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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举校正医书三长官——韩琦、范镇、钱象先 

考释 

孟永亮 梁永宣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占二年(1057)的临 

时性校书机构，由官府设置，以勘行颁印编校古代医 

籍为目的。该机构初隶属于门下省的编修院，成员 

包括 1名提举和多位校正医书官。从成立之初至神 

宗熙宁二年(1069)止，12年间编校医籍 11部，为保 

存和传承古代医学文献及促进中医药学术传播、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关 于校正 医书局的长 

官——提举一职少有人论述，至于韩琦、范镇、钱象 

先 3人如何成为校正医书局提举更无人考证。笔者 

拟对提举官的来历、校正医书局的隶属关系、首任提 

举韩琦建言校正医书的背景、提举校正医书局人员 

的演变略作考释。 

1． “提举”的来历 

“提举”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官职，为“主管”、“执 

掌”之意，原创于太宗淳化五年(994)。据《文献通 

考 ·官诰院》卷 60载：“宋初于右掖门置院，四司诰 

身案并集于此，以备中书除改，本司郎官各主其事。 

淳化五年，始专置官司于省内。凡官诰，各以本司诰 

身印印之，⋯⋯官诰院提举一人，以知制诰充。” 

由此可知，官诰院提举为宋代提举官首创。据贾玉 

英研究，宋代文献中的“提举官”达 150多种，从宰 

相府到地方州府、军政部门及宫观岳庙等均置提举， 

其职能几乎涉及各方面 J。宋真宗、仁宗 、英宗 3 

朝时提举官设置逐渐增多，神宗时形成了提举官制 

度，哲宗、徽宗时专职提举官增多，南宋时还出现了 

军职提举官。 

2． 校正医书局提举 

北宋校正医书局设于编修院之下，而编修院是 

独立于史馆之外的修史机构，隶属于门下省，其所属 

官员挂史馆职衔。据王盛恩研究 ，北宋编修院设于 

真宗大中祥符年问①，其前身是临时机构修史院和 

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局，后成常设 。其主要职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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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修国史、实录、会要和 日历，其中纂修 日历是其 日 

常职能，而修纂国史 、实录和会要等，皆为临时命官 

置局，修毕即散。同时，编修院还兼有奉诏审阅和校 

正其他书籍 、检索故事、为政府提供行政咨询等职 

能。至神宗元丰四年(1081)编修院废罢，该机构前 

后约存在70余年。仁宗嘉事占二年设置的校正医书 

局也属临时命官置局，其建制虽没有明确的史料记 

载，但其基本情况尚可勾勒。校正医书局设有提举 

校正医书(局或所)一职，相当于机构长官，由一位 

朝廷高官兼任；其属官由馆阁官员 、知医儒臣及太医 

构成，人数、人员不固定。其中，馆阁官员和儒臣的 

地位高于医官，担当更重要的角色。韩琦为首任提 

举校正医书，范镇、钱象先曾先后担任同职。 

2．1 韩琦首任提举校正医书 

《宋朝事实类苑》卷 31载：“嘉袼二年，令崇文 

院检讨掌禹锡 ，秘阁校理林亿、张洞，馆阁校勘苏颂 ， 

太子中舍陈检校正医书，枢密使韩琦提举。”l4 

《玉海》卷 63载：“嘉祜二年八月辛酉，置校正 

医书局于编修院，命掌禹锡等五人，从韩琦之言也， 

琦言：‘《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 

金》、《外台秘要方》之类多讹舛，《本草》编载尚有所 

亡’，于是选官校正。” 

韩琦为什么会成为首任提举校正医书，他为何 

建言校正医书?具体建言内容如何?仁宗又为什么 

会让他提举校正医书?研究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分析 

韩琦的生平。 

据《宋史 ·韩琦传》 1】 卜m 弛、《续资治通鉴长 

编》 J、《韩琦年谱》 等资料可知，韩琦(1008— 

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今河南安阳)。北宋中 

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历仕仁宗、英宗、神 

宗 3朝。仁宗天圣五年(1027)举进士第二，通判淄 

州。康定元年(1040)，为陕西安抚使，从此开始了 

他的军事生涯。此后 3年，他和范仲淹共同抗击西 

① 台湾学者陈名婷等认为设于仁宗天圣年间。陈名婷，林睿 

珊，苏奕彰．宋代校正医书局之编修人员考．台湾 中医医学杂志， 

2011，10(4)：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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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深具威望，史称“韩范”。庆历三年(1043)韩琦 

