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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祥地，从古及今，中

原大地诞生许多杰出之士，他们的文化精神和伟大著作，一直指引

着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老子、庄子、张衡、许慎、杜

甫、韩愈等伟大思想家、科学家、文字学家、诗人、文学家在中国

文化史上，做出伟大贡献。诞生于南阳的医圣张仲景两千年来以其

《伤寒论》《金匮要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

中原确为人杰地灵之区。

河南省诞生许多著名中医学家，留下大量优秀中医著作。北宋

淳化三年编成之 《太平圣惠方》卷八收录 《伤寒论》，为孙思邈所称

“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残卷秘本，可觇辗转传抄于六朝医师手

中的 《伤寒论》概貌。 《伤寒补亡论》作者郭雍，从父兼山学

《易》，事载 《宋元学案·兼山学案》，以治 《易》绪馀，精究宋本

《伤寒》，其书可补宋本方剂之不足、条文之缺失，可纠正 《伤寒卒

病论》“卒”字之讹，谓 “卒”是 “杂”字俗写而讹者，郭书对研

究考证宋本 《伤寒论》甚为重要。丛书所收诸家之作，大多类此。

中医发展，今逢盛世。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高瞻远瞩，不失时

机地将河南省历代中医药名家著作精选底本，聘请中医古代文献专

家许敬生教授担任主编，组织一批专家教授进行校勘注释予以出版，

这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本书汇集之作，皆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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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及理论研究必读之书。读者试展读之，必知吾言之不谬。

振兴中医，从读书始。

北京中医药大学 钱超尘

2014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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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光辉灿烂的中原古代文明造就

了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

中州自古多名医。在这块土地上，除了伟大的医圣张仲景之外，

还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医学家。早在商代初期，就有商汤的宰相伊尹

著 《汤液》发明了汤剂。伊尹是有莘国 ( 今河南开封县，一说是嵩

县、伊川一带) 人。早期的医方大家、晋朝的范汪是颖阳 ( 今河南

许昌) 人，一说南阳顺阳 ( 今河南内乡) 人，他著有 《范汪方》。较

早的中医基础理论著作 《褚氏遗书》的作者、南朝的褚澄是阳翟

( 今河南禹州) 人。唐代的针灸和中药名家甄权是许州扶沟 ( 今河南

扶沟) 人，寿 103 岁。唐代名医张文仲为高宗时御医，是治疗风病

专家，曾著 《疗风气诸方》，为洛州洛阳 ( 今河南洛阳) 人。对痨病

( 结核病) 提出独到见解，著有 《骨蒸病灸方》一卷的崔知悌是许州

鄢陵 ( 今河南鄢陵) 人。中国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 《食疗本草》的

作者，唐代的孟诜是汝州 ( 今河南汝州) 人。北宋著名的医方类书

《太平圣惠方》的作者王怀隐是宋州睢阳 ( 今河南商丘) 人。宋代著

名的儿科专家阎孝忠是许昌 ( 今河南许昌) 人，他为恩师编写 《小

儿药证直诀》一书，使儿科大师钱乙的学说得以传世。北宋仁宗时，

“校正医书局”中整理古医书的高手有好几位河南人。如撰 《嘉祐本

草》的掌禹锡为许州郾城 ( 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 人，完成 《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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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的孙兆、孙奇，均为卫州 ( 今河南卫辉) 人。

