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吴中女医顾德华考略

林振坤!宋文集

!摘要"!女医是传统中国医疗从业人员的特殊群体!一方面宋元以来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士人阶

层!和以医学正统自居的男性医者!常常通过各种媒介方式!表达对女医道德%技术水平的质疑!并使

其形象不断负面化&而另一方面!基于 <> 世纪宋明理学兴起后男女有别的意识形态!社会一直对于

女医及其服务存在现实的强大需求!一位优秀的女医仍可以获得社会的广泛尊重" 顾德华是清代的

一位著名女医" 通过对其家世%事迹与著作的初步考证!可以增进对这位清代著名女医的了解!并借

此窥视明清社会中女医这一群体的相关情况"

!关键词"!女医&!顾德华&!韦君绣&!/花韵楼诗稿0&!/花韵楼医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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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医是传统中国医疗从业人员的特殊群体!宋

元以来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士人阶层视其为#三姑六

婆$之一!并不断对其表达负面的评价!使女医在社

会媒介中的形象不断负面化" 然而!基于 <> 世纪宋

明理学兴起后男女有别的意识观念!社会对于女医

的医疗服务存在着现实的强大需求!一位优秀的女

医仍然可以获得社会'包括士人阶层和男性医师(

的广泛尊重-<.<=>1><N

" 关于中国历史上女医生平事迹

的文献记载甚少!近年来随着对女医的医疗%社会文

化史研究的兴起!才使一些湮没在历史迷雾中的女

医形象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比如明代无锡谈允贤

'<TP<2<RRP( 与近代四川曾懿'<WR>2<=>O(

->1W.

"

而清代道咸年间的顾德华!则是年代介乎谈允贤%曾

懿之间的又一位著名女医"

顾德华!字云!江苏吴县人!生卒年无考!著有

/花韵楼医案0< 卷" <=>< 年!顾德华的同乡后学%

吴县医家张元瑞在委托当时名重医界的绍兴医家裘

吉生'<WON2<=TO(刊刻/花韵楼医案0时!在/序言0

中写道,#吾吴顾云女士!妇科名医也!道咸间吴

下士大夫争相延诊而钦仰之" 曾著有/花韵楼医

案0一卷!惜乎未刊行世!知医者偶一道及!每有欲

求不得之憾$

-=.>RO

" 可见顾氏医名之盛" 目前学界

对顾德华关注不多!笔者兹就所见史料!对顾德华家

世%事迹及著作作一初步探讨"

758家世%'七子山顾()

裘吉生在/花韵楼医案0 #提要$中曾言苏州名

医宋爱人'<W=O2<=PN(对顾德华#知之甚详$

-=.>RP

!

但从现存宋爱人著作中!未见专门言及顾德华的文

字-<M.

" 考同治/苏州府志0!未见顾德华传!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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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艺文四+列女0载,#顾德华/花韵楼诗稿0!字

云!开均女!程文治室$

-<<.RO<

" 民国/吴县志0则有

顾德华小传!曰,#顾德华!字云!州同开均女!受

学于韦君绣" 绣女修月!能诗!善鼓琴!工画兰!云

与交游至稔" 所著有/花韵楼诗0$

-<>.卷OT下NO8

" 可知

顾德华为顾开均之女%程文治之妻!曾师从韦君绣!

并著有/花韵楼诗稿0"

关于顾德华的父亲顾开均!吴翌凤 '<OT>2

<W<=(辑/?须续集0卷 N 有小传!曰,#顾开均!字仲

安!吴县人!国子生!候选理问" 有 /颐素草堂

诗0$

-<N.>NM

" 邹'<WRM2<=N<(/三借庐笔谈0载有

#顾仲安$一则,#道光时!吾乡顾仲安开均!工诗画!

