末明初來考慮應該是可以的，但成書於洪武年間

應該可信。在維吾爾醫學研究領域則提出了另一看法。在庫車縣

                                                        
㈠ 郝慶柏撰：《永樂大典書目考》，《遼海叢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1972
年，第 27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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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中保存的一件明抄本《西日甫·本·佳馬力丁·阿吉傳》

中，記載著維吾爾醫藥學家胡都優木汗阿吉在 1619年參與了《回

回藥方》36 卷的編撰工作。胡都優木汗阿吉生於 1567 年，卒於

1658 年，西域龜茲(今新疆庫車)人，青年時期在龜茲“麥德勒斯

薩克也”學堂讀維吾爾醫藥學專業，系統鑽研過《注醫典》、《日

薩樂·確比其尼》等維吾爾藥學名著，學成後行醫成名，並培養許

多高足，擅長維吾爾藥學及方劑學
㈠
。不清楚胡都優木汗阿吉是參

與了漢文《回回藥方》36 卷的編撰工作，還是將其編譯成了維吾

爾文。但 1619年距離洪武元年(1368年)已經兩個半世紀了，這個

跨度有些過於大了。 

《回回藥方》據說另有一種五卷半的手抄本。這一本包括“目

錄卷之上”、“目錄卷之下”、“卷之十二”、“卷之三十”、“卷之三

十四”以及“卷之三十六·眾草果菜食療”半卷。此抄本小字注更

多。原為私家所藏，在“文革”中遺失，不知所終
㈡
。 

國圖藏四卷本影印本已由中華書局刊于宋峴考釋本下冊。此

外，民國二十八年，北平協和醫學院圖書館據北圖本謄繕一部，

除個別傳抄之異外，二者幾乎一致。現流傳的學苑出版社線裝本、

黃山書社清真大典本皆此影印本。相關的整理有中華書局宋峴考

釋本，蘇禮、鄭懷林等點校本（未刊行）。此外另有多種作品的附

錄等等。 

近幾十年來，《回回藥方》日益受到中醫學界、特別是民族醫

學研究領域的重視。維吾爾醫學一度將《回回藥方》納入維醫學

                                                        
㈠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醫藥研究所編：《中華本草·維吾爾藥卷》，上

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第 4页。《中國醫學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
編：《維吾爾醫學》“胡都优木汗”條，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 

㈡ 艾·努·安迪光：《西域科學文化東傳與<回回藥方>初探》，載《回回藥

方·敘論》，學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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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範疇，在《維吾爾藥志》、《中華本草·維吾爾藥卷》等作品

中可以看到大量來自《回回藥方》的藥物。而在陝西、寧夏等地

區，一部分中醫藥學者在大力提倡回族醫藥學的概念，而《回回

藥方》正是回族醫藥學研究領域的一部重要著作。 

不過，擺在中醫藥學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難題是，書中大量的

藥物、人名、地名是以外來音譯詞的形式出現。不將這些音譯詞

一一解決，進一步的醫學研究實難有效進行。如今，這一類音譯

詞語的考釋大部分已經解決，這一重要工作是由中國社科院歷史

所的宋峴先生完成的，其成果《回回藥方考釋》於 2000年由中華

書局出版，遂成為後續閱讀與研究的鈐鍵。宋峴先生考釋這一部

分詞語的一個基本方法就是，試圖從阿拉伯醫藥文獻中找到類似

的一個個方子，然後和《回回藥方》的表述比對，這樣，用漢文

記錄的一個個阿文詞語也就清楚了。毫無疑問，這是非常困難、

也非常耗時費力的一項研究工作，它必須建立在對阿拉伯古醫學

作品非常熟悉的基礎之上。也正因為此，宋峴先生的這一研究在

相關領域堪稱經典。這樣的研究方法類似于史學研究或歷史語言

學領域內當前頗為流行的跨語言對勘法，不過跨語言對勘特別強

調兩種不同文本的語言材料的同時、同題、同源性，或者說一種

材料以另一種材料為母本翻譯而來，否則某些詞語的解釋就缺乏

準確性。顯然，《回回藥方》不是這樣的一個作品，這一點宋峴先

生已經考察得清清楚楚。通過詳實的考證，他提出《回回藥方》

編寫素材是多源的，既利用了多種語言文字的外國醫方書，又利

用了多種外國醫書的漢文譯本，它絕非某一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

的外國醫學著作的漢譯本。儘管它具有多元性，但它終歸是以漢

語表達出來的、一個符合漢語語法規則化了的作品。 

在漢譯佛教文獻語言研究領域，研究者們提出了一觀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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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定要懂梵文才可以研究佛教文獻語言，它完全可以運用傳統

