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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Zhichang’s 王志長 Zhouli zhushu shanyi 周
禮註疏刪翼 and Zhouli Scholarship of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LEUNG Tak Wah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mpiled by Wang Zhichang 王志長 (fl. 17th century), an important 
classicist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the Zhouli zhushu shanyi 周禮註
疏刪翼 presents itself as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Ming and pre-Ming 
Zhouli 周禮 scholarship. The Zhouli zhushu shanyi includes pre-Tang Zhouli 
commentaries as well as annotations made by later scholars of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us providing a more in-depth elucidation of the 
base text while complementing the commentarial tradition on it as a classic. 
Nevertheless, only a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textu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Zhouli zhushu shanyi and other Zhouli works of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thus intends to supplement previous research 
by investigating how Song, Yuan, and Ming Zhouli works are cited in the 
Zhouli zhushu shanyi, and how Wang Zhichang criticized previous Zhouli 
commentaries.

Keywords: Zhouli 周禮 , Wang Zhichang 王志長 , Zhouli zhushu shanyi 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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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中醫基礎學教科書建構

研究：以《內經知要》為中心
高珊珊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明代儒醫李中梓《內經知要》是古代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

的類分研究著作之一，也是清代及民國時期江南地區流行的習醫入

門讀本。1954 年，新中國的醫學政策從「中醫學習西醫」轉為「西

醫學習中醫」，倉促開展的大規模中醫教育急需可以立即大量印刷

的入門教科書。在江南醫派秦伯未等人的推動下，《內經知要》被選

為西醫學習中醫的第一門課目入門書。1958 年，南京中醫學院《中

醫學概論》教科書的成功編寫，使得江南醫派及其傳人成為新中國

的中醫教學、行政骨幹，並主導了後續多版國家統編、規劃中醫教

科書的編寫。本文收集並統計 214 本 1949–2019 年間中華人民共和

國出版的中醫基礎學相關教科書，發現章節分類與《內經知要》基

本相同的多達 41 本，214 本教科書與《內經知要》目錄相似度均值

為 72.78%，表明《內經知要》的章節分類系統對中醫基礎學教科書

的編寫體例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以《內經知要》為中心，通過探

尋《內經知要》及其歷史流傳，分析該書對新中國中醫基礎學教科

書構建的影響，從而重新理解古代中醫經典著作與現代中醫教科書

的關係。

關鍵詞：內經知要 黃帝內經 江南醫派 新中國 教科書 中醫

基礎學

* 感謝范家偉老師審閱指正，並承蒙兩位匿名評審提供修改意見，謹此致謝。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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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2 年，李建民教授在造訪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時，提

出了一個困擾他很久的疑惑：為何中醫養成教育的過程必須閱讀古

典？李建民記錄了他所收到的回答：

當我把這個問題就教該校的某教授，他反問：「誰說

中醫一定要念古典？讀這本教科書已經夠了。」他出示印

會河的《中醫基礎理論》給我看。但當我把相同問題請另

一位教授發表意見時，他回答說經典教育當然是中醫的根

本；現代人所編的教材質量越來越差、不值一讀。1

從這一事例可知，在 21 世紀初，關於中醫教育的基礎和根本，有學

習中醫基礎學教科書和學習古典著作兩種不同的觀點。中醫基礎學

教科書和古代中醫經典著作的關係和區別是甚麼？中醫基礎學教科

書是如何形成的，又和哪本古典著作有關？

20 世紀初，當西方醫學科學及其醫療體系、學校教育與教科書

等新觀念和新事物傳入，中醫學開始了它的現代化進程。2 關於中醫

1 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
頁 1。

2 中醫的現代化（性）問題，可參張樹劍等：〈「中國醫學的經典特質與現代身份」
高峰對話〉，《中醫典籍與文化》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頁 3–17；梁其姿：〈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收入余新忠、杜麗紅主編：
《醫療、社會與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09–131；
Bridie Andrews, “From Case Records to Case Histories: the Modernisation of a 
Chinese Medicial Genre, 1912–1949,” in Innov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  ed. 
Elisabeth Hsu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24–36. Howard 
Chiang, ed.,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5). AnElissa Lucas, Chinese Medical 
Modernization: Comparative Policy Continuities, 1930s–1980s (New York: Praeger, 
1982). 

學在 20 世紀的變遷，已經有很多出色的研究。3 特別是 20 世紀 50

年代民族主義、科學主義、共產主義對中醫學的重估與重構方面，

較早的如郭適（Ralph Croizier）關注 1950 年代中醫政策調整，以

及教育模式從「中醫學習西醫」到「西醫學習中醫」的轉變，認為

中醫被社會主義改造為一種「又紅又專」的民族主義醫學。4 金．泰

勒（Kim Taylor）系統研究了新中國早期的中醫學，將 1949 年後

的中醫學分為中西醫團結期（1949–1953）、中醫現代化期（1953–

1956）與中醫標準化期（1957–1963），認為經過此三階段，中醫由

一個多樣化、碎片化的醫學傳統轉變為一個具有全國性醫療實踐網

絡的標準化理論系統。5 蔣熙德（Volker Scheid）以孟河醫派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中醫醫療、教育體系建構中的作用為核心線索，探

索傳統中醫在現代化改革過程中的傳承與革新，以及中醫與西醫共

存的過程中對舊傳統的新創造。6 此外，方小平對赤腳醫生運動、梁

其姿對麻風病防治運動、白玫（Mary Augusta Brazelton）對群眾

3 如 Bridie Andrews and Mary Brown Bullock, eds., 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皮國立：〈「國醫」：近代中醫的轉型與再造〉，收入桑兵、
關曉紅主編：《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頁
248–310。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

4 Ralph Croizi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51–88. Ralph Croizi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mmunist China: Science, 
Commun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China Quarterly, 1965.23: 1–27.

5 Kim Taylor, Chinese Medicine in Early Communist China, 1945–63: A Medicine of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5).

6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Seattle: 
Eastland Press, 2007). Volker Scheid,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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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皮國立：〈「國醫」：近代中醫的轉型與再造〉，收入桑兵、
關曉紅主編：《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頁
248–310。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

4 Ralph Croizi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51–88. Ralph Croizi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mmunist China: Science, 
Commun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China Quarterly, 1965.23: 1–27.

5 Kim Taylor, Chinese Medicine in Early Communist China, 1945–63: A Medicine of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5).

6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Seattle: 
Eastland Press, 2007). Volker Scheid,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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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2 年，李建民教授在造訪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時，提

出了一個困擾他很久的疑惑：為何中醫養成教育的過程必須閱讀古

典？李建民記錄了他所收到的回答：

當我把這個問題就教該校的某教授，他反問：「誰說

中醫一定要念古典？讀這本教科書已經夠了。」他出示印

會河的《中醫基礎理論》給我看。但當我把相同問題請另

一位教授發表意見時，他回答說經典教育當然是中醫的根

本；現代人所編的教材質量越來越差、不值一讀。1

從這一事例可知，在 21 世紀初，關於中醫教育的基礎和根本，有學

習中醫基礎學教科書和學習古典著作兩種不同的觀點。中醫基礎學

教科書和古代中醫經典著作的關係和區別是甚麼？中醫基礎學教科

書是如何形成的，又和哪本古典著作有關？

20 世紀初，當西方醫學科學及其醫療體系、學校教育與教科書

等新觀念和新事物傳入，中醫學開始了它的現代化進程。2 關於中醫

1 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
頁 1。

2 中醫的現代化（性）問題，可參張樹劍等：〈「中國醫學的經典特質與現代身份」
高峰對話〉，《中醫典籍與文化》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頁 3–17；梁其姿：〈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收入余新忠、杜麗紅主編：
《醫療、社會與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09–131；
Bridie Andrews, “From Case Records to Case Histories: the Modernisation of a 
Chinese Medicial Genre, 1912–1949,” in Innov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  ed. 
Elisabeth Hsu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24–36. Howard 
Chiang, ed.,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5). AnElissa Lucas, Chinese Medical 
Modernization: Comparative Policy Continuities, 1930s–1980s (New York: Praeger, 
1982). 

學在 20 世紀的變遷，已經有很多出色的研究。3 特別是 20 世紀 50

年代民族主義、科學主義、共產主義對中醫學的重估與重構方面，

較早的如郭適（Ralph Croizier）關注 1950 年代中醫政策調整，以

及教育模式從「中醫學習西醫」到「西醫學習中醫」的轉變，認為

中醫被社會主義改造為一種「又紅又專」的民族主義醫學。4 金．泰

勒（Kim Taylor）系統研究了新中國早期的中醫學，將 1949 年後

的中醫學分為中西醫團結期（1949–1953）、中醫現代化期（1953–

1956）與中醫標準化期（1957–1963），認為經過此三階段，中醫由

一個多樣化、碎片化的醫學傳統轉變為一個具有全國性醫療實踐網

絡的標準化理論系統。5 蔣熙德（Volker Scheid）以孟河醫派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中醫醫療、教育體系建構中的作用為核心線索，探

索傳統中醫在現代化改革過程中的傳承與革新，以及中醫與西醫共

存的過程中對舊傳統的新創造。6 此外，方小平對赤腳醫生運動、梁

其姿對麻風病防治運動、白玫（Mary Augusta Brazelton）對群眾

3 如 Bridie Andrews and Mary Brown Bullock, eds., 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皮國立：〈「國醫」：近代中醫的轉型與再造〉，收入桑兵、
關曉紅主編：《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頁
248–310。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

4 Ralph Croizi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51–88. Ralph Croizi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mmunist China: Science, 
Commun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China Quarterly, 1965.23: 1–27.

5 Kim Taylor, Chinese Medicine in Early Communist China, 1945–63: A Medicine of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5).

6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Seattle: 
Eastland Press, 2007). Volker Scheid,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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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疫苗接種、周遜對毛時代的公共衞生分別有專題研究。7 以上研究

從不同方面剖析了新中國成立之初，中醫教育模式與理論體系從傳

統到現代的重要變化，但關注 20 世紀 50 年代新中國中醫教學模式

與教科書的構建，以及古代中醫經典著作與現代中醫教科書關係的

專門研究仍然缺乏。本文以古代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的類分

研究著作—明代李中梓《內經知要》為中心，通過探尋《內經知

要》在清代、民國時期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不同學術地位，

梳理古代經典及其簡要入門讀本與現代中醫學教科書的關係，並分

析《內經知要》對現代中醫基礎學教科書編寫體例的重要影響。

二、李中梓及其著作《內經知要》

李中梓，字士材，8 號念莪，別號盡凡居士，生於明萬曆十六

年（1588），卒於清順治十二年（1655），江蘇雲間（又名華亭、松

江）南匯 9 （今上海市浦東新區惠南鎮）人。他出身官宦世家，世

代居於南匯所城，習舉業，有文名，10 曾「七應鄉舉，兩中副車」，11 

因仕途失意及多病，轉而自學中醫，12 曾自訴生平「早歲攻儒、壯

7 Xiaoping Fang,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 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ry Augusta Brazelton, 
Mass Vaccination: Citizens’ Bodies and State Power in Modern Chin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Xun Zhou, The People’s Health: Health 
Intervention and Delivery in Mao’s China, 1949–1983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8 黃之雋等編纂，趙弘恩等監修：《江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第 511冊，頁 871。

9 王蓓蓓：《中醫歷代名家學術研究叢書．李中梓》（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7
年），頁 2。

10 宋如林修，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二），卷六一，〈藝術傳〉，收入
《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第 2 冊，
頁 447。