被调回中央任枢密副使 ，积极参与并支持范仲淹的 

“新政”。庆历五年后(1045)，相继知扬州、郓州、定 

州、并州。从庆历五年(1045)到至和三年(1056)， 

韩琦在地方任知州达 12年，政绩显著。至和三年 

(1056)接替狄青任枢密使，后任集贤殿大学士(次 

相)、昭文馆大学士(首相)，英宗治平四年(1067)辞 

去相位。从至和三年到治平四年，韩琦在中央为政 

11年，特别是在 6年首相任职期问，他与欧阳修、范 

镇、司马光等共同努力，在立英宗、神宗为帝等一系 

列政治事件中，韩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大宋朝廷 

权力平稳过渡，堪为其政治生涯的巅峰。熙宁八年 

(1075)薨于相州，享年 68岁。 

韩琦一生，任职从地方到中央再到地方，官职从 

通判到首相再到知州，特别是在 12年地方官生涯和 

3年抗击西夏的经历中，他非常了解地方、边疆百姓 

及戍边军队的艰苦生活，尤其关注军民的健康和医 

疗问题，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庆历 

四年(1044)，韩琦身在朝廷还心系边防，“丙子，赐 

德顺军④《太平圣惠方》及诸医书各一部。韩琦言军 

城初建屯集师旅，而极边之地，人皆不知医术，故赐 

之”_7 。也正如香港医史研究者范家伟所言： 

“韩琦曾在边极之地戍守抗夏，心系国防问题。而 

边镇军民健康，维系着国防这个大议题” j。笔者 

推测，以此为前提，韩琦才会建言赐钱合药、校刊医 

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86载：“(嘉祜二年 ) 

(1057)庚戌，韩琦言：‘朝廷近颁方书诸道，以救民 

疾，而贫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请自今诸道节镇及并、 

益、庆、}胃四州，岁赐钱二十万，余州军监十万，委长 

吏选官合药，以时给散。’从之。琦又言：‘医书如 

《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 

秘要》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 

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 

定颁行。’乃诏即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命直集贤 

院、崇 文院检 讨掌 禹锡等 四人，并 为校 正医 书 
官 ，，~714487 
I=1 0 

《补注本草奏敕》也载：“嘉桔二年八月三 日诏， 

朝廷累颁方书，委诸郡收掌，以备军民医疾。访闻贫 

下之家，难于检用，亦不能修合，未副矜存之意。今 

除在京已系逐年散药外，其三京并诸路，自今每年京 

府节镇及益、并、庆、渭四州各赐钱二百贯，余7'i、I军监 

赐钱一百贯，委长吏选差官属，监勒医人，体度时令， 

按方合药。候有军民请领，昼时给付。所有《神农 

本草》、《灵枢》、《太素》、《甲乙经》、《素问》之类及 

《广济》、《千金》、《外台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 

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丞 

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丞馆阁校勘苏颂，同共校正。闻 

奏，臣禹锡等寻奏置局刊校，并乞差医官三两人同共 

详定。其年 十月差医学秦宗古、朱有章赴局祗 
府 ”[ 。 

韩琦的建言为何会得到仁宗的首肯呢?笔者推 

测有 2点可能。①在建言校正医书之前，韩琦从治 

国的角度出发，还建言编集机要文字、详定编敕、新 

修禄令、编修驿令等，他一心为国家着想，理当得到 

了仁宗的信任；②在韩琦建言校正医书之前，也有他 

人向仁宗皇帝上报因疾病或缺医少药而导致军民大 

批死亡的事例，加深了仁宗对相关事件的关注，正如 

下文所述。 

《资治通鉴续长编》卷 186载：“(嘉祜二年八 

月)诏编集枢密院机要文字，枢密副使程戡提举。 

初，枢密使韩琦言：‘历古以来，治天下者莫不以图 

书为急，盖万务之根本，后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 

惟我宋受命几百年矣，机密图书尽在枢府，而散逸蠹 

朽，多所不完。臣比到院，因北界争宁化军土田，令 

检北界朔州移宁化军天池庙系属南朝牒，累月检之 

不获；及因西人理会麟州界至，又寻庆历中臣在院日 

与西人商议纳欺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机要文 

字从来散失甚矣。请差官于诸房讨寻编录，一本进 

内，一本留枢密使厅，以备经久之用。 ’ 