富收藏!一门风雅!爱盆梅!搜罗各种!一经栽培!罔

不入妙" 每逢元夜!城外药王庙借其梅以为供!观者

济济" 藏有古琴!名玉玲珑!遂筑玉玲珑馆!首唱盆

梅四律!和者甚众!久而成帙!刻/玉玲珑馆盆梅唱

和诗0!分初续三为三册" 馆中陈设诸器!无一不作

梅花式" 与僧觉阿尤交好" 尝闻刘韵珊中丞在都中

时!遇有与顾相识者!中丞则问曰,仲安安否4 近日

雅兴如何4 实则中丞但闻其名%见其诗!并未谋其面

也" 其为人倾慕如此$

-<T.

"

韦君绣/闻见阐幽录0也称顾开均#能诗词!善

绘事$!并对其剪梅盆栽之术尤为称道-<R.OMT

" 可见

顾德华的这位父亲是位文化修养颇高的士人" 吴翌

凤称顾开均为#国子生$ #候选理问$!/同治苏州府

志0称#候选州同$

-<<.R

!民国/吴县志0称#州同$!韦

君绣/闻见阐幽录0则称其为#参军$!可知顾开均拥

有一定的官职身份" 顾开均除/颐素堂诗0外!尚著

有/紫薇花馆诗钞0与 /玉玲珑馆盆梅唱和集二

卷0

-<N.>NM

!后者与邹所言当为一书" 据民国/吴县

志0载录咸丰%同治年间死于太平军占领苏州时战

乱的吴县绅民的#昭忠录$所示!顾开均殁于咸丰十

年'<WPM(五月-<>.卷P=上T=$

!时为太平军攻入苏州不久"

其生年则无从查考!王稼句曾考证/桐桥倚棹录0作

者顾禄生于嘉庆元年 ' <O=P ( 或乾隆五十八年

'<O=N(

-<N.>NM1>N<

!顾开均为顾禄之兄!> 人生年当相

距不远"

顾开均之父为顾兆熊!兆熊字渔村!育有 T 子,

顾开圻%顾开均%顾禄%顾开增-<N.>>=1>NM

" 顾开圻!字

守安&顾开增!字听安&顾禄!字铁卿!一字聪之!又作

总之!号茶磨山人!为/清嘉录0%/桐桥倚棹录0作

者!此外尚有/颐素堂丛书0 /颐素堂诗钞0等!为兆

熊 T 子中声名最著者" 顾氏为苏州大族!宗支繁茂!

顾兆熊一脉属#六安归吴支$

-<P.

!为顾野王'R<=2

RW<(第 NO 代裔孙-<N.>>=

" 顾兆熊及其子孙皆热心宗

族事业!其道光二十六年出资刊刻的/金阊陈乡贤

顾将军祠堂志0 '图 <!以下简称/祠堂志0(便有许

多的记载" /祠堂志0今藏苏州图书馆!抄本!虽其

牌记云#道光丙午夏五月六安归吴支裔孙兆熊敬

刊$!丙午即道光二十六年!但志中却有很多道光二

十六年后的内容!如志中的/修墓示0为道光二十七

年三月所作!韦君绣/序0则作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二

月" 韦君绣序中言,#顾子宗甲11承祖庭命!编刻

祠志11乃未竟其志!享年不永11宗甲尊甫守安

以遗刻属予校勘!意在务博!草稿未免伤繁!然非宗

甲意也$

-<P.

" 宗甲!顾开圻之子" 据韦氏所言!此志

是宗甲奉顾兆熊之命编刻!但宗甲未及事竟而逝!后

其父顾开圻委托韦君绣校勘!由此知此序当作于祠

志近乎定稿之时" /修墓示0中顾兆熊尚为任事之

人!但在/祠堂志0卷 T/东庑从祀0名单中!顾兆熊

却赫然在列-<P.

