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史杂志 2011年9月第4l卷第 5期 Chin j Med Hist Sept 2011．Vol 41，No．5 

“冤"“宛"有别 “蛊"“瘕"相通 
— — 与赵鸿君、郑洪新先生商榷 

孥今蘸 

《中华医史杂志))2010年5月第3期发表了赵 

鸿君、郑洪新合著《“五经”和<黄帝内经)中“癃”、 

“蛊”训义探析》(以下简称《探析》)一文，读后深感 

有两点有商榷的必要。 

1． “冤”“宽”有别 

《探析》说：“瘅疟的主要病因为阴气先绝，阳气 

独发，病发但热不寒，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此 

文“少气烦冤”之“冤”字误，当作“宛”⋯ 。《说 

文 ·兔部》说：“冤，屈也，从门从兔，兔在『]下不得 

走，益屈折也”，是一个“会意字”，於袁切，读“冤枉” 

之“冤”，和“究”字是不同的。宛，“从 ，免声”，是 
一 个“形声字”，读“烦”宛之“宛”。《灵枢经》无 

“宛”字，凡“烦宛”字皆作“烦悦”，史崧《音释》说： 

“愧，音闷”l2 J。是“宛”、“愧”二字俱谐“免声”，读 

音同也，读音同，而字亦相通。 

前人说过：“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以古书在 

长期流传过程中，必不免亥豕鲁鱼，错简脱讹，谬种 

流传，遗害匪浅。学者如能校勘而刊出，于己则少 

错，于人则功莫大焉。如此文之所谓“少气烦宛”， 

在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年3月影印出版《黄帝内经 

素问 ·疟论篇》和该社 1956年2月影印出版《针灸 

甲乙经》卷7第五 以及该社 1956年3月影印出版 

《金匮要略方论 ·疟病篇》E4]皆作“少气烦宽”，无最 

后一“、”，下不作“兔”，与“冤”不同也。宛，《说 

文》虽漏收，然在我国古代典籍里，多有用之者，如 

《素问 ·玉机真藏论》说：“少腹宛热而痛”̈ I4。、《素 

问 ·气交变大论》说：“岁土太过⋯⋯体重烦 

宛”⋯ ，又说：“岁金太过⋯⋯肃杀而甚则体重烦 

宪”_1 ，又说：“岁水不及⋯⋯胭脯股膝不便烦 

宛”⋯ ，《素问 ·示从容论》说：“肝虚，肾虚，脾虚， 

皆令人 体重烦宛”，“咳嗽宽烦 者，是 肾气之逆 

也”⋯ ，又如《楚辞 ·九章 ·抽思》说：“烦宽瞀容， 

实沛徂兮”，《九章 ·思美人》说：“蹇蹇之烦宛兮，陷 

滞而不发”，《七谏 ·谬谏》说：“心而烦宛兮，蹇超遥 

而无冀”，《哀时命》说：“魂眇眇驰骋兮，心烦宽之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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忡”(均见《四部丛刊》线装本)。《文选 ·宋玉风 

赋》说：“勃郁烦究，冲孔袭门”，《文选 -嵇叔夜琴 

赋》说：“怫恫宽烦，纡馀婆娑” J，《晋书 ·孝愍帝 

纪》说：“枕戈烦竟，肝心抽裂”_6 等等，皆是其例。 

《探析》说：“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云：‘少腹冤 

热而痛，出白，一名日蛊’。王冰注：‘冤热内结，消烁 

肌肉，如虫之食，日内损削，故一名日蛊’。”此文“少 

腹冤热而痛”和“冤热内结”之两“冤”俱为“宛”字之 

误，前文已详述，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年2月影印出 

版之《针灸甲乙经》卷 8第一上载此文，作“少腹烦 

宛”，正作“宛”，不作“冤”。其作“宛”字为误无疑。 

2． “蛊”“瘕”相通 

《探析》说：“如《素问 ·玉机真藏论》云：‘少腹宛 

(原引作“冤”，误，今改)热而痛，出白，一名日蛊’。 

王冰注：‘宛(原引作“冤”，误，今改)热内结，消烁肌 

肉，如虫之食，日内损削，故一名日蛊’。”此说可商。 

王冰说注此文“一名日蛊”之“蛊”当成“蛊毒类病”， 

说“宪热内结，消烁肌肉，如虫之食，日内损削”，而 

《探析》则又引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义》谓是“花 

柳淋病”，又“据《马王堆汉墓女尸》介绍，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女尸的尸体内存有血吸虫卵”，推导出“即 

