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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将脉分阴脉、阳脉，进而从脉，论疾病的三 

虚三实。王叔和论脉，重四时的节奏。《脉经 ·平 

三关阴阳二十四气脉第一》系统地列出阴阳二十四 

气的脉证。此二十四种脉证在数目上正合一年二十 

四节气之数，以此合于术数。王叔和坚信，人之脉和 

脉证的数 ，必与 自然节候数相应。 

对于诊脉，王叔和在《脉经序》中就指出“脉理 

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但他认 

为应该在多实践的过程，“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像 

医和、扁鹊一样“犹或加思”，像乃师仲景一样“明 

审，亦候形证”。终可达到“不待于色，能参合行之， 

可为 匕工”[1】l_ 。 

4． 历史评价 

著《脉经》统一并规范了诊脉方法，整理编次了 

张仲景 的《伤寒 杂病论》使之传 于后世，厥功伟 

巨 J。但对这样的大医在明以后却不乏微词，颇有 

诋毁。特别是对于《伤寒论》一书，错简重订派者， 

条文顺序不通，责之叔和，文句不通责之叔和，论之 

不解责之叔和，言其编次，别风淮雨，错误实多。究 

其原因不外两端：一是没有能从文献的流变来系统 

而全面地认识《伤寒论》的成书，是时代的局限和当 

时文献学的水平与眼界所致。二是神化张仲景和崇 

古思想使然。明代已经尊张仲景为医圣，则其言其 

书不可更改一字，又认为圣人之论断然无错，定是错 

在后人。也认为《内经》、《难经》、《伤寒论》已经完 

备了。至于脉学，王叔和之论，其前已有所论，王叔 

和只是整理而已，否认他的创立之功，以致《四库全 

书》没有收载《脉经》。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脉经》 
一 书，被医家视为“医门之黾鉴，诊切之指的”，其编 

次《伤寒杂病论》的工作，被尊为“仲景第一大功 

臣”。王叔和不容弹悉，其学术永传千古。《脉经》 
一 书，于公元 6世纪以后，流传到国外，10世纪时， 

阿拉伯名医阿维森纳，在所著《医典》一书中曾多次 

引用。中医脉法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与王叔和的功 

绩是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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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展“协和历史与西方医学在 中国"专题研究 

． 简讯 ．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于 1917年正式建立的，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当年为 

了资助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和运营，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成立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简称 CMB)。近百年来，CMB曾为协和医学院及中国医学科学和卫生教育事业提供了大量资金资 

助，目前对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资助范围已扩大到中国16所医学院校。为了更好地汲取深厚的协和文化底 

蕴，秉承中西医学悠久的历史传统，北京协和医学院在 CMB的资助下，开始同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密切合 

作，致力于“协和历史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等专题研究，并准备与《中华医史杂志》编辑部携手，通过共同举办 

研讨会等形式，促进该项研究工作的开展。 

(蒋育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