11 金福曾、顧思賢等修，張文虎總纂：光緒《南匯縣志》，卷十三，〈人物志〉，收入
《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第 5冊，頁 774。

12 王蓓蓓：《中醫歷代名家學術研究叢書．李中梓》，頁 3–6。

年學道、晚年參禪」，13 撰有《內經知要》等 20餘部著作，14 現存 9

種。15 李中梓是典型的「儒醫」，16 在解釋《黃帝內經》時，不僅以

中醫經典解釋，更以儒、道、佛經解說。據季傑統計，在《內經知

要》中，李中梓引用了《尚書》、《逸周書．大聚篇》、《文始經》、

《胎息經》、《荀子》、《管子》、《中和集》等大量非醫學著作來解

釋《內經》內容。17 李中梓《醫宗必讀》卷首〈讀《內經》論〉說

「志爲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徹玄宗，通於性命之故，達於文章之

微……究極義理，以爲開導，隔垣之視，不足云也」，18 表明其以儒

典、玄宗理解《內經》的儒醫治學特點。

13 李士材撰，沈頲校：《刪補頤生微論》，明崇禎十五年（1642）刻本，〈三奇論〉。
14 據以下文獻整理，黃之雋等編纂，趙弘恩等監修：《江南通志》，頁 620；宋如林
修，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二），頁 662；俞樾、方宗誠總纂：同治
《上海縣志》，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卷二七，〈藝文〉，
頁十上；金福曾、顧思賢等修，張文虎總纂：光緒《南匯縣志》，頁 752。

15 現存《內經知要》、《傷寒括要》、《診家正眼》、《鎸刻雷公炮製藥性解》、《本草
通玄》、《病機沙篆》、《李中梓醫案》、《刪補頤生微論》、《醫宗必讀》9 種。據以
下文獻整理，薛清錄主編：《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頁 7、86、134、139、207–209、407、410、511、539、771、796、837、
892、921；李天綱主編：《李中梓集．李中立集．李延昰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20年）。

16 據范家偉考證，「儒醫」一詞始見於宋徽宗一朝，意為儒者習醫，通經之士兼領醫
術。見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以國家與醫學為中心》（香港：中華書局，

2014 年），頁 290、295–296。儒醫相關研究，見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
「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7 本第 3 分（臺北：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 年），頁 401–449；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
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97 年）；王進、
吳承艷：〈儒士與醫者的共融文脈析論〉，《中華中醫藥雜誌》2021 年第 10 期，
頁 6045–6047；Nathan Sivin, “Classical Medicine,” in Health Care in Eleventh-
Century China (Cham, Heidelberg, New York, Dordrecht and London: Springer, 
2015), 53–91. Joseph Needham, “China and the Origin of Qualifying Examinations 
in  Medicine,”  in  Clerks  and Craf 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379–95. Paul Unschuld, Medical Ethics in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Robert P. Hymes, 
“Not Quite Gentlemen? Dortors in Sung and Yuan,” Chinese Science 1987.8: 9–76. 

17 季傑、崔錫章：〈淺析《內經知要》注經特點〉，《醫古文知識》2004 年第 1 期，頁
47–48。

18 李士材輯，聚瀛堂詳校：《醫宗必讀》，昌平坂學問所舊藏清嘉慶六年辛酉（1801）
重鐫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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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疫苗接種、周遜對毛時代的公共衞生分別有專題研究。7 以上研究

從不同方面剖析了新中國成立之初，中醫教育模式與理論體系從傳

統到現代的重要變化，但關注 20 世紀 50 年代新中國中醫教學模式

與教科書的構建，以及古代中醫經典著作與現代中醫教科書關係的

專門研究仍然缺乏。本文以古代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的類分

研究著作—明代李中梓《內經知要》為中心，通過探尋《內經知

要》在清代、民國時期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不同學術地位，

梳理古代經典及其簡要入門讀本與現代中醫學教科書的關係，並分

析《內經知要》對現代中醫基礎學教科書編寫體例的重要影響。

二、李中梓及其著作《內經知要》

李中梓，字士材，8 號念莪，別號盡凡居士，生於明萬曆十六

年（1588），卒於清順治十二年（1655），江蘇雲間（又名華亭、松

江）南匯 9 （今上海市浦東新區惠南鎮）人。他出身官宦世家，世

代居於南匯所城，習舉業，有文名，10 曾「七應鄉舉，兩中副車」，11 

因仕途失意及多病，轉而自學中醫，12 曾自訴生平「早歲攻儒、壯

7 Xiaoping Fang,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 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ry Augusta Brazelton, 
Mass Vaccination: Citizens’ Bodies and State Power in Modern Chin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Xun Zhou, The People’s Health: Health 
Intervention and Delivery in Mao’s China, 1949–1983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8 黃之雋等編纂，趙弘恩等監修：《江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 511冊，頁 871。

9 王蓓蓓：《中醫歷代名家學術研究叢書．李中梓》（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7
年），頁 2。

10 宋如林修，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二），卷六一，〈藝術傳〉，收入
《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第 2 冊，
頁 447。

11 金福曾、顧思賢等修，張文虎總纂：光緒《南匯縣志》，卷十三，〈人物志〉，收入
《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第 5冊，頁 774。

12 王蓓蓓：《中醫歷代名家學術研究叢書．李中梓》，頁 3–6。

年學道、晚年參禪」，13 撰有《內經知要》等 20餘部著作，14 現存 9

種。15 李中梓是典型的「儒醫」，16 在解釋《黃帝內經》時，不僅以

中醫經典解釋，更以儒、道、佛經解說。據季傑統計，在《內經知

要》中，李中梓引用了《尚書》、《逸周書．大聚篇》、《文始經》、

《胎息經》、《荀子》、《管子》、《中和集》等大量非醫學著作來解

釋《內經》內容。17 李中梓《醫宗必讀》卷首〈讀《內經》論〉說

「志爲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徹玄宗，通於性命之故，達於文章之

微……究極義理，以爲開導，隔垣之視，不足云也」，18 表明其以儒

典、玄宗理解《內經》的儒醫治學特點。

13 李士材撰，沈頲校：《刪補頤生微論》，明崇禎十五年（1642）刻本，〈三奇論〉。
14 據以下文獻整理，黃之雋等編纂，趙弘恩等監修：《江南通志》，頁 620；宋如林
修，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二），頁 662；俞樾、方宗誠總纂：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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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疫苗接種、周遜對毛時代的公共衞生分別有專題研究。7 以上研究

從不同方面剖析了新中國成立之初，中醫教育模式與理論體系從傳

統到現代的重要變化，但關注 20 世紀 50 年代新中國中醫教學模式

與教科書的構建，以及古代中醫經典著作與現代中醫教科書關係的

專門研究仍然缺乏。本文以古代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的類分

研究著作—明代李中梓《內經知要》為中心，通過探尋《內經知

要》在清代、民國時期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不同學術地位，

梳理古代經典及其簡要入門讀本與現代中醫學教科書的關係，並分

析《內經知要》對現代中醫基礎學教科書編寫體例的重要影響。

二、李中梓及其著作《內經知要》

李中梓，字士材，8 號念莪，別號盡凡居士，生於明萬曆十六

年（1588），卒於清順治十二年（1655），江蘇雲間（又名華亭、松

江）南匯 9 （今上海市浦東新區惠南鎮）人。他出身官宦世家，世

代居於南匯所城，習舉業，有文名，10 曾「七應鄉舉，兩中副車」，11 

因仕途失意及多病，轉而自學中醫，12 曾自訴生平「早歲攻儒、壯

7 Xiaoping Fang,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 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ry Augusta Brazelton, 
Mass Vaccination: Citizens’ Bodies and State Power in Modern Chin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Xun Zhou, The People’s Health: Health 
Intervention and Delivery in Mao’s China, 1949–1983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8 黃之雋等編纂，趙弘恩等監修：《江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第 511冊，頁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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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蓓蓓：《中醫歷代名家學術研究叢書．李中梓》，頁 3–6。

年學道、晚年參禪」，13 撰有《內經知要》等 20餘部著作，14 現存 9

種。15 李中梓是典型的「儒醫」，16 在解釋《黃帝內經》時，不僅以

中醫經典解釋，更以儒、道、佛經解說。據季傑統計，在《內經知

要》中，李中梓引用了《尚書》、《逸周書．大聚篇》、《文始經》、

《胎息經》、《荀子》、《管子》、《中和集》等大量非醫學著作來解

釋《內經》內容。17 李中梓《醫宗必讀》卷首〈讀《內經》論〉說

「志爲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徹玄宗，通於性命之故，達於文章之

微……究極義理，以爲開導，隔垣之視，不足云也」，18 表明其以儒

典、玄宗理解《內經》的儒醫治學特點。

13 李士材撰，沈頲校：《刪補頤生微論》，明崇禎十五年（1642）刻本，〈三奇論〉。
14 據以下文獻整理，黃之雋等編纂，趙弘恩等監修：《江南通志》，頁 620；宋如林
修，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二），頁 662；俞樾、方宗誠總纂：同治
《上海縣志》，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卷二七，〈藝文〉，
頁十上；金福曾、顧思賢等修，張文虎總纂：光緒《南匯縣志》，頁 752。

15 現存《內經知要》、《傷寒括要》、《診家正眼》、《鎸刻雷公炮製藥性解》、《本草
通玄》、《病機沙篆》、《李中梓醫案》、《刪補頤生微論》、《醫宗必讀》9 種。據以
下文獻整理，薛清錄主編：《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頁 7、86、134、139、207–209、407、410、511、539、771、796、837、
892、921；李天綱主編：《李中梓集．李中立集．李延昰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20年）。

16 據范家偉考證，「儒醫」一詞始見於宋徽宗一朝，意為儒者習醫，通經之士兼領醫
術。見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以國家與醫學為中心》（香港：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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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China (Cham, Heidelberg, New York, Dordrecht and London: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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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科書的構建，以及古代中醫經典著作與現代中醫教科書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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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古代經典及其簡要入門讀本與現代中醫學教科書的關係，並分

析《內經知要》對現代中醫基礎學教科書編寫體例的重要影響。

二、李中梓及其著作《內經知要》

李中梓，字士材，8 號念莪，別號盡凡居士，生於明萬曆十六

年（1588），卒於清順治十二年（1655），江蘇雲間（又名華亭、松

江）南匯 9 （今上海市浦東新區惠南鎮）人。他出身官宦世家，世

代居於南匯所城，習舉業，有文名，10 曾「七應鄉舉，兩中副車」，11 

因仕途失意及多病，轉而自學中醫，12 曾自訴生平「早歲攻儒、壯

7 Xiaoping Fang,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 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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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知要》於明崇禎十五年（1642）以《李士材醫書二種》

合刊形式刊刻。19《內經知要》是一本類分、摘要解釋《素問》和《靈

樞》20 的入門書。其書分為「道生」、「陰陽」、「色診」、「脈診」、

「藏象」、「經絡」、「治則」、「病能」八部分，21 各版本均同。各部

分分別摘取自《黃帝內經》不同部分、不同章節的語句，22 後附以簡

要解釋。其書「陰陽」部分配以「六十四卦方圓二圖」，「色診」部

分配以「靈樞臟腑肢節應于面之圖」，共兩張插圖（見圖 1–2）。在

明末清初戰火中，李中梓的著作大多離散，《內經知要》的原刻板也

因此亡佚。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薛雪（1681–1770）因其書

「尤覺近人，以其僅得上下兩卷，至簡至要，方便時師之不及用功於

雞聲燈影者，亦可以稍有準則於其胸中也」，23 為此書作序，校正，

重新刻版刊印。24 經薛雪校正重刊之後，該書流傳漸廣，傳本眾多。

現存 1949 年前問世的《內經知要》傳本約有 28 種，25 大多為兩卷

19 包來發主編：《李中梓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年），〈校注說
明〉，頁 1。

