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官山汉墓医简的种类和定名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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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共 =>M 枚'含残简(!分 > 处存放!其中一处 ONP 支!除/尺简0>M

支外!均为医书!经成都市考古研究所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最初整理!暂定名为/五色脉藏论0/敝昔

医论0/脉死候0/六十病方0/病源论0/诸病症候0/经脉书0/归脉数0W 种" 通过全面识读%字体比

对%内容臻别%考察体例行文等! 建议将这批医简分为 = 种!分别命名为/敝昔诊法0/诊治论0/六十

病方0/诸病一0/诸病二0/十二脉'附相脉之过(0/别脉0/刺数0/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0"

!关键词"!老官山汉墓&! 简书&!命名

G'/0%//'#(#(&A-/D-0'-/)(*()C'(1 #.C-*'0)$3)C3## /$'D/%(-)4&A-*.4#C F)(&#C3'(

U)#1%)(/A)(!!"N%=%)3

<

!M+,L/;&)

<

!R?,-L%8')3

>

! ["+J&'

N

! L+L%)3

>

9E ")08%8/82'<:%)';'3>& B

:41'';'<W&0%4$27%4&;:4%2)42! A12)37/ #)%@250%8>'<J5&7%8%')&;A1%)202$27%4%)2! A12)37/! SEDDXO& C

A12)37/ $/)%4%6&;")08%8/82'<A/;8/5&;M2;%40&)7 ?541&2';'3>! A12)37/! SEDDXB! A1%)&

)23/&4)0&*!=>M 2&,3,)(*8$68(()/&2!&#3/.%&#48+(K,# 8$68(()/&2)!*(.#% &# i$(4.$#)7$# A$#

'(68! $+,2/$3,% &# ':(/(3$'&(#)5"# (#,(*'7,/(3$'&(#! ONP 2&,3,)! ,E3,2'>M 2&,3,)(*X41%F%&)X! (*

6,%&3$/8$68(()/&2)$+,)'(+,%5J7,U7,#4%. B.#&3&2$/"#)'&'.',(*\+37$,(/(40$#% U./'.+$/e,/&3)H+(1

',3'&(# U,#',+(*D&#4@7(. 2+,/&6&#$+0)(+',% (.''7,),2&,3,)$#% ',#'$'&9,/04&9,'7,6'7,#$6,), R/ 02

=&%I&)3 ;/)! W%U%>%;/)! $&%0%1'/! !%/ 01%Y%)3 <&)3! W%)3 >/&) ;/)! H1/ Y%)3 I12)3 1'/! N%)3 =&%

01/! -/%=&%01/5J7+(.47 (.+3(62+,7,#)&9,+,$%&#4! *(#'3(62$+&)(#! 3(62$+&)(# (*'7,3(#',#')! $#%

&#9,)'&4$'&(# (# '7,',E')! &':$)).44,)',% '7$''7,8$'37 (*6,%&3$/)/&2)6&47'8,%&9&%,% &#'(#&#,K&#%)(*

%(3.6,#')! #$6,/0! W%U%I12) <&! H12) I1%;/)! !%/ 01%Y%)3 <&)3! H1/ Y%)3 >%! H1/ Y%)3 25! :1%25=&%!

W%2=&%! A%01/! ,%01/) T/ 02=&%I&)3 >&) F%)3 012)5

)5-, 6#4*/*!i$(4.$#)7$# '(68 (*'7,A$# C0#$)'&,)&!B,%&3$/8$68(()/&2)&!I$6&#4

+

论坛与争鸣
+

!!CL",<M5NOPMQ36$5G5&))#5M>RR1OMRN5>M<P5MR5M<M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整理研究

'<T \̀;MMR(&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成都市老官山医学文献

文物的科学价值研究'>M<T;?M<OR(

作者单位, P<MMOR 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李继明!任玉兰 (&

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王一童!叶莹 (& P<MMO> 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所'谢涛(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在

/考古0>M<T 年第 O 期发表了考古报告/成都市天回

镇老官山汉墓0

-<.