北宋医家王贶是考城 ( 今河南兰考) 人，著有 《全生指迷方》，《四

库全书提要》评价说: “此书于每证之前，非惟详其病状，且一一详

其病源，无不辨其疑似，剖析微茫，亦可为诊家之枢要。”北宋末期

的著名医家、《鸡峰备急方》 ( 又称 《鸡峰普济方》) 的作者张锐是

郑州 ( 今河南郑州) 人。南宋的伤寒大家，《伤寒补亡论》的作者郭

雍是洛阳 ( 今河南洛阳) 人。南宋法医学家郑克是开封 ( 今河南开

封) 人，他著的 《折狱龟鉴》是与宋慈的 《洗冤集录》齐名的一部

法医著作。金元四大家之一，攻下派的代表金代张子和是睢州考城
( 今河南兰考县，一说民权县) 人。元代名医滑寿祖籍是襄城 ( 今河

南襄城县) 人，他著有 《读素问钞》 《难经本义》，对 《黄帝内经》

和 《难经》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著的 《诊家枢要》和 《十四

经发挥》分别是诊断学专著和针灸专著，均在中医发展史上占有光

辉的一页。明太祖朱元璋的五皇子朱 ，就藩在开封，为周定王，

他著的 《救荒本草》，以河南的灾荒为背景写成，开创了对野生可食

植物的研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的医史专家、明代的李

濂是祥符 ( 今河南开封) 人，他的 《医史》十卷，是我国首次以
“医史”命名的医学史专著，书中为张仲景、王叔和、王冰等人补写

了传记。清代名医，《嵩崖尊生全书》的作者景日昣，是登封 ( 今河

南登封) 人。清代温病学家的北方代表人物、《寒温条辨》的作者杨

栗山是中州夏邑 ( 今河南夏邑) 人。清代著名的植物学家吴其濬，

是河南固始县人，他撰写的 《植物名实图考》和 《植物名实图考长

编》，不仅是植物学的名著，也是继 《本草纲目》后最重要的本草类

著作，对世界医学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还有很多很多，不再一一列

举。据不完全统计，史传和地方志中有籍可考的河南古代医家多达
1000 余人。《周易·系辞上》曰: “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这些著名的医家，犹如璀璨的群星，照亮了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道路。

粤稽往古，从火祖燧人氏点燃华夏文明之火，改变了先民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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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到酒圣杜康发明酿酒，促进了医药的发展; 从殷墟甲骨文到许

慎的 《说文解字》，作为中医药文化载体的汉字，其发展过程中的主

要阶段得以确立和规范; 从伏羲制九针、岐黄论医道，创立岐黄之

学，到伊尹著 《汤液》，创中医汤剂; 从道圣老子尚修身养性、庄子

倡导引养生，到医圣仲景论六经辨证而创经方，确立辨证论治法则，

成为中医学术的核心思想和诊疗模式，中医的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纷纷问世; 从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

直到禅宗祖庭少林寺融禅、武、医于一体而形成的禅医文化，这一

切均发生在中原大地。

寻根溯源，我们深深感到是光辉灿烂的中原文明，孕育了中华

瑰宝———中医药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医药文化在中原

文明的沃土中生根开花、发展壮大，并从儒、道、释及华夏文明的

多个领域中汲取精华和营养，逐渐在九州大地兴旺发达，一直传到

五洲四海，为华夏文明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杰

出的贡献。作为后人，作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者，不能忘记，这是

我们的历史，这是我们的根脉。

中原古代医药名家留下的宝贵著作，积淀了数以千年的中医精

华，养育了难以计数的杏林英才。实践证明，中医的成才之路，除

了师承和临证以外，读书是最基本的路径。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让广大读者顺利阅读这

些古籍，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原医学，我们组织了一批中医专家和

从事中医文献研究的专家，整理编写了这套 《中原历代中医药名家

文库·典籍部分》。计划出版 40 余部，首批校注出版 19 部，随后陆

续整理出版。此套丛书，均采用校注的形式，用简化字和现代标点

编排，每本书前都有对该书基本内容和学术思想的介绍及校注说明，

在正文中随文出校语，做注释，注文力求简明扼要，以便读者阅读。

对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既是对中医学术的继承，又是对中医

学术的发展; 既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后人运用的启示;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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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丰富基础理论，又可指导临床实践。其意义深远，不可等闲视之。

为了 “振兴中医”和实现 “中原崛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

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原中医学子，愿意尽一点绵薄之力。当然，

由于水平所限，难免会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恳请学界同道和广大

读者批评，以便我们及时修正。

此套丛书得以付梓，要诚挚感谢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汪林中

社长、李喜婷总编、马艳茹副总编等领导和医药卫生分社的同志们，

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作玉成了此事。承蒙著名中医文献专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在百忙中为本套丛书作序，深表谢意。

时值辞旧迎新之际，祝愿我们的中医事业永远兴旺发达。

许敬生

2014 年 1 月 5 日

于河南中医学院金水河畔问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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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作者及书籍内容和学术价值简介

一、作者生平

褚澄 ( 公元 5 世纪) 字彦道，阳翟 ( 今河南省禹州市) 人，出

生时间不详，卒于南朝齐永明元年 ( 483 年) 。褚家世居高官，联姻

宗室。其祖父褚秀之、父亲褚湛之及其本人均系高官。其父为南朝

齐尚书左仆射，其生母为南朝宋武帝刘裕第五女吴郡公主。褚澄娶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女庐江公主，拜驸马都尉。于南朝齐建元 ( 479—

