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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澍农先生新近著成的《肘后备急方辑校》一书，展卷
阅读，颇多感佩。《肘后备急方》是一部医方书，是葛洪在所
著《玉函方》一百卷的基础上，“采其要约”而成，所载以简、
便、廉、验的验方为主。范行准先生在《中国医学史略》中
说：“就现在的《肘后备急方》而言，其中有不少极有价值的
经验记载。”事实诚然如此，如青蒿素的发现，就源于《肘后
备急方》所载用“青蒿一握”治疗疟疾的医方。

在探讨中国医学的起源时，有不少学者都倾向源于经
验之说。因此，他们推断早期用以治疗疾病的医方，必然也
多是以单味药为主。从近年来不断发掘出土的简帛医学文
献中，我们也确可证实这一点。主治功效相似，或配合使
用，才逐渐发展出药味较多的复方。通过对出土的清华简
医方、北大秦简医方、阜阳汉简《万物》以及马王堆《五十二
病方》、老官山《治六十病和剂汤法》等，可以清晰地看出这
种医方从单味药到多味药的发展过程。传世医书中，以《伤
寒论》《金匮要略》为主的仲景医书，可以视为是东汉时期对
前代医方的一次总结，流传至今，被称为“医方之祖”。葛洪
著《玉函方》一百卷，无疑又是一次重要的总结，很可惜，《玉
函方》已亡佚不见，如今已不知其面目。仲景医书收载医方
以复方为主，单味药组成的医方也有，但不多。可知经过数
百年发展，医学理论与治疗手段日趋完善，以单味药组成的
单验方与多味药组成的复方开始出现分化。分化的主要原
因，可能是复方的疗效和安全性都更好。《玉函方》中所收医
方，应也是以复方为主，偶有单验方。复方药味多，制备不
易，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单验方无疑更具实用性。葛
洪将《玉函方》中的单验方汇集起来而成《肘后备急方》，就
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从编撰目的来说，《肘后备急方》和《玉
函方》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无意间，葛洪其实也完成了一次
对单验方的总结。也因此，《肘后备急方》在某种程度上，也
形成了与仲景医书的“双峰对峙”，各代表一种医学治疗方
法上的取向。

中国医学一以贯之，流传至今，似变化不大，其实并非
如此。自秦汉以来，中国医学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如
现在习知的《素问》《灵枢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
医学经典著作的确立，都是在唐宋时期完成的。唐代以前，
仲景医书并非医学的主流，流传并不广。与之相类，《肘后
备急方》也并非一直受到重视。其在著成后，曾有过一段时
间的流行，陶弘景曰：“寻葛氏旧方，至今已二百许年，播于
海内，因而济者，其效实多。”陶弘景觉得葛洪此书尚有“阙
漏未尽”之处，故而为之补充，将原书86篇调整为79篇，复
添22篇，为一百一篇，仍作3卷，改书名为“补阙肘后百一
方”，是取佛教“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自此，
《补阙肘后百一方》（以下简称《百一方》）与葛洪所著《肘后
备急方》同时流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并载“肘后方六卷，
葛洪撰”和“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九卷”两书，但称后者已
亡。唐代时，《肘后备急方》曾有所流行，出现增补校改本。
开元年间，唐玄宗曾诏令各州“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
之”，可知当时流行的已是经陶弘景增补过的著作。宋代设
校正医书局校勘医书，但未及《肘后方》，亦未见有刊刻该书
的记载。《肘后备急方》一书淡出主流医学视野，几乎亡佚。
幸赖葛洪、陶弘景两人的道教背景，《肘后备急方》被收入
《道藏》中，才能够保存下来。不过已非全本，且掺杂有后世
混入的内容，已不可区分。

明代以后传世的《肘后备急方》皆出于《道藏》，内容颇
有残缺，故需要辑佚；而也因为唐宋时期的著作如《千金方》
《外台秘要方》《证类本草》《医心方》等书中大量引用《肘后
备急方》的内容，才有了辑佚的可能。在此之前，有关《肘后

备急方》的辑佚著作，先有尚志钧先生的《补辑肘后方》，后
有胡冬斐先生的《附广肘后方》，珠玉在前。沈澍农先生再
次著成《肘后备急方辑校》一书，实属不易。别开生面，更是
难上加难，不过也因此凸显出沈先生不凡的学术功底。