20 現存有關《黃帝內經》一書的記載，最早出自《漢書．藝文志．方技略》。《黃帝
內經》原書早已失傳，傳本有《素問》、《鍼經》、《明堂》、《太素》、《九靈》、

《靈樞》6 種，現存《素問》、《明堂》、《太素》和《靈樞》4 種。其中，《明堂》和
《太素》內容殘缺不全，流傳不廣。《素問》和《靈樞》，是被《四庫全書》所收、

流傳最廣的版本。遵學界共識，本文所指《黃帝內經》（簡稱《內經》），即《素

問》和《靈樞》。可參 Nathan Sivin, “Huang ti nei ching,”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ed. Michael Loewe (New Haven: Birdtrack Press, 1993), 
196–215. 山田慶兒：〈《黃帝內經》的成立〉，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
化—山田慶兒論文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234–254；廖育
群：〈今本《黃帝內經》—《素問》與《靈樞》〉，收入氏著：《岐黃醫道》（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8 年），頁 45–67。
21 李念莪原輯：〈內經知要〉，收入曹炳章編：《中國醫學大成續集》（上海：上海科
學技術出版社，2000 年），第 4 冊；李念莪原輯，錢榮光注釋：《內經知要講義》
（上海：錦章書局，1955 年）。

22 〈道生〉部分摘錄 5條、〈陰陽〉4條、〈色診〉3條、〈脈診〉15條、〈藏象〉9條、〈經
絡〉3條、〈治則〉7條、〈病能〉29條。選入此書的部分《黃帝內經》原文保持完整，
部分原文由李中梓進行了語句的再次組合或刪減。

23 李念莪原輯，錢榮光注釋：《內經知要講義》，〈序〉，頁 1–2。
24 包來發主編：《李中梓醫學全書》，〈校注說明〉，頁 1。
25 見薛清錄主編：《中國中醫古籍總目》，頁 8；包來發主編：《李中梓醫學全書》，〈校
注說明〉，頁 1；李中梓著，王體注解：《內經知要》（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11 年），〈校注說明〉頁。

本，其中明代木刻本 1 種、抄本 1 種，26 清代木刻本 14 種、抄本 2

種，27 民國時期木刻本 1種、石印本 6種、鉛印本 2種，28 以及十卷

本 1種。29 在這 28種版本中，17種均出於江南地區（其中 9種出自

上海）。

圖 1 六十四卦方圓二圖；圖 2 靈樞臟腑肢節應于面之圖 30

26 分別為明醫學館舊藏明刊本；江戶醫學館舊藏明寫本。
27 分別為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薛雪校掃葉莊藏版刊本；掃葉山房刻本；清道光五
年（1825）太邑趙道南校刻本存心堂藏板；清金閶傳萬堂刻本；清光緒九年（1883）
常熟抱芳閣刊本；上海江左書林刊本；崇德堂刻本；上洋紫文閣刻本；清光緒十一

年（1885）蘇州綠慎堂王氏刻本；清光緒十六年（1890）雲陽周氏醫室藏版重刊
本；常郡文興堂刻本；常郡振玉山房刻本；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刻本；清咸豐
十年（1860）抄本。以及具體出版信息不詳的清刻本一種、清抄本一種。

28 1921 年江陰寶文堂刻本；1913、1922、1925 年上海普新書局石印本；1922 年上
海大成書局石印本；1928、1933、1934 年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
本；上海鴻章書局石印本；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1937年上海世界書局鉛印本；
1933、1935、1937、193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武進謝觀重訂本。

29 一說兩種。分別為日本寬文二年（1662）武村市兵衞刻本及正德五年（1715）刻
本。由於作者未查找到正德五年刻本，故未將此本計算在內。

30 圖 1–2引自《內經知要》，明醫學館舊藏明刊本，頁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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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聲燈影者，亦可以稍有準則於其胸中也」，23 為此書作序，校正，

重新刻版刊印。24 經薛雪校正重刊之後，該書流傳漸廣，傳本眾多。

現存 1949 年前問世的《內經知要》傳本約有 28 種，25 大多為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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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頁 1。

20 現存有關《黃帝內經》一書的記載，最早出自《漢書．藝文志．方技略》。《黃帝
內經》原書早已失傳，傳本有《素問》、《鍼經》、《明堂》、《太素》、《九靈》、

《靈樞》6 種，現存《素問》、《明堂》、《太素》和《靈樞》4 種。其中，《明堂》和
《太素》內容殘缺不全，流傳不廣。《素問》和《靈樞》，是被《四庫全書》所收、

流傳最廣的版本。遵學界共識，本文所指《黃帝內經》（簡稱《內經》），即《素

問》和《靈樞》。可參 Nathan Sivin, “Huang ti nei ching,”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ed. Michael Loewe (New Haven: Birdtrack Press, 1993), 
196–215. 山田慶兒：〈《黃帝內經》的成立〉，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
化—山田慶兒論文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234–254；廖育
群：〈今本《黃帝內經》—《素問》與《靈樞》〉，收入氏著：《岐黃醫道》（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8年），頁 45–67。
21 李念莪原輯：〈內經知要〉，收入曹炳章編：《中國醫學大成續集》（上海：上海科
學技術出版社，2000 年），第 4 冊；李念莪原輯，錢榮光注釋：《內經知要講義》
（上海：錦章書局，1955年）。

22 〈道生〉部分摘錄 5條、〈陰陽〉4條、〈色診〉3 條、〈脈診〉15條、〈藏象〉9 條、〈經
絡〉3條、〈治則〉7條、〈病能〉29條。選入此書的部分《黃帝內經》原文保持完整，
部分原文由李中梓進行了語句的再次組合或刪減。

23 李念莪原輯，錢榮光注釋：《內經知要講義》，〈序〉，頁 1–2。
24 包來發主編：《李中梓醫學全書》，〈校注說明〉，頁 1。
25 見薛清錄主編：《中國中醫古籍總目》，頁 8；包來發主編：《李中梓醫學全書》，〈校
注說明〉，頁 1；李中梓著，王體注解：《內經知要》（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11 年），〈校注說明〉頁。

本，其中明代木刻本 1 種、抄本 1 種，26 清代木刻本 14 種、抄本 2

種，27 民國時期木刻本 1種、石印本 6種、鉛印本 2種，28 以及十卷

本 1 種。29 在這 28 種版本中，17種均出於江南地區（其中 9種出自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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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25）太邑趙道南校刻本存心堂藏板；清金閶傳萬堂刻本；清光緒九年（1883）
常熟抱芳閣刊本；上海江左書林刊本；崇德堂刻本；上洋紫文閣刻本；清光緒十一

年（1885）蘇州綠慎堂王氏刻本；清光緒十六年（1890）雲陽周氏醫室藏版重刊
本；常郡文興堂刻本；常郡振玉山房刻本；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刻本；清咸豐
十年（1860）抄本。以及具體出版信息不詳的清刻本一種、清抄本一種。

28 1921 年江陰寶文堂刻本；1913、1922、1925 年上海普新書局石印本；1922 年上
海大成書局石印本；1928、1933、1934 年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
本；上海鴻章書局石印本；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1937年上海世界書局鉛印本；
1933、1935、1937、193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武進謝觀重訂本。

29 一說兩種。分別為日本寬文二年（1662）武村市兵衞刻本及正德五年（1715）刻
本。由於作者未查找到正德五年刻本，故未將此本計算在內。

30 圖 1–2引自《內經知要》，明醫學館舊藏明刊本，頁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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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知要》於明崇禎十五年（1642）以《李士材醫書二種》

合刊形式刊刻。19《內經知要》是一本類分、摘要解釋《素問》和《靈

樞》20 的入門書。其書分為「道生」、「陰陽」、「色診」、「脈診」、

「藏象」、「經絡」、「治則」、「病能」八部分，21 各版本均同。各部

分分別摘取自《黃帝內經》不同部分、不同章節的語句，22 後附以簡

要解釋。其書「陰陽」部分配以「六十四卦方圓二圖」，「色診」部

分配以「靈樞臟腑肢節應于面之圖」，共兩張插圖（見圖 1–2）。在

明末清初戰火中，李中梓的著作大多離散，《內經知要》的原刻板也

因此亡佚。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薛雪（1681–1770）因其書

「尤覺近人，以其僅得上下兩卷，至簡至要，方便時師之不及用功於

雞聲燈影者，亦可以稍有準則於其胸中也」，23 為此書作序，校正，

重新刻版刊印。24 經薛雪校正重刊之後，該書流傳漸廣，傳本眾多。

現存 1949 年前問世的《內經知要》傳本約有 28 種，25 大多為兩卷

19 包來發主編：《李中梓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年），〈校注說
明〉，頁 1。

20 現存有關《黃帝內經》一書的記載，最早出自《漢書．藝文志．方技略》。《黃帝
內經》原書早已失傳，傳本有《素問》、《鍼經》、《明堂》、《太素》、《九靈》、

《靈樞》6 種，現存《素問》、《明堂》、《太素》和《靈樞》4 種。其中，《明堂》和
《太素》內容殘缺不全，流傳不廣。《素問》和《靈樞》，是被《四庫全書》所收、

流傳最廣的版本。遵學界共識，本文所指《黃帝內經》（簡稱《內經》），即《素

問》和《靈樞》。可參 Nathan Sivin, “Huang ti nei ching,”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ed. Michael Loewe (New Haven: Birdtrack Press, 1993), 
196–215. 山田慶兒：〈《黃帝內經》的成立〉，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
化—山田慶兒論文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234–254；廖育
群：〈今本《黃帝內經》—《素問》與《靈樞》〉，收入氏著：《岐黃醫道》（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8年），頁 45–67。
21 李念莪原輯：〈內經知要〉，收入曹炳章編：《中國醫學大成續集》（上海：上海科
學技術出版社，2000 年），第 4 冊；李念莪原輯，錢榮光注釋：《內經知要講義》
（上海：錦章書局，1955年）。

22 〈道生〉部分摘錄 5條、〈陰陽〉4條、〈色診〉3 條、〈脈診〉15條、〈藏象〉9 條、〈經
絡〉3條、〈治則〉7條、〈病能〉29條。選入此書的部分《黃帝內經》原文保持完整，
部分原文由李中梓進行了語句的再次組合或刪減。

23 李念莪原輯，錢榮光注釋：《內經知要講義》，〈序〉，頁 1–2。
24 包來發主編：《李中梓醫學全書》，〈校注說明〉，頁 1。
25 見薛清錄主編：《中國中醫古籍總目》，頁 8；包來發主編：《李中梓醫學全書》，〈校
注說明〉，頁 1；李中梓著，王體注解：《內經知要》（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11 年），〈校注說明〉頁。

