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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林人物·

徐文伯著作考述

盐城师范学院（盐城，２２４０５１）　徐　栋

　　摘要：徐文伯，南朝宋、齐间名医，亦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东海徐氏医术世家第四代成员，承家学，医术精湛，在
本草、伤寒、妇科、房中等领域均有建树。平生所撰医著颇丰，今可考知者，凡１１种，在其家族中，堪称是著述最多的
一位。通过全面系统梳理和考述徐文伯所撰医著作，以冀对其医学成就和贡献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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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伯，南朝宋、齐间名医，字德秀，祖籍东海
东莞（今山东诸城），先世迁居丹阳（今安徽当涂），

遂为丹阳人。世医徐秋夫孙，徐道度子。有学行，

倜傥不屈意于公卿。承家业，精通医道，曾治愈宋

孝武路太后病，授鄱阳王常侍。入南齐，历任东莞、

太山、兰陵三郡太守。生平载《南史》卷三十二《张

融传》及《北史》卷九十《徐謇传》。

东海徐氏自晋、宋间徐熙始，历代以医术传家，

盛行于南北朝。至文伯为第四代，其医术精湛，在

本草、伤寒、妇科、房中等领域均有建树，平生所撰医

著颇丰，今可考知者达１１种，在其家族中，堪称是著
述最多的一位。本文就其所撰医著作一系统全面的

梳理和考述，以期更好地了解其医学成就和贡献。

《疗妇人瘕》一卷　是书已佚，《隋书·经籍志》
医方类、《通志·艺文略》医方类妇人属、《国史经籍

志》医家类方书属均著录。

按：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说

文》：‘瘕，女病也。’桂氏《义证》曰：‘馥案：华氏《中

藏经·瘕论》云：者，系于气也；瘕者，系于血

也。《御览》引《宋书·徐文伯传》：明帝宫人患腰痛

牵心，众医以为肉瘕，文伯曰：此发瘕。以油投之，

即吐，得物如发，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悬柱上，水

滴尽，一发而已。病都差。馥案：《隋书·经籍志》，

徐文伯《疗妇人瘕》一卷。’案《南史·张融附传》亦

载此事而误‘瘕’为‘’，此一卷即载其事，盖其治

验之一端。”［１］２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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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今人范行准考证，妇人瘕即今日医学上所

称的子宫肿瘤症，并指出徐氏《疗妇人瘕》系我国最

早治疗子宫肿瘤方面的专著［２］。

《辨脚弱方》一卷　是书已佚，《隋书·经籍志》
医方类、《通志·艺文略》医方类脚气属、《国史经籍

志》医家类脚气属均著录。

按：脚弱病即脚气病。唐孙思邈云：“此病发，

初得从脚起，因即胫肿，时人号为脚气。深师云：脚

弱者，即其义也。”［３］《太平圣惠方》卷四十五亦称：

“夫脚气者，晋宋以前名曰缓风，《小品》谓之脚

弱。”［４］又，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三“治风毒、脚

弱、痹满上气方第二十一”曾详细揭示脚气病的来

源、症状及危害，云：“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

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痹，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

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不即治，

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５］自晋室南渡，北人罹

犯脚弱增多，故而引起医家重视，专门治疗此疾的

方书也就随之产生。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七

“风毒脚气方”载：“论曰：考诸经方，往往有脚弱之

论，而古人少有此疾。自永嘉南渡，衣缨士人，多有

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

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又

宋齐之间，有释门深师、师道人述法存等诸家旧方

为三十卷，其脚弱一方近百余首。”［６］１１０就宋齐时沙

门深师、师道人对前此脚弱方汇辑已达百余首之多

来看，可知此类药方在当时已是相当丰富，而文伯

身处其时，盖亦有所寓目。又据《隋志》载，文伯族

叔徐叔向亦撰有脚弱专著《疗脚弱杂方》八卷。见

其家族对脚弱之疾素有研究，则文伯于此疾可谓学

有本源。观其书名“辨脚弱方”，且仅一卷，应是徐

氏对诸家脚弱方作一番辨别考订，剔除重复之作。

其书性质似为诸家脚弱方之精简本。

《辨伤寒》一卷　是书已佚，《隋书·经籍志》医
方类、《通志·艺文略》医方类伤寒属、《国史经籍

志》医家类伤寒属均著录。考《隋书·经籍志》医方

类于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之后，依次载佚名《疗伤

寒身验方》一卷、徐文伯《辨伤寒》一卷、佚名《伤寒

总要》二卷凡三书，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认为此三书或均为张仲景《伤寒论》而作［１］５６４３。

