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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历代齐鲁名医的代表著作中选取学术思想突出、影响较大、新中国成立后未曾刊

行的医籍，特别是山东及全国各地所藏的孤本、善本，进行系统整理，内容则兼顾医经经典、

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包括明代淄博名医翟良的《痘疹汇编释意》《疹科纂要》《脉诀汇编说

统》《经络汇编释义》《医学启蒙汇编》，清代诸城名医臧达德的《履霜集》，清代诸城名医臧

应詹的《思远堂类方大全》，清代蓬莱名医张伯龙的《雪雅堂医案》《类中秘旨》。本书适合

各级中医业者阅读参考。 

 

 



 

 

 

 
 

（一） 

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各个流派以其独特的理

论、学说以及灵活的辨治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学术体系，呈现出一源多流的学术特色。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地理、气候、物产、民俗，并形成了相应的

地域文化。在学术史上，以地域著称的学术流派，中外皆有之。空间的接近、文化的交融、

学术的传承，是地域性学术流派形成的重要因素。空间的接近，使学术交流十分便利，相同

的地域，往往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同乡人在心理上比较容易产生认同感，在学术观点、思

维方式上也易趋一致，加之古代信息闭塞、交通不便，也更有利于地域性学术流派的形成。

可以说，地域性医学流派是对某一特定地域医家特点的整体概括，其对该地域发病倾向性与

治疗特殊性的集中阐发，凸显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二） 

山东地处东海之滨，齐鲁建邦于斯，孔孟兴儒之地。山东文化昌盛，号称“礼仪之邦”， 

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地域文化特色明显，齐鲁医学则是齐鲁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出

土文物表明，早在距今 5000 至 4000 年之际，一种用于治病的锥形砭石已流行于山东、江苏

等地，其中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砭石数量最多，表明山东一带是砭石的主要发源地。《素问·异

法方宜论》说：“东方之域，天地之所生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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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在鲁西南的泗水之滨发现一种浮石，有研究考证认为，其与古

代文献记载的砭石原材料十分吻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砭石疗法起源于山东的文献记载。 

齐鲁医家是中医核心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创立者，影响深远。例如，汉代司马迁《史记》中

的《扁鹊仓公列传》是我国正史中第一部医家传记，入传的扁鹊、仓公，都是齐鲁医家。扁鹊，

姓秦氏，名越人，春秋战国时人，其里籍为齐国卢邑，即今山东长清。据《史记·扁鹊仓公列

传》记载，扁鹊医术全面，不仅精通内科，而且擅长耳目、妇人、小儿等科，其行医或在齐、

或在赵，又曾到洛阳、咸阳等地，名闻天下。司马迁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至今天下

言脉者，由扁鹊也。”脉诊和针刺疗法至今仍是中医辨识病证、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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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医家有着优秀的著述传统，典籍极富。例如，淳于意为西汉初年临淄人，曾为齐太

仓长，史称太仓公或仓公。淳于意精医道，辨证审脉，治病多验。曾从公孙光学医，并从公

乘阳庆学黄帝、扁鹊脉书。平时诊病均详细记录患者姓名、居所、病候、脉象、治法等，即

所谓“诊籍”，类似于今天的病案或病历。《史记》中记录了仓公诊籍 25 则，是我国乃至世

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医案。 

晋太医令王叔和，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县西北）人。他不仅编次整理了张仲景的《伤

寒杂病论》，使其流传至今，为“仲景之功臣”，而且编撰了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脉经》，

