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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刻医学古籍《传授心法》简介

四川省威远县政协（威远，６４２４５０）　陈廷德

　　摘要：《传授心法》２４卷，为综合类中医古籍，１８６７年刊刻于威远县清风砦，可能由夏慈恕等医家校订、刊刻，辑
著人佚名。该书内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尤于妇儿两科论述较详，所述中医基础理论详明，对诸症辨证论治精细，收

集方剂多，兼有方书类古籍特征。书录单验方中草药多为蜀产，俯拾即得，至简至便。该书刻印出版１５０年来，为川
南地域的人们解除疾病和痛苦作出了贡献。《传授心法》刻板毁于何年无考，原刻本已呈散卷形态残留于清风砦附

近民间，十分稀少，目前仅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清末抄本，另有一部原刻本的复印本完本现由梁心收存、传

承。《传授心法》具有一定的中医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亟待抢救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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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授心法》２４卷，为综合类中医临证教学著
作，清同治六年（丁卯年，即１８６７年）刊刻于威远县
清风砦砦顶清风寺（古名青峰庙、黄庭阁），刻本残

本呈散卷形态残留于清风砦附近民间，刻本复印本

完本由村民梁心收存、传承。

著作辨识

《传授心法》的辑著者、作序人、刊刻人和刊刻

地均佚其名，仅封面留有“天运丁卯年刊”，序末留

有“龙飞疆圉单阏上章阉茂”刊刻作序年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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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笔者对清末时期威远清风砦刻印出版

的中医学和中兽医学著作十分关注，先后数次到

清风砦及其附近农村考察走访，并同专家学者交

流，对《传授心法》一书有如下认识。

１．该书刻印出版于清风砦
上世纪７０年代，四川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活

兽慈舟校注》一书的校注人员到清风砦砦顶清风

寺（青峰庙）实地考察时，发现《重建黄庭》石刻

碑一块，其碑文中有“青囊心法活兽活人”的文

字。２０１３年，在笔者陪同通渭张叔铭先生和兰州
王强老师考察清风砦后，我们对“青囊心法活兽

活人”的意思达成了共识，即应为“《青囊》、《心

法》、《活兽》、《活人》”，分别代表在清风寺刻印

出版的四部古医书。２０１６年３月，笔者重访清风
砦，并对梁中学先生复制留下的《传授心法》、

《青囊真秘》等医书进行了初步研究，对《重建黄

庭》碑碑文记载的这四部古医书也有了新认识。

《活人》即《活命慈舟》，刊刻于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活兽》即《活兽慈舟》，刊刻于清同治十二

年（１８７３年）。《心法》即《传授心法》。初步研
究显示，《青囊真秘》刻本，是利用《真青囊》、《真

青囊秘诀世授》等书刻板补充刊刻而成，补刊于

民国丙辰年，即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卷首序文原
题“汉·华佗著，清·天台老人、黄庭先生校订”，

题序于清光绪己丑（即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版
藏荣邑（荣县）鸿文堂。《重建黄庭》碑碑文中留

有“癸酉建庙，祀焉，始自同治癸亥（注：同治二

年，１８６３年）”文字，提示该碑刻立于同治十二年
（癸酉年，１８７３年）。因此推测，《青囊》可能是
《真青囊》一书，但何年刊刻尚无资料可考，而

《真青囊秘诀世授》、《青囊秘授》、《青囊真秘》可

能是《真青囊》的衍生刻本，即《真青囊》一书内

容已收入《青囊真秘》等著作中。不过，这四部古

医书的刊刻地在清风砦砦顶清风寺（青峰庙）是

毋庸置疑的。值得一提的是，《真青囊》、《青囊

真秘》二书，收录了部分动物疾病的治法和方药，

应引起中兽医界的重视。

２．该书刊刻于清同治六年
《传授心法》一书封面留有“天运丁卯年刊”

的年款，清末丁卯年即同治六年，因此，“天运丁

卯年刊”即“同治六年刊”。《传授心法》卷首序

末留有“龙飞疆圉单阏上章阉茂”刊刻作序年月。

据《三命通会》一书对干支源流的阐释，“疆圉”