传世早期医书中，像《肘后备急方》这样仅有残卷传世
而需要辑佚者不少，如《小品方》《新修本草》等，而相比来
说，《肘后备急方》的辑佚可以说是最难的。

首先，从文本流变程度来说，《肘后备急方》最为复杂。
根据上文梳理及沈澍农先生的研究，《肘后备急方》最初为
葛洪著作，后经陶弘景调整增补为《百一方》，后又经唐人、
金人等续为增补、附广，文本流变程度较大，不同时代的医
书所引《肘后方》文本不同，所存佚文便不相同，处理起来就
颇为不易。如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方》中引有《肘后备急
方》不少内容，但《千金方》在宋代经过校正医书局诸臣校
改，文本发生变化，存世有宋改本和未经宋改本两个系统，
所引《肘后备急方》内容也有所变化，需要甄别取舍。再如
各书引《肘后备急方》内容格式也很不一致，有的是直接引，
有的是转引自他书，还有如《外台秘要方》在引用他书时，于
引文末注曰“肘后同”，或“肘后如何如何”，说明《肘后备急
方》中也有相似的内容。对于这些材料，之前辑本多是根据
某些标准进行提取或删改，《肘后备急方辑校》一书则“忠实
地抄录辑佚条文在源书中的存在情况，以反映其历史真
貌”，做法非常严谨。

其次，《肘后备急方》存世佚文较多，搜辑不难，如何排
布却很值得思考。明人自《道藏》中翻刻出的《肘后备急
方》，是目前传世的主要版本，共存8卷73篇，相较于陶弘景
调整增补的“百一篇”，已有不少篇目缺失。又传世本每篇
中，除掺入不少后世医书内容，也有阙文。故辑佚《肘后备
急方》一书，所得佚文就会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传世本《肘后
备急方》全无篇目的，一类是属传世本《肘后备急方》有篇目
而内容有损者。事实上，还有些佚文无法具体知晓所属篇
目为何，只能根据具体内容判定大概归属。在这种情况下，
《肘后备急方辑校》一书在佚文排布时，共分成三种情况：第
一种情况是佚文在传世本有篇目的，归入各篇目之下，冠以

“辑佚”之名。第二种情况是佚文属传世本缺失篇目者，重
新辑出整篇内容，并参考其他书所存增补篇题。第三种情

况是传世本、引载本皆无原篇名，按“佚文主旨、源书归属酌
情另立‘新辑佚篇’，酌拟新篇题”。将佚文作这样的分类排
布，非常清晰，既能最大限度地收载佚文，又能反映出辑佚
者对佚文归属篇目的判断等。辑佚内容附于传世本原篇内
容之下或另立成篇，也不会打乱传世本内容，造成文本再次
割裂的现象。不过佚文所属篇目既是出于辑佚者的判断，
部分佚文的归属便仍有讨论的余地，也给进一步的研究留
下了空间。沈先生在《辑佚与校注体例说明》中已有交代，
不烦举例。

再者，辑佚医书，不管是清儒还是近人，大多疏于校勘，
这也是医书辑佚史上存在的最大问题，《肘后备急方辑校》
可谓是弥补了这一不足。沈澍农是校勘医书的大家，参与
及主持校勘的《备急千金要方》《医心方》等，都是学界通行
使用的版本。更是自2014年开始出版《肘后备急方》的校
注著作，先后出版过3种不同体式的校注本，尤其以《肘后备
急方校注》为代表，是阅读使用《肘后备急方》的通行本。积
多年之功，体现在此次出版的《肘后备急方辑校》一书中，自
然会有许多令人拍案的校勘成果。如《肘后备急方辑校》以

“辑”为主，但“校”也是重要内容，既包括对传世本的校勘，
也包括对新辑佚文的校勘等。对传世本的校勘，书前所附
《〈肘后备急方〉综考》第五部分，即“校读举例”中，有非常多
且漂亮的校勘举例。对于新辑佚文的校勘，其实更为重要，
因为不仅涉及《肘后备急方》一书，还涉及源文献的校勘问
题。如卷六《治卒诸杂物鲠不下方第五十》引《外台秘要方》
卷八《诸骨鲠方》云：“用绵二两，以火煎蜜，内一段绵，使热
灼灼尔，从外缚哽所在处，灼瓠以熨绵以上。”以“绵”来