在中医脉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钱乙，著《小儿药证

直诀》，被后世称为“儿科鼻祖”。金代聊摄（今山东聊城）成无己，开注解《伤寒论》之先

河，对传承仲景学术，厥功甚伟。清乾隆年间，昌邑黄元御因治愈高宗之疾，得赐“妙悟岐

黄”匾额，医名卓然，有《四圣心源》《四圣悬枢》《素问悬解》《玉楸药解》等 11 部经典诠

释类著作传世，为尊经派代表人物。其注疏医经种类之多、阐释之详，在历代个人著作中，

无出其右，至今为医林称道。 

齐鲁有诸多大家辈出的医学家族，名垂青史。如南北朝时期，东海徐氏医学家族相传 8

代，历时 200 余年，载入医学史册的有徐熙、徐秋夫、徐道度、徐叔响、徐文伯、徐嗣伯、

徐成伯、徐雄、徐践、徐之才、徐之范、徐敏齐、徐复等人。徐道度著有《疗脚弱杂方》，

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治疗脚气病的专著。徐叔响对针灸、小儿科、本草学等都有研究，著述

丰富。徐之才是徐氏家族历代名医中最出色的一位，他曾医治过梁国魏帝、东魏孝静帝、北

齐文宣帝和武成帝等多个皇帝，深得信任。按《北史》卷 90 列传、《北齐书》卷 8 记载，徐

之才在武平元年（570）封西阳王，武平二年（571）任尚书令，卒年 80 岁。著有《徐王八

代家传效验方》十卷、《徐氏家秘方》两卷、《徐王方》五卷等，为总结家传医疗经验之书。

另有《药对》（或作《雷公药对》）两卷。他把药分为宣、通、补、泻、涩、滑、燥、湿、轻、

重十剂，还提出了孕妇逐月养胎法。徐氏世医历时之长，名医之多，医名之显，为我国医学

史上所罕见。明清时期诸城臧氏家族，也是代有名医，如明末太医院吏目臧惟几，清康熙间

医家臧达德，清乾隆年间与昌邑黄元御并称，有“南臧北黄”之誉的臧应詹。臧应詹之孙臧

岱谷，传祖父之业，亦以医术知名。 

总之，以秦越人（扁鹊）、淳于意（仓公）、王叔和、徐之才、钱乙、成无己、黄元御等

为代表的齐鲁医家，在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齐鲁医派。 

（三） 

齐鲁医学的流派特征与传承范式，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关于齐鲁大地的医学流



 

派，国内学者首先提出的是“齐派医学”这一名称。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陈直在《玺印木

简中发现的古代医学史料》（《科学史集刊》，1958）一文中，根据玺印木简中发现的古代医

学史料，把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医学划分为东西两大派别，即“秦派”和“齐派”，前者

重视针灸，后者重视汤药。20 世纪 80 年代，著名医史学家俞慎初在《中国医学简史》（福建

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中明确指出扁鹊和仓公同属“齐派医学”。20 世纪 90 年代，医史学

家何爱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著《齐派医学简论》（《管子学刊》，1990），比较清晰地勾画

出了齐派医学的基本轮廓。齐派医学主要包括两个学术共同体，一个以秦越人（扁鹊）为核

心，一个以淳于意（仓公）为核心。他们不但有独特的理论和技术，而且形成了完整的传承

谱系。秦越人师承长桑君，授徒子明、子豹、子同等；淳于意师承公孙光和公乘阳庆，授徒

宋邑、高期、王禹等。齐派医学有丰富的医学著作，如长桑君授给秦越人的《禁方》；公孙

光授给淳于意的《方化阴阳》《传语法》；公乘阳庆授给淳于意的《黄帝脉书》《扁鹊脉书》《上

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接阴阳禁书》等；淳于意授

给宋邑、高期、王禹等的《五诊》《经脉上》《经脉下》《奇络结》《论俞所居》《案法》《逆顺》

《论药法》《定五味》《和齐汤法》《四时应阴阳重》等。 

（四） 

齐鲁医家代表医籍的整理研究，是齐鲁医派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整个中医古籍保护与

利用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整理研究齐鲁医籍，对厘清山东中医的发展脉络，整理、

总结山东历代名医的医学理论特色与临床实践经验，推动中医学术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齐鲁医家许多重要著作曾经多次整理出版。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是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

