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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聘贤!伤寒论考评"简析

"

!黄鸿飞!!贵阳中医学基础部医史文献教研室!贵阳 ""###$"

摘要!王聘贤著!伤寒论考评"一书#书中考评!伤寒论"真伪缺失#以启后学$ 从王氏所做考评目的及特点等方面#对!伤寒论

考评"一书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王聘贤%伤寒论考评%特点%目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王聘贤!)*'" +)',-"号国士#出生于贵州兴义

县$ )'). 年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明治大学法律

系$ 次年患胃病#经西医专科治疗逾年#了无寸效#

以至%日不能食#夜不能寐#头发落尽#夏则裹裘&#

%整日望乡流泪#不望生还&$ 后经友人介绍#由著

名伤寒大家何廉臣在沪造丸药寄服#病渐愈$ 遂有

志于医#后师事日本%汉方&名医木村久长#并兼修

西医之长$ )'$$ 年归国后#问业于近代名家张锡

纯'何廉臣'张山雷等人#后因乡帮多故#置身于军政

两界#奔流于大江南北#但岐黄之志不改#期间遍访

各方名医#得到了丁甘仁'曹炳章等名师亲传#学业

大进$ )'/# 年辗转回筑悬壶#临证治疗活泼奇特#

医名盛隆#被人誉为%黔中医怪&'%黔中四大名医之

首&$

王氏治学严谨#对(伤寒论)更是细研逾四十

年$ 他博采数百家之言#编著了(伤寒论考评)一

书$ 全书虽只有十万字左右#但考评直接#或正或

讹#或疑或缺#皆明晰畅达#实为后人学习(伤寒论)

的指路迷津$

)!考评的目的

王氏认为古人之言有伪有真#尤其是(伤寒论)

中的内容#被世人视为金科玉律不敢更改一字的尊

经迷古之习限制了中医学的发展$ 他认为医界注释

(伤寒论)的人往往%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笺不破疏

*以至于流传的医籍#玉石杂糅#真伪难分$&%至于

这些经典著作的真伪和其中那些无价值的内容#不

敢批判取舍#陈陈向因#总叫后学皓首穷经&#%虽有

几十几百家的注释#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让

后学望洋兴叹$ 因此王氏本着%不笃古尊经#不崇

玄说&的原则编纂了此书以%共同道学习研究参

考&$

$!考评的特点

$0)!博采众家 审慎参考!王氏考评(伤寒论)参考

的书籍数量惊人#在书后所附的主要参考书目中#所

列主要参考书目达 $-) 种#而其中书中所引用而书

目中未注明的其他相关书籍也还有近 /# 种$ 在考

评中王氏并非对所有医家的观点加采用#而是经过

审慎参考后对一些医家的观点只是浅提则止#而对

一些医家的评注广泛吸收$ 其中引用最多的是近代

岭南伤寒名家黎天佑!达 "* 条"#其次是以%发皇古

义#融会新知&闻名的经学大师陆渊雷!/. 条"以及

日本%汉医&泰斗浅田宗伯!/$ 条"$ 其他如日本

%考证派&代表人物山田正珍!$. 条"'近代%经学大

师&廖季平!$- 条"#近代中医大家恽铁樵!)* 条"等

也是王氏考评(伤寒论)的主要参考对象$

$0$!甄别真伪 批判取舍!王氏认为仲景自序乃后

人杂凑而成$ 从内容上#序里所提及的(九卷)'(八

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内容论中未现#且自序之首

段#出于(千金要方)叙言末段#自序之末段则出于

(千金要方)首卷治病暑例文之首段+从时间上#自

序唐本所无#(千金)'(外台)'(脉经)皆不载+从文

辞上#自序文字卑弱#不类汉文#措辞造句#有类六朝

文字$ 王氏认为尊经之人#因序中有%撰用(素问)'

(九卷)&等语便以(内经)六经'十二经络释(伤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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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又以(伤寒)附(素问)#虽%心知其难通#则做

