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作法,再一次促进了《庆历善救方》在福建地区

的传播。

5. 结语

《庆历善救方》是宋代官修的专门用于防治蛊毒

的医学方书,也是各级官府利用医学知识打击巫术、
改变社会习俗的工具[26]。宋代地方志、笔记小说中

记载的有关《庆历善救方》中的3个方剂,即“治蛊毒

正方”(元代称“吐剂八味方”)、“解毒丸方”和“和气

汤散”,是宋代新出现的医药方剂,在宣扬官方医学

知识和确立政府倡导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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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消息·

《江苏中医历史与流派传承 》出版

兰台

陈仁寿主编《江苏中医历史与流派传承 》一书于2014年10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此书内容包括历史纵览、医学流派、医学人物、非物质文化遗产4个方面,全面展示了江苏省

的中医历史与流派传承,重点介绍了四大流派———吴门医派、孟河医派、山阳医派、外科学派,阐述

了各流派的形成过程、代表人物及主要学术观点。
《江苏中医历史与流派传承》第4章《文化遗产》,对“雷允上六神丸”“唐老一正斋膏药”“致和堂

膏滋药”“季德胜蛇药”“王氏保赤丸”“五妙水仙膏”“戴晓觉膏药”“阙宋氏膏药”等传统中成药的制

作技艺作了介绍,还对“丁氏痔科”“雅妙河戴氏中医喉科”“闵氏伤科(苏州)”“闵氏伤科(昆山)”“郑
氏妇科”“金坛儒林树德堂妇科”“常州钱氏中医儿科”“‘臣’字门中医儿科”“金坛老人山程氏骨伤”
“许氏正骨”“曹氏中药热敷接骨”等中医药传统技艺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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