是天干中“丁”的别称，“单阏”是地支中“卯”的

别称，“上章”是天干中“庚”的别称，“阉茂”是地

支中“戌”的别称，均用以纪年。“龙飞疆圉单阏

上章阉茂”即“龙飞丁卯庚戌”，也就是“同治六

年九月”。因此，《传授心法》封面刊刻年款和序

末作序年月是一致的。

《传授心法》一书刊刻出版时，使用“天运”

年号并隐匿辑著者、作序人、刊刻人和刊刻地，是

受到清末社会动荡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清同治

初期，清风砦可能是哥老会（袍哥）组织频繁活动

的场所，因此砦顶青峰庙的威远合德堂在刻印

《传授心法》一书时不得不留下了反清的痕迹。

３．该书校订刊刻人可能与《活命慈舟》相同
一是，这两部著作刊刻时间相距只有 ３年，

《活命慈舟》刊刻于同治九年，比《传授心法》晚

三年。但是夏慈恕为《活命慈舟》作序是在同治

三年，又比《传授心法》刊刻作序早三年，二书的

刊刻应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二是，经过比较

《真青囊》（及其衍生刻本《青囊真秘》）、《传授心

法》、《活命慈舟》、《活兽慈舟》四部著作刻本的

印文发现，这四部书均为楷书书刻，其刻板字体

大小、书刻风格特征极为相似，提示书刻人应为

同一人，即可能是为刊刻《活命慈舟》作序并书之

人———西昌后学萧宗儒。因此，笔者认为，《传授

心法》一书的校订、刊刻人可能与《活命慈舟》一

书相同，即由夏慈恕等医家校订刊刻。但是，为

《传授心法》刊刻作序之人是谁，已无资料可

考了。

４．该书辑著人尚需进一步考证
《活命慈舟》一书是由青风（青峰）、醉酒、修

真三夫子辑著的，而较之早刻三年的《传授心法》

一书的辑著人会是他们三人吗？由于醉酒和夏

慈恕为《活命慈舟》作序的时间是在《传授心法》

刊刻的前三年，所以笔者认为醉酒很可能是《传

授心法》的辑著人之一。虽然《传授心法》在卷

一开篇即讲述先天后天、太极八卦等易学发源，

显示出了辑著人精深的易学造诣，这似乎是在提

示《传授心法》出自周易大师李南晖先生之手。

虽然在清风砦上留有清朝中后期修建的李南晖

衣冠墓，虽然民间广泛流传“《青囊》、《心法》、

《活兽》、《活人》”这四部古医书是李南晖的著

作，虽然学界已考订“《活兽》、《活人》”为李南晖

先生遗著，但根据笔者所见由《真青囊》刻板补刊

而成的《青囊真秘》一书卷首序文原题“汉·华

佗著”，已表明《青囊》一书与李公无关。《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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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一书的辑著人是谁尚需进一步考订。

著作内容与特色

《传授心法》为综合类中医古籍，全书 １２册
２４卷，其内容涵盖中医基础理论，内外妇儿各
科，以及脏腑经络、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头面五

