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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句解》作者及成书年代考 

李柳骥 张 戬 肖红艳 丁 杰 

【摘要】 《伤寒论句解》作者李文锦，字襄渑，号治庵、淑景堂主人，金陵(今南京)人，家住金陵 

天印山南的许村。大约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具体卒年不详，约在乾隆朝末期。李氏性豪迈，喜 

交游，医卜星相，诗词书画皆有涉猎，后专于医，著有《伤寒论句解》和《医家二十四则》。《伤寒论句 

解》包括《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淑景堂亲解》14卷和《思问集》7卷。前书为李氏注释发挥《伤寒 

论》之作，于1768年成书；后书又包含了《淑景堂改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4卷、《淑景堂奋医杂著》 

1卷、《医药箴言》1卷、《淑景堂医药集案》1卷，于1765年成书。 

【关键词】 李文锦； 伤寒论句解； 思问集 

Author and time of writing of Shanghanlun Jujie LI Liu-ji，ZHANG Jian，XIAO Hong—yan，DING 

Jie 

【Abstract】 Li Wenjin(courtesy name of Xiangyi，the styled names as Zhian and Shujingtang 

Zhuren)，lived in Xu Village，south of Tianyin Mountain，Jinling．He was born on the 47 year of the Kan— 

gxi Period(1708)and died approximately at the end of the Qianlong Period．Bold and generous，he liked 

making friends and practising medicine，divination，astrology，and also writing poetry and painting．Later 

he devoted himself to medicine and wrote Shanghanlun Jujie and Yifia 24 ze．Shanghanlun Jujie included 

Shanghanzabinglun Shujingtangqinjie(14 volumes)and Siwenji(7 volumes)．The former one was written 

in 1768 and was his annotation of Shanghanlun．Siwenji included Shujingtang Gaidingzhushi Hanrewen— 

pingyaoxingfu(4 volumes)，Shujingtang Sheny~azhu(1 volume)，Yiyao Zhenyan(1 volume)and Shu— 

fingtang Yiyaofian(1 volume)and was finished in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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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建设项目选择了400部中医药古籍进行整理研究， 

《伤寒论句解》是其中的一部。笔者在整理过程中， 

对此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进行了考查，发现既往的 

认识存在一些遗漏或错误，现叙述如下。 

1． 作者及生平事迹 

1．1 字号籍贯 

《伤寒论句解》一书，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 

载，其作者李文锦，字襄渑 。经查《中医人物词 

典》、《中医人名辞典》、《中国历代医家传录》、《中 

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清人室 

名别称字号索引》、《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工 

具书及《清史稿》、《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医籍汇考》、 

《中国分省医籍考》等史志书目，未发现任何有关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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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献 研 究 ． 

文锦及其著述的记载。 

通过对原书的详细研读 ，笔者找到了一些与李 

文锦生平、籍贯相关的信息： 

此书作者 自序之末，署名下有 2枚阳文方印，上 
一

枚印文为“家在许村”，下一枚 印文为“堂名淑 

景”。此书卷 1书名之左，作者署名为“金陵上邑天 

印山阳 治庵李文锦襄渑氏辑著”，由此可以判断， 

李文锦，字襄渑，号治庵、淑景堂主人，系金陵(今南 

京)人，家住金陵天印山南的许村。 

1．2 生卒年代 

李文锦在自序中说“弱冠受业于秣陵镇王元音 

夫子，文艺粗成。三试不售，为家长贫，举业之志遂 

寝，比惟Et谋升合，暇则涉情杂览。乾隆戊午邂逅周 

易斋、周正庵两先生，请其天星地舆、推 卜遁选之教， 

稍悉阴阳五行之义”_2_目序。由上可知，李文锦弱冠 

习儒，其后“三试不售”，参加了3次乡试(每3年 1 

次)都未中举，书末赵惠跋中谓其“幼习举子业，以 

授徒自给”̈2_巷 ，直到乾隆戊午年(1738)从周易 

斋、周正庵二人习“天星地舆、推 卜遁选”之学。据 

常理推测，从弱冠习儒、三试不售、授徒自给到从师 

习星象堪舆 卜筮之学，约 1O年左右。由此推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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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生年大约在乾隆戊午年(1738)前约 30年左右， 

