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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U R N A L O F T IA N J IN C O L L E G E O F T R A D IT IO N A L CH IN E S E M E D IC IN E

《广济方 》辑校(十一)

医 史文献研 究室 郭洪耀 张海凌

〔八〕

〔原文) 疗孩 气方
。

牛膝六分 芍药六分 桔梗八分 积 实

三 ¹ 分炙 厚朴六分炙 橘皮四分 获答六

º分 人参五分 获蔡子五分然 何梨勒六

分熬 柴胡八分 槟榔四分 大黄六分

右十三味
,

捣筛
,
蜜和丸

。

空肚 , 煮大

枣饮服
,
如梧子二十丸

, 日再 ,
渐渐加至三

十丸
。

如利 多
,
以 意减之

。

忌生硬难消物及

油腻
、

猪 肉
、

醋物
。

《外台》卷十二

〔校勘〕

¹ 三
:

东洋刊本 《外台 》作
“
五

” 。

º六
:

东洋刊本 《外台》作 ,’j 又”
。

〔原文 ) 疗疚 气
, 心松骨蒸热间风

,

鳖甲 丸方
。

鳌甲炙 芍药 蝮蛇脯 炙 大黄各八分

人参 何梨勒 皮然 积实炙 防风各六分

右
/ \味

,

捣 筛为末
,
蜜和丸

,

如梧子
。

以 酒 饮下二十丸 ,
渐渐 加 至 三 十 丸

,
日再

服
。

不利
。

忌觅 茉
、

生 菜
、

热 面
、

荞 麦
、

蒜
、

拈食
。

《外台》卷十三

〔原文〕 疗癖结心下硬 痛¹
,
巴豆 丸

方
。

巴豆三枚去心 皮然º 杏仁 七枚去尖»

大黄如鸡子大¼

右三味
, 捣 筛大黄

,
取 巴豆

、

杏仁别捣

如膏
, 和大黄½

,

入 ¾ 蜜和¿ 丸
。

空肚À 以

饮服Á 如梧子  七丸 @ , 日一服
, 渐加 , 以

微利下病为度
。

忌生冷
、

油 腻
。

《外台》卷十二

( 本方又见 于 《医 心 方 》卷九
、

《总

录 》卷七十二
。

)
〔校勘〕

¹ 癖结心下硬痛
: (( 总录 》作 “

疚气心

痛
” 。

º熬
:
《医心方 》无 , 《总录 》作

“
膜

炒黄研
” 。

» 去尖 :
《医 心 方 》无 , 《总录 》作

“
去皮炒黄研

” , 东洋刊本 《外台》此后有
“
皮熬

”
二字

。

¼ 如鸡子大
:

《总录 》作
“一两刻炒捣

末
” 。

½ 捣筛大黄
,

取巴豆
、

杏仁别捣如膏
,

和

大黄
:
《医心方 》只言

“
捣筛

” ,

余十三字

无
,
《总录 》作

“
同研令匀

” 。

¾ 入
:
《医心方》无 , 《总录》作

“
炼

” 。

¿和 :
《医心方 》无

。

À 肚
:

《医的方 》作
“
腹

” ,

《总录 》

作
“心 ” 。

Á 以饮服 :
《医心方 》无

“

服
”

字 ; 《总

录 》三字均无
。

 梧子 :
《总录 》作

“
梧桐子尖

” 。

À 七丸
,

日一服
:

《总录 》作
“
每日

”

“
温酒下两丸

” 。

 自
“
渐加

” 至 “
油腻

” 十四字
:
《医

心方 》
、

《总录 》均无
;
东洋刊本 《外台 》

此后有
“
小豆

、

野猪
、

鱼
、

芦笋等
”
八字

,

《外台》似脱
,

当据补
。

〔原文 ) 疗疙癖气两胁妨满方

牛膝十分 桔梗八分 芍药八分 积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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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 人参八分 白术八分 鳖甲八分 获

岑八分 何梨勒皮八分 柴胡六分 大黄十

分 桂心六分

右十二味
,

捣筛
,
蜜和 丸

,
如梧子

。

空

肚酒饮及姜汤
,
任服二十丸

, 日二服
,
渐加

至三十 丸
, 利 多即以意减之

,
常取微通泄为

度
。

忌生硬难消油腻等物及觅莱¹
。

( 一方

用五加皮无人参 )
《外台》卷十二

〔校勘〕

¹ 菜
:

