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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难经经释"看徐大椿的治学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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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大椿乃我国清代著名医家!于医理造诣颇深!临证亦不同凡响!其所著"难经经释#在历代"难经#注本中亦是较好的一

种$ 从该书中探讨和挖掘徐氏治学特点!以期对后来研究者略有启发$

关键词!徐大椿%难经经释%治学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徐大椿乃我国清代名医$博学多才$于医学理论

造诣最深% 一生著述很多$仅医学类著作可达 "& 余

种% 其中&难经经释'

(")

!以下简称&经释'#一书$

成于清*雍正五年!公元 "+#+ 年#$是注释&难经'

而作$在历代&难经'注本中也被认为是较好的一

种(#)

% 徐氏在&经释'中采用以经释经+溯本求源的

方法$结合&内经'以解释&难经'经义$并有所阐发$

注释简明扼要$立意新颖% 如徐氏在&经释*叙'中

所云,-以&难'释&经'而&经'明$以&经'释&难'而

&难'明%.故名&难经经释'% 其-从源及流.等具有

代表性的治学特点在该书中体现颇多$本文试从中

探讨和挖掘徐氏治学特点$以期对后来研究者略有

启发%

"!治学思想"从源及流

这是徐大椿最突出的治学特点% 治学之道$一

般有两条途径,一为由流而溯源$一为由源以及流$

也就是治学的来龙去脉% 只有知其本源$才能识其

支流$最后方能做到知识融汇贯通% 如果由流而溯

源$因学术流派纷繁复杂$枝叶繁冗$往往会导致治

学者误入歧途$不知所从$-源不得而中道即止.$费

时费力% 徐氏认识到如此治学莫如由源以及流$寻

找源头$以知其所由来$探求支流$以识其所发展$这

样既不会导致-中道即止.的窘境$又不会使治学者

无所适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辨$起到了提纲挈

领的作用%

治学讲求-从源及流.有何意义呢/ 就&经释'

一书而言$第一$可以发现&难经'一书中存在的问

题"第二$体现了徐氏重视经典$治医不可只求医术+

不求医道的思想% 徐大椿认为医理之本$源于&内

经'% -自古言医者$皆祖&内经'. !&经释*叙'#$

而&内经'之学$汉代以后出现分流$仓公+仲景+华

佗$医术各有所长$宗法要旨虽都不离&内经'$但已

师承各别"晋唐以后$流派所分更多$出现了-徒讲

乎医之术$不讲乎医之道.的局面$徐氏认为-去圣

远矣.$背离了中医学术理论发展的本源$与-圣人

之学.相去甚远% 他认为$-惟&难经'则悉本&内

经'之语$而敷畅其义$圣学之传$惟此得以为宗%.

但是$二千多年来$历代注家对&难经'却多有曲解$

徐氏将原因归结为-经学不讲久矣.$-惟知溯流以

寻源00未尝从源以及流也%.以&难经'来解释&难

经'$则&难经'并无可议之处$但若-以&内经'之义

疏视&难经'$则&难经'正多疵也%.如-十三难.按,

-此章答语$俱属经文$并无发明$翻将经文颠倒错

乱$使文理次序多不连贯$读者试将&灵枢*邪气脏

腑病形篇'一对观之$其语病便显然矣%.又如-二十

四难.按,-&经脉篇'云,1脉不营则肌肉软$肌肉软

则舌萎+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2$极为明白$此云肉

则难解矣%.!指-二十四难.条文,-脉不营$则肌肉

不滑泽"肌肉不滑泽$则肉满"肉满$则唇反.而言#%

因此$以-从源及流.的宏观角度分析&内'+&难'两

经的关系$追究医理概念的经典含义$便可发现&难

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可以-彰&内经'于天下后

世$使知&难经'为&内经'羽翼$其渊源如是也%.

另外$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徐氏治学重视经

典+治医讲求医道% 徐氏认为&内经'为医之祖$称

之为-圣学之传.+-去圣远矣.+-经学不讲久矣.$

其重视经典的思想从这些文字中可见一斑% -以

&难'释&经'而&经'明$以&经'释&难'而&难'明$

此所谓医之道$而非术也.+-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

乎医之道.$这里的-道.$即指中医经典理论$徐氏

认为道乃术之渊源$是中医理法方药和辨证论治的

渊源% 因而他反对治医者学非有本$反对求术不求

道$强调治医者应钻研经典著作$掌握中医学术理

论$而后精通辨证论治$这也是徐大椿治学的主张%

#!治学方式"以经释经

徐氏在注释&难经'时$采用-以经释经.之法$

先申述&内经'本义$-索其条理$随文诠释.$即在

&难经'条文中$随文注疏$如&经释*七十五难',

-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 木之子火$为木之母水

所克$则火能益水之气$故曰子能令母实% 水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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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夺火之气$故曰母能令子虚%.

