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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镜#字燕台#号不尘子#福建濉川人#清代中

期雍!乾时著名眼科医家#生于公元 &LK" 年#卒年不

详" 黄庭镜著有眼科医著$目经大成%% 卷#为中医

眼科经典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黄庭镜出

生于书香门第#少年时攻读经史#后遭逢科考失败与

慈父病故的双重打击#以致悲伤过度!哀毁于情#而

损其双目#罹患目疾#由此乃放弃科举#放浪形骸#悠

游山水#弃家远游" 由于黄庭镜放弃科举#身患目

疾#于是渐渐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K 多岁

时#忆先儒之言-虚度岁月#无恩泽及人#直造化中

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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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恍然大悟#乃苦读习医#尤其是在眼

科方面学力尤勤" 经过几年的学习#医术有成#很快

便超过了一些有名望的老医" 但在内障!头风等病

的治疗上#尤其是眼科针砭之术#黄庭镜自感尚未取

得大的突破" 据黄庭镜自述#一次有人告诉他有个

名叫培风山人的隐者善治眼科内障等病#遂恳请求

见#以此得见培风山人#拜于其门下" 培风山人亦毫

不隐瞒#将其眼科心法要诀尽数传予黄庭镜" 对于

黄庭镜这一段习医经历中所提到的培风山人#过去

有的学者认为是虚构的人物#有的学者则认为是真

实存在的#并认为培风山人是江夏'湖北武昌(人#

莫衷一是" 笔者经过多方查考#对黄庭镜的师承培

风山人有一些新的发现#得出了一些不同于既往的

结论#讨论如下"

9>:黄庭镜师承来源

据黄庭镜自己在$目经大成+自序%中所言#黄

氏学习医学的途径和师承来源应该有 %,

!

以历代

名医前贤为师" 黄庭镜青年时因遭受打击#双目几

乎失明#此后便留心医学#广购医书#自述尤其在眼

科方面曾下过一番苦功" 从$目经大成%一书的内

容来看#黄庭镜不仅曾于$秘传眼科龙木论% $原机

启微%$银海精微%$审视瑶函%等前代眼科专著多所

用力#取其长而弃其短&还对元代!明代以来的朱震

亨!张介宾!赵献可!李中梓等人的学说多所服膺"

可见#黄庭镜的$目经大成%乃融会前代各家之学"

"

以民间医生为师" 黄庭镜曾多次游历四方#第 &

个时期是科场失意!老父病故之后数年#此时的黄庭

镜放浪形骸#悠游山水#经常行踪不定#有时家人亦

莫知其所往#而此时的黄庭镜已经开始专攻医学"

第 ( 个时期是 %" 岁之后#受到乃兄劝说#离家到河

南!江浙一带经商 $ 年#并于此时期撰著了$目经大

成%初稿" 黄庭镜在 ( 次游历期间#必定或造访!或

见识!或结交过不少民间医生#以至于黄氏的医术在

青年之时便能超过当地一些有名望的老医生" 黄氏

眼科多可能是师事百家"

#

以培风山人为师" 这是

黄庭镜明确谈到的自己的师承来源#在黄庭镜$目

经大成+自序%中有详细叙述"

;>:培风山人授艺经过

黄庭镜在$目经大成+自序%中叙述的拜师经

历颇具传奇色彩" 黄氏说自己青年时期由于苦读医

书#医术大进#但是自感对内障!头风的治仍有不足#

对眼科针砭之术也未窥其秘" 这时#有人告诉黄庭

镜说#有一位叫做培风山人的高人精通眼科针砭之

术#擅长治疗内障!头风" 黄庭镜听闻#心往向之#恳

切请为介绍#愿请培风山人前来传授奇术秘技" 后

培风山人很快来到#外貌是-风仪肃整#伟然一丈夫

也.#且言谈举止不同凡俗" 其德高望重#口不言

钱#是假借游艺而交游于江湖的高人隐士#颇有游侠

之风" 黄庭镜深为佩服#在培风山人到来的当日#即

拜培风山人为师" 既已拜师#便恭敬礼待#朝夕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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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怠慢培风山人#后尽得培风山人心法" 培风山

人见黄氏学成后#即坚辞南归" 黄庭镜为其饯行"

饯行之日#乃深秋之时#当时景象为-山叶翳红#江

涛飞白." 培风山人欷起吟曰,-马耳批风进八

闽#星霜三易鬓垂银.#意为自己策马入闽已有 %

年#此时正是离别之时" 吟毕#即命黄庭镜续之" 黄

氏遂续诗云, -知君到处留青眼#长恐江湖断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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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乃师培风山人游历江湖#济世活人!救

治眼疾无数" 黄庭镜所续诗句语冷而隽#培风山人

以之为相知之言#遂大笑策马而去"

黄庭镜这一段学医经历仅记载在$目经大成+

自序%当中#叙述详尽#学者读来#当时场景#犹如历

历在目#但传奇色彩颇为浓厚" 黄氏门徒童德敦在

$目经大成+跋%中就认为黄庭镜所说跟随培风山

人学医的这一段经历系黄氏自己杜撰#培风山人乃

黄氏所虚构的一人物#所谓-子虚耳."