480 年) 中拜为吴郡 ( 今江苏省苏州市) 太守，后官至左民尚书，

再后任侍中、领右军将军。历官清显，以勤谨见知。其女为东昏皇

后。褚澄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据 《南齐书·褚澄传》载，褚澄

医术高明，善诊病，博好医方，精岐黄术。有人赞誉他: “望色辨

证，投剂如神，与卢扁、华佗比肩。”凡病者均不分贵贱，皆先审其

荣悴、乡壤、风俗、精神苦乐、方土所宜、气血强弱等，然后命药，

故治病多效。褚澄著有 《杂药方七录》二十卷及 《褚氏遗书》 ( 以下

简称 《遗书》) ，前者散佚; 后者系唐代人整理而成，并于宋嘉泰年

间刊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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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内容及其学术成就

《遗书》是继 《黄帝内经》 ( 以下简称 《内经》) 《难经》之后较

早的一部基础理论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石刻医学论著，该书始著

录于 《宋史·艺文志》。根据后唐清泰二年 ( 935 年) 萧渊序所记

载，《遗书》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发现的石刻碑文。此书共十篇，分

述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

子，总计两千六百二十字。内容丰富，具有真知灼见。其要旨阐发

人身气血阴阳的奥义。后世有疑此书为宋人伪托者，如 《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疑是 “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评论说 “其

书于 《灵枢》 《素问》之理颇有发明”，在许多方面 “发前人所未

发”“尤千古之龟鉴”。此书内容后世医家常采用。

1. 对 《内经》 《难经》多有发挥 汉代以后中医的论著，都是

在 《内经》《难经》基础上的发展，《遗书》也不例外。《遗书》的

内容和观点对 《内经》 《难经》多有发挥，颇有独到之处。如 《内

经》《难经》中对阴阳二气的起止部位及运行途径叙述得有些笼统，

而 《遗书》中讲得很具体。 《遗书》详细论述了阴阳之气的发生时

间、部位和循行路线。如 《本气》篇说: “天地之气，周于一年; 人

身之气，周于一日。”并且用一日中不同时辰来说明阴阳之气的循行

情况: “人身阳气，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臂、左

脑，横过右脑、右肩、右臂手指、胁、足，则又子中矣; 阴气以午

中自右手心通右臂、右肩，横过左肩、左臂、左胁、左足、外肾、

右足、右胁，则又午中矣。” 《灵枢·营卫生会》篇有依太阳运行周

天度数把营卫之气分为昼夜各行阴阳二十五度的论述，但尚没有明

确阴阳之气的发生时间、部位、循行路线，历代医籍也未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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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难经》对于脉诊已有全面论述，尤其是 《难经》 “独

取寸口”的主张，是我国脉学的一大进步。不过，两手寸关尺的脏

腑定位，以五行生克为顺序，乃 《遗书》所首倡。如 《平脉》篇云:

“男子阳顺，自下生上，故极下之地，右手之尺为受命之根本。如天

地未分，元气浑沌也。既受命矣，万物从土而出，惟脾为先，故尺

上之关为脾; 脾土生金，故关上之寸为肺; 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

寸，越左手之尺为肾; 肾水生木，故左手尺上关为肝; 肝木生火，

故关上之寸为心。女子阴逆，自上生下，故极上之地，左手之寸为

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万物从土而出，惟脾为先，故左手寸下之

关为脾; 脾土生金，故关下之尺为肺; 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

右手之寸为肾; 肾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关为肝; 肝木生火，故关

下之尺为心。”意思是，男子属阳，脉顺生，从下而上脉随五行相

生，因此，右手的尺脉是最下部的脉，是诊候命门的部位，就像天

地没有形成之前大气是一派模糊的景象一样。生命形成以后，各种

物质从土中生出，脾属土，生发在前，因此，尺部上面的关脉应脾。

脾土生金，因此，关上的寸脉应肺。肺金生水，因此，右手的寸脉

和左手的尺脉相联系，左手的尺脉应肾。肾水生木，因此，左手尺

上的关脉应肝。肝木生火，因此，关上的寸脉应心。女子属阴，脉

逆生，从上而下脉随五行相生。因此，左手的寸脉是最上方的部位，

是诊候命门的部位。生命形成以后，各种物质从土中生出。脾属土，

生发在前，因此，左手寸下的关脉应脾。脾土生金，因此，关下的

尺脉应肺。肺金生水，因此，左手的尺脉和右手的寸脉相联系，右

手的寸脉应肾。肾水生木，因此，右手寸下的关脉应肝。肝木生火，

因此，关下的尺脉应心。

这种 “男子阳顺，自下生上” “女子阴逆，自上生下”的观点，

承袭 《内经》 《难经》中 “脉有逆顺，男女有恒”的理论，并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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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左右、上下、升降等相互对立的阴阳概念。但是，褚澄说的