本，其中明代木刻本 1 種、抄本 1 種，26 清代木刻本 14 種、抄本 2

種，27 民國時期木刻本 1種、石印本 6種、鉛印本 2種，28 以及十卷

本 1 種。29 在這 28 種版本中，17種均出於江南地區（其中 9種出自

上海）。

圖 1 六十四卦方圓二圖；圖 2 靈樞臟腑肢節應于面之圖 30

26 分別為明醫學館舊藏明刊本；江戶醫學館舊藏明寫本。
27 分別為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薛雪校掃葉莊藏版刊本；掃葉山房刻本；清道光五
年（1825）太邑趙道南校刻本存心堂藏板；清金閶傳萬堂刻本；清光緒九年（1883）
常熟抱芳閣刊本；上海江左書林刊本；崇德堂刻本；上洋紫文閣刻本；清光緒十一

年（1885）蘇州綠慎堂王氏刻本；清光緒十六年（1890）雲陽周氏醫室藏版重刊
本；常郡文興堂刻本；常郡振玉山房刻本；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刻本；清咸豐
十年（1860）抄本。以及具體出版信息不詳的清刻本一種、清抄本一種。

28 1921 年江陰寶文堂刻本；1913、1922、1925 年上海普新書局石印本；1922 年上
海大成書局石印本；1928、1933、1934 年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
本；上海鴻章書局石印本；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1937年上海世界書局鉛印本；
1933、1935、1937、193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武進謝觀重訂本。

29 一說兩種。分別為日本寬文二年（1662）武村市兵衞刻本及正德五年（1715）刻
本。由於作者未查找到正德五年刻本，故未將此本計算在內。

30 圖 1–2引自《內經知要》，明醫學館舊藏明刊本，頁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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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代醫者對《黃帝內經》的推崇，且由於其書傳本系統複

雜，文辭古奧難懂，後世出現了類分研究《黃帝內經》的著作。除

現存最早的唐．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外，31 主要有元．滑壽《讀

素問鈔》、32 明．張介賓《類經》、33 明．李中梓《內經知要》、清．

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注》、34 清．沈又彭《醫經讀》、35 清．黃元御

《素問懸解》和《靈樞懸解》6 種。36 開《黃帝內經》類分研究先河

的是《讀素問鈔》，將《素問》分為 12類，基本以《黃帝內經太素》

分類法為藍本，然而其書僅就《素問》進行分類，不涉及《靈樞》，

因而不是整部《黃帝內經》。《類經》分類法以《讀素問鈔》為藍本，

將《素問》、《靈樞》的完整內容分為 12 類，雖然全面，但內容太

繁，初學者難以掌握。《素問靈樞類纂約注》以《素問》為主，《靈

樞》為輔，分為 9類，其《素問》與《靈樞》同者，皆用《素問》，

不用《靈樞》。《內經知要》所選《素》、《靈》內容基本平衡，分為

8 類。以上 4 種類分研究著作基本屬於同一分類體系，即源自《黃

帝內經太素》的分類法，而又以《內經知要》分類法為最簡明。此

外，《醫經讀》與上述 4種著作分類體系不同，僅分為「平」、「病」、

「診」、「治」四類；《素問懸解》、《靈樞懸解》兩書對《素》、《靈》

各篇原文內容完全不動，只是將其篇次重新調整和類分。以上 2 種

著作的分類法為沈又彭與黃元御獨創及獨用。37 因此，與其他類分研

究著作相比，李中梓《內經知要》內容全面、相對均衡，僅得兩卷，

31 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
1994 年，據杏雨書屋本、仁和寺本影印），第 35–40冊。

32 滑壽編輯，汪機續注，王緒鰲、毛雪靜點校：《讀素問鈔》（北京：人民衞生出版
社，1998 年）。

33 張介賓編著，郭洪耀、吳少禎校注：《類經》（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
34 汪昂著，王春艷等校注：《素問靈樞類纂約注》（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
年）。

35 沈又彭：《醫經讀》，收入《歷代中醫珍本集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
第 1冊。

36 黃元御撰，孫洽熙主校：《素問懸解》，收入《黃元御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
藥出版社，1996 年），頁 1–228；黃元御撰，孫洽熙主校：《靈樞懸解》，收入《黃
元御醫學全書》，頁 229–335。

37 任應秋：《〈內經〉十講》（北京：北京中醫學院，1978年），頁 26–37。

「至簡至要」，38 是廣為流傳的《黃帝內經》類分研究著作。

三、江南醫派對《內經知要》的重視

江南地區是明、清、民國時期的商業、文化與圖書出版中心。39 

儒醫氏族、師徒傳承系統在江南地區依靠社會—政治網絡與對專業

知識的壟斷，維持了世代相傳的優勢地位，並因此促進了儒醫教育

模式的成熟及醫學入門讀本的流行。40 《內經知要》即是清代及民國

時期江南地區流行的習醫入門讀本之一。李中梓與《內經知要》的

後世聲名，多因江南醫派 41 的推崇而起，亦受江南地區發達的私人

書坊、出版、印刷業推動。其中，對李中梓著作出版出力最大的，

38 李念莪原輯，錢榮光注釋：《內經知要講義》，〈序〉，頁 1–2。
39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07年），頁 16–18。

40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12年），頁 16–47。

41 本文所述明清江南地區，採用何任〈江南中醫學家學術成就及其盛衰淵源考〉一文
的定義：今江蘇（主要是蘇南）、浙江，以及江西、安徽靠近江浙的區域，即長江—

錢塘江三角洲地區。見何任：〈江南中醫學家學術成就及其盛衰淵源考〉，《中醫藥

學刊》2003年第 1期，頁 5–8。江南醫派相關研究，可參楊奕望：〈明清之際江南醫
家的學術交往—以華亭名醫李中梓為中心〉，收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變化中的

明清江南社會與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 219–237；謝娟：〈明
代醫人與社會—以江南世醫為中心的醫療社會史研究〉，收入范金民主編：《江南

社會經濟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頁 1196–1258；邱仲
麟：〈綿綿瓜瓞—關於明代江蘇世醫的初步考察〉，《中國史學》第 13卷（京都：
朋友書店，2003年），頁 45–67；王濤鍇：〈何以成醫：明清時代蘇松太地區的醫生
訓練和社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十一卷（2010年），頁 170–184；潘文龍：《醫
藥蘇州》（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俞志高：《吳中名醫錄》（南京：江蘇
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年）；李濟仁主編：《新安名醫考》（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
版社，1990 年）；劉時覺：《永嘉醫派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 年）；
季偉蘋主編：《上海中醫藥發展史略》（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 年）；梁
慧鳳：《名醫傳芳》（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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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代醫者對《黃帝內經》的推崇，且由於其書傳本系統複

雜，文辭古奧難懂，後世出現了類分研究《黃帝內經》的著作。除

現存最早的唐．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外，31 主要有元．滑壽《讀

素問鈔》、32 明．張介賓《類經》、33 明．李中梓《內經知要》、清．

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注》、34 清．沈又彭《醫經讀》、35 清．黃元御

《素問懸解》和《靈樞懸解》6 種。36 開《黃帝內經》類分研究先河

的是《讀素問鈔》，將《素問》分為 12類，基本以《黃帝內經太素》

分類法為藍本，然而其書僅就《素問》進行分類，不涉及《靈樞》，

因而不是整部《黃帝內經》。《類經》分類法以《讀素問鈔》為藍本，

將《素問》、《靈樞》的完整內容分為 12 類，雖然全面，但內容太

繁，初學者難以掌握。《素問靈樞類纂約注》以《素問》為主，《靈

樞》為輔，分為 9類，其《素問》與《靈樞》同者，皆用《素問》，

不用《靈樞》。《內經知要》所選《素》、《靈》內容基本平衡，分為

8 類。以上 4 種類分研究著作基本屬於同一分類體系，即源自《黃

帝內經太素》的分類法，而又以《內經知要》分類法為最簡明。此

外，《醫經讀》與上述 4種著作分類體系不同，僅分為「平」、「病」、

「診」、「治」四類；《素問懸解》、《靈樞懸解》兩書對《素》、《靈》

各篇原文內容完全不動，只是將其篇次重新調整和類分。以上 2 種

著作的分類法為沈又彭與黃元御獨創及獨用。37 因此，與其他類分研

究著作相比，李中梓《內經知要》內容全面、相對均衡，僅得兩卷，

31 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
1994年，據杏雨書屋本、仁和寺本影印），第 35–40冊。

32 滑壽編輯，汪機續注，王緒鰲、毛雪靜點校：《讀素問鈔》（北京：人民衞生出版
社，1998年）。

33 張介賓編著，郭洪耀、吳少禎校注：《類經》（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
34 汪昂著，王春艷等校注：《素問靈樞類纂約注》（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
年）。

35 沈又彭：《醫經讀》，收入《歷代中醫珍本集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
第 1冊。

36 黃元御撰，孫洽熙主校：《素問懸解》，收入《黃元御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
藥出版社，1996年），頁 1–228；黃元御撰，孫洽熙主校：《靈樞懸解》，收入《黃
元御醫學全書》，頁 229–335。

37 任應秋：《〈內經〉十講》（北京：北京中醫學院，1978年），頁 26–37。

「至簡至要」，38 是廣為流傳的《黃帝內經》類分研究著作。

三、江南醫派對《內經知要》的重視

江南地區是明、清、民國時期的商業、文化與圖書出版中心。39 

儒醫氏族、師徒傳承系統在江南地區依靠社會—政治網絡與對專業

知識的壟斷，維持了世代相傳的優勢地位，並因此促進了儒醫教育

模式的成熟及醫學入門讀本的流行。40 《內經知要》即是清代及民國

時期江南地區流行的習醫入門讀本之一。李中梓與《內經知要》的

後世聲名，多因江南醫派 41 的推崇而起，亦受江南地區發達的私人

書坊、出版、印刷業推動。其中，對李中梓著作出版出力最大的，

38 李念莪原輯，錢榮光注釋：《內經知要講義》，〈序〉，頁 1–2。
39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07年），頁 16–18。

40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12年），頁 16–47。

41 本文所述明清江南地區，採用何任〈江南中醫學家學術成就及其盛衰淵源考〉一文
的定義：今江蘇（主要是蘇南）、浙江，以及江西、安徽靠近江浙的區域，即長江—

錢塘江三角洲地區。見何任：〈江南中醫學家學術成就及其盛衰淵源考〉，《中醫藥

學刊》2003年第 1期，頁 5–8。江南醫派相關研究，可參楊奕望：〈明清之際江南醫
家的學術交往—以華亭名醫李中梓為中心〉，收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變化中的

明清江南社會與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 219–237；謝娟：〈明
代醫人與社會—以江南世醫為中心的醫療社會史研究〉，收入范金民主編：《江南

社會經濟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頁 1196–1258；邱仲
麟：〈綿綿瓜瓞—關於明代江蘇世醫的初步考察〉，《中國史學》第 13卷（京都：
朋友書店，2003年），頁 45–67；王濤鍇：〈何以成醫：明清時代蘇松太地區的醫生
訓練和社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十一卷（2010年），頁 170–184；潘文龍：《醫
藥蘇州》（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俞志高：《吳中名醫錄》（南京：江蘇
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年）；李濟仁主編：《新安名醫考》（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
版社，1990 年）；劉時覺：《永嘉醫派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 年）；
季偉蘋主編：《上海中醫藥發展史略》（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 年）；梁
慧鳳：《名醫傳芳》（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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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代醫者對《黃帝內經》的推崇，且由於其書傳本系統複

