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首页 行业动态 社会责任 百年老号 品牌形象 学术研究 会员专区 关于我们 

典籍

名人

药具

药店

药厂

药市

药材

药品

医院

此处

当前位置： 首页 百年老号 《妇人大全良方》 

《妇人大全良方》 

典籍、名人、药具、药店数据来源：数源汇通藏品阁

    《妇人大全良方》宋陈自明撰，是我国早期女科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名著，书中的妇科学术理论和临床方治内容较

为丰富而全面。从医学专科的角度，该书对南宋以后的妇产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深受后世医家青睐。  

    陈自明（1190-1270年），字良甫（或良父），南宋江西临川（今属江西）人。出身于医学世家，曾任建康府（今

江苏南京）明道书院医学教授，深得《黄帝内经》要旨，博览历代医家著述，汲取南宋以前诸家治疗妇科之长，并继承

家传良方，除精熟于妇科外，亦擅长外科，其代表作为《妇人大全良方》和《外科精义》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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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人大全良方》又名《妇人良方》、《妇人良方大全》、《妇人良方集要》，全书24卷，撰于宋嘉熙元年（1237

年），全书分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产难、产后8个部分，计261论。陈氏重视诊病后药物的选择、炮

制、保存以及煎服方法，将“辨识修制药物法度”列于全书之首，该篇对于其在妇科临床中常用的100余种药物的辨识进

行专门论述，颇具实用价值。《妇人大全良方》中辑录了较多已经散佚的宋以前医籍，如《经效产宝》、《妇人产育宝

庆集》、《胎产经验方》、《小品方》、《梅师方》、《养生必用方》、《十产论》等，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宋咸淳元年（1265年），即此书成编后的28年，陈自明重新修订补充后再予刊行，可惜此宋刻本未见传世。此元代

勤有书堂刻本是已知现存最早版本。余氏勤有书堂是宋元间福建建阳地区著名刻书坊，自北宋的余靖安至元代的余志

安。世代相沿，刻书极多，尤以元代刻书影响最大。《四库全书》本就是依据此版本抄录，提要称：“是编刻于勤有书

堂，犹为自明原本。”除此本外，目前存世的均为补注、校注本，如经明代熊宗立补注的有明天顺八年（1464年）熊氏

种德堂刻本、明正德四年（1509年）陈氏存德书堂刻本等；经明代薛己校注的有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沈鉴刻本、

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建邑书林余彰德刻本、明陈长卿刻本、明杨轸飞四知馆刻本、明书林余氏书瑞堂刻本等，分

藏于国内各图书馆。此外，国内还藏有多种日本和朝鲜刊本。  

    此本清初收入翰林院，后为清代藏书家蒋光熵收藏，书中钤有：“盐官蒋氏衍芬草堂三世藏书印”、“臣光熵

印”、“寅畴”等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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