回曲附会之词#以求相合$ 真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无

一不挂&$ 如此反使学者陷入迷途#当予删除$

此外#经王氏考证(辨脉法)乃叔和伪撰+(平脉

法)文辞浅陋#且多引(素问)'(难经)以成文#大非

仲景文笔+(伤寒例)除%阴阳大论&至%此则时行之

气也&一段为仲景引古医经成文外#余皆成本杂抄

(千金)(外台)等而成+(辨痉湿)篇有论无方#所

举三种病证#亦不详备#故当于(太阳篇)中#并附于

桂枝法后#不能成为独立一篇$

$0/!发皇古义 重视实际!王氏认为%历代笃学古

医学者#多作书籍是的空谈#少作实践上的言论&#

因此考评经文#多以实践为重$ 如考评 )) 条%身大

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他说

%本条只泛言大寒不欲近衣#为出治法#以此辩证#

令学者茫然$&并举黎天佑和余无言二人医案为证-

黎案中病者%尽去衣被#扇风不停&#余案中病者亦

%毫无觉冷#不盖被单&$ 二人所治病者皆身冷肢寒

而畏热恶热#若按论中条文判断#此真所谓%寒在皮

肤#热在骨髓也&$ 但黎案中患者尚有脉微欲绝#奄

奄一息之证#此真阳欲脱之象#急以大剂四逆白通

汤#连日数服#病始渐减而愈+而余案中患者却脉沉

细而数#气息微促#病者但云心中热$ 处以白虎人参

汤加味后渐愈$ 王氏由此明确地提出%若据论中本

条文所治#则黎余二案#治疗寒热相反$ 凭此空条

文#学者将何所据以为业乎.&体现了王氏考评(伤

寒论)#发皇古义#重视实践#实事求是的精神$

$0-!考评缺疑 有详有略!王氏对伤寒六经条文中

历来公认无异之条文不予考评#此类条文共计 )*/

条#占全部六经条文总数的 -*6#而对剩余的 )'*

条条文在考评中采取多家互参#对比引证的方法进

行考评$ 如第 / 条%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王

氏考方有执'陈修远等宗(难经,二难)以阴阳指尺

寸而言+廖季评则认为%阴是寸口#阳是趺阳&+柯韵

柏崇(难经,四难)以阴阳言寸口脉之浮沉+杨上善

曰%人迎为阳#寸口为阴#不于寸部分阴阳&+浅田宗

伯则以阴阳为病位而非脉位+山田正珍则考%/阴阳

俱0三字为王叔和掺入#宜删&$ 对此各家异论矛

盾#王氏却不做评论#只是将诸家主张罗列清晰#以

待后人参考$ 又如第 )/ 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

出恶风这#桂枝汤主之&#(医宗金鉴)以此为衍文#

柯韵柏'黎天佑等则认为此为桂枝汤总证#王氏认

为#不论其为衍文或总证#%其要重在汗出&#体现了

王氏%崇实而不贵虚&的作风$

王氏六经病篇考评中以太阳病篇考评最详#因

为太阳病篇条文数最多#且病状复杂多变#历来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 太阳病篇共 ).* 条条文#王氏考证

了 )#. 条#占太阳病篇总条文数的 ,#6+而于厥阴

病篇考评最略#全篇 ", 条条文只考评篇首 - 条#占

厥阴病篇总条文数的 .6$ 这是因为厥阴病篇症候

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或寒或热#或虚或实#甚至许多

病就并非足厥阴肝和手厥阴心包之证#故王氏引陆

渊雷曰-%厥阴篇为千古疑案&除篇首四条外#其他

条文都不称厥阴病#因而%无可研索&#故未予评析$

表 )!王聘贤考评六经条文表

篇名 条文数 考评数 考评率

太阳上 /# $) .#6

太阳中 ', ,* .)6

太阳下 "$ )* /"6

阳明篇 *- -" "/6

少阳篇 )# - -#6

太阴篇 * * )##6

少阴篇 -" /# ,,6

厥阴篇 ", - .6

合计 /*) )'* "$6

!!结语-王氏对如何继承研究古代医经著作曾说

过-%欲研究斯学者#一须守正而不探奇#二当崇实

而不贵虚#三务明古而通今#四必述闻而可创说&$

(伤寒论考评)是王氏 -# 年潜心研究(伤寒论)#融

汇百家之言的成果#书中体现了王氏尊经不迷古#实

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堪为后学楷模$

&收稿日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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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征稿
!江西中医药"为中医药核心期刊#新设重点栏目!明医心鉴"#以介绍名老中医经验和中医临证心

得为主#重点刊载中医关于疑难病的诊疗经验#要求观点)方法新#经验独到$ 涉及的病种主要有'小儿

麻痹后遗症)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肾炎)哮喘)糖尿病)老年痴呆)高血压)中风)盆腔炎)萎缩

性胃炎)癌症疼痛$ 欢迎广大中西医临床工作者不吝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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