!将 BN 号墓出土的 ONP 支医简

'含残简(!其中/尺简0一书共 >M 支非医学内容!实

际为 O<P 支'封底图(" 除/五色脉藏论0 '简称(一

书原有书名外!根据简文内容将 O 部无题名医书初

步定名为/敝昔医论0 /脉死候0 /六十病方0 /病源

论0/诸病症候0/经脉书0/归脉数0"

笔者在全面识读上述 W 种医书的基础上!对医

简的特征及内容进行了认真比较!认为之前对这批

医简的分类和命名不尽合理!应根据其特征和内容

重新命名" 兹分述如下"

758#敝昔诊法$

原命名为/敝昔医论0!共 RR 支简!全部为残

简!且残损较重" 简书内容以诊断为主!主要包括望

诊%脉诊及五脏病状"

望诊以望面色为主!围绕#赤%白%苍%黄%黑$五

色展开论述!首先谈#五色$与#天$的关系!如#五色

甬'通(天!脉之出入与五色相应也!犹响之应声也!

犹影象刑'形(也$ 'RM( " #黑色甬'通(天为
!

!

$

'>(" #肺甬'通(天为秋$ 'T>(等" 在#天人相通$

理论的基础之上!又论述了#五色相乘$的情况及预

后!如#敝昔'扁鹊(曰,白乘白!病自已!所胃'谓(白

乘白者$'>=(!#赤乘黑!不治!以冬死+唇反人盈!

月'肉(已死!甲及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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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诊主要论述脉的#至$ #损$与真脏脉" 其中

#故曰,脉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
#

$ 'TM(!#

!

再员

'损(离!叁员'损(曰争!争者夺血$ 'NT(!脉的

#至$与#损$与/难经+十四难0所述脉之损至的内

容相仿" 另有 > 条简文!论述了后世所指的真脏脉"

如,#脾至如鸟之豆水之深!病出于脾11$ '><(%

#肾辟辟如单'弹(石者!病出于肾11$ 'NM(!与

/素问0/备急千金要方0等医籍中对真脏脉的论述

相仿"

另有一些诊断内容似是述五脏病状!从残端的

言语推测!作者所论为根据所表现出的症状%体征等

来判断病属某脏!或者说某脏有病则要表现出某些

症状和体征" 如#

!

敝昔'扁鹊(曰,

!!

至者!病出

于心11$ 'TO(!#肝脉至曰病出于肝!血寒!不类

!

!宜善胀$'NP(" 当然!也有可能是论心病与肝病

的脉象"

除具体的望诊%脉诊内容外!还有综合论述色脉

的相关变化或异常的结果!用以判断可治与否" 如

#11凡脉与五色变内乘外者死!外乘内者可以毒

#

$'R<("

原定名为/敝昔医论0!可能是因为这部分简中

有论述人与自然相通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敝昔

'扁鹊(曰,人有九徼'窍(五藏十二节!皆鱳于气$

'N>(" 其实原书作者是在运用人与自然相通的原

理来说明色脉的变化与外界相应!五行%五方%五色

以及季节等与人的五脏相应!而五脏之气的变化又

会体现于外!故可用于诊断" 这一思想在另一支简

中有明确的表述,#五色通天!脉之出入与五色相应

也11$'RM("

从上面的分析看!这部分医书应当是一部诊法

专书!所包含的内容较全面而系统!虽然内容缺失较

多!但从现存的 RR 支简的残损内容看!也已传达出

扁鹊诊法的完备与精深!足证史书记载扁鹊精于诊

断并非虚语" 原命名为/敝昔医论0!#医论$的含义

太宽泛!指向性不强!应明确定名为/敝昔诊法0"

敝昔即扁鹊!所以亦可名为/扁鹊诊法0"

958#诊治论$

原命名为 /脉死候0!有 TP 支简" 其中第 OP

简,#-一曰.刑'形(死!二曰气死!三曰心死!四曰志

死!五曰神死"$最初整理时以此为据!将该书命名

为/脉死候0" 但#死候$未能概括书中包含的疾病

诊断及#石$ #碆$疗法等其他内容" 虽然该书内容

相对繁杂!残简较多而难以很好连缀!但不外是论述

了疾病诊断与#石$#碆$疗法两方面的内容!故宜定

名为/诊治论0"

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原命名为/病源论0中有 T

支简的内容%体例及行文方式与/诊治论0相同!而

与论述疾病诸简的内容及体例均不一致!如 #月

'肉(风者!恶风温寒!遇风则肤痛11$'NTR(!#则

谨视阳明若'落(!逆阳甚
!