东洋刊本 《外台》此后有
“
桃

、

李
、

雀肉
、

猪肉
、

冷水
、

生葱
”
十字

,

《外

台 》似脱
,

当据补
。

〔原文 ) 疗腹中癖气方
。

牛膝八分 桔梗六分 芍药六分 积实

八分炙 白术六分 鳖甲八分炙 获荃八分

人参六分 厚朴六分炙 大黄六分 桂心六

分 槟榔六分

右十二味
,
捣 筛

,
蜜 和 丸

。

空 肚 温酒

服
,
如梧子二十丸

, 日二 服
,
渐 加 至 三十

丸
。

老小微利
。

忌生冷
、

油腻
、

小豆
、

粘

食
、

觅菜¹
、

醋
、

生葱
、

猪 肉
。

《外台》卷十三

〔校勘〕

¹ 菜
:

东洋刊本 《外台》此后有
“
桃李

雀肉大
”
五字

。

〔原文 ) 疗症玲疚 气
,

不能食夕 兼虚

赢瘦
, 四时常服方

。

牛膝六两 生地黄九两 当 归三两 桂

心四 两 肉欢蓉六两 远志三 两去心 五味

子五 两 曲末五合熬妙¹ 令黄 白术三两

人参三两 获答六 两一方三两 大麦集末一

升五合熬黄

右十二味
, 捣筛为散

。

空腹
,

温酒服方

寸 匕
,
日二服

,
渐加至一 匕半

。

夏中煮生姜

及槟榔饮下
, 加麦门冬六 两

。

此º方甚宜
。

久服令人轻捷
。 .

忌牛» 肉
、

生葱
、

萝 卜等¼
。

《外台 》卷十二

〔校勘〕

¹ 炒
:

东洋刊本 《外台》无
。

º此
:

东洋刊本 《外台》此前有
“

不利
”

二字
。

À 牛
:

东洋刊本 《外台》此后有
“
犬

”

字
。

¼ 萝 卜等
:

东 洋 刊 本 《外 台 》作
“
芜

芙
、

醋物
、

桃李
、

雀肉
” 。

〔原文 ) 疗腹中疙 气癖硬
, 两胁脐下

硬如石
,
按之痛

,

腹满不下食
,
心 闷咳逆

,

积年不差 , 鳖甲 丸方
。

鳖甲八分炙 牛膝五分 茸芳四分 防

葵四分 大黄六分 当归 四分 干姜 四分

桂心四分 细辛四 分 附子四 分炮 甘草四

分炙 巴豆二七枚¹

右十二味
,
捣 筛

,
蜜和丸

。

平 旦空腹温

酒下 ,
如梧子四 丸

, 日三服
,
渐加

, 以微利

一两行为度
。 ,

忌º生葱»
、

觅 菜
。

《外台 》卷十二

〔校勘〕

¹ 枚
:

东洋刊本 《外台》此后有
“
去口

皮熬
” 。

º忌
:

东洋 刊 本 《外台》此 后 有
“
海

藻
、

荻菜
、

猪鱼牛犬肉
、

生菜
”
十一字

。

»葱
:

东洋 刊 本 《外台 》此 后 有
“
芦

笋
”
二字

。

〔九〕

〔原文〕 疗鳖症 ,
服马尿¹ 方

。

白马尿一升五合
, 温服之

, 令尽
,

差
。

( 本方又见于 《医心方》卷十
。

)

¹ 服 白马尿
:

《医心方 》无
。

〔原文 ) 又方

白马尿一升 鸡子三枚破¹ 取 白

右 二味
, 于档 中煎º取三合

。

空腹服¼

之
,

不移时当吐 出病
。

无所忌½
。

( 下转第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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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雅》疏证 》卷四 (下 ) 云
: “巫与医 皆

所 以除疾
,

故
‘

髻
,

字或从
‘

巫
,

作
‘

盈
’ 。

《管子
·

权修篇 》云
: ‘

好用巫金
。 ’

《太元
·

元数篇 》云
: ‘

为是为巫祝
。 ’ ” “

聚
”
字

的出现
,

仅历史现象而已
,

今 日废之
,

乃时

代发展之必然
。

“
番

”
作为

“
治病工

” ,

其历史已相当

悠久
,

早在东周与春秋早期的历史文献 《周

礼
·

天官家宰》(下 )中就记载有
“

医师
” 、

“
食医

” 、 “
疾病

” 、 “
疡医

” 、 “
兽医

”