“缚”，似乎也能讲得通。但沈先生注意到《备急千金要方》
卷十六有同条，不作“缚”而作“薄”，再根据他平时对医药文
献用字研究的积累，作注曰：“缚：当作‘傅’，即后世‘敷’。
上引《备急千金要方》同方作‘薄’，同此。”“傅”在古医书有
敷布、敷药之义，在古籍中文字变例颇多，如傅、薄、铺、勃、
付、拊等，大约元明之际始作“敷”。作“缚”则颇为罕见。但
从以上校语看，此处“缚”并非其常用的缚扎之义，亦应读作

“傅（敷）”。此校从语境来看，当无疑义。而这样的校勘，既
补了《肘后备急方》的佚文，又因这样的联动校勘，同时解决
了《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方》中的难点。

除以上所说内容外，《肘后备急方辑校》一书的主要成
就，应还包括对《肘后备急方》一书的研究，即书中作为“代
前言”的《〈肘后备急方〉综考》，可以作为此书的前言来看，
其实也可视为单独的一部研究著作。在这篇研究中，沈澍
农考察了《肘后备急方》第一位作者葛洪的生平概要以及该
书的著成与嬗变、主要内容与学术成就、文本现状，并作校
读举例，其中很多结论都改变了既往对《肘后备急方》一书
的研究成果。如“诸序论考”中关于《鹿鸣山续古序》的考
察，从文本细节处出发，推测其附入《肘后备急方》的时间大
约是在北宋时期等，令人信服。

沈澍农以积年校勘、研究医书的经验和心得，著成《肘
后备急方辑校》一书，不管取得如何非凡的成果，都不足惊
讶。不过对于我辈后学来说，此书除作为一部传世医书的
研究著作，被视为《肘后备急方》的一个传本外，更应看成是
医学文献研究的学术典范，常备于案头，时时翻检，以激励
自己。刘禹锡曾有两句诗说“案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唯
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是谓翻遍医书，也无治老病的医
方，还是善于养生更为重要。撇开后面的内容不管，仅“案
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两句，化用于沈先生《肘后备急方辑
校》一书来说，可谓再合适不过，今挪用于此，与读者共勉。

（作者系上海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

““反常识反常识””的历史观的历史观，，激活鲜灵的思想激活鲜灵的思想
——读杨念群《猫眼看人：历史如何“反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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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眼看人：历史如何“反常识”》一书由一对父子关于
养猫养狗的对话展开，儿子想养猫，可是父亲的反应相当决
断和不容商量：“猫是奸臣，是最无情无义的东西，狗才是忠
臣。”人们对猫狗的不同选择，其背后有一定的价值衡量标
准，父亲以一种貌似理所当然的共识给儿子造成一种压迫，
而孩子只能选择沉默。在父亲的眼里猫狗是这样的，那么
在猫狗的眼里人又是什么样子的？作者为什么更欣赏猫眼
看人？猫眼看人和人眼看历史有什么联系？其中蕴含着作
者怎样的历史观？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了阅读。

该书是杨念群教授在对当代历史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
上所作的关于“览史”“阅世”的一系列思考。作者从历史常
识出发，延宕开去，深思议论藏匿于史书中不为人所知的种
种面向。全书围绕“反常识”的历史观，用66篇凝练的文章

铺展开来，多以提问的方式引出对某一现象的讨论。无论
是写皇帝还是乡绅，写记忆还是写人性，写科举制还是写国
学热等，作者都试图打破“常识”的束缚，去探寻人们习以为
常的现象背后更多的意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收到
这个小册子里的文字杂七杂八，无法归类，大致不出读史阅
世的零思碎想。”“历史如何‘反常识’”作为本书的副标题，
也是作者致力探讨的问题。

常识作为一种普通知识，是支撑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
准则，也是历史积累的结果。而该书之所以提出“反常识”，
是因为一些本身应当被怀疑的历史常识，却一直支配着我
们的思想和行动。“反常识”不是说事事要拧着干，将一切

“常识”推翻，而是尝试在各类“常识”的叙事笼罩之下，寻
找其他更为合理的历史观作为补充。“反常识”的历史观的
提出，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要和现代化史观、后现代
化史观等其他历史观唱对台戏，而是作者对历史叙事的一
种探索。作者认为任何有益的观点都应该并行不悖，不存
在最终权威，所以尝试对历史进行更多的探索，使人们既可
以看到历史这棵大树的枝干，又能看到枝干上层层叠叠的树
叶；既能感知到历史的大轮廓，也能看到人的喜怒哀乐。