则石之!逆阳明不盛择

石其背俞11$'NRM(!故应归于/诊治论0中"

调整后!/诊治论0共 RM 支简" 这部书字迹残

损较多!内容似较庞杂!除上述论五死的一支简外!

更多的论述了#五痹$ #五风$等疾病诊断以及用

#石$#碆$治疗等内容"

原简描述了五痹%五风的病状!用于此类疾病的

诊断" 如#五风"

!

风其
!!

不应其
!!!

不欲如

此者!宜数11$'RW(#五痹" 骨痹者!其在骨!其人

痛痒而不知其所在11$'PR(!此外还提及#脉风$

#月'肉(风$#肌肤痹$等"

/诊治论0用较多篇幅论述了#石$ #碆$这 > 种

外治法!如#

!

气夏碆夹
!

石大阴!则秋不肩背痛&

秋碆其输石大阳!则
#

$'WN(!#11阴阳之脉!择盛

者而石之其输!择
!

者而碆之11$'WO(" 石碆的

具体使用方法已难考证!从这批简书的论述看既可

用于治疗疾病!也可用于预防及保健"

:58#六十病方$

在此次出土的医简中!相对而言!/六十病方0

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种!其内容为治疗各类疾病的

方剂" 有从#一$到#六十$的题名简作为目录!如,

#一%治风&二%治 &三%治瘕&11五十九%治气暴

上走嗌&六十%治泄而烦心$" 通过前后对比互证!

可基本恢复 PM 个病方的名称" 尽管每种疾病下所

列的药方%治法不止 < 个!但有目录为据!故命名为

/六十病方0亦十分合理"

此外!原定名为/病源论0一书!在可识读的 <>

支医简中!有 O 支医简属于/六十病方0的残简!如,

#治瘕三 治肠山'疝(十八$'NR<(%#治女山'疝(山

'疝($'NR>(!应一并归入/六十病方0中"

;58#诸病一$与#诸病二$

原命名为/诸病症候0!共 >MR 支简!其文字有

可明确区分的 > 种不同书写风格!显然不是出自一

人之手" > 种不同书写风格的简书!在记载疾病病

种%论述方式及行文体例等方面均有差异"

一种字体较飘逸舒展!隶化程度稍高!所论疾病

主要包括风%伥'胀(%女子病%伤中等!其论述方式

为,首述病名!次述症状!偶有提及疾病预后或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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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囊?!久不得近宫!囊赤脉血痛$'T>P(" #心风!

谯绝!善怒!病甚则不可快也"$'RWM(#土风!密室而

处!恶闻人音$'T>R("

另一种字体较古拙雄浑!隶化程度稍低!所论疾

病主要包括单'瘅(%金伤%瘕%马尤等" 其论述方式

为,首述病名!次述症状!再述病因或预后或相类似

疾病" 如#隋 '髓(单 '瘅(!目黄而兑!得之宫"$

'TTR(#马尤!当节而溃!不死而久$'TMR(" #

)

瘕!

时痛而腹热!类苦母$'N=O("

这部分内容无论从对疾病的命名还是对病症的

描述!均体现出很严密的辨证思维!可以看出一切从

病因病机出发的思维方式" 全书记录的各种病名在

<MM 个以上!其分类方式亦颇具特色!以几十个大类

疾病为主!可以看作是一级病名!再在其下分若干二

级病名" 有的大病既有总论!又有分论!本身就可以

单独成篇" 如论述#风$这一疾病的简数就达 N>

支!其中属总论性的内容有,#凡风者百病之长也!

唯
!