一个黄金时期，国家第一、第二批古籍整理项目中，《难经》《脉经》《小儿药证直诀》《注解

伤寒论》《松峰说疫》《经穴解》以及《黄元御医书十一种》等齐鲁医家的名著，得到国家立

项支持，在这一时期陆续整理出版。同时，一支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骨干学术队伍也逐渐形

成。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热潮的兴起，古籍整理研究却立项难、出版难、

成果认定难，一时成了“鸡肋”，从事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专业人员纷纷改弦更张。犹记得

1994 年，几经努力，以郭君双教授为负责人的《臧氏医书三种》整理研究，获得山东省古籍

整理项目办公室立项支持，其中包括《履霜集》《思远堂类方大全》和《伤寒论选注》。那时

我刚参加工作，也加入了郭老师团队。虽然整个项目经费只有几千元，但在当时已属难得。

我的大学同学臧青运医师，在诸城市中医院任职，又是臧氏后裔，对臧氏医书的搜集整理，

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郭教授课题组由臧青运医师引荐，深入诸城城乡，走田舍，串街

巷，访农家，风尘仆仆，得见许多珍藏于臧氏后裔手中的医书抄本，以及不同版本的《臧氏



 

族谱》，对明清时期诸城臧氏家族出现的多位医家（如明太医院吏目臧惟几、清康熙间名医

臧达德、乾隆间名医臧应詹及其孙臧岱谷等）的生平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据钩沉，

纠正了以往对他们生平事迹著录的阙如或讹误。《思远堂类方大全》的手抄本，也是到诸城

实地采访时，从民间获得的。其后，《履霜集》由我负责，《思远堂类方大全》由臧青运医师

负责，《伤寒论选注》由田思胜博士负责整理，郭君双教授总其成。三书约八十万字，几易

其稿。当时打印设备还不是很普及，全部书稿由整理者一笔一画抄写得整整齐齐，后交付某

出版社。然而，正值古籍整理出版困顿之际，出版社要求作者提供数万元出版资助，几番交

涉无果，化缘无门，遂束之高阁。当古籍整理再次为社会关注时，已蹉跎近二十年，寻至出

版社，原稿竟不知所踪。一番感慨之后，也只能从头再来。 

像《履霜集》《思远堂类方大全》《伤寒论选注》一样，迄今仍然有大量齐鲁医家的重要

医籍未曾进行系统整理。选取这些未刊医籍中的代表性著作，系统整理出版，一则可以弥补

既往古籍整理研究的不足，完善齐鲁医籍体系，促进这些古医籍的流传与保护；二则能够进

一步促进齐鲁医家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传承齐鲁医派的学术薪火、弘扬齐鲁医学的学术成

就，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医药理论体系，意义深远。 

（五） 

本丛书拟从齐鲁名医的代表著作中选取学术思想突出、影响较大、新中国成立后未曾刊

行的医籍，特别是山东及全国各地所藏的孤本、善本，进行系统的整理，内容则兼顾医经经

典、本草方书、临证各科。 

《齐鲁未刊医籍拾珍》首期整理选取的书目包括明代淄博名医翟良的《痘疹汇编释意》《疹

科纂要》《脉诀汇编说统》《经络汇编释义》《医学启蒙汇编》，清代诸城名医臧达德的《履霜

集》，清代诸城名医臧应詹的《思远堂类方大全》，清代蓬莱名医张伯龙的《雪雅堂医案》《类

中秘旨》等。 

拾珍而传，恰如赠人玫瑰，手自留香。我们在整理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些医籍中珍存

着诸多的真知灼见。希冀本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学习与研究齐鲁医学的同道提供更多的参考

资料，为推动齐鲁传统医学的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王振国          

2014 年 9 月 9 日      
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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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科类编释意 校注说明 