对于原文补正的文字$推广的文义$或是旁证$

徐氏都加了-按语.$阐明观点$便于阅读% 既是-以

经释经.$则-总以经文为证$故不旁引他书.% 以

&内经'经文为证$间引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

的内容$以&甲乙经'+&脉经'互相参考%

在运用-以经释经.之法中$徐氏还将各家臆说

去除$认为-诸家臆说$总属可去.% -诸家臆说.本

为历来注家之通病$而徐大椿却并不以己意作解$徐

氏此法实为治学的基本要求% 另外$徐氏也不以后

人之说证前人$-盖后人之说不可以证前人也.% 做

学问之人常有将后世之书以证前人之说$或解释前

人之说者$其不符作者原意者甚$徐氏这种做法也是

考据家法$启示后人在论证古人学说时应当注意%

,!治学态度"严谨公允

首先$徐氏以&内经'来解释&难经'$他采用训

诂诠释依照&难经'本文$辨论考证则以&内经'为

本$但并不因袭套用前人的说法以作己说% 如其在

&经释*凡例'中所云,-辩驳处故以崇信&内经'$违

众独异$皆前人之所未及.% 比如对&难经'中-左肾

右命门.之说的解释$徐氏认为命门位于两肾之中$

冲脉起始处% -三十六难.按,-愚谓命门之义$惟冲

脉根柢足以当之%.并列举&内经'之例辅以佐证$详

加论述$ -&素问*举痛论'云,1冲脉起于关元2$关

元穴在脐下三寸"&灵枢*逆顺肥瘦论'云,1冲脉

者$五脏六腑之海00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

气街2"&海论'又以冲脉为血海$此其位适当两肾之

中$真可称为命之门$其气虽与肾通$然不得以右肾

当之%.否认命门在右肾之说% 再如$对于三焦-有

名无形.说的解释$徐氏认为不可谓其无形% 理由

如-三十八难.按所云,-况既谓之腑$则明是藏蓄泌

泻之具$何得谓之无形/ 但其周布上下$包括脏腑$

非若五腑之形$各自成体$故不得定其象$然谓之无

形$则不可也%.

对于有与前人相合之处$也是属-文理相合.之

处$徐氏-并非剿说.前人$在这些地方的论述$也是

经过-深思体认$通贯全经$而后出之$此处颇多苦

心$故条理比前人稍密$则同中仍不无小异."对于

经文有误之处$前人已予以纠正的$徐氏就注明前人

的说法$而自己不袭前人一字$-余无前人一字$如

有偶合$非故袭也.% 足见其治学之严谨%

其次$对于&难经'条文的诠释$徐氏-别其异

同$辨其是否.$十分详细精审% 在解释术语时$除

了引用&内经'$还引用&说文'的解释进行考证% 如

&经释*四十六难',-老人卧而不寐$少壮寐而不寤

者$何也/ 寐$目瞑而神藏也% 寤$&说文'云,1觉而

有信2也$盖寝而心有所忆$不能成寐也%.

另外$还引用&隋书'考证出处$如&经释*一

难',-漏下水百刻$按&隋志'刻漏始于黄帝% 一昼

一夜定为百刻$浮箭于壶内$以水减刻出$分昼夜之

长短% 营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二十五度$为一周也

00.%

对于难解之词及一般术语都随文注释$且简明

扼要$通俗易懂% 如&经释*一难',-十二经中皆有

动脉$十二经$手足三阴三阳也% 动脉$脉之动现于

外$如手太阴天府+云门之类$按之其动亦应手是

也%.又如&经释*十五难',-其脉来蔼蔼如车盖$按

之益大曰平"车盖$言其浮大而虚也%.

对于医理的阐发$亦条理清晰$说理有据% 如

&经释*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

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00伤寒之脉$

阴阳俱盛而紧涩"寒邪中人$营卫皆伤$故阴阳俱盛

紧者$阴脉之象% &伤寒论'云,1脉阴阳俱紧者$名

曰伤寒%2.

对于&难经'中某些说法不本于&内经'者$徐氏

并不断然下结论否认&难经'$-其说不本于&内经'$

而与&内经'相发明者$此则别有师承$又不得执&内

经'而议其可否%.可见其治学态度是相当公允的%

如-十八难.按,-盖&内经'诊脉之法$其途不一% 而

&难经'则专以寸口为断$00此必别有传授$不可

尽议其非%.又如-五十难.按,-其义亦两经之所无$

与前章俱为独创之论%."再如-四十九难.按,-此真

两经之所未发% 此义一开$而诊脉辨证之法$至精至

密$真足以继先圣而开后来学也%.

'!其他

除上述几点之外$徐氏对问题的指出往往简明

扼要$一针见血% 如-七十九难.按,-今引经与释经

俱改经文$则语复而义难晓$此不精审之故也%.又

如-七十四难.按,-而答语乃止言病状如此$与问词

全不对准$甚属无谓%.又如-十难.按,-此法甚精

妙$亦经文之所未发%.徐氏对&难经'中不符&内经'

之处$均做了精当的评论%

%!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医家徐大椿治学严谨+精当+求

真+务实的特点% 于治学思想$他主张溯源及流"于

治学态度$严谨公允$这些优点我们后学应继承发

扬$于启迪后学不无裨益% 同时$徐大椿为中医学发

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加不可忽视% 对&经

释'一书以及对徐大椿思想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和深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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