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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

于民国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祯形式的书籍。孤本，指

的是一书世传只有一部的书籍， 或指一书的某一版

本世传只有一部的书籍。 国内单传者， 称为海内孤

本；全世界单传者，称为海外孤本。
中医药古籍是中医药学传承数千年的信息载

体，是国家宝贵的历史遗产，它不仅具有历史文物价

值， 而且对于现代医疗卫生事业仍具有十分重要的

研究价值与实用价值。古籍是不可再生资源，无论从

内容上还是从版本上来说，孤本的价值都不言而喻。
1 《人身谱》被列入孤本调研书目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有古籍 《人身谱》一

卷，清刻本，刊刻时间不详。 内题清·祝源辑，授业海

昌来清徐佑校。 计 24 页，半页 12 行，行 24 字，注文

双行也 24 字。 版框 18 cm×13 cm，上单鱼尾，四周单

边，有轻微破损。
其序云：“人身一小天地，太极阴阳五行悉具焉。

所谓太极者，即天所赋之性也；阴阳者，声息运动本

乎乾健，藏府躯壳本乎坤舆是也；五行者，五藏之生

也。各一其性也，然而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阴中

有阳，阳中有阴，五藏各有表里，配偶专司分隶之位。
纵横错杂不可胜数。兹将人身上下内外分条剖析，而

名之曰人身谱。 取会归于一之义。 俾学者一览了然，
由此忝究古圣先贤医药诸书较有途辙可寻。 愚者千

虑于斯道或有小补云。 澉湖祝源书于愣香馆。 ”
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本书未见其他著

录，故被中国中医科学院列入孤本调研书目。 如《人

身谱》果真是孤本，将被收录到《全国中医图书联合

目录》基础上重新修订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
古籍数字化目前来说是保护与利用古籍的一种

有效途径，不仅减少了古籍翻动所造成的损害，而且

也加快了古籍文献的深度挖掘，属于再生性保护。另

一方面， 由于中医专业图书馆的保护与修复经费和

人员都非常有限， 绝大部分图书馆未设专业的古籍

保护与修复人员，也未经过正规学习与培训。许多珍

贵的古籍长年破损得不到及时的修复与保护， 因此

保护与修复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个极其

迫切的问题。
为有效保护古籍， 文化部等部门正组织全面开

展古籍普查工作，有价值的孤本，更是保护工作中的

重中之重。对于本馆来说，孤本古籍的数字化和修复

都将优先考虑，因此《人身谱》的版本问题，成为一个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人身谱》版本考辨

书中“澉湖祝源书于愣香馆、授业海昌来清徐佑

校”涉及的澉湖、海昌皆属于今浙江。《中国分省医籍

考》中“浙江”条目中把本书归入杂录类，曰：“《人身

谱》 清祝源 ，见光绪二年《海盐县志》卷十九《人物

传》五《艺术》。 ”
《海盐县志》中记载：“祝源，字春渠，少孤，肆力

于岐黄，慨然以济世为心。 切脉辨证最精细，一时称

良医焉。 言行敦笃，遇善必为，有古君子风。 暇则吟

咏，雅近唐音。 年六十余卒，著有《楞香诗草》、《自讼

日钞》、《人身谱》、《名方歌括集论》。 ”
《中国历代医家传略》云：“祝源，字春渠，海盐

人，咸同间名医。 1874 年撰成《歌方集论》四卷，《人

身谱》为其子幼渠参订而成。 ”
可知，祝源另著有《歌方集论》（又名《名方歌括

集论》）等书。
再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歌方集论》4 卷，

附《人身谱》1 卷，清·祝源撰，清·光绪 17 年（公 元

1891 年）辛卯棱香馆刻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藏有此本《歌方集论》，在其前朱福诜序与祝源所作

自序之中， 对于两独立之书，《人身谱》 为何以附于

《歌方集论》之后刊刻的原由，可以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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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5-6 日，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天津中医药大学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承办的首

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在津召开。 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名国外专家、学者和 200 多名国内代表参加大会。

大会审议通过了“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基本要求”，这标志着今后世界中医本科教育将有标准可依。 大会还发布了《首届世