但笔者认为#黄庭镜青年时即游历四方#特别是

前期放浪形骸#悠游山水#结交友人#常常行踪不定#

有时家人也莫知其所往#故黄庭镜眼科之师#虽黄氏

亲人可能亦未必知晓#何况是黄氏门人童德敦" 因

此#不可轻易依据童氏跋文而否定培风山人的存在"

而且从$目经大成%中所记载的金针拨障术来看#黄

氏的技艺相当高超#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代与同时代

金针拨障术的成就" 金针拨障术作为一种较为复杂

的眼科手术方法#在古代往往被叹为神奇#就连黄庭

镜所尊崇的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

都曾感叹对金针拨障术只是耳闻#但却从未见过#

-又闻有巧手妙心#能用金针于黑眼内拨去云翳#取

效最捷者#此虽闻之#而实未见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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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针拨

障术这一复杂的眼科手术#黄庭镜基本不可能通过

自学而无师自通" 且在$目经大成%中#黄庭镜也曾

( 处提到过-家师.-余承师训.等说法" 据此#笔者

认为黄庭镜在金针拨障术方面#必定是得到过明师

指点" 即使$目经大成+自序%中所说的那一段经

历有虚构的成分#但传授黄氏眼科针砭之术的授业

恩师-培风山人.也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培风山人&江夏旧家'诸问题讨论

问题的关键在于#后世学者在引述黄庭镜学医

的这一段经历#介绍培风山人时#基本都把培风山人

当做是江夏'今湖北武昌(人#甚至附会为黄庭镜曾

远走江夏拜师学艺" 如李怀芝等人整理的$目经大

成%#导读中说,-黄氏觉得自学尚不能获得治疗眼

科某些疾病'如内障!头风等(的秘诀要领#于是他

远走江夏'今湖北武昌(求师#终于学得了针拨内障

等眼科秘技" 据黄氏$目经大成+自序%所言#他的

眼科老师是江夏的培风山人" 但黄氏的学生童德敦

则认为所谓培风山人#乃子虚乌有" 这段黄氏求学

的隐秘经历已成不解之谜.

/&0&

" 高健生的$金针拨

障术大师黄庭镜%一书也说黄庭镜-在江夏学习眼

科时#即考虑要编写一本质量较好的眼科专著.

/%0

#

也把江夏当做一处地名" 赫建斌在$黄庭镜>目经

大成?眼科学术成就研究%中更进一步描述说,-自

学一段时间后#黄庭镜认为对于内障!头风等眼科疑

难病的治疗尚不能完全掌握要领#又听人说江夏培

风山人精此术#于是远赴江夏'今湖北武昌(#拜培

风山人为师#虚心求教#日夜钻研#终于学得金针拨

障术等眼科秘技而归.

/"0

" 上述说法看似言之凿

凿#但实际疑点甚多" 培风山人到底是不是江夏人2

黄庭镜是不是真的曾从福建前往江夏'武昌(学医2

这需要重新来考读黄庭镜的$目经大成+自序%"

$目经大成%中#培风山人的记述主要见于 %

处,

!

$甲午中秋后一日书事%" 黄氏在文中说,-岁

己酉#余年二十六#得是术于江夏.

/&0(%

" 从本句来

看#似乎江夏是地名#说黄庭镜曾到江夏'湖北武

昌(习医似乎准确无误"

"

童德敦的跋#认为培风

山人一段子虚乌有#上文已言及"

#

对培风山人记

载最为详尽的黄庭镜$目经大成+自序%" 那么笔

者便再次详细剖析一下黄庭镜的这一段学医经历"

首先#黄庭镜学医是不是前往呢2 $目经大

成+自序%中言#黄庭镜听别人说培风山人精通眼

科针砭之术#便-亟恳为介绍#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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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注意

-来.这一词#黄庭镜是诚心请见#希望有人能介绍

游历江湖的奇人培风山人到自己这里来传授自己医

技" -洎至#风仪肃整#伟然一丈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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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培

风山人到来#黄庭镜一观察#培风山人是气度不凡"

可见#培风山人是亲自到黄庭镜所在之处来传授黄

庭镜医术的#而不是黄庭镜前往求教" 当黄庭镜尽

得培风山人真传后#-坚辞南归.

/&0(&

#这南归之人是

黄庭镜还是培风山人呢2 看后文饯行一段" 在师徒

吟诗作对之后# -山人以为知言#大笑策马而

去.