《外 台秘要方》末 “进呈”又载：“皇j；占三年 

(1051)五月二十六 日，内降箭子，臣寮上言，臣昨南 

方州军，连年疾疫瘴疠，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 

人。此虽天令差舛致此扎瘥，亦缘医工谬妄就增其 

疾。臣细曾询问诸州，皆阙医书习读，除《素问》、 

《病源》外，余皆传习伪书舛本，故所学浅性，诖误病 

者。欲望圣慈特出秘阁所藏医书，委官选取要用者， 

校定一本，降付杭州开板模印，庶使圣泽及于幽隐， 

民生免于天横。奉圣旨，宜令逐路转运司指挥辖下 

州府军监，如有疾疫瘴疠之处，于《圣惠方》内写录 

合用药方，出榜晓示，及遍下诸县，许人抄箭。仍令 

秘阁简《外台秘要》三、两本，送国子监，见校勘医书 

官，子细校勘。” l_ 

分析上述资料可知，嘉_祜二年校正医书局成立 

之前，因各地多次上报，已使边极军民的健康医疗问 

题成为朝廷急需解决的难题。尽管朝廷已颁方书， 

但有方没钱不行，“贫下之家力或不能及”，所以韩 

琦建言应赐钱、差官、合药。研究又发现，韩琦建言 

中提到的“并、益、庆、渭四州 ”，均为边疆国防重地， 

所以朝廷赐钱要多于其他州府1倍。并州(今山西 

太原)为北部边陲防御契丹的重地；庆州(今甘肃庆 

阳)、渭州(今甘肃平凉)为西北边疆防御西夏的要 

地；益州(今四川成都)是西南边疆人口较多之地。 

韩琦曾知并州，又经历抗击西夏而了解庆州、渭州， 

① 德顺军，今宁夏回族 自治区隆德县，是西边防御的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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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从国防角度考虑，以亲身经历建言更具有说 

服力。同时，笔者认为，有方有钱只能解决一时，并 

非长久之计，只有解决了“医书讹舛”和“医工谬妄” 

才能使“民生免于天横”，所以韩琦又在建言赐钱之 

后又提倡选官校刊医书。他从治国角度出发，提出 

了“历古以来，治天下者莫不以图书为急，盖万务之 

根本，后世之模法 ，不可失也” 盯的警言，奏请 

编定涉及国土完整和国防安全的枢密院机密文字， 

校刊涉及国民健康的医学文献。作为一位大臣，在 

为皇帝分忧解难的同时，又提出了根本解决之策，想 

必正是这种忠心感动了仁宗。故校正医书局成立 

时，韩琦首任提举校正医书理所当然。 

那么韩琦何时卸任提举校正医书一职呢?《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198载：“嘉{；占八年(1063)春正月 