“逆”“顺”概念又不同于 《内经》《难经》。《内经》《难经》是以

男女脉象的不同方面相比较而论逆顺的，如 “男子尺脉恒弱，女子

尺脉恒盛为顺”，反之 “男得女脉，女得男脉”为逆。而褚澄所言逆

顺是指男女寸口脉位的划分不同，即男子阳顺，脉位自下而上依次

为尺脉、关脉、寸脉; 女子阴逆，脉位自上而下，依次为寸脉、关

脉、尺脉。这种观点既不同于 《内经》 《难经》，也未见载于其他医

籍，有待进一步研究。

2. 尊古而不泥古 褚澄对 《内经》等前人的著述有一个辩证的

认识，主张一方面学习古代的医学理论，并用以指导临证实践; 另

一方面又不拘泥古人之说，主张可通过努力，积累经验，胜过古人。

正如 《辨书》篇所说: “师友良医，因言而识变，观省旧典，假筌以

求鱼，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则何愧于古人!”意思是，

把良医作为老师和朋友，学习他们的方法，知常达变; 认真阅读研

究古代的医学典籍，如同凭借捕鱼工具而求鱼; 博览群书而知病理，

多次诊察而知脉象，屡屡妙用而通达药理。那么有何愧于古人呢?

充分揭示了褚氏尊古而不泥古的思想。

褚澄对 “五运六气”之说曾明确提出了疑问，他在 《辨书》篇

中说: “天地五行，寒暑风雨，仓卒而变，人婴所气，疾作于身。气

难预期，故疾难预定; 气非人为，故疾难人测。推验多舛，拯救易

误。”认为天地之气、五行运化、寒暑风雨等六气有了突然变化，就

成为六淫邪气。人们感受了这种不正之气，就会发生疾病。这种非

常之气的变化是难以预料的，因此疾病也难以预先测定。非常之气

的变化不是人为的，因此而发生的疾病也不是人所能够测知的。推

测验证五运六气理论，有不少错误的东西，按这种理论去给人治病，

也容易出现差错。这一观点颇有见地，值得今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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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辨证用药，审慎周详 《遗书》篇幅虽短，然而言简意赅，

有关辨证用药的部分，论述得十分周详。褚澄在 《除疾》篇中强调

“除疾之道”，要 “极其候证，询其嗜好，察致疾之由来，观时人之

所患”，且 “穷其病之始终”。而在 《审微》篇中他又强调，对于

“疾有误凉而得冷，证有似是而实非”的复杂情况，更应审之慎微，

不然，会 “差之毫厘，损其寿命”。简而言之，辨证要力求准确。

对于用药，他在 《除疾》篇中深有体会地说: “用药如用兵，用

医如用将。善用兵者，徒有车之功; 善用药者，姜有桂之效。知其

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 知其方伎，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

世无难治之疾，有不善治之医; 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民

中绝命，断可识矣!”这一观点，更多地被后世引用，已经成了比喻

中医治病用药的警句。清代名医徐大椿在 《医学源流论》一书中，

专门写了一篇 《用药如用兵论》，以用兵喻用药，以战术喻医术，详

细论述了其中的道理。

4. 内容丰富，多有创见 《遗书》是继 《内经》《难经》之后，

《诸病源候论》 ( 隋代巢元方等编著) 以前的一部基础理论著作，内

容比较丰富。其中 《受形》篇主要讨论了胎儿的形成与生长发育;

《本气》篇叙述了人体与阴阳二气的关系; 《平脉》篇介绍了两手寸、

关、尺三部诊脉的方法; 《津润》篇阐述了津液对维护人体健康的重

要作用; 《分体》篇着重讲了五官与四肢的保养; 《精血》篇讨论了

男女两性各自的生理特点; 《除疾》篇叙述了用药治病的方法，并有

“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的论述; 《审微》篇说明如何区别互相

疑似的病证; 《辨书》篇强调医者既要认真读书，又要勇于实践，进

而指出 “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 《问子》篇着重指出早

婚多欲不利于子嗣，因而主张晚婚节欲。

在我国医学史上， 《遗书》最早提出了关于男女胚胎形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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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受形》篇说: “男女之合，二情交畅，阴血先至，阳精后冲，血