变化为它病!犹有风气之作也$ 'TW<(" #凡风

之始产也!皆有大分!至其变化!则无常方矣$

'R>N(" 然后再分述各种#风$病!其数量达 >M 余

个" 该书的论述方式除病名%症候表现外!还包含了

病因病机%预后%需鉴别的疾病等内容!是一部全面

论述疾病的专著" 原定名为/诸病症候0!未能完全

概括这部书的全部内容!故宜更为笼统地定名为

/诸病0" 鉴于存在 > 种不同书写风格和不同的论

述方式!故将字体飘逸舒展%论述较详的部分作为

/诸病一0&将字体古拙雄浑%论述简要的部分作为

/诸病二0"

<58#十二脉+附相脉之过,$与#别脉$

原命名为/经脉书0!共 R> 支简" 这部分简的

长%宽%厚与/诸病0相同!出土时就与/诸病0交叉散

落!字体亦与/诸病0相仿!也存在 > 种不同的书写

风格" 内容有十二经脉循行及所主病%别脉%相脉法

N 个方面" 原命名为/经脉书0!虽包含了这部分简

书的主要内容!但过于笼统!不能突出老官山医简的

学术特色" 应根据书写风格%内容及体例将原/经

脉书0析为 > 部!明确命名为/十二脉'附相脉之

过(0和/别脉0" /十二脉'附相脉之过(0包含十二

脉循行及其所主病和 < 篇/相脉之过0" 其中!经脉

循行及所主病与同时代的/足臂十一脉灸经0/阴阳

十一脉灸经0/脉书0互有异同!最大的差异在于该

书经脉总数为 <> 条!而非 << 条!其经脉名称亦不相

同!这部分宜定名为/十二脉0" 除十二脉之外!还

有 R 支简论述经脉诊断!可连辍成篇!为具体描述判

断#有过之脉$的方法和三阴%三阳脉死候" 如#相

脉之过!左手直'置(

!

五寸而案之!右手直'置(果

'踝(而单'弹(之!应手如三舂11$'P>N(" 可径

取简首 T 字以作篇名!将其定名为/相脉之过0" 与

此篇相似的内容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张家山汉简

/脉书0中亦有!马王堆汉墓帛书另别为单独一种!

命名为/阴阳脉死候0" 笔者认为!这部分虽为诊脉

内容!但并非单独的诊断专书!老官山医简中有多种

书均涉及诊断!以诊断为主的书已有上述 N 种!而这

部分是附于经脉之后的有关诊断的内容!故宜将其

附于/十二脉0之后!不作单独的一种!因其内容确

与论述经脉循行及主病的体例不同!故作特殊处理!

将其书名定为/相脉之过0!附于/十二脉0之后"

另有 = 支简在书写风格%论述体例与所载内容

上均不同于/十二脉0!这部分内容亦不见于其他出

土医籍及传世文献" 其行文方式为,经脉的名称%循

行%病症和灸法!如#间别大阴脉!出
!

缭婢'髀(!出

深贪!脐上痛!奏于心痛!山'疝(

!

癃%遗弱'溺(!久

'灸(大阴$'T<>(" 每支简均以#间别$> 字开头!其

循行%病症又不同于十二经!末尾以灸某脉结束"

#间别$> 字其义尚待考证!推测当是#别脉$之意!

故这部分内容可定名为/别脉0"

=58#刺数$

原命名为/归脉数0!共 TR 支简!称#内容反应

8疾病归脉3的经穴数$!故名-<.

" #归脉数$所表示

的意义不明确!#疾病归脉的经穴数$亦难解其义"

这部分简的字体%文字排列%行文体例等!均十分规

范一致!如#单'瘅(!两辟'臂(大'太(阴%两罤阳明

各五$'PTP(" #聋!两辟'臂(少阳各五$'PRO(" 都

是首列病名或症状!次述治疗部位及所属经脉!最后

言针刺量!故属针刺方法专书!即后世所谓的针刺

方" 除了开列具体治疗的针刺方外!尚有总论性质

的概述,#刺数必见病者状!并视病所!乃可
!!

!病

多相类!非其名众而害察!初病而裫之!病可俞'愈(

也!不害$ 'POM(" 这很可能是该书的卷首!故可径

摘简首 > 字以作书名!即/刺数0!既不违原作者之

意!亦足以体现该书的主旨以及内容"

>58#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

原命名为/五色脉藏论0!共 PP 支简" 其中有

一支整简仅有 = 字!清晰可辨,#逆顺五色脉藏验精

神$'PW<(!是当即为原书标题!可径用作书名!若简

称为/五色脉藏论0亦未尝不可" 这部书的内容亦

较庞杂!与/诊治论0书写风格不同!但内容互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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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这部分简的书体隶化程度似更低!提示书写年代

更早" 需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方能进一步理清这

几部书之间的关系"

此外!原定名为/病源论0一书!简号 NTN [NPM!