雜，文辭古奧難懂，後世出現了類分研究《黃帝內經》的著作。除

現存最早的唐．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外，31 主要有元．滑壽《讀

素問鈔》、32 明．張介賓《類經》、33 明．李中梓《內經知要》、清．

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注》、34 清．沈又彭《醫經讀》、35 清．黃元御

《素問懸解》和《靈樞懸解》6 種。36 開《黃帝內經》類分研究先河

的是《讀素問鈔》，將《素問》分為 12類，基本以《黃帝內經太素》

分類法為藍本，然而其書僅就《素問》進行分類，不涉及《靈樞》，

因而不是整部《黃帝內經》。《類經》分類法以《讀素問鈔》為藍本，

將《素問》、《靈樞》的完整內容分為 12 類，雖然全面，但內容太

繁，初學者難以掌握。《素問靈樞類纂約注》以《素問》為主，《靈

樞》為輔，分為 9類，其《素問》與《靈樞》同者，皆用《素問》，

不用《靈樞》。《內經知要》所選《素》、《靈》內容基本平衡，分為

8 類。以上 4 種類分研究著作基本屬於同一分類體系，即源自《黃

帝內經太素》的分類法，而又以《內經知要》分類法為最簡明。此

外，《醫經讀》與上述 4種著作分類體系不同，僅分為「平」、「病」、

「診」、「治」四類；《素問懸解》、《靈樞懸解》兩書對《素》、《靈》

各篇原文內容完全不動，只是將其篇次重新調整和類分。以上 2 種

著作的分類法為沈又彭與黃元御獨創及獨用。37 因此，與其他類分研

究著作相比，李中梓《內經知要》內容全面、相對均衡，僅得兩卷，

31 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
1994 年，據杏雨書屋本、仁和寺本影印），第 35–40冊。

32 滑壽編輯，汪機續注，王緒鰲、毛雪靜點校：《讀素問鈔》（北京：人民衞生出版
社，1998 年）。

33 張介賓編著，郭洪耀、吳少禎校注：《類經》（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
34 汪昂著，王春艷等校注：《素問靈樞類纂約注》（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
年）。

35 沈又彭：《醫經讀》，收入《歷代中醫珍本集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
第 1冊。

36 黃元御撰，孫洽熙主校：《素問懸解》，收入《黃元御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
藥出版社，1996 年），頁 1–228；黃元御撰，孫洽熙主校：《靈樞懸解》，收入《黃
元御醫學全書》，頁 229–335。

37 任應秋：《〈內經〉十講》（北京：北京中醫學院，1978年），頁 26–37。

「至簡至要」，38 是廣為流傳的《黃帝內經》類分研究著作。

三、江南醫派對《內經知要》的重視

江南地區是明、清、民國時期的商業、文化與圖書出版中心。39 

儒醫氏族、師徒傳承系統在江南地區依靠社會—政治網絡與對專業

知識的壟斷，維持了世代相傳的優勢地位，並因此促進了儒醫教育

模式的成熟及醫學入門讀本的流行。40 《內經知要》即是清代及民國

時期江南地區流行的習醫入門讀本之一。李中梓與《內經知要》的

後世聲名，多因江南醫派 41 的推崇而起，亦受江南地區發達的私人

書坊、出版、印刷業推動。其中，對李中梓著作出版出力最大的，

38 李念莪原輯，錢榮光注釋：《內經知要講義》，〈序〉，頁 1–2。
39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07年），頁 16–18。

40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12年），頁 16–47。

41 本文所述明清江南地區，採用何任〈江南中醫學家學術成就及其盛衰淵源考〉一文
的定義：今江蘇（主要是蘇南）、浙江，以及江西、安徽靠近江浙的區域，即長江—

錢塘江三角洲地區。見何任：〈江南中醫學家學術成就及其盛衰淵源考〉，《中醫藥

學刊》2003年第 1期，頁 5–8。江南醫派相關研究，可參楊奕望：〈明清之際江南醫
家的學術交往—以華亭名醫李中梓為中心〉，收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變化中的

明清江南社會與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 219–237；謝娟：〈明
代醫人與社會—以江南世醫為中心的醫療社會史研究〉，收入范金民主編：《江南

社會經濟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頁 1196–1258；邱仲
麟：〈綿綿瓜瓞—關於明代江蘇世醫的初步考察〉，《中國史學》第 13卷（京都：
朋友書店，2003年），頁 45–67；王濤鍇：〈何以成醫：明清時代蘇松太地區的醫生
訓練和社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十一卷（2010年），頁 170–184；潘文龍：《醫
藥蘇州》（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俞志高：《吳中名醫錄》（南京：江蘇
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年）；李濟仁主編：《新安名醫考》（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
版社，1990 年）；劉時覺：《永嘉醫派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 年）；
季偉蘋主編：《上海中醫藥發展史略》（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 年）；梁
慧鳳：《名醫傳芳》（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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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代醫者對《黃帝內經》的推崇，且由於其書傳本系統複

雜，文辭古奧難懂，後世出現了類分研究《黃帝內經》的著作。除

現存最早的唐．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外，31 主要有元．滑壽《讀

素問鈔》、32 明．張介賓《類經》、33 明．李中梓《內經知要》、清．

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注》、34 清．沈又彭《醫經讀》、35 清．黃元御

《素問懸解》和《靈樞懸解》6 種。36 開《黃帝內經》類分研究先河

的是《讀素問鈔》，將《素問》分為 12類，基本以《黃帝內經太素》

分類法為藍本，然而其書僅就《素問》進行分類，不涉及《靈樞》，

因而不是整部《黃帝內經》。《類經》分類法以《讀素問鈔》為藍本，

將《素問》、《靈樞》的完整內容分為 12 類，雖然全面，但內容太

繁，初學者難以掌握。《素問靈樞類纂約注》以《素問》為主，《靈

樞》為輔，分為 9類，其《素問》與《靈樞》同者，皆用《素問》，

不用《靈樞》。《內經知要》所選《素》、《靈》內容基本平衡，分為

8 類。以上 4 種類分研究著作基本屬於同一分類體系，即源自《黃

帝內經太素》的分類法，而又以《內經知要》分類法為最簡明。此

外，《醫經讀》與上述 4種著作分類體系不同，僅分為「平」、「病」、

「診」、「治」四類；《素問懸解》、《靈樞懸解》兩書對《素》、《靈》

各篇原文內容完全不動，只是將其篇次重新調整和類分。以上 2 種

著作的分類法為沈又彭與黃元御獨創及獨用。37 因此，與其他類分研

究著作相比，李中梓《內經知要》內容全面、相對均衡，僅得兩卷，

31 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
1994年，據杏雨書屋本、仁和寺本影印），第 35–40冊。

32 滑壽編輯，汪機續注，王緒鰲、毛雪靜點校：《讀素問鈔》（北京：人民衞生出版
社，1998年）。

33 張介賓編著，郭洪耀、吳少禎校注：《類經》（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
34 汪昂著，王春艷等校注：《素問靈樞類纂約注》（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
年）。

35 沈又彭：《醫經讀》，收入《歷代中醫珍本集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
第 1冊。

36 黃元御撰，孫洽熙主校：《素問懸解》，收入《黃元御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
藥出版社，1996年），頁 1–228；黃元御撰，孫洽熙主校：《靈樞懸解》，收入《黃
元御醫學全書》，頁 229–335。

37 任應秋：《〈內經〉十講》（北京：北京中醫學院，1978年），頁 26–37。

「至簡至要」，38 是廣為流傳的《黃帝內經》類分研究著作。

三、江南醫派對《內經知要》的重視

江南地區是明、清、民國時期的商業、文化與圖書出版中心。39 

儒醫氏族、師徒傳承系統在江南地區依靠社會—政治網絡與對專業

知識的壟斷，維持了世代相傳的優勢地位，並因此促進了儒醫教育

模式的成熟及醫學入門讀本的流行。40 《內經知要》即是清代及民國

時期江南地區流行的習醫入門讀本之一。李中梓與《內經知要》的

後世聲名，多因江南醫派 41 的推崇而起，亦受江南地區發達的私人

書坊、出版、印刷業推動。其中，對李中梓著作出版出力最大的，

38 李念莪原輯，錢榮光注釋：《內經知要講義》，〈序〉，頁 1–2。
39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07年），頁 16–18。

40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12年），頁 16–47。

41 本文所述明清江南地區，採用何任〈江南中醫學家學術成就及其盛衰淵源考〉一文
的定義：今江蘇（主要是蘇南）、浙江，以及江西、安徽靠近江浙的區域，即長江—

錢塘江三角洲地區。見何任：〈江南中醫學家學術成就及其盛衰淵源考〉，《中醫藥

學刊》2003年第 1期，頁 5–8。江南醫派相關研究，可參楊奕望：〈明清之際江南醫
家的學術交往—以華亭名醫李中梓為中心〉，收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變化中的

明清江南社會與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 219–237；謝娟：〈明
代醫人與社會—以江南世醫為中心的醫療社會史研究〉，收入范金民主編：《江南

社會經濟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頁 1196–1258；邱仲
麟：〈綿綿瓜瓞—關於明代江蘇世醫的初步考察〉，《中國史學》第 13卷（京都：
朋友書店，2003年），頁 45–67；王濤鍇：〈何以成醫：明清時代蘇松太地區的醫生
訓練和社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十一卷（2010年），頁 170–184；潘文龍：《醫
藥蘇州》（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俞志高：《吳中名醫錄》（南京：江蘇
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年）；李濟仁主編：《新安名醫考》（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
版社，1990 年）；劉時覺：《永嘉醫派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 年）；
季偉蘋主編：《上海中醫藥發展史略》（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 年）；梁
慧鳳：《名醫傳芳》（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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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
內
經
知
要
》
為
中
心

是新安地區的徽商。42 徽州新安儒醫吳肇廣、吳肇陵兄弟作序並捐資

刻版發行了李中梓《醫宗必讀》一書。43 新安儒醫吳楚以李中梓醫學

思想為宗，仿效《內經知要》結構撰《寶命真詮》，收錄了大量李

中梓著作內容。44 李中梓之兄李中立、侄李延昰亦是著名醫家；延昰

以李中梓著作為藍本，撰有《脈訣彙辨》一書。45 李中梓成年後的社

會活動，集中於當時江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蘇州。46 

蘇州醫者薛雪與李中梓再傳弟子葉天士是學術上長期的敵手，但薛

雪認同李中梓《內經知要》一書的學術價值，薛雪的作序與重刻促

進了該書的流通。李中梓弟子眾多，多來自南匯周邊地區。47 李中梓

門人尤乘、蔣示吉與吳又可交好，曾協助吳又可校訂《瘟疫論》；李

中梓弟子馬元儀門人葉天士、尤在涇，均為清代著名醫者。以上這

些儒醫門派及家族通過家傳、師承及聯姻等方式，在江南地區逐漸

形成了相互交織的醫者網絡。

距離上海南匯 100 公里的江蘇常州武進孟河鎮是長江沿岸的重

要碼頭，交通便利，與上海、蘇州等地經濟文化交往密切，孟河醫

生亦受到了李中梓著作及學術的影響。48 孟河名醫馬培之弟子、女婿

42 萬書言、周亞東：〈論徽商對新安醫學的影響〉，《中醫藥導報》2022 年第 12 期，
頁 195–197；王鑫等：〈士材學派與新安醫學交匯交融〉，《中醫藥臨床雜誌》2017
年第 8 期，頁 1246–1247；馮麗梅：〈吳中與新安醫家的社會交往與互動〉，《中醫
文獻雜誌》2009 年第 5期，頁 51–53。

43 李中梓著，顧宏平校注，包來發審閱：《醫宗必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8 年），〈序二〉，頁 1；王鑫等：〈士材學派與新安醫學交匯交融〉，頁 1246–
1247。

