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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醫古籍校讀法》是為學習研究中醫古籍閱讀方法而编寫的教材，主要供高等院校中醫類專業研究
生使用。
    本教材的編寫目的，是通過校讀理論的講授、校讀實例的剖析以及校讀實踐的訓練，使研究生正確
把握校讀中醫古籍的方法，增强發現、分析、解决閱讀中醫古籍問題的能力。
    清季俞樾《古書疑義舉例。
序》指出：“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猶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簣也。
”竹之初生者為筍，而簣則是用竹片編成的床墊。
傳刻之書並非古之真本，猶如簣並不是筍，以此說明今人傳刻之文，並非全是古人之真文。
同樣，今人注釋講解之義，也並非全是古人的真義。
為使所據之經是其本來的面目，便需要認真地校勘；為使所釋之義是其原有的意義，便需要準確地闆
讀。
具而明之，校讀法就是依據本書，參考他書，發現謬誤，探求理義，是一種邊校邊讀、校讀结合的讀
書法。
校為求取真文，是讀的基礎；讀為闡明真義，是校的目的。
明乎此，則校讀法可分可合：分别叙述時，校與讀可以别為二論，各有其說；具體運用時，校與讀必
然合為一法，密不可分。
大凡閱讀古籍均須採用校讀法，而中醫古籍由於文本差錯甚多，且一向缺乏行家校讀，所述内容又往
往關係到健康甚至生命，因而尤其需要校讀。
在此基礎上，方能進而探求傳承舆發揚的問題。
    本教材緒論首先對校讀法加以概述，闡明校讀的含義，論說中醫古籍尤其需要校讀的原因；上篇四
章，側重於“校”，從校勘的對象、致誤的原因、校勘的方法說起，落脚到校記的撰寫，並提出校勘
需注意的問題；下篇五章，側重於“讀”，涉及詞語文句的辨釋、名物的考證、章旨的推求、舊注的
鑽研，終結於校讀札記撰寫。
附錄一《中醫經典著作重要校注本述要》與附錄二《中醫各科重要書目簡介》，使學習者對中醫古籍
的豐富家底有個總體輪廓性的瞭解，以便於選擇與利用校讀對象。
        本教材的教學方法是：在研究生課外自學本教材與搜集、閱讀相關资料的基礎上，講清基本概念
，闡述基本知識，傳授基本技能，尤宜以後者為主。
鑒於《中醫古籍校讀法》是一門實踐性很强的課程，必須加强實踐環節的教學，因而本教材各章後均
附有校讀實踐，既要求把握本章的内容要點，又有實踐操作，研究生宜在課外查閱資料的基礎上完成
，並進而擇選古代一二種醫書，以為校讀的試驗，方有實際效益。
誠如胡樸安《古書校讀法．序》所言：“若僅守此編而不用之於實際，縱對於此編極能了解，亦如有
志遠遊者畏車馬舟楫之勞，日在地圖上尋東西南北之方向，終歸於空談而已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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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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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重要校注本述要附錄二  中醫各种重要書目簡介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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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校读以“校”为前提。
“校”者“校勘”，具体说，“校”指比较、核对，“勘”指勘削、改正。
因此，校、勘连言，是指对古籍文字错误的核正，实践中也包括一些相关的工作。
　　校勘对于古籍的整理、研究非常必要。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古籍传播的主要方式是传抄，而且早期即秦汉时代传抄的载体主要是竹简。
这样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古籍中极易发生错乱脱漏等各种类型的文字错误，而同一古籍的不同传本在内
容、编次方面也容易产生程度不等的差异。
例如《素问》早期传本为南北朝全元起注本，该本篇次有不少不合理之处，中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
注》除了文字校勘、词语注释、臀理阐发外，还对原书作了大量的篇次调整。
全元起本虽已失传，但宋代林亿等所作新校正对二本篇次差异大都——记述。
至唐后期印刷术发明，古籍的传播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批量印行使书籍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且
同批印行的书籍文面基本一致，遣就使传播环节中出错的机会大为减少。
但印刷前底本的状况如何，刊刻者对底本作过怎样的处理以及印刷中刻版的质量、印成后保存的条件
等，依然对古籍的文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例如不同刻印者所据底本不同或虽底本相同但校订情况不同，都会使同一书籍出现一定的差异。
　　面对这些情况，就需要运用科学的校勘方法加以比勘、审核、订正。
由此可见，古籍校勘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将古籍恢复到或较为接近未曾散乱错讹的原貌（当然，改正
的对象也有可能是古籍原本中就存在的偶然错误），为人们阅读、利用古籍提供一个较为信实可靠的
文本基础。
显然，对于古籍阅读与研究来说，这是士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
倘若在研读古籍时不重视校勘这一基础环节，不作校勘或不认真校勘，在错误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标点
、注释舆翻译等研读、整理工作，就只能以讹传讹，致使谬种流传。
宋代林亿等在《素问》新校正中曾数次明确指出王冰据误本而犯了理解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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