按：“伤寒”在古代是一个广义概念，不仅包括

一切外感疾病，也包括各种疫病。汉末张仲景《伤

寒杂病论》即是一部系统论述伤寒和杂病诊治的专

著。然据晋·陈延之《小品方序》可知，仲景《伤寒

杂病论》在两晋时已分为《辨伤寒》和《杂病方》二

书，而《隋志》著录仲景《辨伤寒》而不载《伤寒杂病

论》，盖即缘此之故。又仲景之书除西晋王叔和对

其进行整理编次外，后世亦屡经整理编纂，其间书

名卷帙多有分合变化，宋以后直至今日通行于世的

则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伤寒论》即是

原《伤寒杂病论》中辨伤寒部分，《金匮要略》则为原

书中杂病部分。盖《隋志》所载仲景《辨伤寒》即为

后世之《伤寒论》，二者不过同书异名罢了。故姚氏

认为文伯《辨伤寒》等三书或为仲景《伤寒论》而作，

其说不为无见，可从。

《本草》二卷　是书已佚，《隋书·经籍志》医方
类、《通志·艺文略》医方类本草属、《国史经籍志》

医家类本草属均著录，且作者皆作：徐大山。

按：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谓，徐大山

当为徐太山，徐太山即徐文伯，因徐文伯尝任太山

太守，故有此称［１］５６５２。其说可从，下同。本草系中

国古代药物的总称或原始称号。之所以以本草命

名中药，据五代孟蜀韩保升《蜀本草序》称：“药有玉

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众

也。”［６］本草之名虽始见于《汉书·平帝纪》“征天下

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

术、本草，……至者数千人”［７］，但本草的历史却渊

源甚早，相传始于上古神农氏，神农曾遍尝百草性

味并据以疗疾。明李濂《救荒本草序》引《淮南子》

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本草

兴焉。”［８］清·徐大椿亦称：“本草之始，窻于神

农。”［９］相传神农所撰《神农本草经》为我国第一部

本草学专书。汉魏以降，本草著述赓续有作，皆为

增损《神农本草经》者。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即

称“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１０］云云。

则文伯此书盖亦属此类，书中所载当不外是药物名

称、性味、形态、生长环境、主治功用、采集加工、七

性畏恶等方面的内容。

《巾箱中方》三卷　是书已佚，《隋书·经籍志》
医方类、《通志·艺文略》医方类方书属、《国史经籍

志》医家类方书属均著录，其中《国史经籍志》作《巾

箱方》，殆脱一“中”字。且诸家书目于作者皆题作：

徐大山。

按：徐大山当为徐太山，即徐文伯，详前“《本

草》”条。考巾箱，系古时装头巾或书卷的的小箱

子，凡取名巾箱者，多指物体规模具有精致小巧、便

于携带的特点。如古籍版本中的巾箱本即指书卷

体积不大、可置巾箱中、方便携带。则此《巾箱中

方》，顾名思义，当指可置于巾箱中的药方，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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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便于随身携带以备临时应用的药方，则此书