官、腰腿手足、内伤血症痨瘵疟疾、疮痒痈疽瘿瘤

等中医各科诸症的辨证论治、处方用药。综观此

书，有以下特点。

１．易卦开篇，纲举目张
全书以阴阳五行为纲，张四诊八纲、脏腑脉

象等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之目。卷一开篇总论先

后天，绘太极混沌、两仪三才、八卦先天、脊骨命

门等易卦图１３幅，图文并茂，阐述医道之易学发
源，启迪后学。卷二在分别阴阳论，五行总论之

后，逐一论述五行生克、病邪分辨、脏腑虚实冷热

气血之要诀，以及望闻问切四诊技法，收录寸、

关、尺脉主病歌等。卷三在脏腑总脉论之后，分

别详述心与小肠、肝与胆、肺与大肠、肾与膀胱、

脾与胃的脉象和病方，以及三焦病脉。卷四则详

述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等外感病邪的病脉和

适应方药。阴阳五行之纲纵贯全书，如卷二十一

中审儿病有“观形五行论”之说。

２．总论在前，分论列后
对每类病症采用先总论后分论的方法，依

病、依症、依脉、依药论方，辨证论治。卷五分列

头症、耳症、鼻症、牙齿脉方论，目症、咽喉病方

论，舌症、口症、面症药方论。卷六分列手足、腰

臂、肩背等病方论，以及痛风、心胃、腹痛、乳痛、

肾囊等脉方论。卷七分列内伤、呕吐、血病等脉

方论，以及饮食、衄血、便血、泄泻、咳嗽、噎膈、呃

逆等诸病方论和哮喘二症论。卷八分列痨瘵、浊

症、淋病脉方论，以及遗滑精症、遗溺、大小便不

通、脱肛等病方论和疟疾病方论。卷九在诸疮痒

总论之后，分述脑瘫病、对口疮、?颈疮、鼻疔疽、

朦头疮、锁眼疮、围口疮、无面疮、秃头疮、龙泉

疽、虎须疔、菌毒疔、鹅口疔等疮疔疽症论。卷十

分列痄腮、喉中蛾、瘰疬、背花疮、腰漏、缠腰疮、

归尾疮、附骨痈、多骨疽、坐板疮、骑马疮等疮症

论和痔疮痔漏论。卷十一，在瘿瘤病总论后，分

列单治血瘤、筋瘤、气瘤、骨瘤、肉瘤、粉瘤、黑沙

瘤、青石瘤、风疽发瘤、血瘿、筋瘿、气瘿、骨瘿、肉

瘿、疔疮、斑疹等病症、病方论，以及肺痈、肝痈、

心疽脉方论。卷十二分列悬痈、肠痈脉方论，囊

痈、下疳、小腹痈病方论，围脐疮、踝疽、鱼口便毒

病症论，并附录
"

