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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温病”首倡者的史学判定不能成立。汪机在 

温病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归纳和总结了春温病的 

3种类型，并提出了春温病在临床处理上的基本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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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钞本<金匮要略方>》出版 

由段逸山、邹西礼整理的《明洪武钞本(金匮要略方)》于 

2011年4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金匮要略》是版本情况最为复杂的经典医籍之一，现存最 

早、也是通行至今的版本是元代邓珍刊本《新编金匮方论》。 

2007年夏，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一种此前一直未能引起学界注意 

的明洪武吴迁钞本《金匮要略方》，所据的底本为北宋绍圣三年 

(1096)刊本，比通行600余年的邓珍本还要早 200余年。经学 

者研究，这个钞本与通行本的差异几乎是全方位的，它至少具有 

以下重要价值： 
一

是版本价值极为珍贵，据之可了解宋版《金匮要略》的原 

貌(正因为此，该钞本已被文化部列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二是可据以纠正通行本在病证的诊断、医方的组配以及药物的 

炮制与使用等方面的诸多错误；三是补充了一些不见于通行本 

的重要医方以及许多或剖析组方要领、或辨别证候用药、或提示 

注意事项的说明性文字，对临床应用助益甚大。 

整理本《明洪武钞本(金匮要略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 

． 出版消息 ． 

分为长篇《前言》，详细介绍了《金匮要略》一书的版本流传情况，洪武钞本《金匮要略方》的概貌及其版本价 

值、文献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以及洪武钞本与通行的邓珍刊本的差异对比等等；第二部分为全书主体，全面 

考察、详细比勘了这两种版本遍布全书的参差之处；第三部分为洪武钞本《金匮要略方》的全文真迹影印件， 

据以可饱览此珍稀版本的原始风貌，同时亦可一赏明初文士的精美书法。 

(邹西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