校注说明 

《痘科类编释意》又名《保赤全书》《痘科汇编》，三卷，明代医家翟良编撰，成书于明

崇祯元年（1628 年）。 

翟良（1587—1671 年），字玉华，明代益都县人。少年聪颖敏悟，曾随父宦游武昌，时

患重疾，延名医治数月而愈。从此，刻意医学，潜心研究，七年后尽发古人奥秘，又能参新

意。凡有病者，用药则效，所活者甚多。一时名扬海岱之间，朝廷数次征召不就，名声更彰。

翟氏精通医术，一生著述颇多。有《脉诀汇编》《经络汇编》《药性对答》《脉诀汇编说统》《治

症提纲》《本草古方讲意》《痘科类编释意》《医学启蒙》《痘疹全书》等书。 

《痘科类编释意》，三卷。上卷言其节要总括，列原痘论、部位论、形色论、痘不以稀密

分轻重说等；卷中论治痘总法、各期证治及痘科杂症四十五种等；卷下言药性立方之旨归，

载诸方一百五十首，备用方三首。 

现存版本主要有明崇祯三年朝鲜庆尚道观察使尹光颜刻本、乾隆十五年（1750 年）绿野

堂刻本、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致和堂刻本等。本次校注以乾隆三十八年致和堂刻本为底

本。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一、原书繁体竖排，今改为简体横排，并加以现代标点符号。 

二、凡底本中异体字、俗写字、古字，予以径改，不出校。如躰→体，麄→粗，蚘→蛔，

竗→妙，朞→期，胷→胸，骾→鲠，煖→暖，効→效，番→翻，礶→罐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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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之或乙正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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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可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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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四、对难字、僻字、异读字，采用汉语拼音加直音的方法加以注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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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原书目录与正文目录稍有差异，今据正文重新提取目录于前。 

校注者 

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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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之分科不一，若婴儿谓之哑科，疾痛疴痒不能一告于人。甚矣，幼症之难疗也，至于

痘疮则尤难疗者也。见形出透有时，起胀成功有期，变化多端，数日之间躯命攸关。要在预

识其机而图之早，一或有误，生死立判，医者不可不慎。无奈医说浩繁，遗书传世，或偏于

热或偏于寒，言攻者不言补，言补者不言攻。业医之人见闻不广，胶执一得，宗用热者惮于

寒凉，宗用寒者惮于温热。间有广博群书，自谓得其要领者，辄曰：七日以前当以清解为主，

必用凉剂；七日以后当以温补为主，必用热剂。不思七日以前倘痘未尽出而纯清凉，则气血

以寒凉而凝滞，何由出透而起发。七日以后，倘毒未尽解而随温补，则热毒蕴蓄而不化，何

能成浆而结痂。每至痘家，同侪环集，交口相争，诸书在案，更翻迭阅，俾痘家既乱于耳，

又杂于目，摇摇莫定，令痘有可生之机者竟至不救，心甚悯焉。遂举二十年来所得于众书，

行而有验者，统会其说，参以己意，使寒热补泻随症变通，因时制宜，了无异同，笔成一书，

名曰《类编》。家藏数载，未敢出示于人。因申酉间，时气流行，痘症大作，小儿患痘比户

皆然。时与同道传舍调理，适一痘症，天庭稠密，则曰毒参阳位，闻之不胜骇异。虽方书有

云“气争血分者生，毒参阳位者死”，盖别有其意，原非以天庭为阳位、以天庭稠密为毒参

阳位之谓也。可见书之误人多矣，人未必不误痘也。因取所集复益数条，有录古人之论，稍

加删润而条畅其说者，有遵古人之意，代为阐发而宣明其旨者，大约活泼其法，求其因标识

本，即始见终，令补泻温凉通塞汗下，随症投剂，以症运方而不以方泥，以我用古而不为古

胶，词浅不文，意明不晦，炳若日星①，览者易识，更名之曰《类编释意》云。此一书也，

原为幼学小儿辈开门导路，非敢使高明长见也。其词多鄙俚冗俗，其论多重出叠见，无非欲

曲畅其说，解释其意，令学者之易晓耳。如上卷言治痘节要之总括，中卷言因病用方之合宜，

下卷言药性立方之旨规，一一为之阶梯也。见者幸勿哂②焉。 

益都翟良识     

                                                        
①  炳若日星：光明如同日月星辰。 

②  哂（shěn 审）：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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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科类编释意 卷之上 