的訓詁學方法。漢語語法規則化了的《回回藥方》似乎也可以如

此。例如：《回回藥方》中有一種名為“亦忒列法力”的方子，它

同時又翻譯為“亦忒里肥”、“亦忒里肥里”、“忒里肥里”。宋峴先

生釋其為波斯語或阿拉伯語 Itrīfal(睡菜)的音譯(宋 58/5)，“睡菜”

的解釋一般情況下可能不成問題，但放在這醫學著作中，頗令人

費解。然本書同卷“帖藥方”之“小忒里肥里”下注“凡合成的

藥名”。又宋先生於“小忒里肥里”條下引阿維森納《醫典》釋此

方配伍為“取喀布爾訶子、毗梨勒、及去核的庵摩勒的汁液各等

分”(宋 225/14)。陳明先生歸納出該書所有同名的方子，指出它

們大多都有《醫典》所述的三種訶子。其中，喀布爾訶子，本書

常作“可不里訶子”，即訶梨勒，亦作“哈里剌”；毗梨勒即書中

的“八里剌”；庵摩勒指余甘子，書中常作“牛柑子”、“阿迷剌”、

“阿米剌”。這三種訶子合成的藥在漢文獻中稱之為“三勒”或“三

果”，因此阿文“亦忒列法力”(Itrīfal)當言三種訶子的合成藥。㈠這

一考釋運用到了同書中的他證材料以及排比歸納法，這些都是傳

統訓詁學特別強調的方法。 

宋先生的考釋有些時候嚴格遵照于阿漢語音上的對應以及現

代阿語詞典的解釋，以致於得出的結論往往與原書注釋不一致。

例如下麵一方： 
 

古阿里失突論只方即加橙子皮餅子  能消散風，尅化飲食，

並香口氣。 

橙子皮乾者，三两  丁香  肉荳蔻  蓽撥  胡椒  縮砂  肉

桂  良姜  乾薑各一錢   麝香西畨者，一分半 

                                                        
㈠ 陳明：《“法出波斯”：“三勒漿”源流考》，《歷史研究》，201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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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上藥，與製過净蜜相和。每服二錢。 

 

宋先生釋“古阿里失”為阿拉伯語 Juwārishn(化食丹)的音

譯，釋“突論只”為阿拉伯語 Turruj(佛手柑)的音譯(宋 119/13)。
阿語“突論只”(Turruj)意即佛手柑、香櫞，此方中即是橙子皮。
那么，“古阿里失”对应的应该是“餅子藥”。再看同书其他诸条

的注解： 

 
說古阿里失等，古阿里失唵八而乞西剌于方即乞西剌于番王加

唵八而造的餅子藥 

古阿里失賛者必厘方即加薑的古阿里失 

古阿里失忻的方即諸般藥共黑砂糖熬成的餅子藥 

古阿里失虎即方即加石榴花、乳香餅子藥 

 
這裏的“古阿裏失”明顯都統一注為“餅子藥”，而與“古阿

裏失”對應的阿文جوارشن(Juwārishn)及波斯文گوارشن(govāresh)，在
現在的辭書中都解釋為“化食丹”。按本書他條的記載，“餅子藥”

乃為片劑，而“丹”在中藥中則為顆粒狀或粉末狀。上述諸方確

實都有消食的功用，所以這裏的“餅子藥”更類似中藥中的消食

片。因此這裏的“古阿裏失”可以參照原書注釋並結合中醫藥的

表述似乎更為妥當些。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回回藥方》中的音譯詞未來可能還有很

多可以進一步細化的地方。 

在維吾爾醫學研究領域，《回回藥方》也被看作是維吾爾民族

醫學研究的重要材料。在《維吾爾藥志》、《中華本草·維吾爾藥卷》

等著作中可以看到很多《回回藥方》中的藥物。他們對這些藥物

的考察很多是結合現代維吾爾醫所用藥物參照進行的，這樣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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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來自現代維吾爾醫學實踐的研究應該特別重視。但同時也