当是一部以收载简便实用医方为主之方书。

《堕年方》二卷　是书已佚，《隋书·经籍志》医
方类、《通志·艺文略》医方类方书属、《国史经籍

志》医家类方书属均著录，且作者均作：徐大山。

按：徐大山当为徐太山，即徐文伯，详前“《本

草》条”。又，《日本国见在书目》载：徐太山《随手

方》一卷。对此，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考

辨道：“唐《日本国见在书目》：徐太山《随手方》一

卷。案徐太山即徐文伯，此‘堕年’为‘随手’之误，

‘堕’、‘随’二字易混，‘年’、‘手’草写相似，《通志

略》亦作堕年，则宋本已然。微《日本书目》，几莫辨

其致误之由矣。”［１］５６５３知此书原名“随手方”，随手

者，顺手处理之意，指事情容易、不复杂，好解决。则

此书所载药方必以常见易得、简便廉验为主，即可做

到随手取用或者说可随手携带，故名之为随手方。考

晋葛洪著有《肘后方》，即因书中所记药材皆普遍价

廉，如肘后般易得，故称“肘后方”。似文伯此书书名

及命意当即取法于葛氏《肘后方》，亦未可知。又考

（日）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二十五《治小儿重舌方》引

录题为“徐大山方”佚文一则，盖即出自文伯此书。

《试验方》二卷　是书已佚，《隋书·经籍志》医
方类、《通志·艺文略》医方类方书属、《国史经籍

志》医家类方书属均著录，且作者皆作：徐大山。

按：徐大山当为徐太山，即徐文伯，详前“《本

草》”条。书名“试验方”者，当为文伯于临床诊治中

试之有验的方药。然文伯以医名世，所撰方书多

种，其中所载药方岂能皆未经试验？故，疑此《试验

方》当是文伯就所著方书中，择其常用有验之方，分

门别类，录为一书，以便检用耳。

《徐文伯》一卷　是书已佚，《日本国见在书目
录》医方家类著录。

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引据古今医家

书目》载《徐文伯方》一卷，当系一书。然此书虽为

李氏《本草纲目》所载，但并不意味着明时尚存。据

学界研究，李氏《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多为转引他

书，并不一定是亲见原书［１１］。又考（日）丹波康赖

《医心方》卷四、卷七、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八引录

有题名《徐伯方》佚文凡六则。盖《医心方》所采录

之《徐伯方》当即《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之《徐

文伯》。又因《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尚载有文伯另一

部方书《杂药方》，故学界亦有认为《医心方》所引之

《徐伯方》当系徐文伯之《杂药方》［１２］，亦可备一说。

《杂药方》一卷　是书已佚，《日本国见在书目

录》医方家类著录。

按：考《隋书·经籍志》医方类，可知六朝时方

书已有单方、杂方（或杂药方）之别：单方者如王世

荣《单方》一卷、许澄《备急单要方》三卷，佚名《四海

类聚单要方》三百卷等；杂方者如徐叔向《疗脚弱杂

方》八卷、佚名《灵寿杂方》二卷、《梁武帝所服杂药

方》一卷、褚澄《杂药方》二十卷等。单方，指用药一

二味的简单药方，意在针对主证的治疗，取其力专

而效速；而杂方或杂药方则指依君臣佐使之义，杂

用诸品之药以疗疾。宋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

四十一《跋荆公所书药方后》载：“古之人多用单方，

盖识病知药乃如是。后人浸昧兹理，遂杂用诸品，

至有君、有臣、有使，强自主宰以文其所昧，良可叹

也。”［１３］则文伯此书所载诸药方盖皆按君臣佐使原

则，选取若干药味配制而成者。不过也有学者推断

此书当系疗治各科杂病的经验方，故名“杂药

方”［１４］，亦可备一说。

《药方》二卷　是书已佚，《隋书·经籍志》医方
类、《通志·艺文略》医方类方书属、《国史经籍志》

医家类方书属均著录。

按：此书以“药方”笼统名之，盖书中于单方、杂

方兼有载录，又卷帙无多，则所录方药当亦以简明

实用为主。

《房内秘要》一卷　是书当属房中类著作，已
佚，《隋书·经籍志》医方类、《通志·艺文略》道家

类房中属、《国史经籍志》道家类房中属均著录，且

作者皆作：徐太山。

按：徐太山即徐文伯，详前“《本草》”条。考晋

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对当时流行的各家房中

术要旨进行概括道：“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

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

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１５］又，胡孚琛主编

的《中华道教大辞典》“房中精要”条，依中国古代房

中术的功用及目的，将之划分为四类：其一，返老驻

颜，以修道成仙为目的；其二，交接之道，以防止色

淫伤身为目的；其三，攻治疾病，以益身延年为目

的；其四，繁衍后代，以优生优育为目的。［１６］大体亦

不出葛洪对诸家房中术要旨的概括。就徐文伯而

论，其人以医名显，所著《房内秘要》盖为论述房中

术在攻疗疾病方面的作用，或即《道教大辞典》所概

括的第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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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未对中医方药学贡献初探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２０１２０３）　胡　蓉　孙增坤　陈丽云△

　　摘要：秦伯未从民国时期就开始重视中药和方剂的整理与研究，一方面表现在报刊媒体的呼吁和倡议，另一方
面表现在编写多部方药学专著，各有其特点。其中《验方类编》是方剂普及读物之代表，《药物学讲义》重视中药临

床实用性。同时倡导方剂学习掌握君药为先，药物研究强调性味特点。这些内容对当时方药学发展起到推动和促

进作用。

关键词：秦伯未　方剂　中药　中医方药学　中医教育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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