" 可见此志虽为顾兆熊捐资刊刻!但

定稿却在顾兆熊逝后!兆熊卒年当在道光二十七年

'<WTO(" 另据顾震涛'<ORM24(/吴门表隐0载!道

光二十一年重阳!顾兆熊与族人在南濠顾黄门公祠

秋祭后!移舟石湖!祭扫楞伽山下的顾野王墓!并登

吴山 雅 集" 顾 震 涛 称 其 时 顾 兆 熊 #年 开 八

秩$

-<O.NP>1NPN

!由此知顾兆熊生于乾隆二十七年

'<OP>("

顾兆熊的祖辈可追述到明末清初的六安州庠生

顾充水" 顾充水!字长发!明季移居苏州娄门!生子

凤山!字鸣岐" 顺治二年'<PTR(!清军攻破苏州城!

图 78/金阊陈乡贤顾将军祠堂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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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充水被俘!不屈殉节" 顾凤山#冒锋镝寻父尸!得

血衣$!葬于胥门外!#终身庐墓!哀感行人$!人称

#孝子$

-<O.=!>T>

" 顾凤山生顾学莲!字友仙-<O.NMO

" 嘉

庆初年!顾兆熊曾于楞伽山上山岭修建顾野王分祠!

并纎祀#明殉节六安庠生充水%国朝孝子凤山%嘉

瑞%嘉祥$

-<P.!-<O.<RM

" 顾嘉祥%顾嘉瑞为兄弟-<O.>MW1>W<

!

据顾兆熊祭祀的次序!则顾凤山当为嘉瑞%嘉祥之

父" 至于顾学莲何以不在纎祀之列!不得而知" 嘉

瑞!字松?&弟嘉祥!字兰圃" 两兄弟均以孝称" 而

顾嘉祥即是顾兆熊的父亲-<P.>WM1>W<

"

以上回溯了顾德华父祖辈的血缘谱系'图 >(!

其中对其各自生平事迹的叙述则是基于有限史料而

作的一些窥视" 但讨论顾德华家世!苏州#七子山

顾$世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七子山位于苏州城

西南!因山上有 O 个高墩而得名!亦称横山" 其箕踞

太湖东滨!东南分出吴山!迤逦东北而依次为上方

山%茶磨屿%黄山!毗邻石湖!山水之胜!为#吴中伟

观$" #七子山顾$世医!据陈道瑾研究-<W.

!约形成

于 <W 世纪末!而生活于 <= 世纪前半期'清代道光%

咸丰年间(的顾德华则是这一世医谱系中的重要人

物!她与兄长顾德昌是#七子山顾$最早见诸文献记

载的 > 位医家" 而顾德华之前的#七子山顾$源流

如何4 #七子山顾$究竟始于何时何人4 陈道瑾及

之后的医史学者均未有详考-<W1<=.

" 因此!#七子山

顾$世医始于 <W 世纪末的说法!毋宁说是一种猜

测"

反观上文对于顾德华家世的考述!从顾充水到

顾开均!似乎很难看到与医相关的信息" 顾充水是

位#庠生$!顾凤山%顾嘉瑞%顾嘉祥以#孝子$称!顾

学莲则为#处士$

-<O.NMO

!均为普通士人" 至于顾兆

熊!/祠堂志0记道光九年献匾!其衔署#诰封奉直大

夫$

-<P.

!/祠堂志0高翔麟/序0也称兆熊为#封翁$!

可知其获有一定的官方荣誉!但具体业何为生!无从

图 98顾德华家族谱系

查考" 邹 /三借庐笔谈0 称顾开均 #一门风

雅$

-<T.

!显然也不是用来形容世医门庭的词语!倒说

明顾氏一门儒士家风" 而仕宦一途!顾兆熊一门科

名不彰却又是显见的" /祠堂志0记道光九年/修祠

示0列述修祠任事人员!有官职科名的姓名前均有

头衔!如顾莼'<OPR2<WN>(!衔署#前翰林院侍讲学

士%云南提督学政$

-<P.

!而顾兆熊与其子开圻%开均!

则概以修祠#职员$称之!连贡生%监生都不是!所以

前文吴翌凤%韦君绣称顾开均所谓的国子生%参军%

候选理问以及/吴县志0/苏州府志0所谓的州同%候

选州同!有些大概是捐纳所得" 顾德华的三叔顾禄!