约为 1708年，即康熙四十七年前后。 

李氏具体卒年不详。1738年时，其已年逾 30 

甚或更长，若至 1795年(乾隆在位最后一年)则已 

年逾八句甚至更长，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而言这并 

不多见，故笔者认为：李氏约卒于乾隆朝末期。 

1．3 著述 

《伤寒论句解》包括《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淑 

景堂亲解》(又名《伤寒论亲解》)14卷和《思问集》7 

卷。前书为李氏注释发挥《伤寒论》之作；后书又包 

含了《淑景堂改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4卷、《淑景 

堂奋医杂著》1卷、《医药箴言》1卷、《淑景堂医药集 

案》1卷。《药性赋》为本草歌诀，《奋医杂著》为医 

论著作，《医药箴言》为名言摘录，《医药集案》为医 

案著作。 

此外，据《伤寒论句解》赵惠“跋”，李文锦尚著 

有《医家二十四则》一书，具体内容不详。 

1．4 李氏其人 

在清代，李文锦并非名声显赫之辈，其著述亦流 

传不广，但从《伤寒论句解》一书来看，李氏当是一 

位博学多识、博采众长、不慕名利、追求真知的医家， 

也是一位医术医德俱佳的医者。 

书末赵惠“跋”云李氏“豪迈不羁，好宾客，广交 
游，议论风生，率尝屈其坐。人兼泛滥百家，医 卜星 

相，诗词书画，每见辄学，每学辄成⋯⋯既乃摒弃一 

切，专攻轩岐，举凡所以务帖括，攻伎能，精神智虑悉 
约而归之于医”l2l巷 ”。可见其颇有天赋，兴趣广 

泛，博学多识，以其聪明才智，又能潜心医学，自然有 

所成就。 

李氏著作能够“汇萃群言，自抒心得”，“遵守仲 
景之律而博贯刘李诸家之说”l2l王衙序，“不惮二十年 

之精神力量，尊师仲景，采辑诸家，手著有《伤寒论 
亲解》并《思问集》”_2_巷 ，可见其对于医学能够做 

到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虽有所偏重但不废诸家。 

李氏虽然医术“近远固获知名”，但“终不倩药 
囊求富者” 2_目序，因为他自认“性鲁直，不屑彼 口给 
技耳”[ ]自序，故而“蓬荜萧萧，贫不 自给”[ ]卷H ， 

“几不免于憔悴而危殆矣” 序。可见其不慕名利、 

安贫乐道、不炫技渔利。 

李文锦之侄李正明在《伤寒论亲解》李氏自序 

后的附言中特别指出其座右铭日“宁可识病而不能 

医，不可能医而不识病”，“识病而不能医，真也诚 

也，能医而不识病，诡也谲也”，足证其“居心戒慎， 

不愿为医者强不知以为知，误人轻病致重，重病致 

死” 序，这又让我们看到了李氏追求医学真知的 

坚定志向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 成书时间 

根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的记载，现藏于中国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伤寒论句解》为清乾隆二 

十九年(1764)三多斋刻本，具体如下： 

“00713 伤寒论句解 [1764] 

(清)李文锦(襄渑)撰 

子 目 

(1)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十四卷(清)李文锦辑 
(2)淑景堂考订注解寒热温平药性赋七卷(清) 

李文锦撰”⋯。 

但笔者在整理过程 中发现这一记载有误。① 

《伤寒论句解》包括《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淑景堂 

亲解》(或称《伤寒论亲解》、《伤寒亲解》)和《思问 

集》，《淑景堂改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或称《淑 

景堂改订珍珠囊药性赋》、《寒热温平药性四赋》)只 

是《思问集》的前4卷。《总目》记载不确；②《伤寒 

论亲解》和《思问集》的成书时间是不同的，《总目》 

记载不确。 

《淑景堂改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为《思问 

集》的前4卷，李文锦撰“淑景堂改订珍珠囊药性赋 

序”的时间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意即《淑景堂改 

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4卷作于1764年。查《医 

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淑景堂亲解》(《伤寒论句解》 

的前 14卷)卷首 目录最后附有“思问集寒热温平药 

性四赋卷上”、“思问集杂著箴言病案卷下”的标题， 

可见《淑景堂改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淑景堂奋 

医杂著》、《医药箴言》、《淑景堂医药集案》均是作为 

《思问集》一书的组成部分的，而且在《思问集》的3 

篇序言中，李文锦自序是为《淑景堂改订珍珠囊药性 

赋》而作，孙洙“序”中只提及《思问集》一书，王蘅 

“序”中虽然提及《箴言》、《集案》，但论述的主要内容 

依然是《思问集》，且《奋医杂著》、《医药箴言》、《医药 

集案》无单独书序。书序之作，必然于书籍完成之后， 

可见孙洙“序”和王蘅“序”的写作时间就是《思问集》 

全书的完成时间——乾隆乙酉年，即公元 1765年。 

作为《伤寒论句解》一书主体的《医圣张仲景伤 

寒杂病论淑景堂亲解》的成书时问应晚于《思问 

集》。考该书前有 5篇序：夏成位“序”、王蘅“序”、 

李文锦“序”、孙大田“序”、李文锦“自序”，后有1篇 
汪沁“后说”。其中有明确日期的为4篇：王蘅“序” 

作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李文锦“序”作于“乾隆 

戊子”亦即乾隆三十三年，孙大田“序”作于乾隆四 
十一年丙申 (1776)，汪沁“后说”作于乾隆 己丑 

(1769)。据此推测：《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淑景 

堂亲解》一书应完成于最早的序言撰写之时，即公 
元 1768年，而现藏国家图书馆的这部《伤寒论句 

解》的刻印时间应该是最后一篇序言的完成时间， 

即公元 17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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