界中医药教育大会宣言》。

“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基本要求”，作为“国际标准”，对中医本科教育进行了规范，其中包括对本科毕业生的基本要求和中

医学本科教育准入的基本条件，涵盖了总体目标、职业素质目标、知识目标、技能目标 4 个领域的培养目标、基本要求和学时学

制、教学计划、学生考核等 10 个领域的办学准入条件。 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依照这一标准进行行业约束，这对规范国外良莠

不齐的中医教育市场，保证中医学本科教育质量，确保中医学教育在国外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会发布的《首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宣言》呼吁，世界各国和地区医药教育管理部门，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医药教育工作，

为中医药教育发展提供适宜的法律、政策环境，让中医药为各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尝因许君培之原书为歌方集论若干卷，所采古

今方甚备，择诸家之论纯粹以精者列各条下，间亦附

以己意。盖先生所辑皆本之临证有得之馀，非比虚憍

之士好高论而无事实者也。先生所著书甚众，兵燹后

独存此编。 嗣君又渠将授梓人，并以人身谱附焉。 ”
“……风雨芸窗笔耕不辍，草歌方集论，越二载

成，药性差备。然治疾宁专恃药哉？凡气味攻补之品，
必藉人身阴阳升降、藏府输化而后克奏。厥功设于气

血营卫、经脉俞穴、筋骨、肌肉、孔窍生化运会之理，
略不究心，率尔投剂，譬诸盲人瞎马夜半深池，其可

虑焉。 奚若爰纂人身谱，隶于歌方之末合二为一。 ”
“承平来老怀落寞，万念冰消，无复人间想矣。嗟

乎！燃藜炷麝，传学业之美谈；不闻烽火四围中，藉蠹

简以消岁月。 ”“藉蠹简以消岁月”，可见祝源著述用

力之勤。 他业医以养亲济人，自学历代医著，多有心

得。 精切脉辨证，治病多奇效，名噪一时。 著《杂症汇

粹》,毁于兵火，后取其同里医家许栽所编方剂歌诀，
予以删补，成《歌方集论》。 由于著书之谨严，本书也

得到人们的认可，民国时曹炳章亦将其编入《中国医

学大成续编》之中，其《人身谱》提要：“人身乃一小天

地，上头下足，前胸后背，外躯壳，内藏府，表皮毛，裹

经络；肌内有腠理，颅内有脑神；骨内藏髓，骨外抉

筋；昼夜运动不息；其内部非图示无以明其究竟，先

生因将人身上下内外，分属部位，一一剖析，著为人

身谱。使学者研求，能对于人身经络，就躯壳部位，以

定所属何经，所主何病，洞若观火，了若指掌。 ”
孤本，指的是一书世传只有一部的书籍，或指一

书的某一版本世传只有一部的书籍。 至此可知，《人

身谱》并非“世传只有一部的书籍”，那么，它是否为

单行本，而为“某一版本世传只有一部的书籍”呢？
中国中医科学院所藏《歌方集论》4 卷，附《人身

谱》1 卷，清·光绪 17 年（1891 年）辛卯棱香馆刻本，
一函 5 册。其中第 5 册为《歌方集论》的第 4 卷和《人

身谱》；而本馆所藏《人身谱》并不见《歌方集论》的第

4 卷，难以判断是否为棱香馆刻本的残卷。
复查看棱香馆刻本《人身谱》之版式、字体、字

数、鱼尾界栏等等与本馆所藏之《人身谱》完全相同；
棱香馆刻本刊刻时间距离其被收入 《中国医学大成

续编》不过数十年时间，而各种资料中也没有《人身

谱》单行本的记载；可以认定，本馆所藏之《人身谱》
为好事者截取棱香馆刻本单行，而非“某一版本世传

只有一部的书籍”。
经过一番穷根溯源，馆藏《人身谱》的版本问题

水落石出，可以确定其并非孤本。 这为修订后的《中

国中医古籍总目》提供依据，为参与即将开展的全国

古籍普查工作提供借鉴， 也为本图书馆中医古籍日

常工作和版本鉴定工作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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