今血吸虫病”。然就《素问 ·玉机真藏论》“一名日 

蛊”之本义而论，则《探析》诸说似有望文生义、牵强 

附会之嫌。殊不知此“蛊”字与“瘕”可通，犹“细辛” 
一 日“小辛” J，以“细”、“小”二字可通也。 

考《素问 -玉机真藏论》“少腹宛痛”句上，尚有 

“病名日疝瘕”一句。病名日疝瘕，少腹宛热而痛， 

正乃《素问 ·平人气象论》所述“疝瘕少腹痛”之简 

状也，《金匮要略 ·水气病篇》亦有“疝瘕腹中痛”的 

记述。《素问 ·大苛论》说：“三阳急为瘕”王冰注： 

“血凝为瘕”，《伤寒论》卷5《释音》说：“瘕，音假，腹 

中久病”，是瘕为血液凝积腹中之久病。《说文 ·广 

部》说：“疝，痛也”。其瘕有痛则谓“疝瘕”，无痛则 

止谓“瘕”或因伏藏则谓之“虑瘕”，或因其坚结则谓 

之“石瘕”。瘕，切音为“古雅切”，然亦读 “公户 

切”，与“蛊”通。故此文说“一名目蛊”。所谓“亦 

名日蛊”者，即“病名日疝瘕，少腹宛热而痛，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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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名日蛊”，是既日“瘕”，而又可日“蛊”，非必 

王冰注说“疝瘕”之“竟热内结”进一步发展至“消烁 

肌肉，如虫之食，日内损削”而始“名日蛊”也 l̈4 。 

蛊，古亦读“公户切”，二字同声，可通假也。《说 

文 ·、广部》“瘕”字下，段玉裁注：‘厉假木瑕’，笺云： 

‘厉，假，皆病也’。”又引钱氏大昕日：“《唐公房碑》 

日：‘瘸蛊不瘕’。即郑笺之‘疠瘕不瑕”’。是“蛊” 

即“瘕”也。《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说：“临蕾汜里 

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诊其脉，日“蛲瘕”。蛲瘕为 

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 J。清代尤怡所写 

《医学读书记 ·续记》“蛲瘕”条，谓“盖即今人‘虫蛊’ 

之病” 。是“瘕”即“蛊”也。《山海经 ·南山经》说 

“丽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 

瘕疾”，袁珂译注云：“蛊胀病”_1 。是“瘕”谓蛊胀病 

亦读谓“蛊”也。瘕，读古雅，公户二切，蛊，亦读古雅， 

公户二切，犹“贾”字之读古雅，公户二切也。《说 

文 ·贝部》“贾，市也”下段玉裁注引《汉石经论语》 

说：“求善贾(古雅切，读“僵钱”之“便”)而贾(公户 

切，读“商贾卖出”之“贾”)诸”，今《论语 ·子罕篇》作 

“求善贾而沽诸”[1̈者，是“沽”乃“贾”之假借字也。 

可见《素问 ·玉机真藏论》所提示的“瘕”，蛊字通”是 

无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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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 1辑和第2辑出版 

在近代之前，中医药学术也曾有过数次比较大的变化。但在近代，在 

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学术所发生的变化与近代之前的变化有着很 

大的区别。而且，这种变化直到现在仍然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产生着影 

响。 

与近代之前不同，在近代，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医药学者创办了 

多种中医药期刊，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医案验方、经典阐释、医家介 

绍、医籍连载、讲义选登、医事新闻、行业动态、政府法规、批评论说、乃 

至逸闻、小说、诗词、书洗等，全面反映了近代中医药的状况。 

近代的中医药期刊虽然出版数量较多，但由于时局动荡，以及其 

他因素的影响，现在存世的数量并不多，而且分别保存在全国多个图 

书馆，极为分散。再加之近代期刊用纸已风化酥脆，难以翻阅。这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期刊资料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者 

对中医药学术在近代的发展进行研究。 

有感于此，上海中医药大学段逸山教授与多位编纂人员在各地图 

书馆的支持下，选取了从清末至 1949年间创刊，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医 

． 出版消息 ． 

药期刊47种，共计 12万页，精装 205册，分为5辑出版，将于年内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目前，第1辑和第2辑已经出版。其中，第1辑收录了《利济学堂报》、《医学报》、《绍兴医药学报》、《中 

西医学报》，及《神州医药学报》等，近代最早出版的5种中医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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