原痘毒之由来，谈痘症之变端，用药之

寒热，治法之权宜，一一悉备。从事者熟读

详味，了了胸中，下手治痘自无难处，但临

症检阅则不能骤然取益，所以又类中卷令方

症咸宜，以便查用。   

原痘论 

痘之一症，其名不一，曰圣疮，曰百岁

疮，又曰天疮。圣疮言其变化莫测，百岁疮

言其自少至老只作一番，天疮言为天行疫疠

也。总之不可以定名，惟曰痘疮，正世俗所

谓豌豆疮是也，言其形之相似耳。言其形之

似豆则顺，形之不似豆则逆也。取名之义甚

确，而痘之名定矣。特痘毒之所由来，其论

不一：有谓男女媾精，无欲不行，无火不动，

恣情肆欲，淫火之毒，遗于精血之间，精血

成胎，胎形完备，子母分张，其毒蕴于五脏

百骸，四肢无不有者；有谓胎在腹中，食母

秽液，至生之时，啼声一发，口中所含血饼，

随吸而下，寄于命门胞络之中，痘疮之发，

乃下焦相火炽者；有谓痘疮者，母血之毒也，

地气重浊，故含虚硕大，既作脓汁，又复结

痂，阴之道也，非受于父者；而麻疹则父精

之毒也，天气轻清，故但结颗粒，不作脓汁，

亦不结痂，阳之道也。前人论痘不一若是。

吾今统会其说，若谓之胎毒则诚是也，千古

不易之论也。但以男女媾精，无欲不行，无

火不动，淫火之毒遗于精血之间，谓痘毒专

得于交媾淫火，则未详也。何也？盖自人之

幼壮以至有年，自贫贱以至富贵，男女交媾，

岂有有欲不行、有火不动者哉？何小儿生痘

而有轻重之不同也？殆由于父母之气血先

异也。父母素性和平，滋味淡薄，或稍知自

慎，血气已无蓄毒，则交媾淫火之毒必浅，

不待言矣。如为父者，平日以酒为浆，以妄

为常，暴戾自恣，厚其滋味，或服助阳之药，

邪火已伏于血气之中，交媾之际，淫火已动，

邪火并炽，父之遗毒于气之始者必深矣。如

为母者，褊急嫉妒，恣其所欲，厚味是嗜，

好啖辛酸，好食异物，穿绵向暖，受用过度，

血气之中，已有伏火，怀胎之后，又不知禁

忌，其气传于胞胎之中，母之遗毒于形之始

者亦必深矣。且古之君子，必待妇人月事当

期，与之交媾以成其胎。妇人有娠则居侧室

以保其胎，不妄作劳，饮食必谨。今之夫妇，

不知此理，情欲妄动，饮食妄嗜。父母之遗

毒，婴儿受之，原非一端，岂是在父母交媾

之际而有淫火之遗，诞生之时咽其血饼，以

致有痘毒哉？由是观之，谓小儿初生口含血

饼咽下，寄于肾经，以致痘症者，谬矣。且

人之有生，既受气于父，成形于母，则痘疹

之毒皆父母所遗，以痘而专责之母者亦偏

矣。盖胎毒蕴于五脏筋肉骨髓之中，岁气流

行，相感而动，乘时而发，或遇天地肃杀之

气，岁运乖戾之变，疠气侵人，大人感之而

生瘟疫，小人感之胎毒即发而生痘疮。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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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互相传染，症候相似，轻则俱轻，重