/&0(&

" 可见#要南归离去的是培风山人#而不是

黄庭镜" 因此#黄庭镜的这一段习医经历根本不可

能是前往江夏'湖北武昌(进行的" 再细看师徒二

人的诗句#培风山人起吟 ( 句便是-马耳批风进八

闽#星霜三易鬓垂银.#从黄庭镜对上的-知君到处

+(R&+

中华医史杂志 (K&M 年 $ 月第 "M 卷第 % 期!S*80 TU+7 D861U-2(K&M#V3/"M#G3>%



留青眼#长恐江湖断送人.

/&0(&来看#培风山人 ( 句

乃其自述" -八闽.是福建的别称#福建古为闽地#

北宋时始分为八州!八军#南宋分为八府!八州!八

军#元分八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建宁!延平!

汀州!邵武(#明代改八路为八府#故有八闽之称"

-马耳批风进八闽.的主人公是培风山人#也说明了

培风山人是亲自到了福建来传授黄庭镜医术" 黄庭

镜这一段学医经历#便不曾离开福建#否则断然不会

有培风山人-进八闽.之句" 黄氏学医#不是 -前

往.#而是-请来."

其次#黄庭镜所说的-江夏.是实指湖北武昌这

一地名吗2 黄氏$目经大成+自序%中说,-夫培风

固江夏旧家#德高望重#口不言钱.

/&0(&

" 如果这里

所说的-江夏旧家.所指乃言培风山人是湖北武昌

人#那么下文说培风山人-南归.便显然不通" 从福

建到武昌#应该是北归#而不可能是南归" 可知#培

风山人并非江夏'湖北武昌(人" 现代学者因对-江

夏旧家.理解有误#得出错误的结论" 那么#说培风

山人为-江夏旧家.为何意呢2 -旧家.一词#在词典

中有 ( 义,

!

犹世家" 指上代有勋劳和社会地位的

家族"

"

犹从前" 从黄庭镜$目经大成+自序%来

看#培风山人为隐士#颇有江湖游侠之风#不可能是

所谓世家" 经笔者考查#-江夏旧家.是江西!福建!

广东潮汕一带黄姓的郡望堂号"

$江夏黄研究%认为黄姓得姓于周朝时的黄国

'即今河南省潢川市西北部一带(#因-受封于黄.而

得名" 黄国被楚国所灭之后#黄姓族人便散居各地#

不少黄国遗民向楚国腹地内迁#分别定居在湖北黄

冈!黄陂!黄安!黄梅!黄石等地#这些地方也都因黄

姓的开发而得名" 其中一支内迁到江夏安陆'今湖

北云梦东南(一带#后发展成为汉代最著名的江夏

黄姓#江夏郡'今湖北云梦一带(成为黄姓发展繁衍

的中心/$0

" 有-天下黄姓出江夏#万派朝宗江夏黄.

之说" 江夏黄姓代为冠族#如东汉著名孝子黄香#时

人誉之为-江夏黄香#天下无双.#名垂青史" 西晋

末年#黄姓与中原士族均大举南迁#成为后来入闽

'福建(的-八大姓氏.之一" 至今#江西!福建!潮汕

一带的黄姓多以-江夏.为堂号#或自称 -江夏旧

家.#或自称-江夏子孙.#其中传达的信息是-姓黄

氏." 今天#福建厦门思明区还有黄氏江夏堂#江西

省南康市潭口镇田头村也有南康江夏堂#潮汕一带

的黄氏家宅也多命名为-江夏旧家." 如$潮州日

报%(KKR 年 &( 月 &M 日$潮州孚中村,-江夏子孙.状

元黄仁勇故乡%一文说,-孚中村中有一座叫6江夏

旧家4的老宅#这座老宅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

村庄的历史和黄姓宗族的辉煌岁月.

/M0

"

可见#黄庭镜说培风山人-固江夏旧家.#并非

说培风山人是湖北武昌人#而是说培风山人姓黄#与

自己同姓同宗" 作为同姓晚辈的黄庭镜赞誉培风山

人-德高望重.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现代学者把

黄庭镜所说的培风山人认定为湖北武昌人#并附会

黄庭镜曾前往武昌学医的说法#甚至还大段描述黄

庭镜在武昌刻苦学医的情景#这是没有细读$目经

大成%的序文#更重要的是对-江夏黄.这一文化背

景没有认识#而造成的错误" 其实#黄庭镜提到的

-江夏旧家.#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老师培风山人姓

黄#与黄庭镜同姓#而且可能是福建建宁县以南的黄

姓" -江夏.并非培风山人的里籍地名#而是黄姓的

郡望堂号"

=>:结语

综上所述#黄庭镜的授业恩师培风山人#并非学

者所谓的江夏'今湖北武昌(人" -江夏旧家.不是

指地名#而是指黄姓的郡望堂号#即培风山人姓黄"

黄庭镜向培风山人学医#也不在武昌#而是在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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