應該注意到，這樣考察出來的結論與宋峴先生的結論有相當一部

分是對應不上的。例如，“溫荅”一詞，宋峴釋為阿拉伯語Waghd(茄

子)的音譯(宋 126/15)，《維本草》則以為其與現代維吾爾醫所用

芝麻菜一致(維 109)。類似的不一致不在少數，孰是孰非，一時也

難以定奪，這是回醫藥研究者尤其需要注意的地方。因此，將這

些不同的觀點羅列出來，提示回醫藥研究者們注意也有必要。此

外，加上一些二者都未曾解決的詞語，《回回藥方》中的音譯詞在

較長一段時間可能還有一定的研究空間。 

即便解決了全部音譯詞的問題，也不意味着就能很容易讀懂

《回回藥方》。書中有一大批醫學術語詞語，他們既不是音譯過來

的，也不見於中醫藥典籍。例如，“過藥”、“傅藥”、“宣藥”、“揤

藥”、“搭藥”（搨藥 ）、“漬藥”、“緊藥”、“善藥”等等。這些暫

為漢語辭書不收錄的詞語，有些從字面上可以理解，但有些一時

難於琢磨。以“揤藥”為例。揤字有“抓”、“拭”等意義。根據

此書中的記載， 揤藥可以散風、寧風、治疼、止血，又有“緊揤

藥”、“善揤藥”、“軟揤藥”之分。這裏的“揤”到底該如何解釋

呢？此外，俗語、俗字、假借等等在文中普遍出現，往往也成為

影響閱讀的障礙。這些障礙，在各種整理本及具體文章的引用过

程中往往表現出来，五花八門：有不辨俗字俗語者、有誤說通假

者、有脫文衍文者、有不明句讀者，更有些整理本存在著一大段

一大段的脫落，等等。基於此，我們嘗試對《回回藥方》做了一

次全面的標點和校勘，諸本文字之異者出校明之，諸本語詞釋文

有別者出箋示之。我們尚無力解決全部問題，但求能標識問題以

求抛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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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書所能見到的最早本子是明初時期形成的抄本，原書

36 卷，僅存 4 卷，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中華書局宋峴考釋本

刊其影印本。民國二十八年，北平協和醫學院圖書館據北圖本謄

繕一部，現流傳學苑出版社線裝本、黃山書社清真大典本皆此影

印本(以下校箋中簡稱為民國本)。相關的整理本有中華書局宋峴

考釋本，蘇禮、鄭懷林等點校本。此外另有多種作品的附錄等等。

本書以明抄本為底本，參照民國抄本、考釋本整理而成，點校本

因未正式刊印，其缺漏訛誤處不便出校，其校改合理處則加參考。 

——本書改原抄本豎排為橫排。保留原書繁體形式，全文標

點。標點與諸整理點校本不同處，不另出校。 

——原書方藥之後“右”字統改為“上”，不另出校。 

——為方便排版，原書所附阿拉伯語、波斯語等語詞一律加

上括弧。 

——原書出現大量俗寫、異體用字现象，正俗之間、異體之

間同用或混用現象普遍。此次整理，原書中凡正俗混用，一律改

為正體，如“凡”、“凢”，統改為“凡”；凡俗寫、異體一用到底，

保留原字，如“解”，原書全作“觧”，保留原字。 

——原書同音假借現象較多，借字與本字往往同用、混用。

凡借用全書一致者，保留原書用字，如“梅桂”、“蒲萄”等；借

字與本字同用、混用，易判定本字者，一般改為本字，如“云香”、

“雲香”與“芸香”混用，統改為“芸香”；不易判定或他本古籍

中亦常混用者，保留原字，如“擣”“搗”混用，依原書而錄。 

——譯音詞中往往出現多個不同的漢字譯音，一併保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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