自小颖慧!著述颇丰!顾兆熊曾寄予厚望!却连举人

也未考得-<W.>>=1>NO!->M.

" 虽然科名不显赫!但顾兆熊

家族经济上似乎颇为宽裕" /祠堂志0里便有不少

其与家族捐资修建祠宇%制立匾额的记载-<P.

" 顾开

均#富收藏$#爱盆梅!搜罗各种$的风雅生活-<T.

!也

是需要一定的财力的" 而顾禄更是诗酒风流%纵情

声色!袁学澜'<WMT2<WO=( /适园古文辞0即写道,

#昔乙未'笔者注,道光十五年(秋!余与顾曾相识于

青溪邀月榭!时彼豪气方盛!志方恣!挟资出游!骛声

逐势!遍交贤杰!衔杯接饮!日驰骋于酒场文社间!颇

以豪侠自命11人生于世!衣食裁足!托迹士流!生

文物之邦!处名胜之地!依偎红翠!结纳贤豪!花月畅

其襟情! 江山发其文藻! 如顾者世能有几人

哉4$

-<N.>NT1>NR

顾颉刚'<W=N2<=WM(曾以顾禄自号 #茶磨山

人$'颉刚先生误记为#楞伽山人$(!推测其可能是

茶磨屿一带的地主->.

" 若所言属实!倒可为顾兆熊

一门之经济作一注脚" 而茶磨屿为七子山支脉!由

此看来!顾德华与兄长顾德昌#七子山顾$的身份!

以及顾德昌的重孙顾允若'<WWW2<=TM(以#七子山

允若$自称->>.

!也就并非空穴来风" 只是!顾充水明

末自六安州迁居苏州娄门!殉节后葬于胥门外!其子

凤山庐墓终身!因此顾德华家族如果迁居七子山一

带!盖始于曾祖顾嘉祥或祖父顾兆熊"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在顾德华的父祖辈那里难

以发现与医相关的信息!但这也可能与文献资料的

收集广度有关" 毕竟赖以获知顾德华家世的文献也

就局限于仅有的数种!而且相关的记载也是零散的

片段!加之记述者的关注点又并不在于医!也就有可

能滤去顾德华家世中有关医疗的信息" 但顾氏以医

名世!真实可考的源头恐怕只能追溯到顾德华及其

兄长顾德昌身上" 顾德华外嫁!所以顾允若承继的

#七子山顾$世医!当指顾德昌一系" 顾德昌事迹已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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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查考!据陈道瑾言!顾德昌!字庭纲!擅内外科!尤

精内科!医案经宋爱人整理而成/顾庭纲医案0 W

卷-<W.

" 另有/加批香岩先生医案存真0!今藏苏州

图书馆" 又据/吴中名医录0载!吴江张金鉴'字心

衡!号子愚!吴江黎里人(曾师事顾庭纲!颇为顾氏

所重->N.>>W

"

958丈夫%程文治

顾德华的丈夫程文治!同治/苏州府志0与民国

/吴县志0均无传!韦君绣/闻见阐幽录0云,#程羹

梅!吴县人!少耽灵素!以活人为己任!既习内科!又

从莘田治外症" 事亲至孝!以亲疾天!愿减算以延

父年" 适得外疡!时莘田方远出!为他医治方所误!

竟如陈子均死孝事以卒" 娶仲安女云11$

-<R.O<O

可知程文治字'号(羹梅!与顾德华同乡!自小

矢志医学!精研经典!以活人为己任!勤奋笃学!既习

内科!又从当时著名的外科医家陈莘田研习外症&同

时也是一位孝子!在父亲病重时向天祷告!愿减寿以

延长父亲的生命"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一位志虑精

纯%品学敦厚的医家!虽然自己也通外科!老师更是

#医名卓卓$的外科名家-<>.卷OR下<R8

!却在老师出远门

的时候得了疮疡!并为他医误治而死!实在令人嗟

%

"

:58师承%顾德华与韦君绣

韦君绣'<OW=2<WRN(!名光黻!君绣为其字!号

涟怀!又号洞虚子!苏州府长洲县人!诸生!是一位多

才多艺的文人!以诗名于时!又能书善画!通易理!擅

堪舆!能鼓琴!亦通岐黄之术!时人称其#天资学力!