己酉，翰林学士范镇知贡举⋯⋯丙寅翰林学士范镇 

提举校正医书。”l 7_ 由此说明，此时范镇已接任提 

举校正医书。又据嘉祜八年(1063)四月，英宗即位 

后加封韩琦的爵位可知，当时他很可能已卸任提举 

校正医书一职。《韩魏公家传》卷 5载：“《韩琦授门 

下侍郎兼兵部尚书依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卫国 

公加封邑制》：⋯⋯‘可特授行门下侍郎兼兵部尚 

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兼 

译经润文使，进封卫国公，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 

百户，功臣散官勋如旧。 ’。 

韩琦为何要卸任提举校正医书呢?笔者研究认 

为他可能是因有更重要的任务。如《宋辅编年录》 

卷5载：“治平元年(1064)，韩琦提举修撰《仁宗实 

录》。”ln 但从治平二年(1065)《伤寒论》“序”及治 

平三年(1066)《校定备急干金要方》“后序”后宋臣 

“进呈讫”的领衔中，还可体现出他卸任后依旧在关 

心书籍校订工作。如原书中所载。 

《伤寒论》“序”后韩琦结衔：“推忠协谋同德守 

正佐理功臣、开封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仆射、兼门 

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 

史、兼译经润文使、上柱国、卫 国公、食邑一万七百 

户、食实封三千八百户(臣)韩琦。”I 131297 

《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后韩琦结衔 ：“推 

忠协谋同德守正佐理功臣、开封府仪同三司、行尚书 

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 

学士、监修国史 、兼译经润文使、上柱国、魏国公、食 

邑一万七百户、食实封四千二百户臣韩琦。”_l 3_ 

因此，韩琦从嘉桔二年(1057)八月任提举校正 

医书，至嘉祜八年(1063)正月由范镇接任，先后以 

枢密使 、集贤殿大学士(次相)、昭文馆大学士(首 

相)兼提举校正医书，共任职7年。 

那么，韩琦卸任提举校正医书之后，其继任者范 

镇的情形如何呢? 

2．2 范镇提举校正医书 

据《宋史 ·范镇传》等史料记载，范镇(1007— 

1088)，字景仁，成都华阳(今四JI J成都 )人，北宋文 

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 4朝。仁 

宗宝元元年(1038)举进士第一；庆历五年(1045)以 

大理寺丞充国子监直讲，召试学士院，充馆阁校勘 ，4 

年后超授直秘阁，皇祜四年(1052)与司马光一起以 

集贤校理试举人；至和二年(1055)知谏院，l9次上 

疏仁帝皇帝立嗣；嘉祜三年(1058)，以起居舍人、同 

修起居注、知制诰、太常丞、直集贤院同试中书；嘉{；占 

八年(1063)正月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提举校正医 

书、监司天监官属修历；神宗熙宁二年(1069)曾5 

次上疏反对王安石变法；哲宗即位后致仕 ，元祜三年 

(1088)卒 ，享年 81岁 ]10783一嘴∞ 

范镇提举校正医书，笔者认为原因有3点：①可 

能与韩琦的举荐有关。韩琦与范镇为同龄人，同任 

职于官府，私下为密友至交，且均为皇帝亲信、朝中 

忠臣(韩琦谥号为“忠献”，范镇谥号为“忠文”)。 

至和三年(1056)韩琦任枢密使时，范镇已是朝中以 

直言敢谏而闻名的谏官。韩范2人均能从社稷利益 

出发，且胸襟开阔，洞察力极强，在政坛上有高处着 

眼，大处着力的作风。历史记载中可见 2人在仁宗 

立嗣等问题上政见一致，多次协作。范镇先后 3次 

面陈、l9次上疏皇帝立嗣，“其后韩琦遂定策立英 

宗”。同时在许多记载中都见 2人相伴于朝廷左 

右：嘉裙八年(1063)四月仁宗去逝后，宰臣韩琦为 

山陵使，翰林学士范镇为礼仪使。英宗治平二年 

(1065)七月皇帝亲郊，宰臣韩琦为大礼使 ，范镇为 

仪仗使；②范镇个人本性诚善、正直。《宋史 ·范镇 

传》载：“其学本《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 

“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诚，恭检慎默，口不言人过。 

临大节，决大义”，“嶷然如山，确乎其不可拔，君子 

之道，或出或处，易地则皆然，未易以功名优劣论 

也”l6_lo7 ∞。。；③范镇有校书经历，有资格出任提 

举。范镇进士入仕，以文学名世，提举校正医书局之 

前，已为馆阁高等官员、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又有 

编修《唐书》的经历，所以，足以胜任提举校正医书 
一 职。 

那么范镇又于何时卸任提举校正医书的呢? 

治平二年(1065)二月，《伤寒论》“序”后宋臣校 

讫进呈表中范镇的结衔为：“翰林学士、朝散大夫、 

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兼判 

太常、兼礼仪事、兼判秘阁、秘书省、同提举禧观公 

事、兼提举校正医书所、轻车都尉、汝南郡、开国侯、 

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臣)范镇”ll 3_ ％。由 

此可知，此时的范镇还在任职提举。 

又《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宋臣进呈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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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象先的结衔为：“龙图阁直学士、朝散大夫、守尚 

