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妇科采珍2抄本.刻本关系初探

王小芸!赵怀舟!许文!杨阳!闫方园

!摘要"!1妇科采珍2现存杨际春抄本.绛州地忍堂刻本各 " 种# "W[[ 年$长春中医学院王耀廷

教授将杨际春抄本1妇科采珍2整理出版$连载于1吉林中医药2杂志中# 虽然杨际春抄本的形成时

间晚于刻本$但仔细对比后可以发现$杨际春抄本并非抄自刻本$而有可能是抄自作者的某个稿本#

!关键词"!1妇科采珍2%!杨际春抄本%!地忍堂刻本%!王耀廷校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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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M##"$ 太原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王小芸.赵怀舟.

许文.杨阳-%"###$W 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闫方园-

!! 1妇科采珍2系乾嘉年间山西代州人冯

,"NMR&"[#N-所著的一部妇科临床著作# 冯 $字

晋台$撰述此书时已年逾七旬# 大约嘉庆十年

,"[#R-农历九月,一说十二月-开始撰著$次年二月

,一说十一月-撰成# 冯氏撰述此书所用的时间不

过半年至一年之间$甚至更短# 然而为此书做准备

的时间却非常长$冯氏在此书自叙中说+!余随宦四

十余年$历都下及粤东.山左$南北奔驰$44爰究心

医理$搜览群书著作$选择经验良方$各种病症$莫不

悉备# 凡有诊视$多能参用合宜# 三十余年$抄集成

方$加以精采可得十余本# 44惟胎产一门$尤加要

焉# 44余年七十有二矣$精神渐衰$谨以调经.胎

产各种方法汇成一卷# 俾人人同登寿域$庶不负余

之夙愿也#"

/"0所谓随宦 S# 年$集方 M# 载$精采 "#

余本$因事震动专主胎产汇成 " 卷$诚非易事#

C<D(妇科采珍)抄本与刻本的概况

就目前所知$1妇科采珍2有抄本.刻本各 " 种#

抄本现存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系嘉庆十四年

,"[#W-己巳正月金城,兰州-杨际春抄录# 刻本则

系绛州地忍堂乔!藏板,图 "-#

翟春涛.穆俊霞等人曾介绍了刻本的基本情况+

!清代绛州地忍堂乔藏板木刻本$线装$长$"<S (;$

宽"M<[ (;$每页八行$每行二十至二十三字$共五十

四页# 据初步统计$该书正文约八千字#"

/$0实际核

查$此书刻本诸叙 R 叶.目录 O 叶.正文 RM 叶$全书

合计 OS 叶#

$# 世纪 [# 年代末$杨际春抄本1妇科采珍2由

长春中医学院 ,今长春中医药大学 - 王耀廷

,"WS#&-教授整理后$在1吉林中医药2,"W[[ 年第

M 期f"W[W 年第 $ 期-!古籍珍本丛刊"栏目分 O 期

连载# 笔者未见到1妇科采珍2杨际春抄本原件$此

处讨论杨际春抄本$所依凭者即为 !王耀廷校注

本"# 该本计书前!编者按".诸序.目录.正文.!校

评后记"等$合计 SN 页# 其中正文约 "M ON$ 字$王

耀廷氏新增 OR 注.[S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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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D1妇科采珍2地忍堂刻本

1妇科采珍2刻本的自叙落款为!嘉庆十一年岁

在丙寅二月代州冯 晋台氏采录于陕西省城甜水

井之公馆"%1妇科采珍2抄本的自序落款为!嘉庆十

一年岁在丙寅仲冬庚子月代州冯 氏采录于甘肃

庆阳府宁州署内之题# 嘉庆十四年岁在己巳孟春丙

寅月金城杨际春岷阳署内沐手敬抄"# 依据 $ 个落

款$翟春涛.穆俊霞指出+!对清代绛州地忍堂乔藏

板木刻本与王耀廷教授所校注的1妇科?珍2的时

间落款对比发现$该木刻本早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馆藏杨氏抄本1妇科?珍2"

/$0

#

笔者对抄本,王耀廷校注本-与刻本的关系进

行分析后$认为前人结论可进一步补充# 从时间上

看$刻本在前而抄本在后$但从内容上看$抄本显示

了一些稿本特征$也值得重视#

E<D(妇科采珍)抄本与刻本的区别

E<CD抄本与刻本的结构区别

刻本与抄本,王耀廷校注本- 1妇科采珍2在结

构上有比较大的差异# 抄本,王耀廷校注本-

!全书

分 N 个部分$分别是+

!