兼而有之!一切技艺!无不精通$

-<R.P=W

" >M 岁时!韦

君绣即刊刻诗集/在山草堂吟稿0!当时江南诗坛盟

主陈文述'<OO<2WTN(对其才华很是欣赏!将其与

彭蕴章%朱绶%沈传桂%王嘉禄%吴嘉鴄%潘曾沂等诗

坛新秀一起评为 #吴中七子 $! 一时诗名大

盛-<R.P=W!->T.

" 凭借在文坛的声誉!加之当时江南地

区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与女性从学风气的兴起->R.

!韦

君绣可能便如其前辈袁枚%陈文述一样!招收闺秀才

女为弟子-<R.O<M

!而顾德华便是其中一位"

然韦君绣虽才华横溢!却究一生未得志!以寒士

终老" 并非韦君绣无意功名!/在山草堂吟稿0卷 R

/夜泊石城留别十一弟0有#六度秋风客!随人白下

来!11眼看同学者!几辈上金台$之句->P.

!可知其

曾六到南京赴试!皆无果而返!回首往事及同学者!

顿生#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感慨" 顾禄/省

闱日记0曾记载道光二年与韦君绣同赴南京参加乡

试!> 人均报罢而归->O.

" /闻见阐幽录0是韦君绣晚

年之作!写于道光二十六年 '<WTP(至咸丰三年

'<WRN(间!其中常可见其遍交名士%诗酒酬唱%文会

交游的潇洒生活!但实际上韦氏的经济状况却极为

窘迫" 时人叶廷即称其#家贫!赖笔墨为生$

->W.

!

/在山草堂吟稿0也常有贫苦难支的感慨!如/示闺

人0云,#年来典尽嫁时衣!叹息居贫万事非" 庑下

为佣原最得!有谁门户可相依$

->P.

!可见其境况之艰

苦" 韦君绣能书善画%通易理堪舆等诸般才能!与其

说是文人的修养!也可能是其为了谋生而尽量多掌

握的技能" 其后隐于医!以医为业!行医枫桥->W.

!也

显然是为生计而作的权宜之计" 科举上不得志!转

而业医!是宋元以来许多中国下层士人的人生轨

迹->=.

" 为此他们常引用#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

名言来自我辩解与掩饰!而说到底很大部分都是为

生计所迫!毕竟对于这些能识文断字的士人来讲!阅

读经典医籍并不成问题!而行医所带来经济回报也

足以维持生计!甚至可能致富->=1NM.

" 韦君绣行医之

情状!/闻见阐幽录0中亦有约略提及" 书中在讲嘉

庆%道光年间吴门名医徐锦的时候!提到韦君绣到病

人家出诊!常常遇到徐锦!并与其共同会诊!其间

#相与订方!所议悉合$" 韦君绣本打算待自己的 P

种医书写成后向这位前辈名医请教!但书未成!而徐

锦已辞世-<R.OMO

" 虽然有与前辈名医共同会诊的机

会!而且见解也相同!但韦君绣医名似乎并不显著!

叶廷/蜕翁所见诗录0言其#兼通医术!求者亦

稀$

->W.

!可见行医也似乎未能改善韦君绣的经济状

况!以致其晚年欲再刻诗集而不能->W.

"

韦君绣与顾德华一家交往甚深!上文提到顾德

华的伯父顾守安在顾宗甲逝后!委托韦君绣校勘宗

甲未完成的/祠堂志0即是一例" 除此之外!韦君绣

与顾德华的父亲顾开均%叔父顾禄也相交甚契" 韦

君绣/在山草堂吟稿0卷 > 有/顾仲安开均以参苓杞

菊酒见遗!诗以报之0诗!言其卧病家中!衡门寂寞!