开裹精，精入为骨，而男形成矣; 阳精先入，阴血后参，精开裹血，

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这种理论虽然源于 《易经》，而见诸医籍

者当首推此。本篇中还提出了由于 “阴阳均至”形成 “非男非女之

身”的理论，这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在世界医学史

上也是最早的。本篇中还指出: “阳气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者必

伏; 阴气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仰。走兽溺死者，伏仰皆

然。”对此，后世多有引用，而溺死尸体男伏女仰，历来被认为是普

遍性的尸体现象。南宋著名法医学家宋慈在 《洗冤集录》中，将此

状列为法医验尸的依据之一。

《津润》篇还说: “咳血……饮溲溺则百不一死。”这是医籍中用

小便治疗肺结核咯血的最早记载。现代 《中国动物药》一书也肯定

了小便有 “治肺结核咯血”的作用。

其他如辨证施治，提倡晚婚，对人类遗传现象的认识，关于预

防传染病的论述，以及提出的不同于一般的以寸、关、尺三部划分

五脏的方法都是十分精湛的，对后世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 《遗书》影响深远，为后世医家所重视 由于 《遗书》具有

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如 《备急千金要方》《女

科百问》《伤寒九十论》《养身纂要》《妇人良方》《丹溪心法》《续

医说》《证治准绳》《景岳全书》《本草纲目》《万氏妇人科》《广嗣

纪要》《慎柔五书》《折肱漫录》《友渔斋医话》《医宗金鉴》等书都

有引述。我们不妨引录几段:

在论述生男生女之理时，李时珍引证说: 齐司徒①褚澄言 “血先

至裹精则生男，精先至裹血则生女。阴阳均至，非男非女之身; 精

血散分，骈胎品胎之兆”。《道藏经》言 “月水止后一、三、五日成

男，二、四、六日成女”。东垣李杲言 “血海始净一、二日成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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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五日成女”。 《圣济经》言 “因气而左动，阳资之则成男;

因气而右动，阴资之则成女”。丹溪朱震亨乃非褚氏而是东垣，主

《圣济》左右之说而立论，归于子宫左右之系。诸说可谓悉矣。时珍

窃谓褚氏未可非也，东垣未尽是也。盖褚氏以精血之先后言， 《道

藏》以日数之奇偶言，东垣以女血之盈亏言，《圣济》、丹溪以子宫

之左右言，各执一见，会而观之，理自得矣。 ( 明·李时珍 《本草纲

目·人部》)

对此，王肯堂引述说: 程鸣谦云 “褚氏言男女交合，阴血先至，

阳精后冲而男形成，阳精先入，阴血后参而女形成，信斯言也。

……若男女之辨，又不以精血先后为拘，不以经尽几日为拘，不以

夜半前后交感为拘，不以父强母弱、母强父弱为拘，只以精血各由

百脉之齐到者别胜负耳。是故精之百脉齐到有以胜乎血则成男矣，

血之百脉齐到有以胜乎精则成女矣。” ( 明·王肯堂 《证治准绳》)

在论述男女交合之道时，万全引述说: 褚氏曰 “女子血未行而

强合以动其血，则他日有难名之疾。故女未及二七天癸之期，而男

子强与之合，或于月事适未断之时，而男子纵欲不已，冲任内伤，

血海不固。由斯二者，为崩、为漏，有一月再行、不及期而行者

矣。” ( 明·万全 《万氏妇人科·调经章》)

《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中 “分男女论” “双胎品胎”等

节，均曾引述 《受形》篇的相关内容。

在论述溲尿可以治病时，黄凯钧引述 《津润》篇说: 真痨病之

吐血，南朝齐褚澄曰 “饮溲溺百不一死。”夫溲溺能清脏腑虚热，兼

降浮火。痨病吐血，实由于此，最为切要。然有法焉，俗谓之还元

汤，乃服自便之溺，宜不食腥秽之物食，味略淡，晚餐白粥。如是

几日后，五更或清晨，解时去头末，取中一碗服之。更能散心远色

戒性，虽沉疴宿疾，不数日可痊。 ( 清·黄凯钧 《友渔斋医话·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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