我们以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探讨为例，来看何为“反常
识”的历史观。提到科举制度，我们可能会想到刻板、陈腐
的八股文，会想到摇头晃脑读四书五经的老童生，会想到那
个“发疯”的范进……然而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
年，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晚清时
期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说其毫无用
处。该书用大量篇幅探讨科举制度，在作者看来，科举制不
是简单的考试制度，它具备多种功能，蕴含着相对公平的人
才分配设计，一直以来被人们所诟病的其实更多是八股取
士，即科举考试的内容。《科举考试果真一无是处吗？》一文
详细介绍了科举的考试规则、内容以及被骂的原因，既批评
了科举考试中第一、二场考试要求考生死记硬背四书五经
的僵硬模式、八股文写作对自由心灵的束缚，同时也客观地
肯定了科举的3场考试兼顾道德人文与经世致用的均衡。
《“呆子治国论”错在哪儿？》一文，则认为科举选拔出来的人
并非全是“呆子”，其中不乏能臣循吏，科举作为一种人才选

拔手段，给有能力的人提供一种入仕的途径，而他们上任后
通过摸爬滚打的历练，也能治理好如乾隆时期3亿人口的帝
国。还有其他文章也谈到，科举不仅具备人才选拔和分配
的功能，那些虽未能由科举而得以入仕的下层举人和秀才
形成的士绅阶层，他们在承担着修桥铺路、济贫扶困和道德
教化等职责的同时，还可以传达民意，因此科举制还具有某
种“代议”的职能。在此，作者并不是要美化科举制，而是在
承认其对社会发展存在阻碍的前提下，仍去探索其积极的
一面。

历史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知道的历史也仅仅是历史的
一部分，历史的阐释是可以多维度的。无论是现代化史观、
后现代化史观，抑或是“反常识”的历史观，都只是提供了一
种思路，帮助我们去认识历史、理解历史。“任何理论只具有
对个别经验的凝聚和提炼作用，它可以防止经验被滥用而
流于琐碎，却无法普遍适用”，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反常识”
也会变成一种僵化的“常识”，我们也会探索出更多的道
路。历史“既不是进化论，也不是循环论，而是一个螺旋上
升的理论”，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不是一条直线，要警惕认
识过程中的各种陷阱，克服僵化刻板的认识，去构筑自己的
历史观，去激活一些鲜
灵的思想，去探索更多
的可能性。

《猫眼看人：历史如
何“反常识”》一书以风
趣幽默的笔触讲述种种
历史现象，探寻其背后
的枝枝叶叶，并试图打
破“常识”的束缚，去探
索历史和现实的多面
向。阅读本书，我们不
一定认同作者的所有解
读，但这又何尝不是另
外一种“反常识”呢？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
江苏文库编辑室编辑）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的都城，今江苏南
京及其周边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六朝文物。
其中，东晋南朝时期的墓志具有较高的文
献价值与研究意义。墓志以记载逝者的姓
名、乡贯、家世、婚聘、生卒、行实等客观信
息以及对逝者功业德行的颂扬为主要内
容。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
新出土东晋南朝墓志七八十种，大多数于

“六朝古都”南京出土。
《贞珉流徽：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

（以下简称《贞珉流徽》）一书汇集了南京地
区出土的53件东晋南朝时期的墓志、墓砖
铭文，其余因体例及其他原因，未能收录整
理的东晋南朝墓志，仍作为书中“绪言”的
附图加以使用。因此，可以说《贞珉流徽》
一书几乎囊括了目前已发现的所有东晋南
朝时期的墓志资料。此次对于东晋南朝墓
志的全面整理，是对史籍文献中历史信息
的重要补充，并为研究六朝文学、文字与书
法艺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依据，展现
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深厚底蕴。