44 王瑞：〈新安澄塘吳氏醫家傳承及吳楚學術與臨證特色研究〉（合肥：安徽中醫藥大
學中醫學專業博士論文，2020年），頁 54–58。

45 李天綱主編：《李中梓集．李中立集．李延昰集》，頁 1–7。
46 馮麗梅：〈吳中與新安醫家的社會交往與互動〉，頁 53。
47 楊奕望：〈明清之際江南醫家的學術交往〉，頁 233。
48 有關孟河醫派研究，可參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李夏亭主編：《孟河醫派三百年—孟河醫派研究薈萃》（北京：學苑

出版社，2010 年）；李夏亭：《孟河醫派三十八家：臨床特色及驗案評析》（北京：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7 年）；武進縣衞生局編史修志領導小組：《武進縣衞生志
（1879–1983）》（武進：出版者不詳，1985 年）；常州市衞生志編纂委員會：《常州
市衞生志》（常州：常州市衞生局，1989 年）；顧敬平：〈孟河醫派中醫教育思想研
究〉（成都：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史文獻專業博士論文，2020年）。

丁甘仁（1866–1926）在從孟河遷至蘇州、蘇州再遷至上海之後，

拜徽州新安儒醫汪蓮石（1848–1935）為師，汪蓮石對丁甘仁的影

響很大，並且擴大了他的交際圈，使他得以在上海打開局面。49 1915

年，丁甘仁與其武進同鄉謝觀（1880–1950）共同創辦了「上海中醫

專門學校」，該校畢業生秦伯未（1901–1970）、章次公（1903–1959）

建國初期即被聘為中央衞生部中醫顧問，50 參與了由上海嘉定人、衞

生部中醫司司長呂炳奎（1914–2003）直接領導的中醫政策制定。

建國後首批四所中醫學院之一的上海中醫學院，首任院長由丁甘仁

最器重的弟子程門雪擔任。丁甘仁弟子楊樹千則任 1955 年第一屆

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副主任。丁氏家族的其他成員及弟子多為上海

中醫學院系部、醫院或科室的領導，其中，丁甘仁嫡孫丁濟民曾任

上海中醫進修學校領導。此外，南京中醫學院的領導亦多由孟河醫

派傳人擔任，如馬培之玄孫馬澤人，丁仲英弟子鄒雲翔、許濟群、

干祖望等。51 據王鑫統計，自 2009年至 2019年評選出的總計 90位

「國醫大師」中，孟河醫派傳人佔據超過 10%，如裘沛然、張鏡人、

陸廣莘、顏正華、徐景藩、朱良春、顏德馨、干祖望、鄒燕勤等。52

太平天國後，上海取代蘇州、常州等江南中心城市體系，成為

全國的圖書收藏出版中心。53 光緒二十三年（1897），商務印書館

由四位江浙人士創立於上海，致力於發行教科書與教育出版，54 逐

步成為知識分子匯集的地方。55 1908 年前後，商務印書館的常州籍

49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214.
50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上海中醫學院（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校史》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1998年）。
51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362.
52 王鑫：〈士材學派與孟河醫派辨治腎系病證學術思想的比較研究〉（南京：南京中醫
藥大學中西醫結合臨床專業博士論文，2019年），頁 10。

53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48–49. 

54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 15。
55 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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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為宗，仿效《內經知要》結構撰《寶命真詮》，收錄了大量李

中梓著作內容。44 李中梓之兄李中立、侄李延昰亦是著名醫家；延昰

以李中梓著作為藍本，撰有《脈訣彙辨》一書。45 李中梓成年後的社

會活動，集中於當時江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蘇州。46 

蘇州醫者薛雪與李中梓再傳弟子葉天士是學術上長期的敵手，但薛

雪認同李中梓《內經知要》一書的學術價值，薛雪的作序與重刻促

進了該書的流通。李中梓弟子眾多，多來自南匯周邊地區。47 李中梓

門人尤乘、蔣示吉與吳又可交好，曾協助吳又可校訂《瘟疫論》；李

中梓弟子馬元儀門人葉天士、尤在涇，均為清代著名醫者。以上這

些儒醫門派及家族通過家傳、師承及聯姻等方式，在江南地區逐漸

形成了相互交織的醫者網絡。

距離上海南匯 100 公里的江蘇常州武進孟河鎮是長江沿岸的重

要碼頭，交通便利，與上海、蘇州等地經濟文化交往密切，孟河醫

生亦受到了李中梓著作及學術的影響。48 孟河名醫馬培之弟子、女婿

42 萬書言、周亞東：〈論徽商對新安醫學的影響〉，《中醫藥導報》2022 年第 12 期，
頁 195–197；王鑫等：〈士材學派與新安醫學交匯交融〉，《中醫藥臨床雜誌》2017
年第 8 期，頁 1246–1247；馮麗梅：〈吳中與新安醫家的社會交往與互動〉，《中醫
文獻雜誌》2009年第 5期，頁 51–53。

43 李中梓著，顧宏平校注，包來發審閱：《醫宗必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8 年），〈序二〉，頁 1；王鑫等：〈士材學派與新安醫學交匯交融〉，頁 1246–
1247。

44 王瑞：〈新安澄塘吳氏醫家傳承及吳楚學術與臨證特色研究〉（合肥：安徽中醫藥大
學中醫學專業博士論文，2020年），頁 54–58。

45 李天綱主編：《李中梓集．李中立集．李延昰集》，頁 1–7。
46 馮麗梅：〈吳中與新安醫家的社會交往與互動〉，頁 53。
47 楊奕望：〈明清之際江南醫家的學術交往〉，頁 233。
48 有關孟河醫派研究，可參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李夏亭主編：《孟河醫派三百年—孟河醫派研究薈萃》（北京：學苑

出版社，2010 年）；李夏亭：《孟河醫派三十八家：臨床特色及驗案評析》（北京：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7 年）；武進縣衞生局編史修志領導小組：《武進縣衞生志
（1879–1983）》（武進：出版者不詳，1985 年）；常州市衞生志編纂委員會：《常州
市衞生志》（常州：常州市衞生局，1989 年）；顧敬平：〈孟河醫派中醫教育思想研
究〉（成都：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史文獻專業博士論文，2020年）。

丁甘仁（1866–1926）在從孟河遷至蘇州、蘇州再遷至上海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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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院系部、醫院或科室的領導，其中，丁甘仁嫡孫丁濟民曾任

上海中醫進修學校領導。此外，南京中醫學院的領導亦多由孟河醫

派傳人擔任，如馬培之玄孫馬澤人，丁仲英弟子鄒雲翔、許濟群、

干祖望等。51 據王鑫統計，自 2009年至 2019年評選出的總計 90位

「國醫大師」中，孟河醫派傳人佔據超過 10%，如裘沛然、張鏡人、

陸廣莘、顏正華、徐景藩、朱良春、顏德馨、干祖望、鄒燕勤等。52

太平天國後，上海取代蘇州、常州等江南中心城市體系，成為

全國的圖書收藏出版中心。53 光緒二十三年（1897），商務印書館

由四位江浙人士創立於上海，致力於發行教科書與教育出版，54 逐

步成為知識分子匯集的地方。55 1908 年前後，商務印書館的常州籍

49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214.
50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上海中醫學院（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校史》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1998年）。
51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362.
52 王鑫：〈士材學派與孟河醫派辨治腎系病證學術思想的比較研究〉（南京：南京中醫
藥大學中西醫結合臨床專業博士論文，2019年），頁 10。

53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48–49. 

54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 15。
55 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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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為
中
心

是新安地區的徽商。42 徽州新安儒醫吳肇廣、吳肇陵兄弟作序並捐資

刻版發行了李中梓《醫宗必讀》一書。43 新安儒醫吳楚以李中梓醫學

思想為宗，仿效《內經知要》結構撰《寶命真詮》，收錄了大量李

中梓著作內容。44 李中梓之兄李中立、侄李延昰亦是著名醫家；延昰

以李中梓著作為藍本，撰有《脈訣彙辨》一書。45 李中梓成年後的社

會活動，集中於當時江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蘇州。46 

蘇州醫者薛雪與李中梓再傳弟子葉天士是學術上長期的敵手，但薛

雪認同李中梓《內經知要》一書的學術價值，薛雪的作序與重刻促

進了該書的流通。李中梓弟子眾多，多來自南匯周邊地區。47 李中梓

門人尤乘、蔣示吉與吳又可交好，曾協助吳又可校訂《瘟疫論》；李

中梓弟子馬元儀門人葉天士、尤在涇，均為清代著名醫者。以上這

些儒醫門派及家族通過家傳、師承及聯姻等方式，在江南地區逐漸

形成了相互交織的醫者網絡。

距離上海南匯 100 公里的江蘇常州武進孟河鎮是長江沿岸的重

要碼頭，交通便利，與上海、蘇州等地經濟文化交往密切，孟河醫

生亦受到了李中梓著作及學術的影響。48 孟河名醫馬培之弟子、女婿

42 萬書言、周亞東：〈論徽商對新安醫學的影響〉，《中醫藥導報》2022 年第 12 期，
頁 195–197；王鑫等：〈士材學派與新安醫學交匯交融〉，《中醫藥臨床雜誌》2017
年第 8 期，頁 1246–1247；馮麗梅：〈吳中與新安醫家的社會交往與互動〉，《中醫
文獻雜誌》2009 年第 5期，頁 51–53。

43 李中梓著，顧宏平校注，包來發審閱：《醫宗必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8 年），〈序二〉，頁 1；王鑫等：〈士材學派與新安醫學交匯交融〉，頁 1246–
1247。

44 王瑞：〈新安澄塘吳氏醫家傳承及吳楚學術與臨證特色研究〉（合肥：安徽中醫藥大
學中醫學專業博士論文，2020年），頁 54–58。

45 李天綱主編：《李中梓集．李中立集．李延昰集》，頁 1–7。
46 馮麗梅：〈吳中與新安醫家的社會交往與互動〉，頁 53。
47 楊奕望：〈明清之際江南醫家的學術交往〉，頁 233。
48 有關孟河醫派研究，可參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李夏亭主編：《孟河醫派三百年—孟河醫派研究薈萃》（北京：學苑

出版社，2010 年）；李夏亭：《孟河醫派三十八家：臨床特色及驗案評析》（北京：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7 年）；武進縣衞生局編史修志領導小組：《武進縣衞生志
（1879–1983）》（武進：出版者不詳，1985 年）；常州市衞生志編纂委員會：《常州
市衞生志》（常州：常州市衞生局，1989 年）；顧敬平：〈孟河醫派中醫教育思想研
究〉（成都：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史文獻專業博士論文，2020年）。

丁甘仁（1866–1926）在從孟河遷至蘇州、蘇州再遷至上海之後，

拜徽州新安儒醫汪蓮石（1848–1935）為師，汪蓮石對丁甘仁的影

響很大，並且擴大了他的交際圈，使他得以在上海打開局面。49 1915

年，丁甘仁與其武進同鄉謝觀（1880–1950）共同創辦了「上海中醫

專門學校」，該校畢業生秦伯未（1901–1970）、章次公（1903–1959）

建國初期即被聘為中央衞生部中醫顧問，50 參與了由上海嘉定人、衞

生部中醫司司長呂炳奎（1914–2003）直接領導的中醫政策制定。

建國後首批四所中醫學院之一的上海中醫學院，首任院長由丁甘仁

最器重的弟子程門雪擔任。丁甘仁弟子楊樹千則任 1955 年第一屆

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副主任。丁氏家族的其他成員及弟子多為上海

中醫學院系部、醫院或科室的領導，其中，丁甘仁嫡孫丁濟民曾任

上海中醫進修學校領導。此外，南京中醫學院的領導亦多由孟河醫

派傳人擔任，如馬培之玄孫馬澤人，丁仲英弟子鄒雲翔、許濟群、

干祖望等。51 據王鑫統計，自 2009年至 2019年評選出的總計 90位

「國醫大師」中，孟河醫派傳人佔據超過 10%，如裘沛然、張鏡人、

陸廣莘、顏正華、徐景藩、朱良春、顏德馨、干祖望、鄒燕勤等。52

太平天國後，上海取代蘇州、常州等江南中心城市體系，成為

全國的圖書收藏出版中心。53 光緒二十三年（1897），商務印書館

由四位江浙人士創立於上海，致力於發行教科書與教育出版，54 逐

步成為知識分子匯集的地方。55 1908 年前後，商務印書館的常州籍

49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214.
50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上海中醫學院（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校史》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1998年）。
51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362.
52 王鑫：〈士材學派與孟河醫派辨治腎系病證學術思想的比較研究〉（南京：南京中醫
藥大學中西醫結合臨床專業博士論文，2019年），頁 10。

53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48–49. 

