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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医圣汉代张仲景先生之碑》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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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都鼹田区向岛三丁目的常泉寺内，存有(医

圣汉张仆景先生之碑)一块，石碑高182cm、宽91cm、厚

61cm。碑文刻有中国明末清初进士桑芸撰述的祠墓记．

文体采用唐代名书法家颜真卿之字体．约一千二百字。

该碑由日本医家泷清于日本文政十年(1827年)募集百

余名汉方医家出资而建立。现将碑文段落、句读如下：

医圣汉张伸先生之碑

汉张仲景先生碑 Et本泷清假勒清桑芸撰祠墓记

关思亮集唐颜真卿书

粤稽金匮玉函之书，莫不称仲景先生。先生为涅阳

人，灵帝时举考廉，为长沙太守，后以医名世。有知其概

者至询先生宅里丘墓，鲜克详焉。前此记载者，略其良二

千石而以方技列之，又何怪沧田陆谷堙古迹于蓁云莽砾

也。然今之追慕古人与古之牖灵，今人恒相求而问一相

值，具有机缘分际焉。涅阳昔隶宛，故行生为南阳人，郡

东高阜处，老父相传为先生墓与故宅在焉。洪武初，有指

挥郭云仆其碑，墓遂没。越二百六十余年，为崇祯戊辰。

有阑阳诸生冯应鳌者，感寒疾几殆，恍惚有神人，黄衣金

冠，以手抚其体，百节通话，问抚者为谁，日：“我汉长沙太

守南阳张仲景也。我有千古憾事，盍为我释之。南阳城东

四里许有祠，祠后七十七步有墓，岁久平芜，今将凿井其

上，封之惟子。”忽不见，病良愈，非梦也。是秋九月，应鳌

千里走南阳访先生祠墓．不可得，怅惘间谒三皇庙，旁列

古明医，内有衣冠鬓眉与病中所见吻合者，吹尘索壁间

字，果仲景像也。因步庙后求先生墓，为祝县丞蔬圃矣。

具道此中有古贤墓，丞怪之；并述病中奇异，丞益怪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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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纪石庙中而去。后数年，兵寇交讧，鳌不复来。园丁掘

井圃中，丈余，得石碣，题目：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

碣下有石洞，幽窈闻风雷震憾声，俱而封之。癸西。南阳

诸生应省试与应鳌遇，言之其悉。又数年。应鳌谒选得昆

阳司训，昆阳亦隶宛，入郡过行生墓，墓虽封，肖渤海能式

廓兆域，以守夙志。呜乎，井不凿则碣不出，碣不出则人

信广文祠中之石，不如信园丁。隧道之碑，独数年晦厄于

郭指挥，而忽一(旦)感著于冯广文。象法住世，亦有纪

年；龙沙显迹，亦关运会。所称千古憾事，洵不诬也。宛

府丞张君，三异闻其事，以本支渊源仕于宛，为地主表墓

修词，职也。捐资纠义，建祠三楹于墓后，门庑垣阶悉备，

与城西诸葛庐相望，遂为宛中吊古佳话，则冯广文其介

绍，而张府丞其后起哉。当汉醒灵时，北寺擅权。西园鬻

爵，有志者咸惴惴，俊厨顾及之祝。行生小试长沙。退而

著书．以垂后世。盖嘉惠斯民，未见诸施行者。寓于消

i尔迓和，为万世苏疲癃(痊)而跻仁寿，岂非有所托，以成

名而道固进于方技之外哉?当时华佗服其论，而王粲逊

其哲，固非建安诸才子可颉颃也。先生处不可为之际，以

治世之谱寓之于医理；张丞值有为之时。法寿世之心用之

于治理，千古知己，又不止区区世系之同，祠宇之筑也。

柯成张君问记于余，?此笔以记颠末，时余分藩宛汝云。

因学识浅陋，段落、句读廖误频出，望祈同道修正，并

附碑文于后，以飧同道。

(本文部分资料得益于日本友人，温知堂木下诊所所

长木下勤博士，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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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92页)9阳热亢盛

不论何种病因，只要造成阳热亢盛，热毒灼伤经脉气

血，皆可致痛。(灵枢·痈疽)：“阳留大发，消脑留项，名日

脑烁，其色不乐，项痛而如刺似针”。此种疼痛常呈现火

辣烧灼样感觉，局部红肿，扪之灼热，一般痛势比较剧烈。

<素问·痿论>：“心主身之血脉”。心为阳热之脏，偏亢

易致血脉热化而为痹厥疼痛。因此，<索问·至真要大论>

所说的“诸痛痒疮，皆属于心”，高度概括了寒、热成痛过程

中血脉生理机能的改变是导致疼痛的基本病理变化。

10六腑气津失常

<素问·举痛论)：“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

呕也。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

寒邪导致肠胃功能混乱，失于温运而致痛，常表现为胃肠

痉挛、肠鸣切痛，并伴见呕吐、腹泻等症状。又云：“热气

留于小肠．腹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泄，故痛而闭不

通矣。”热结伤津，腑气不通而致痛，常表现为腹内胀痛、

满痛。此类疼痛不仅在腹部，可出现头与腹都发生疼痛。

<素问·腹中论>：“病热者，阳脉也，以三阳之动也”“夫阳

入于阴．故病在头与腹，乃填胀而头痛也。”

11阳衰阴盛

<素问·疟论>：“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巨阳虚则 ．

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 玉
正邪交争，导致阳衰阴盛或阴盛阳衰的格局，脏腑经脉失 药

于温煦而致痛。此类疼痛，再作如下分述。 1 1135

时令影响：<素问·脉解篇)：“正月阳气出在上而阴气—i一
盛，阳未得自饮也，故肿腰椎痛也”“九月阳气尽而阴气 i
盛，故心胁痛也”。人体经脉气血与自然界变化是相对应

的，在时令气候影响下，引起经脉血气阴盛阳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