全书体例编排独树一帜，分为绪言、图
版、释读、专论四部分。“绪言”部分对东晋
南朝墓志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首先，
梳理中国古代源远流
长的“志墓”习俗，最
早可追溯至先秦至秦
汉时期的铭旌，即葬
仪中立在灵柩前表明
逝者身份、籍贯并于
下葬时盖在棺木上的
旗幡；秦汉时期的刑
徒砖瓦，也通常镌刻
着死去刑徒的姓名、
乡贯与亡故时间等内
容，并置于尸骸之上；
汉墓随葬的木质或陶
质的告地册，记载内
容更为详尽；东汉以
来墓室内镌刻的题榜
与出自模印的砖铭也
属于“志墓”的遗存；
到了魏晋时期，墓志
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
下应运而生。其次，
概括了墓志的重要价
值，即所谓“墓志之
成，始于书写”，墓志
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所
镌刻的文字之上，一方面墓志所记载的内容，往往具有无可替代
的史料价值，客观上为补正史籍文献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
面，墓志文字的造型艺术体现着汉字字体的演变，而历代重要人
物的墓志多出自名家手笔，因而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再
次，分三个阶段梳理东晋南朝墓志的著录：即宋代以前、宋代至
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其中，宋代以前主要是对文学
资料的整理，如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昭明文选》与唐代欧阳
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就辑录了不少南朝墓志的志文。到了宋
代，金石学兴起，此后地下出土的文物成为墓志著录与研究的支
点。20世纪50年代至今，对东晋南朝墓志的著录则集中于考
古发掘报告或墓志释读、考证等相关文献。最后，以墓志材质与
形制、墓志体现的葬俗、志文体例和内容、墓志的史料价值和墓
志的书法等为主题，分别论述，展现了东晋南朝墓志学术研究在
内容上的蔚为大观。

“图版”部分则是书中的精华，除了有以往碑铭图录常见的
拓图和说明外，还另附有墓志原砖或原石的高清图片，真实地再
现了墓志的原始状态和细节特征，为读者提供了与拓本对比参
看的可能。此外，书中所收录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土
的东晋南朝墓志，编者极尽所能采用了墓志出土之后最初的拓
本，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现了墓志的原真性。《贞珉流徽》“图版”
所收录的53件东晋南朝墓志，反映了其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
乃至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如佐证了门阀士族通婚现象。东晋
时期门阀制度达到顶峰，世家大族通过联姻来加强彼此之间的
联系和地位，这一时期的墓志往往对家族的谱牒与婚姻大肆铺
陈，如南朝刘宋永初二年（421）的谢珫墓志，就用近700字的篇
幅详细阐述了陈郡谢氏这一支前后百年四代家族的姻戚情况。

“释读”部分，除了对墓志内容重新进行整理、考订外，还补
充了年代、尺寸、材质等文物信息，墓志的出土情况以及墓主的
生平事迹，为读者完整地勾勒出墓主及墓葬的整体概况，为墓志
内容的解读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在释读内容时，除了基本的
客观描述外，还结合相关的史料记载和研究成果对每一件墓志
进行解读，着重阐述了墓志所反映的重要历史现象，体现出其史
料价值。

“专论”部分兼顾考古、历史、文学等研究领域，收录自20世
纪80年代以来发表过的具有代表性的12篇东晋南朝墓志个案
研究的专题论文，在编排上以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试图展现学
界对东晋南朝墓志的认识与研究过程及其阶段性变化，既有罗
宗真《南京新出土梁代墓志评述》，王去非、赵超《南京出土六朝
墓志综考》等综述性文章，探讨墓志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变迁，又
有张敏《刘宋〈明昙憘墓志铭〉考略》、王志高《试论温峤》、邵磊
《南齐王宝玉墓志考释——兼论南朝墓志的体例》、骆鹏《南京出
土南齐王珪之墓志考释》、陆帅《萧梁前期的晚渡北人：新刊梁
〈普通二年墓志〉小考》等个案，结合史料对单一出土墓志进行分
析考证，还原墓主及墓志的重要史实，另有张学锋《南京象山东
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与邓玮光、吴琼《试析墓志中的边缘家
族——以太原温氏、陈郡谢氏为例》等，以家族为考察对象，探讨
了东晋士族的兴衰与家族之间的交往，加深了对东晋门阀士族
历史现象的研究与认识。

综上，《贞珉流徽》一书是对东晋南朝时期墓志及其研究的
系统梳理和总结，不仅汇集整理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墓志资料，还
从不同维度对东晋南朝墓志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与研究，为探讨
东晋南朝的历史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同时也让公众更好
地感受到文物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古典文学知识》执行主编）

案头增新著，肘后检青囊
——评沈澍农《肘后备急方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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