车马寥落!惟顾开均携药酒冒雪探访->P.

&顾开均现

存不多的诗作中也有/酬韦君绣月夜见怀之作0一

首-N<.

!足见 > 人的君子之交" 韦君绣与顾禄的交情

更是深厚! 陈文述曾称顾禄 #韦君君绣之执

友$

-<N.>NR

" 这种父辈间的交好!成为顾德华师事韦

君绣的因缘之一" 但顾德华师事韦君绣!所学似不

在于医!而当是诗画文艺之学!民国/吴县志0将顾

德华传列入/列女+才慧0一节!虽言及顾德华受学

于韦君绣!却对其从医之事只字未提即可见之!撰志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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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显然将顾德华的形象定位为才女闺秀一类" 这说

明顾德华曾是以闺秀诗人的形象!活跃于当时苏州

文化圈中" 以下事例!也可窥知一二,道光二十年!

顾禄养病于山塘塔影山馆!不久因梅雨水涨!迁居抱

绿渔庄" 抱绿渔庄便成为顾禄此后#吟诗读画!消

遣岁月$的地方!他广邀当时名士陆绍景%林琛%韦

君绣%顾承%王芑孙等为他的这处新居题写联额!其

中一幅对联即为顾德华所书-N>.NPM1NP<

!可见其书法是

颇获肯定的" 另外!顾震涛'<O=M24(费近 NM 年之

功!搜集吴中典故!在道光十二年撰成/吴门表隐0!

书成后直至道光二十三年!吴中耆宿名士%宗族亲友

陆续为其撰序题诗!这其中便有顾德华-<O.T<

" 女诗

人恽珠'<OO<2<WNN(编选有清一代闺秀诗作!各地

女诗人纷然响应!多有投诗及采访邮寄者!/国朝闺

秀正始续集+补遗0录有顾德华诗作 O 首-NN.

!虽然

无法获知是顾德华自己投稿!还是他人采访邮寄所

得!却已足以说明顾德华以闺秀诗人自居的形象"

既然顾德华从韦君绣所学不在于医!其医术又

从何得之4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闺秀诗人又为何从

医4 且又是如何以医名世的呢4 有趣的是!这些问

题的答案反而是顾德华的这位文艺老师为之揭晓

的" 韦君绣/闻见阐幽录0云,#11仲安女云!能

诗!工楷!著有/花韵楼诗0!而医得李青崖之传!疗

妇人疾辄效" 尚衣使者夫人以礼坚招!不得已应之!

投剂霍然!认为寄女!由是戚党争相延治!情不能却!

异乎炫术求售者也" 仲安曾患肺疽!割股肉以进而

愈" 羹梅之仁孝!云之节孝!不得请旌!同一阙

事$

-<R.O<O

"

韦君绣的这段文字!实际上讲述了顾德华学医%

从医与成名的故事!也可看到她一生的幸与不幸"

据其所言!顾德华的医术传自李青崖" 李青崖是何

许人!现已无从查考!从韦君绣的记述看!可能是当

时一位精于妇科的医家" 顾德华出身于一个儒士门

庭!父辈虽然非高官显宦!但家里的经济情况还算不

错!使其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一位才学颇为时

人所肯定的闺秀诗人" 就这一点看!顾德华要比当

时许多女孩要幸福得多" 但她也经历了父亲患肺疽

病重!焦虑无助!以致惟有效仿当时#割股疗亲$的

社会风习-NT.