胎前%

"

临产%

#

产后%

$

胎

产备方/胎产,原作产后$王氏校改-至宝方.千金保

孕,胎-丸.生化汤,加减计三十三方-.宁坤至宝丸.

保赤摘要四条0%

%

附载四物汤,加减计五十三方-.

调经种玉汤,原在书末杂录中$王氏移前-%

&

针灸

图说%

'

杂症十二井穴针法#

刻本全书分 O 个部分$分别是+

!

调经,约略相

当于抄本第 R 部分之!附载四物汤加减"云云-%

"

胎前%

#

临产%

$

产后,内含生化汤加减三十六方-%

%

胎产针灸图说%

&

刺杂症十二井穴针法图说#

可见$刻本与抄本,王耀廷校注本-在结构上的

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刻本将抄本第 R 部分与调经密

切相关的四物汤加减调至最前$同时对第 S 部分

!胎产备方"大力精减$只保留其中的生化汤加减部

分$作为其第 S 部分!产后"的一部分#

E<C<CD关于调经篇的调整

抄本和刻本在!调经篇"上的变化是最大的#

抄本中!附载四物汤"的目录下有!加减计五十三

方"的说明$而刻本中则说+!余以3四物汤增减'a二

十五方$加续一十九方$补其未备"经比较$抄本大

约 R# 余方$而刻本仅有 SS 方$并且刻本中有 "W 方

,第 S.W."#."$."O."N.$#.$$.M".M$.MO.MN.M[.MW.

S#.S".S$.SM.SS 方-在抄本,王耀廷校注本-中未

见$而其余 $R 方在抄本中多可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描

述#

!调经篇"位置和内容的调整和变化$当是作者

本意# 抄本,王耀廷校注本-虽然尚未做出具体的

调整$但冠于其首的作者自叙中已有+!谨以调经.

胎汇成一帙"

/M0云云$已然透露出作者意欲扩展!胎

产"到!妇科"的意图# 事实上$刻本中晚近调整的

!调经篇"的目录条目的顺序与正文是一一吻合的%

与之相对应$!胎前"的目录中有 M 个条目,孕妇泻

痢.孕妇白带.孕妇日午潮热-与正文顺序不一致$

而 " 条,孕妇忽然倒地-目录尚存而正文阙失# !产

后"所附之!加减生化汤"的目录中有 O 个条目,产

后三日内发热头痛等症.产后妄言妄见.产后血多或

汗多.产后乳痈乳疖.产后疮疖.熬党参膏方-与正

文顺序不一致$而 " 条,产后身热恶寒-正文尚存而

目录脱漏# !调经"与!胎产"目录与正文吻合程度

的明显差异$似乎也提示二者定形的早晚有别#

E<C<ED关于产后篇的融合

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1妇科采珍2的抄本和刻

本中实际上均包含了 $ 套相对完整的产后系统# 为

了论说方便$笔者暂且称之为!产后生化系统"和

!传统产后系统"# 用生化汤一方及其加减法处置

产后诸病的系统称之为!产后生化系统"$而与之相

对应的各个历史时期总结流传的产后诊疗系统称之

为!传统产后系统"# 事实上$二者不能$也不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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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王耀廷校注本虽然已经在细节上纠正了其