54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 15。
55 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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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安地區的徽商。42 徽州新安儒醫吳肇廣、吳肇陵兄弟作序並捐資

刻版發行了李中梓《醫宗必讀》一書。43 新安儒醫吳楚以李中梓醫學

思想為宗，仿效《內經知要》結構撰《寶命真詮》，收錄了大量李

中梓著作內容。44 李中梓之兄李中立、侄李延昰亦是著名醫家；延昰

以李中梓著作為藍本，撰有《脈訣彙辨》一書。45 李中梓成年後的社

會活動，集中於當時江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蘇州。46 

蘇州醫者薛雪與李中梓再傳弟子葉天士是學術上長期的敵手，但薛

雪認同李中梓《內經知要》一書的學術價值，薛雪的作序與重刻促

進了該書的流通。李中梓弟子眾多，多來自南匯周邊地區。47 李中梓

門人尤乘、蔣示吉與吳又可交好，曾協助吳又可校訂《瘟疫論》；李

中梓弟子馬元儀門人葉天士、尤在涇，均為清代著名醫者。以上這

些儒醫門派及家族通過家傳、師承及聯姻等方式，在江南地區逐漸

形成了相互交織的醫者網絡。

距離上海南匯 100 公里的江蘇常州武進孟河鎮是長江沿岸的重

要碼頭，交通便利，與上海、蘇州等地經濟文化交往密切，孟河醫

生亦受到了李中梓著作及學術的影響。48 孟河名醫馬培之弟子、女婿

42 萬書言、周亞東：〈論徽商對新安醫學的影響〉，《中醫藥導報》2022 年第 12 期，
頁 195–197；王鑫等：〈士材學派與新安醫學交匯交融〉，《中醫藥臨床雜誌》2017
年第 8 期，頁 1246–1247；馮麗梅：〈吳中與新安醫家的社會交往與互動〉，《中醫
文獻雜誌》2009年第 5期，頁 51–53。

43 李中梓著，顧宏平校注，包來發審閱：《醫宗必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8 年），〈序二〉，頁 1；王鑫等：〈士材學派與新安醫學交匯交融〉，頁 1246–
1247。

44 王瑞：〈新安澄塘吳氏醫家傳承及吳楚學術與臨證特色研究〉（合肥：安徽中醫藥大
學中醫學專業博士論文，2020年），頁 54–58。

45 李天綱主編：《李中梓集．李中立集．李延昰集》，頁 1–7。
46 馮麗梅：〈吳中與新安醫家的社會交往與互動〉，頁 53。
47 楊奕望：〈明清之際江南醫家的學術交往〉，頁 233。
48 有關孟河醫派研究，可參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李夏亭主編：《孟河醫派三百年—孟河醫派研究薈萃》（北京：學苑

出版社，2010 年）；李夏亭：《孟河醫派三十八家：臨床特色及驗案評析》（北京：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7 年）；武進縣衞生局編史修志領導小組：《武進縣衞生志
（1879–1983）》（武進：出版者不詳，1985 年）；常州市衞生志編纂委員會：《常州
市衞生志》（常州：常州市衞生局，1989 年）；顧敬平：〈孟河醫派中醫教育思想研
究〉（成都：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史文獻專業博士論文，2020年）。

丁甘仁（1866–1926）在從孟河遷至蘇州、蘇州再遷至上海之後，

拜徽州新安儒醫汪蓮石（1848–1935）為師，汪蓮石對丁甘仁的影

響很大，並且擴大了他的交際圈，使他得以在上海打開局面。49 1915

年，丁甘仁與其武進同鄉謝觀（1880–1950）共同創辦了「上海中醫

專門學校」，該校畢業生秦伯未（1901–1970）、章次公（1903–1959）

建國初期即被聘為中央衞生部中醫顧問，50 參與了由上海嘉定人、衞

生部中醫司司長呂炳奎（1914–2003）直接領導的中醫政策制定。

建國後首批四所中醫學院之一的上海中醫學院，首任院長由丁甘仁

最器重的弟子程門雪擔任。丁甘仁弟子楊樹千則任 1955 年第一屆

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副主任。丁氏家族的其他成員及弟子多為上海

中醫學院系部、醫院或科室的領導，其中，丁甘仁嫡孫丁濟民曾任

上海中醫進修學校領導。此外，南京中醫學院的領導亦多由孟河醫

派傳人擔任，如馬培之玄孫馬澤人，丁仲英弟子鄒雲翔、許濟群、

干祖望等。51 據王鑫統計，自 2009年至 2019年評選出的總計 90位

「國醫大師」中，孟河醫派傳人佔據超過 10%，如裘沛然、張鏡人、

陸廣莘、顏正華、徐景藩、朱良春、顏德馨、干祖望、鄒燕勤等。52

太平天國後，上海取代蘇州、常州等江南中心城市體系，成為

全國的圖書收藏出版中心。53 光緒二十三年（1897），商務印書館

由四位江浙人士創立於上海，致力於發行教科書與教育出版，54 逐

步成為知識分子匯集的地方。55 1908 年前後，商務印書館的常州籍

49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214.
50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上海中醫學院（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校史》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1998年）。
51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362.
52 王鑫：〈士材學派與孟河醫派辨治腎系病證學術思想的比較研究〉（南京：南京中醫
藥大學中西醫結合臨床專業博士論文，2019年），頁 10。

53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48–49. 

54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 15。
55 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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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很多，56 其中常州武進人氏謝觀和呂思勉（1884–1957），對李

中梓及《內經知要》的推廣起了重要作用。謝觀出身於儒學世家，

其伯父和祖父都是孟河學派儒醫，57 謝觀亦曾隨孟河名醫馬培之學

醫。58 謝觀於 1908–1911、1914–1921年間任商務印書館編輯，負責

編寫地理、醫學類圖書，任職期間主持編寫了《中國醫學大辭典》。

1911–1913 年間，武進縣邀請謝觀回故里主政教育，任學務課課

長，在武進聲望日隆。59 1916 年，謝觀與丁甘仁共同創辦的上海中

醫專門學校正式開學，謝觀任該校首任校長。60該校畢業生秦伯未、

張贊臣、虞舜臣、尤學周、姚若琴、張蘭庵等，均受學於謝觀。61 

1919 年起，經謝觀介紹，呂思勉開始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協助謝

56 包括時任主編陸爾奎，蔣維喬、莊俞、孟森、惲鐵樵、謝觀等。見張如青、毛夢
飛：〈「滿院杏花誰作主」—紀念謝利恆先生誕辰 130 周年暨逝世 60 周年〉，《中
醫藥文化》2010 年第 5期，頁 21–26。

57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8。有關謝觀生平，參見陳存仁：
〈謝利恆師情回憶〉，收入氏著：《銀元時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頁 335–352；武進縣衞生局編史修志領導小組：《武進縣衞生志（1879–
1983）》，頁 254；常州市衞生志編纂委員會：《常州市衞生志》，頁 400；江蘇省武
進縣縣志編纂委員會：《武進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935；
孟慶雲主編：《中國中醫藥發展五十年（1949–1999）》（鄭州：河南醫科大學出
版社，1999 年），頁 776；季偉蘋主編：《上海中醫藥發展史略》；張如青、毛夢
飛：〈「滿院杏花誰作主」—紀念謝利恆先生誕辰 130 週年暨逝世 60 週年〉，
頁 21–26；Bridie Andrews,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1850–1960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4), 136–41.

58 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收入謝觀著，余永燕點校，王致譜審訂：《中
國醫學源流論》（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頁 2。

59 武進縣教育志編纂領導小組：《武進縣教育志》，頁 8。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
學術思想〉，頁 2。

60 該校於 1915 年籌建，1916 年正式開學，詳見《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
籃》，頁 12–14。

61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9。秦伯未於 1919–1923 年在上海中
醫專門學校學習，其間得到丁甘仁、謝觀等人的指導。由於丁甘仁於 1926 年即去
世，1926–1950 年間秦伯未與謝觀交好、並同在上海，民國時期的秦伯未多次自稱
為謝觀門人；1950 年後的材料中，多見秦伯未自稱為丁甘仁門人。參見孟慶雲：
〈謝利恆與經社八才子〉，《家庭中醫藥》2005 年第 10 期，頁 6–7；陳存仁：《銀元
時代生活史》，頁 337、348。

觀編輯《中國醫學大辭典》，期間呂思勉撰《醫籍知津》，62 首次將

李中梓及其傳人列為「學派」。63 1925 年，謝觀另創辦神州中醫大

學，後更名上海中醫大學，仍任校長一職，64 因此在上海、武進的

中醫圈子有一定影響力。65 謝觀還於 1925 年在上海成立神州醫學總

會、1929 年成立上海中醫協會，參與組織「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

至南京反對由余雲岫提出、國民政府中央衞生委員會通過的「廢止

中醫案」，從而成為全國的「中醫領袖」，66 是影響民國時期中醫政

策與學術的重要人物。67

1933 年，謝觀在商務印書館重訂出版了李中梓《內經知要》，

並於 1935、1937、1939 年再版三次。68 統計商務印書館自創立至

1949 年出版過的醫學書籍可知，1897–1949 年間，共出版西醫書籍

358 部，中醫書籍僅 23 部，當中含兩部《黃帝內經》類分研究著

作：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注》和李中梓《內經知要》。69 1935年，

由原著者呂思勉及謝觀門人秦伯未分別作序、謝觀修訂後的《醫籍

知津》，作為「謝利恆先生全書」的一種，更名為《中國醫學源流論》

出版。在這本署名為謝觀所著的書中，將「李士材學派」單列一節，

稱其「平正不頗」。70 由於謝觀對李中梓的推崇，以及商務印書館對

62 詳見李永圻編：《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 年），頁 66。王
珂：〈必也正名乎—呂思勉《醫籍知津》與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關係辨證〉，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期，頁 57–64。
63 呂思勉：《醫籍知津》，收入氏著：《呂思勉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16冊，頁 24–25。

64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9。
65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379–80.
66 此段史實，參見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頁 111–140。Bridie Andrews,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eds. 
TJ Hinrichs and Linda L. Bar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5–27.