书工部侍郎、兼侍护、知审刑院事、兼判少府盐、提举 

醴泉观、兼提举校正医书、上柱国、彭城郡、开国公、 

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臣钱象 

先”_1 ∞。宋臣校讫《备急千金要方》的时间为治平 

三年(1066)正月二十五日。因此，范镇从嘉祜八年 

(1063)春正月提举校正医书，至治平三年(1066)正 

月钱象先接任，以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修玉牒官等 

职兼提举校正医书，任职3年。 

接下来笔者继续讨论范镇的继任者钱象先。 

2．3 钱象先提举校正医书 

《宋史 ·钱象先传》等史料载，钱象先 (996～ 

1076)，字资元，苏州人，历仕真宗、仁宗、英宗、神宗 

4朝。真宗天禧三年(1019)擢进士高第，宰相吕夷 

简荐为国子监直讲。仁宗庆历八年(1048)以权大 

理少卿充详定编敕官，嘉事占二年(1057)提举嘉j；占编 

敕，与宰臣富弼、参政曾公亮等 3人详定。嘉{；占七年 

(1062)以龙图阁直学详定宰臣韩琦、曾公亮所上 

《删定编敕》、《赦 书德音》等 20卷。熙 宁九年 

(1076)以吏部侍郎致仕，卒，享年 81岁 ”。 

钱象先于治平三年(1066)接任提举校正医书，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①也与韩琦的举荐相关。嘉=i；占 

二年(1057)，韩琦建言删定编敕时，钱象先曾任提 

举。《玉海》卷 66“嘉{；占编敕条”下载：“二年八月丁 

未，枢密使韩琦言：‘天下见行编修敕，自庆历四年 

以后，距今十五年，续降四千三百有余件，前后多抵 

牾，请加删定为嘉j；占敕。’从之，壬子，以宰臣富弼、 

参政曾公亮、提举钱象先等三人详定。”_5_1 嘉{；占七 

年(1062)，韩琦、曾公亮上《删定编敕》、《赦书德音》 

等20卷，钱象先又以龙图阁直学详定。治平三年 

(1066)，在宋臣校定《备急千金要方》进呈讫后，韩 

琦与钱象先 2人还同时结衔；②钱象先有校书经历 

和基础。他进士入仕 ，嘉桔中任国子监监长时，就曾 

校过各种书籍。在提举校正医书之前，官已至龙图 

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兼侍讲、右谏议大夫。 

那么钱象先何时卸任提举校正医书?在他之后 

还有谁继任?这两点 目前均未发现明确记载，史料 

中仅能确认校正医书局编校医书共 11部，其中，最 

后 2部分别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五月和七月校 

讫的《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和《脉经》。笔者推 

测，钱象先卸任提举校正医书的时间最晚在熙宁二 

年(1069)，因为在此之后未见史料记载校正医书局 

的编校情况及机构撤销时间。台湾学者陈名婷等认 

为，元丰四年(1081)编修院罢废的时间即为校正医 

书局的罢局时间 。笔者持不同意见，尽管校正医 

书局隶属于编修院，但二者解散的时间很有可能不 

同，因校正医书局属于临时机构，校罢即散。且从熙 

宁二年到元丰四年的12年间，尚未见到关于校正医 

书局的任何记载。关于此点有待今后继续探讨。 

3． 结论 

综上所述，校正医书局从嘉{；占二年(1057)成立 

以来，共有 3位朝廷高官兼任提举校正医书一职，韩 

琦为首任，范镇、钱象先后接任。 

韩琦从国民健康及国防安全的角度建言置局校 

正医书，功劳最著。嘉祜二年(1057)韩琦首任提举 

校正医书，至嘉{；占八年(1063)，任职7年；范镇于嘉 

{；占八年(1063)接任，至治平三年(1066)，任职3年； 

钱象先从治平三年(1066)接任提举校正医书，笔者 

推测其最晚卸任于熙宁二年(1069)。 

韩琦、范镇、钱象先虽均非医官，但在任提举校 

正医书期间，精心组织、积极参与，有计划、有步骤地 

对医学古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编校，功绩卓著。正 

如李经纬先生在谈到校正医书局的功绩时所言： 

“如果没有北宋对古典医学著作所进行的全面校 

正、摹印、颁行，这批重要文献很难说能够如此好的 

保存至今”，“无论如何评价其历史功绩都不会是估 

计过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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