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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东汉之末，以迄隋初，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时期。
　　在这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南北方基本处于战乱频仍、分裂割据、四野荒芜、疫疾
流行、死亡枕藉的局面中。
此时，自西汉以来笼罩海内、经过汉武帝和董仲舒等惨淡经营构筑的儒学大厦，已经风雨飘摇。
因之，哲学获得解放，文学逐渐独立，思想颇为活跃，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整个意
识形态领域，都经历着继先秦以来的第二大转折。
　　从这一意义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特时期，表现为政治、经济
与文化艺术的发展出现了严重失衡。
在这政治黑暗、社会动乱、经济凋敝、人民颠沛流离的年代，反而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和各
种学术，从而造就了一个富有生机的文化腾飞时期。
　　这一时期的医学也不例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的医学书籍有医经、针经、脉经二十
多种，脉色、病源、藏象十多种，本草二十多种，医方一百六七十种，针灸十余种；胎产数种，养生
、饮食、服食等近百种，约共三百数十种。
这些医著，绝大多数属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家之作。
仅此数字，就足以想象当时的医学内容是多么的丰富多彩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医家，大都是儒、道、释名流，以及门阀世家，乃至将相帝王。
在当时，唯有他们才有条件进行医学著述。
这些著作，反映了医家对《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经典的继承和发
挥；记载了该时代发生的多种疾病及其论治经验；证明了医学分科的日益细致和当时学术的深入发展
，并体现了儒、道、释思想在医学各方面的渗透影响。
　　总的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临床医学的飞速发展时期，隋、唐两朝的医药学实是这三百多
年医学成就的延续。
许多年来，无论在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学者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探索研
究是颇为全面和深人的。
尤其在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方面，几乎已将所有传存的史料文献，包括诗文歌赋、书画雕刻等作品
网罗无遗，仔细研究。
可是，唯独在医学领域，未免相形见绌，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即有研究，也往往
浅尝辄止，而对于一般而言，则连这一时期有哪些重要医家和著作也不甚了了。
因之，可以说，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医学研究，几乎仍是一个历史性的空白。
　　有感于此，我们遂萌生了将存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内容拾遗辑佚，汇为一集的想法。
　　可惜沧桑屡变，纸素难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众多医籍多已风流云散，其存世者寥若晨星，
现所传存者仅《甲乙经》、《脉经》及《褚氏遗书》等而已。
诸如《肘后方》、《小品方》、《本草经集注》等书，也仅属辑佚之本，而非原书面貌。
至于其他更多的医书，均已不存于世。
即使尚有部分医书的零章断句，曾为唐、宋医家所引录，但这些佚文散载于诸书，大都未经辑佚成帙
。
这一现象，致使中医学的整理研究工作至今存在了一个空白，也实为中华文化遗产继承发扬的一大憾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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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临床医学的飞速发展时期，隋、唐两朝的医药学实是这三百多年医学成就
的延续。
可是，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医学研究，几乎仍是一个历史性的空白。
本书旨在将存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内容拾遗辑佚，汇为一集，进行校勘整理，每书前有前言
，概括本书学术价值，然后是原文辑佚，有部分校勘。
通过这次辑集校勘，这些书籍无不展现了崭新的面貌，尤其在各书的学术内容方面，均有许多新的补
充，可予读者以前所未有的收获。
本书的出版是全面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的必要基础也填补了中医古籍整理的空白，具有较高
的文献价值，对临床文献研究也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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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华佗医学集（华佗）　　华佗，字元化。
又名旉。
东汉谯郡亳(今安徽亳县)人。
约生于公元二世纪初，卒于公元207年。
《后汉书》及《三国志·魏书》皆有其传记，传中备载生平行事和医案。
　　华佗早年“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
他精通医学各科，尤以擅长外科手术、发明麻沸散和传习五禽戏著称，终于成为东汉之末的杰出医学
家，在我国历史，甚至在世界医学史上享有盛誉。
　　早在六朝时，人们已将华佗置于“医圣”之列，如陈延之《小品方》所说：“观历代相绍医圣，
虽异轨殊迹，治化同源。
疗病之理，其教亦然。
是以神农使于草石，黄帝施于针灸，扁鹊彻见脏腑，华佗刳割肠胃，所为各异，而治病则同，是以为
异轨同源者也”。
将华佗与神农、黄帝、扁鹊并称，足见其学术地位非同一般。
　　华佗为曹操治病，因受疑忌而被害。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说：“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日可以活人。
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
”由此，自古以来多认为华佗已无亲撰之书传世。
　　然而，考阅历代史志书目，并研读医籍文献，不难发现题名为华佗的医书却有不少。
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引有《华佗服食论》；《八十一难》杨玄操注引有《华佗脉诀》。
又《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华佗内事》五卷、《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华佗方》十
卷、《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吴普集《华氏药方》十卷；《宋史．·艺
文志》著录有《华佗老子五禽六气诀》一卷；《通志·艺文略》载录《华氏中藏经》一卷；《崇文总
目》载有《华佗玄门脉诀内照图》一卷。
此外，另有华佗《济急仙方》一卷，见于《国史经籍志》；《华佗外科方》一卷，见于《医藏书目》
；《华佗书》一卷、《青囊书》一卷、《急救仙方》六卷，见于《补后书书艺文志》。
凡此书目，不为不多，或为狱火之焚余，或为弟子所辑集，也可能为后人摭拾遗方而成，但亦不免有
好事者的伪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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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精)》的出版是全面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的必要基础也填补
了中医古籍整理的空白，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临床文献研究也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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