底本&&&杨际春抄本原!目录"中的诸多凌乱杂揉之处$但与王耀廷

校注本正文相对比$仍然显得参差不齐# 因此$笔者总结抄本的篇章

结构时$主要以王耀廷校注本的正文顺序为主$而其!目录"仅作参

考# 比如正文第 S 部分!胎产备方"的最后一个子目!保赤摘要四

条"$在其!目录"中误作第 R 部分%而其正文第 R 部分!附载四物汤

加减"云云$在其!目录"中误置第 S 部分!胎产备方"子目!生化汤

加减"之下#



械划界# 因为即便局限于1妇科采珍2一书$它所收

载的所谓!传统产后系统"中产后儿枕痛所用之方

正是生化汤%而冠以!加减生化汤"方名者$也有 W

味药中仅川芎.当归 $ 味属生化汤原方组成成份者#

1妇科采珍2抄本中虽然分 $ 个章节平等地论

述这 $ 个系统&&&第 M 部分产后.第 S 部分胎产备

方之!生化汤加减计三十三方"$但从篇章名称中$

还是略可窥见二者地位的细微差别$毕竟!产后生

化系统"属于!胎产备方"下面的一个层次#

在1妇科采珍2刻本中$!产后生化系统"的位置

发生了变化$不再隶属于任何备方之下$而是单独完

整地与!传统产生系统"共处于一个章节之下&&&

即第 S 部分产后中附载!加减生化汤,计三十六方$

补前人未备耳-"# 虽然在冯 之前$已有医家坚持

临床运用.不断实践完善!产后生化系统"$并有专

著出现$但冯 仍然通过临床使用对!生化汤"进行

补充#

与抄本中相对泾渭分明地保存这 $ 个产后系统

不同$在刻本中出现了基于临床的局部融合的倾向#

比如抄本中!产后乳痈.乳疽.乳疖等症$宜消毒饮"

属于!传统产后系统"$不论处方和方名$均与!产后

生化系列"明显有别,方中虽然也有川芎.当归.甘

草等生化汤中所包含的药物$但全方有 "# 多味药

物$不能认为此方为生化汤系列处方-# 但在刻本

中此条内容移至!产后生化系统"之末$并与!产后

疮疡不论已溃未溃$宜生化汤去黑姜加连翘44"

!产后一切阴毒流注宜参归生化汤"等内容为伍$为

的是集中体现产后外科疾病的诊治#

E<ED抄本与刻本的细节差异

1妇科采珍2抄本与刻本的具体内容在细节上

也有一定的差异$举例而言+

E<E<CD抄本有而刻本阙失

1胎前*$S 条2+!孕妇忽然倒地$乃精神短少$

承胎不住$眼目昏花$不须惊慌$扶坐片时$亦不必服

药$以米粥补之自愈#"此条抄本,王耀廷校注本-

有$刻本目录中有!孕妇忽然倒地"的条目$但正文

中脱落# 可见$抄本不可能是从时间较早的刻本中

直接抄出$当是抄录者杨际春得见作者某一稿本的

原件#

1胎前*MW 条2+!孕妇忽闻儿啼者$44又方+

黄连五钱煎浓$时刻徐徐呷之#"此条下$抄本,王耀

廷校注本-有!不如散钱于地上一二百文$令母曲腰

拾取$未完即效"$" 字$刻本无#

1临产*R 条2+!产妇一二日生不下$或瘦小妇

人交骨不开$垂危者$宜脱花煎# 44用此方如

神#"此条下$抄本,王耀廷校注本-有!此方写出数

百张济人$阴功莫大焉""S 字$刻本无#

1生化*"" 条2+!产后感寒上攻则心痛$下攻则

腹痛如有积块$宜生化汤加桂枝一钱以定痛$如尚未

止$再加吴茱萸一钱$生姜三片$水煎服#"此条下$

抄本,王耀廷校注本-有!若用别药止痛$未免新血

亏损矣""M 字$刻本无#

这些方后所附之对比.劝诫.评价的话语$若作

为正式出版物略显累赘$但从行文语气判断$似出于

作者口吻$而非抄录者增加# 故此$笔者倾向于认为

1妇科采珍2的抄录者金城杨际春还是看到了作者

早于刻本的某个稿本#

E<E<ED刻本有而抄本阙失

刻本正文之前有!山西代州冯 晋台氏甫辑 男

廷暨廷柱校"的字样,图 $-$抄本,王耀廷校注本-

未见#

1胎前*"M 条2冯氏乌金丸中$刻本有!飞罗面

二两"$抄本无#

1胎前*"O 条2+!孕妇胎气不固$三.五月小产$

再孕至期仍复小产$名曰滑胎$一月前预服安胎

丸#"方后刻本有!或用整砂仁九个$煎水送下"""