共 <W 支!可识读的有字简仅 <> 支!根据内容及字

体!应分别归于/诊治论0和/六十病方0中!不宜单

独别为一种"

通过全面识读!对比字体及书写风格!臻别内

容%考察体例及行文方式!将原考古报告中初步整理

命名的 W 部医书拆分合并!调整为 = 种!分别为,/敝

昔诊法0/诊治论0 /六十病方0 /诸病一0 /诸病二0

/十二脉'附相脉之过(0 /别脉0 /刺数0 /逆顺五色

脉藏验精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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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一届二次学术年会纪要

付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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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MNMMM< 太原!山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

!!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一届二次学术年会!于

>M<P 年 W 月 P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 此次会议是山西省

医学会一类学术会议!由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办!山

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承办" 会议的主题是#医史文化与课

程建设研究$"

W 月 R 日晚!医史学分会首先召开了第一届二次常委

会!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付德明副

教授介绍了此次年会的筹备情况" W 月 P 日上午学术年会

正式开幕!由付德明副教授主持!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

主任委员%山西医科大学副校长贺培凤教授致开幕词!介绍

了山西省医史学会自成立以来的相关工作!并感谢山西省医

学会相关领导以及与会代表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 山西

省医学会副秘书长樊瑞华和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任委

员梁永宣教授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 随后!全体与会代表和山西省医学会及山西医科大学的

领导合影留念"

开幕式后的#专家报告专场会$由山西省医史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赵怀舟教授主持" 首先是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

主任委员梁永宣教授作了/日本医疗保险中的汉方颗粒剂

与中国医学之渊源0的精彩讲演!深入分析了日本汉方颗粒

剂与中国名医及医籍的重要关联" 随后!大同新健康医院周

益新院长%山西大学科技史研究所姚雅欣副教授%山西中医

学院冯丽梅副教授等分别以/三晋医学发展史略及特点撷

要0/谁在医疗4 谁的身体4 山西医史研究的观念1价值1方

法应变0/山西民国医药史研究进展0等为题发表了学术讲

演!他们从学术的高度和深度!回顾%总结了山西省医史学诸

方面成就!也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引发了与会代表的深思"

下午召开了#医史文化与课程建设专场会$!由山西医

史学分会常务委员周益新教授主持" 长治市人民医院杜永

刚教授%山西医科大学吕雪梅讲师%山西中医学院薛芳芸教

授%山西医科大学赵晓云讲师%山西省中医研究院赵怀舟教

授%山西医科大学付德明副教授%山西省中医研究院王小芸

副教授等 O 位学者分别以/<=NM 年代传教士医生在长治0

/后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及其人文医学价值探讨0 /宋

代文士通医现象研究0/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两位女护士0/傅

山医方医术管窥0 /适应新形势下的西医通史教学改革初

探0/山西道地药材连翘应用源流初考0为题发表了专题演

讲!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

之后举办了#后浪医史论坛$!由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付德明副教授主持" 来自山西大

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张宇羚和博士研究生武

晓媛分别以/如何让身体本身说话40/<=RM 年代山西省#除

四害%讲卫生$运动之考察0为题报告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山

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赵晶%邢晓敏%薛占岭%贾

梦久等就/画布上的医学0为题做了相关讲演"

最后!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付德明副教授主持了闭幕

式" 他对此次大会进行了简要总结,大会共收到论文稿件

>W 篇!编辑了/会议论文集0 '>O 万字(!讨论并以举手表决

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山西医史学会章程0和/换届改选办法

议案0" 主任委员贺培凤教授代表山西省医学史分会对山

西省医学会和山西医科大学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对来自

全省的与会代表致以诚挚的谢意"

此次大会内容丰富!安排紧凑!收到了预期效果!取得了

圆满成功"

'收稿日期,>M<R1MW1<M(

'本文编辑,王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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