诸医
。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
,

对
“
髻

”
字作一番深入细致的考释

,

是很有

教益的
。

一个民族的文化
,

必然反映着这一

民族的历史
、

地理
、

人文
、

科学等多种学科

的产生
、

发展和演变
。 “

暑
” ,

是我们中华

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

结
,

我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 口

大国
,

与
“
誉

”
字有密 切 的关 系

。

医乃仁

术
,

非具普渡众生之念者不可为也
,

愿华夏

杏林同道充分意会
“医者

,

意也
” 之旨

,

以

“
博极医源

,

精勤不倦
”
之精神

, “
拯黎元

于仁寿
” ,

将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进一

步发扬光大
。

注
:

( 1 ) 见唐
·

王冰 《 <黄帝内经
·

素问 > 注
·

序 》
。

( 2 ) ( 3 )笔者在引用此两段文字时
,

对标点符

( 上接第29 页 )

《外台》卷
一

卜二

(本方又见于 《千金 》卷十一
。

)

〔校勘〕

¹ 破
:
《千金》无

。

º右二味
,

于档中煎
:
《千金》作

“

合煎
” 。

»三
:

《千金 》作
“二 ” 。

¼ 服
:
《千金》作

“
顿服

” 。

½ 无所忌
:
《千金 》无

。

〔原文) 又疗竖症 ,
蟹爪 丸方

。

蟹爪三分 附子六分炮 磨 香 三 分 研

号表了规范化的技术性处理
。

( 4 ) 《甲骨文字典 》 ,

徐中舒主编
,

四川辞书

出版社出版发行
, 19 8 9年 5 月第一版

。

引《说文》

文
,

与中华书局 196 3年12 月第一版之《说文解字》

略有出入
,

该 书为
: “

医
:

盛 弓 弩 矢 器 也 , 从
‘
巴

’

从
‘

矢
’ 。

《国语 》曰
: ‘

兵不解医
。

另
,

引《甲骨文字典 》文
,

对个别标点符号作了规

范化的技术性处理
。

( 5 》 “包围” 之 “围
” ,

本作
“

辛
” ,

包围之

意
, " 口” ,

音w 己I ,

象城邑 , a 任 ” ,

象足形
。

后来由于书写不便的关系
,

省写为
“

草
” ,

楷化为
“

秦
” ,

简化为 “韦 ” 。 “韦 ” 作柔皮 ( 去毛熟制

的皮革 ) 讲后
,

另造
“

圈
”

而代古表示 “包围
”

之
a
盒

” 。 “

圃
” ,

今简化为 “围” 。 “口 ” , “围
”

之部首
, “

团
” 、 “

囚
”

等字从之
。

( 6 ) “

矩
” 、 “

集
” :

古今字
。

( 7 )金
·

张从正 《儒门事亲》卷二 《汗
、

下
、

吐三法该尽治病途 》一文以治病虚实论 良工
、

粗

工
、

谬工
、

庸工之别日
:

,t. “⋯ 良工之治病
,

先治

其实
,

后治其虚
,

亦有不治其虚时
。

粗工之治病
,

或洽其虚
,

或治其实
,

有时而幸中
,

有时而不中
。

谬工之洽病
,

实实虚虚
,

其误人之迹常著
,

故可得

而罪也
。

惟庸工之治病
,

纯补其虚
,

不敢治其实
,

举世皆日平稳
,

误人而不见其迹
。

⋯ ⋯ ”

( 8 )匠人
,

本义专指木工
,

后词义扩大
,

泛指

有各种技术专长的手工业劳动者和在某一些专业方

面确有特长技艺的人
。

( 9 ) 《陇右方言 》 ,

兰州大学 出版 社 出版
,

19 8 8年 1月第一版
。

( 10 )语出金
·

窦杰 《标幽赋 》
。

半夏六 分 生姜四分屑 鳖甲六分炙 防葵

六 分 郁李人八合

右八味
,

捣筛
,

蜜和丸
,

如梧子
。

空肚

以 酒下二十 丸
,
日再服

,
以 知 为度

。 ,

忌生冷

¹
、

猪 肉
、

觅菜
。

郁李人

《外台》卷十二

〔校勘〕

¹ 冷
: 东洋刊本 《外台》此后有

“
油

、

碱
、

热面
、

荞麦
、

陈臭
、

粘腻
、

羊肉
、

扬
”

十三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