&还有丈夫程羹梅身患疮疡!为庸医所

误!不得不承受丧夫之痛这样的悲惨遭遇" 这些遭

遇可能刺激顾德华后来研习医术" 但当她尽得李青

崖医术之传后!似乎又不愿以医行世!当那位#尚衣

使者夫人$#以礼$#坚请$时!她才#不得已$前去应

诊!没想到#投剂豁然$!不仅被认为寄女!还声名鹊

起!一发不可收拾!以致#戚党争相延治$!难以推

却" 这又是不幸后的幸事" 韦君绣还以顾德华的节

孝未能获得#旌表$而深为其感到遗憾!其实也不

然!同治八年'<WP=(!顾德华还是被授予了这一传

统中国社会里普通妇女的崇高荣誉-<<.=<<

!只是这时

候韦君绣已逝世 <P 年" 而顾德华在逝世之后!吴下

医者尤津津乐道其医术之精!以不得获见其医案为

憾" 观其一生!可谓充满传奇意味"

医史学家梁其姿在讨论明清时期女医的家庭教

育时!曾指出当时知识阶层家庭对女性后辈进行医

学训练的普遍性!认为这与重视女性教育的社会风

潮和出版业的兴盛密切关系-<.<=>1<=N

" 而顾德华能突

破传统社会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像一般的男性习医

者一样从师学艺!正是当时社会对女性教育呈开明

态度的一种体现"

;58著作%诗作与医案

顾德华的诗集/花韵楼诗稿0现已不存!文献学

家胡文楷 >M 世纪 RM 年代编辑/历代妇女著作考0

时已未得见此作!仅据/苏州府志0著录-NR.

" 现存

顾德华诗作!经笔者考察!除了顾震涛/吴门表隐0

卷首的题诗 < 首!惟清代女诗人恽珠/国朝闺秀正

始续集+补遗0 '以下简称/补遗0(辑有 O 首-NN.

"

这 O 首诗分别为/香雪海歌0 /听韦修月世妹弹琴0

/海盠峰观日出0/绿荫选一0/细雨0/呈韦君绣师0

/病起0" 此外/补遗0中尚有顾德华小传 < 则" 这

则小传和 O 首诗作!保存了顾德华个人信息与文学

才能方面研究的原始资料!弥足珍贵" 民国/吴县

志0正是据此撰写了顾德华传略" 从这些仅存的诗

作中!也可以窥见顾德华作为闺秀诗人的才华与性

情"

顾德华的医著!据 /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

录0

-NP.载!有/花韵楼医案0和/调治伤寒论0附/产

宝百问0> 卷" 后者为稿本!原藏苏州图书馆!现已

佚失-NO.

" 裘吉生/珍本医书集成0所收/花韵楼医

案0!是流传最广的顾德华医著" 此医案集系据吴

县医家张元瑞旧藏抄本刊刻!< 册!不分卷!共录医

案 >= 首!皆为妇人杂病!多一案连续数诊!#论治透

彻!立方平善!询是经验之作$

-=.>RO

" 张元瑞/花韵

楼医案序0中称,#吾吴顾云女士11著有/花韵

楼医案0一卷!惜乎未刊行世$

-=.>RO

!俞志高/吴中名

医录0则言顾德华撰有/花韵楼医案0T 卷!其中 < 卷

刊入/珍本医书集成0!余 N 卷存于顾氏后人顾为贤

处->N.>RN

!如此则/珍本医书集成0本/花韵楼医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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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本" 惜顾为贤所存 N 卷不曾刊印!未使顾德华

医案归于全壁!殊为可憾5

另经检索苏州图书馆馆藏书目!有/蔡竹圃夫

人温邪病案0'图 N(!抄本 < 册!署顾德华辑" 经笔

者实地访察!此册 < 卷!无题名!蓝格 = 行印刷!行体

抄写!书法隽美!辑录医案 O 则!除案 N 为寒饮痫证!