则俱重，若有主之者，是则天行疠疫之气所

为也。岂可概责之胎毒哉？是胎毒之外，又

有时气邪热之毒所兼并而发者。若非岁运时

气之太盛，有因中寒而发者，有因伤食而发

者，或受惊或感风而发者，种种不一。外有

所感，内毒因之而发，毒有深浅则痘有轻重，

非若天行疠疫为之主，一时轻则俱轻、重则

俱重之比矣。可见待时而发者，胎毒也，一

发则其毒尽泄，所以终身只作一番，后即有

时气之感，亦不复作矣。有曰：痘非胎毒，

乃天地之疠气所为。是以一时之轻则俱轻，

重则俱重。若果胎毒也，何轻重各在一时，

而一时则无轻重之殊乎？俱重者无论，俱轻

者岂时气能减胎毒耶？予曰：若然，天地之

疠气发不一次，何痘疮只生一番而无二次

也？若谓疠气之为，能令痘有轻重则是，若

谓痘症必因疠气之感而后有，则非也。痘毒

之在人身，感时气而后发，若磁石之引针，

阳燧①之取火。火取之而始出，针引之而后

动，其毒原禀于胎元，伏于五脏，其重者深

藏久蓄，时气不烈，不足以感动而引出。元

气虚弱，又不能驱逐而送出，必待天行之疠

气一感，轻者出而重者亦出。重则俱重者，

不必论痘毒之轻重，而一时之疠气，则足以

杀人也。轻则俱轻者，元气壮，胎毒浅，时

气稍感而即发，值时气之不烈，所以轻也。

若一时之疠气甚烈，求一轻者岂能得乎？又

有从旁而诘之者，曰：痘果胎毒耶。曾见胎

母一产而孪生者，则生痘就当相同；乃有一

出痘稀而且轻，一出痘密而且重，岂胎母之

遗注，能有异乎？予应之曰：父母之遗注于

胎者则一，而胎之所以承受于父母者则异。

如孪生之中，曾有一男一女，而阴阳之大不

相同者，如木之结果，一枝并生几枚，有长

成者，就有不成而坠落者之大不相同也。可见

胎毒之所遗，而承受亦自有异耳。况方书有

云：饮食淡薄，足生膨胀；厚味过度，足生大

疔。小儿降生之后，或乳母食无禁忌，随乳而

遗其毒；或小儿能食之后，父母过爱，滋味厚

养而酿其毒。乳食之毒，酿于气血之中，痘疮

一发，食毒与胎毒合并而炽，则轻重又不专系

于承受之胎毒矣。若非然者，则痘疮之有轻重，

必胎毒之有浅深也。痘乃胎毒，可勿疑也。① 

补  遗 

口含血饼，降生之时咽下，寄于命门而

作痘症之说，不可凭也。何也？人之有生，

自父母交会而二气相合，即精血为胞胎，是

一点精血凝结，中涵生意也。一月胚，二月

胎，三月之后形骸脏腑次第而生。惟有脐带，

子母相联，儿在母腹，暗注母气，母呼亦呼，

母吸亦吸。凡百动荡，内外相因，至于血之

灌注则如树之结果，如蔓之结瓜，其血液之

滋养儿体，由于脐带以灌溉也，胡有血液以

资儿食？如必曰：儿在腹中，必有所食。胚

胎之初，形象未备，何能饮食？且胞从胎长，

并无间孔，血何自而入到儿口边以资儿食？

儿之在胞中也，犹雏鸟之在卵壳中，浑浑然

熏蒸滋养，惟所受太初之气渐自生长，日至

形完，自破卵而出，岂卵内者亦有所食耶？

所谓口含血饼，或产时母血横流，儿啼口开，

灌儿口中，容或有之，断非所食之血饼也。

若谓儿食此血以养成，则此血是真元至宝，

既能养儿于胞中，必能养儿于胞外，岂有未

产时则为宝，既产后则为毒也？或曰：儿在

母腹，既无所食，降生之始而即有便，俗名

脐屎者，何也？曰：便之下行，犹瓜果中之

                                                        
①  阳燧：古代用铜制作的镜子形状的利用太阳取

火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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