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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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考 文 献 

[1]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 

[2]灵枢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53． 

[3]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106． 

[4]张机．金匮要略方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16． 

[5]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257． 

[6]李畴筝．太平御览：皇王部：愍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60：467． 

[7]神农本草经．吴普等，述．孙星衍，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20． 

[8]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711． 

[9]尤怡．医学读书记．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57． 

[1O]山海经全译．袁珂，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3． 

[11]孔丘．论语：子罕∥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490． 

(收稿 日期：201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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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