颈、 子、臁疮、鹤膝痈、冻包疮

等病症或病方论。卷十三分列槽骨痈、缠颈疮、

脱疽病、流注病、癞风疮等 ２２种杂症的症论和方
论。卷十四分列开疽病、大麻风症、疥疮病、牛皮

癣疮、紫白癜风等１４种疮癣病症方论，并补遗诸
疮论。

３．偏重妇女、小儿两科
本书后 １０卷详述女子、小儿生理及诸症辨

证论治，尤以小儿哑科审病论治心法传授见长。

妇儿两科各５卷，其份量占全书的四成以上。卷
十五在详述妇女科总论、主病论、主治论后，分列

月经、经闭、崩漏、带下脉方论和不孕、孕娠诊脉

论，以及孕娠各月论。卷十六在保产方总论后，

分述始形、成血、成气、成筋、成体等病方论。卷

十七分述孕妇外感、辨胎生死、保产免虑、勿妄药

等法论。卷十八详述产后症总论和血昏论。卷

十九分述产后寒、暑、湿、燥、火诸症论和乳症论。

卷二十在小儿科总论后分述小儿初生、生病、截

脐、初食、剃头诸法，分述小儿胎热、胎寒、胎风、

胎黄、胎疮、脐风、胎惊、不乳、夜啼等２５种症论。
卷二十一在详述审儿病总论、观形五行论、察色

知病论、形色辨证论后，分述指纹、脉诊、调理、和

解等法论，以及统治小儿方、四季保儿方和小儿

伤风、寒、暑、湿病治论。卷二十二分述小儿燥、

火、伤食、呕吐、泄泻、虫疾等诸症论和治方。卷

二十三分述小儿咳嗽、痰喘、疟疾、痢疾、黄疸、龟

胸、阴肿疝气等 １８种症论和治方。卷二十四在
小儿惊总论后，分述了２２种小儿惊症论。
４．收录方剂数量多
书中所用古方今方、统治方单治方、经验方

新立方、单方草药分列于诸病诸症诸方论条目

下，因此，本书兼有方书类古籍的特征。依法依

症列方，诸方下注明所治主症、方药组成，阐释君

臣佐使和临症加减，用方形式有主方、又方、单验

方等，不一而足。书载辑著人新立之方亦较多。

如卷九诸疮痒总论条目中，辑著人著新方：“天源

消毒煎”治诸疮肿毒不分阴阳；“雷公二丁丹”药

用天丁、地丁、金银花、黄芪、蝉蜕、甘草六味治诸

般疮毒阴阳不问；“美草散”药用芙蓉花、金银

花、茶花、黄花、野菊花五味治疮毒奇效。书录新

方，不胜枚举。书录单验方中草药，如灯笼花（蒲

公英）、铧头草、野菊花、夏枯草、水杨柳（水案

板）、车前草等与《活命慈舟》所载类似，即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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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产，俯拾既得，具有川南穹窿地域特征。

５．内容精炼，文字通俗
其书版刻句读，易懂易学。该书记载有一些

道术内容。如卷九在脑痈病方论条目下记载“救

苦复生丹”，药用黄丹、明雄、龙衣（蛇蜕）、升麻

四味为末，抹患处神效。如痈疽昼夜在长，不脓

不溃，坚如铁石，须用刀法治之，后附“敕水咒”咒

语、道符和道法，在用刀前对患者施用。《传授心

法》记载“咒语、道符和道法”的特征，与《真青

囊》、《活命慈舟》二书相似。《传授心法》刻本玄

字缺点避讳。

学术价值与古籍保存

《传授心法》中医基础理论阐述详明，内容涉

及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妇儿两科为详，诸症辨证

论治精细，收录方剂多、新方多，药味蜀产，俯拾

即得，价廉效佳，至简至便。《传授心法》刻印出

版１５０年来，特别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为川南
丘陵低山区的人们解除疾病和痛苦作出了贡献，

并有一定影响。研读应用《传授心法》也成就了

一批中医名家。

　　由于《传授心法》刊刻于清末社会动荡的时
期，其原刻板亦不知毁于何年，据薛清录先生《中

国中医古籍总目》著录，仅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

馆藏有清末（１９１１年）抄本，并将此书归为方书
类著作，此抄本是否为全本有待查考。由于刻板

已毁，原刻本已呈散卷形态残留于清风砦附近

（威远、仁寿、荣县）民间，十分稀少。十多年来，

笔者仅访收到《传授心法》原刻本 ７卷（卷九、十
一、十二、二十一至二十四），且品相差，虫咬字

伤，另访到一部《传授心法》原刻本复印本完本，

是由梁中学先生访收复制（２００３年），现由其子
梁心传承收存。这部《传授心法》原刻本复印本，

在序文和部分分卷目录页上留有原刻本收藏人

杨登云的印章，在卷十九目录页加盖有“威远县

永建公社水源大队合作医疗站专用章”。《传授

心法》具有一定的中医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价

值，由于抄本有可能不全，原刻本残损稀少，复印

本保存时间有限，因此亟待抢救和保护。笔者撰

写此文建议中医界、清史研究者和方志档案机构

予以重视。

（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５）

从七情探讨不寐的辨证论治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２０１６１６）　许　
!

　许　良１△

　　摘要：通过阅读中医文献并结合临床体会，从七情角度对不寐病的病因病机、治法、用药进行系统阐述。
同时，阐述了不寐病本身与七情的关系。七情不节，内伤五脏，致使脏腑功能紊乱，发为不寐。肝主情志，在不

寐的治疗中应从肝论治，随证辨治。在日常生活中，要重视精神调摄，克服过度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不

良情绪，保持精神舒畅，从而得到良好的睡眠。

关键词：七情　不寐　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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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作者单位：上海市中医医院（上海，２０００７１）

△通讯作者

　　不寐，指西医中的失眠，即入睡困难或维持
睡眠障碍（易醒、早醒和再入睡困难），导致睡眠

时间减少或质量下降，不能满足个体生理需要，

明显影响日间社会功能或生活质量的一类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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