字$抄本无#

1胎前*S# fS" 条2系刻本新增条文+!孕妇有

怀胎过月者$或至二.三.四年者$乃血养胎不足$万

勿惊慌$至期瓜熟自落# 孕妇有怀胎至七八月者$宜

预服安胎丸# 方在前3滑胎'条下#"

图 ED1妇科采珍2刻本正文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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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后*$R f$O 条2系刻本新增条文+!有过月

而产$又有经一二年至四五年而产者# 觉腹痛胎动$

心内仓皇$临盆太早$浆水先下$败血浆住儿胎$急

用+盐?一两$以青布裹紧烧存性# 用麝香一分$共

研细末$用秤锤烧红$淬黄酒调一钱$热服其胎即下#

或以新汲水磨好墨一茶杯$服之墨即裹儿出# 或服

前方脱花煎# 或照后图穴针灸# 有至七.八.九等月

而产者$觉胎动下坠$宜服安胎丸方在前# 已产宜服

生化汤#"

以上罗列$仅是举例$如果细察$可能还会有许

多发现#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最末 $ 条例证提示$冯

氏刻本在!胎前"!产后" 不同篇章中的新增条文有

一定的内在联系# 由此观之$以上条文当是作者在

同一个时间段内补充完善的#

F<D抄本与刻本时间与内容的先后

前已言及$1妇科采珍*自叙2在刻本与抄本中

有不同的时间.地点落款$若仅从时间上考虑$1妇

科采珍2的确是刻本在前而抄本在后# 通过对此书

1冯裕定叙2分析$可知作者请叙之时书稿尚未最终

定形# 1冯裕定叙2中!,余叔晋台先生-既而悔曰+

3医以济人为急$今吾奔走华?$民间之颠连痛苦置

若罔闻$非利人之道也'"之语$并不见于作者1自

叙2之中$或是冯裕定转述冯 请序时的相关表达#

冯 请序时当提供了该书的某个稿本作为作序之

依凭$落款靠后的1妇科采珍2抄本或源于此#

刻本与抄本1冯裕定叙2在细节上略有不同$刻

本1冯裕定叙2曰+!嘉庆乙丑$适有陕西省梁氏妇胎

产不下$妇亦遂毙# 先生悯焉$著 1妇科采珍2一

卷"$在抄本中作!嘉庆乙丑$适有陕西省梁氏妇胎

产不下$妇亦随毙# 先生悯焉$谨择胎前.临产.产后

各方$并针法著为一卷"# 抄本1冯裕定叙2中并未

出现1妇科采珍2的书名$其!胎前.临产.产后各方$

并针法著为一卷"的结构与抄本,王耀廷校注本-正

文接近$而与刻本有较大区别$可见当时初稿虽已完

成$但尚未最终定稿# 未定之稿在刊印之前尚有调

整的余地$抄本源自作者的某个稿本$因此从内容上

来说抄本早于刻本#

G<D结语

1妇科采珍2一书的刻本和抄本$在内容.结构.

详略上互有参差# 总体而言+抄本突出胎产.附载调

经的结构更符合作者的创作初衷$而刻本调经在前.

胎产随之的总体安排更切合1妇科采珍2的书名#

从行文上看$抄本繁杂.碎细$刻本干净.规范# 从作

品署时上来看$前人的结论无误$刻本早于抄本# 从

内容上看$1妇科采珍2抄本反映了作者某个稿本的

模样$反而早于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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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消息
*

(蒙古族公众的蒙医文化,一项关于公众理解医学的研究)出版

兰台

包红梅著1蒙古族公众的蒙医文化+一项关于公众理解医学的研究2于 $#"R 年 "" 月由金

城出版社出版#

以前相关学者的研究都是从医学或科学的角度对蒙医学进行研究$而该作者则是运用人类

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走访$考察了蒙古族普通民众对蒙医学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对思想认

识和实践行动的影响#

作者考察了蒙古族普通民众对!赫依"!希拉乌苏"!希拉"M 个蒙医学核心概念的理解$并

剖析了这 M 个核心概念所体现的身体观# 作者还考察了蒙古族普通民众对!羊疗法"!阿尔山

疗法和罨敷疗法"!放血和拔罐"等蒙医学传统疗法的理解$并剖析了这些传统疗法所反映的疾

病观#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蒙古族普通民众的就医行为以及蒙医文化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途径#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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