余皆温病病案!#蔡竹圃夫人温邪病案$为书中第 <

个医案!书目编辑者于是以此案案名为医案集命名"

这些医案除案 O 仅有 < 诊外!其余几乎每日一诊!更

有 < 日数诊%多医会诊的!最长的案 <!病程记录长

达 > 月余" 案 P%案 O 未言诊视医家!案 > 仅称#余

诊$!此 N 案大概是辑录者自己诊治病的病案!其余

T 则医案皆有言明诊治的医家!其中有杨寄梅%周春

庭%杏泉%徐翘士%刘藻庭%董杏江%程曼云%陆九

芝%陈荣甫%苏少翁%王仰之等" 因此此册堪称道光%

咸丰年间苏州医家的诊疗实录!近似于今日的#门

诊病历$!只是经过了有意的收集誊录!以供研习之

用" 册中部分天头与行间有小字批注!从字迹看!批

注者与抄录者当是同一人!其中有则批注题署#绩

注$!可知这本册子是一位叫#绩$的人抄录与批注

的" 另外!从批注的内容看!辑录者和抄录者也当是

同一个人" 若此!则苏州图书馆书目将此册署#顾

德华辑$!似有不当"

图 :8蔡竹圃夫人温邪病案

<58结语

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对地方医疗体系建设缺乏

足够的重视!官方提供的医疗服务通常仅作为疫灾

之时才运作的救济措施!日常平民社会中现实存在

的强大的医疗需求!多由民间医疗力量来填补" 尽

管在当时社会!掌控舆论话语权的士人阶层!还有以

医学正统自居的男性医者!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表达

对女医道德%技术水平的质疑!使其形象不断负面

化!但却未能遏制女医在社会各阶层的受欢迎程度"

一位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广受认可的女医!不仅其

经济条件会因之宽裕!还能享有一定的社会声

望-<.<RR1<OW!<=>1><N

" 限于相关资料的贫乏!无以确知顾

德华的生卒年!而从张元瑞的序中可知!顾德华生前

#士大夫皆争延诊$!逝后吴下医者以不得获见其医

案为憾-=.>RO

!足见其名之盛!亦如梁其姿评谈允贤%

曾懿时所谓#成为可敬的儒医主流$

-<.><>

" 但不同

的是!顾德华不像曾懿那样还讨论男女平权%提倡女

性教育!带有#现代性$的色彩!她与谈允贤相类!属

于更纯粹的传统中国的女医"

志谢!谨向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古籍部在

论文写作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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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感染性疾病在全球的传播与蔓延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安全危机!从而引起

学术界的重视" 受其影响!医疗社会史研究也受了学术界的关注" 为了加强与国际

学术的对话!上海大学历史系创办了/医疗社会史研究0 'N'/5)&;'<:'4%&;.%08'5>'<

$27%4%)2(辑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每年 P 月和 <> 月各出版 < 辑" /医疗

社会史研究0第 < 辑已于 >M<P 年 O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医疗社会史研究0第 < 辑共有 N 个栏目!收录论文 <N 篇!分别为,

#专题论文$栏目,-美.尼特珊+科列夫/作为有目的战略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

织222理论成果和方法论意涵0%-英.马丁+戈尔斯基/#卫生体系$理念与卫生体系

比较研究的发端'<W=<2<=P= 年(0%-美.杰西卡+皮尔森+帕特尔/法国殖民主义与

反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的斗争0%-波.斯瓦沃米尔+沃蒂什/欧洲内陆水

道的水手和梅毒,国际卫生组织与莱茵委员会'<=MM2<=RN 年(0%-美.马秋莎/洛克

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公共卫生的早期发展222以混合杂交理论为视角0% -丹.尼尔

斯+布瑞姆/在印度的尘封往事222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接种肺结

核疫苗问题上的摩擦'<=TO2<=R< 年(0%-德.沃尔特+布鲁豪森/从慈善到发展222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TO2<=OW

年(0%-英.詹姆斯+A5密尔斯/作为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222大麻与9<=P<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0%张勇安/寻求制度霸

权222美国与#联合国毒品滥用管制基金$的创立0%-德.爱睿思/内分泌干扰物222国际组织日渐关注的健康问题0"

#档案文献$栏目,乔晶花/北约现代挑战委员会史料拾遗0"

#学术书评$栏目,初庆东/#微观史$视角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尝试222评9拉夫尔+泰勒的夏天:0%高阳/黑死病的医

学社会史研究2229与黑死病同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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