67 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頁 2–7。
68 李念莪輯注，薛雪生白補注，謝觀利恆重訂：《內經知要》（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年）。
69 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155–162。

70 謝利恆：《中國醫學源流論》（上海：澄齋醫社，1935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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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很多，56 其中常州武進人氏謝觀和呂思勉（1884–1957），對李

中梓及《內經知要》的推廣起了重要作用。謝觀出身於儒學世家，

其伯父和祖父都是孟河學派儒醫，57 謝觀亦曾隨孟河名醫馬培之學

醫。58 謝觀於 1908–1911、1914–1921年間任商務印書館編輯，負責

編寫地理、醫學類圖書，任職期間主持編寫了《中國醫學大辭典》。

1911–1913 年間，武進縣邀請謝觀回故里主政教育，任學務課課

長，在武進聲望日隆。59 1916 年，謝觀與丁甘仁共同創辦的上海中

醫專門學校正式開學，謝觀任該校首任校長。60該校畢業生秦伯未、

張贊臣、虞舜臣、尤學周、姚若琴、張蘭庵等，均受學於謝觀。61 

1919 年起，經謝觀介紹，呂思勉開始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協助謝

56 包括時任主編陸爾奎，蔣維喬、莊俞、孟森、惲鐵樵、謝觀等。見張如青、毛夢
飛：〈「滿院杏花誰作主」—紀念謝利恆先生誕辰 130 周年暨逝世 60 周年〉，《中
醫藥文化》2010年第 5期，頁 21–26。

57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8。有關謝觀生平，參見陳存仁：
〈謝利恆師情回憶〉，收入氏著：《銀元時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頁 335–352；武進縣衞生局編史修志領導小組：《武進縣衞生志（1879–
1983）》，頁 254；常州市衞生志編纂委員會：《常州市衞生志》，頁 400；江蘇省武
進縣縣志編纂委員會：《武進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935；
孟慶雲主編：《中國中醫藥發展五十年（1949–1999）》（鄭州：河南醫科大學出
版社，1999 年），頁 776；季偉蘋主編：《上海中醫藥發展史略》；張如青、毛夢
飛：〈「滿院杏花誰作主」—紀念謝利恆先生誕辰 130 週年暨逝世 60 週年〉，
頁 21–26；Bridie Andrews,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1850–1960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4), 136–41.

58 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收入謝觀著，余永燕點校，王致譜審訂：《中
國醫學源流論》（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頁 2。

59 武進縣教育志編纂領導小組：《武進縣教育志》，頁 8。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
學術思想〉，頁 2。

60 該校於 1915 年籌建，1916 年正式開學，詳見《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
籃》，頁 12–14。

61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9。秦伯未於 1919–1923 年在上海中
醫專門學校學習，其間得到丁甘仁、謝觀等人的指導。由於丁甘仁於 1926 年即去
世，1926–1950 年間秦伯未與謝觀交好、並同在上海，民國時期的秦伯未多次自稱
為謝觀門人；1950 年後的材料中，多見秦伯未自稱為丁甘仁門人。參見孟慶雲：
〈謝利恆與經社八才子〉，《家庭中醫藥》2005 年第 10 期，頁 6–7；陳存仁：《銀元
時代生活史》，頁 337、348。

觀編輯《中國醫學大辭典》，期間呂思勉撰《醫籍知津》，62 首次將

李中梓及其傳人列為「學派」。63 1925 年，謝觀另創辦神州中醫大

學，後更名上海中醫大學，仍任校長一職，64 因此在上海、武進的

中醫圈子有一定影響力。65 謝觀還於 1925 年在上海成立神州醫學總

會、1929 年成立上海中醫協會，參與組織「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

至南京反對由余雲岫提出、國民政府中央衞生委員會通過的「廢止

中醫案」，從而成為全國的「中醫領袖」，66 是影響民國時期中醫政

策與學術的重要人物。67

1933 年，謝觀在商務印書館重訂出版了李中梓《內經知要》，

並於 1935、1937、1939 年再版三次。68 統計商務印書館自創立至

1949 年出版過的醫學書籍可知，1897–1949 年間，共出版西醫書籍

358 部，中醫書籍僅 23 部，當中含兩部《黃帝內經》類分研究著

作：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注》和李中梓《內經知要》。69 1935年，

由原著者呂思勉及謝觀門人秦伯未分別作序、謝觀修訂後的《醫籍

知津》，作為「謝利恆先生全書」的一種，更名為《中國醫學源流論》

出版。在這本署名為謝觀所著的書中，將「李士材學派」單列一節，

稱其「平正不頗」。70 由於謝觀對李中梓的推崇，以及商務印書館對

62 詳見李永圻編：《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 年），頁 66。王
珂：〈必也正名乎—呂思勉《醫籍知津》與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關係辨證〉，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期，頁 57–64。
63 呂思勉：《醫籍知津》，收入氏著：《呂思勉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16 冊，頁 24–25。

64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9。
65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379–80.
66 此段史實，參見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頁 111–140。Bridie Andrews,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eds. 
TJ Hinrichs and Linda L. Bar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5–27.

67 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頁 2–7。
68 李念莪輯注，薛雪生白補注，謝觀利恆重訂：《內經知要》（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年）。
69 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155–162。

70 謝利恆：《中國醫學源流論》（上海：澄齋醫社，1935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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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很多，56 其中常州武進人氏謝觀和呂思勉（1884–1957），對李

中梓及《內經知要》的推廣起了重要作用。謝觀出身於儒學世家，

其伯父和祖父都是孟河學派儒醫，57 謝觀亦曾隨孟河名醫馬培之學

醫。58 謝觀於 1908–1911、1914–1921年間任商務印書館編輯，負責

編寫地理、醫學類圖書，任職期間主持編寫了《中國醫學大辭典》。

1911–1913 年間，武進縣邀請謝觀回故里主政教育，任學務課課

長，在武進聲望日隆。59 1916 年，謝觀與丁甘仁共同創辦的上海中

醫專門學校正式開學，謝觀任該校首任校長。60該校畢業生秦伯未、

張贊臣、虞舜臣、尤學周、姚若琴、張蘭庵等，均受學於謝觀。61 

1919 年起，經謝觀介紹，呂思勉開始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協助謝

56 包括時任主編陸爾奎，蔣維喬、莊俞、孟森、惲鐵樵、謝觀等。見張如青、毛夢
飛：〈「滿院杏花誰作主」—紀念謝利恆先生誕辰 130 周年暨逝世 60 周年〉，《中
醫藥文化》2010 年第 5期，頁 21–26。

57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8。有關謝觀生平，參見陳存仁：
〈謝利恆師情回憶〉，收入氏著：《銀元時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頁 335–352；武進縣衞生局編史修志領導小組：《武進縣衞生志（1879–
1983）》，頁 254；常州市衞生志編纂委員會：《常州市衞生志》，頁 400；江蘇省武
進縣縣志編纂委員會：《武進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935；
孟慶雲主編：《中國中醫藥發展五十年（1949–1999）》（鄭州：河南醫科大學出
版社，1999 年），頁 776；季偉蘋主編：《上海中醫藥發展史略》；張如青、毛夢
飛：〈「滿院杏花誰作主」—紀念謝利恆先生誕辰 130 週年暨逝世 60 週年〉，
頁 21–26；Bridie Andrews,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1850–1960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4), 136–41.

58 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收入謝觀著，余永燕點校，王致譜審訂：《中
國醫學源流論》（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頁 2。

59 武進縣教育志編纂領導小組：《武進縣教育志》，頁 8。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
學術思想〉，頁 2。

60 該校於 1915 年籌建，1916 年正式開學，詳見《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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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謝觀在商務印書館重訂出版了李中梓《內經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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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在這本署名為謝觀所著的書中，將「李士材學派」單列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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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必也正名乎—呂思勉《醫籍知津》與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關係辨證〉，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期，頁 57–64。
63 呂思勉：《醫籍知津》，收入氏著：《呂思勉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16冊，頁 24–25。

64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9。
65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379–80.
66 此段史實，參見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頁 111–140。Bridie Andrews,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eds. 
TJ Hinrichs and Linda L. Bar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5–27.

67 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頁 2–7。
68 李念莪輯注，薛雪生白補注，謝觀利恆重訂：《內經知要》（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年）。
69 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155–162。

70 謝利恆：《中國醫學源流論》（上海：澄齋醫社，1935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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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很多，56 其中常州武進人氏謝觀和呂思勉（1884–1957），對李

中梓及《內經知要》的推廣起了重要作用。謝觀出身於儒學世家，

其伯父和祖父都是孟河學派儒醫，57 謝觀亦曾隨孟河名醫馬培之學

醫。58 謝觀於 1908–1911、1914–1921年間任商務印書館編輯，負責

編寫地理、醫學類圖書，任職期間主持編寫了《中國醫學大辭典》。

1911–1913 年間，武進縣邀請謝觀回故里主政教育，任學務課課

長，在武進聲望日隆。59 1916 年，謝觀與丁甘仁共同創辦的上海中

醫專門學校正式開學，謝觀任該校首任校長。60該校畢業生秦伯未、

張贊臣、虞舜臣、尤學周、姚若琴、張蘭庵等，均受學於謝觀。61 

1919 年起，經謝觀介紹，呂思勉開始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協助謝

56 包括時任主編陸爾奎，蔣維喬、莊俞、孟森、惲鐵樵、謝觀等。見張如青、毛夢
飛：〈「滿院杏花誰作主」—紀念謝利恆先生誕辰 130 周年暨逝世 60 周年〉，《中
醫藥文化》2010年第 5期，頁 21–26。

57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8。有關謝觀生平，參見陳存仁：
〈謝利恆師情回憶〉，收入氏著：《銀元時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頁 335–352；武進縣衞生局編史修志領導小組：《武進縣衞生志（1879–
1983）》，頁 254；常州市衞生志編纂委員會：《常州市衞生志》，頁 400；江蘇省武
進縣縣志編纂委員會：《武進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935；
孟慶雲主編：《中國中醫藥發展五十年（1949–1999）》（鄭州：河南醫科大學出
版社，1999 年），頁 776；季偉蘋主編：《上海中醫藥發展史略》；張如青、毛夢
飛：〈「滿院杏花誰作主」—紀念謝利恆先生誕辰 130 週年暨逝世 60 週年〉，
頁 21–26；Bridie Andrews,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1850–1960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4), 136–41.

58 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收入謝觀著，余永燕點校，王致譜審訂：《中
國醫學源流論》（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頁 2。

59 武進縣教育志編纂領導小組：《武進縣教育志》，頁 8。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
學術思想〉，頁 2。

60 該校於 1915 年籌建，1916 年正式開學，詳見《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
籃》，頁 12–14。

61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9。秦伯未於 1919–1923 年在上海中
醫專門學校學習，其間得到丁甘仁、謝觀等人的指導。由於丁甘仁於 1926 年即去
世，1926–1950 年間秦伯未與謝觀交好、並同在上海，民國時期的秦伯未多次自稱
為謝觀門人；1950 年後的材料中，多見秦伯未自稱為丁甘仁門人。參見孟慶雲：
〈謝利恆與經社八才子〉，《家庭中醫藥》2005 年第 10 期，頁 6–7；陳存仁：《銀元
時代生活史》，頁 337、348。

觀編輯《中國醫學大辭典》，期間呂思勉撰《醫籍知津》，62 首次將

李中梓及其傳人列為「學派」。63 1925 年，謝觀另創辦神州中醫大

學，後更名上海中醫大學，仍任校長一職，64 因此在上海、武進的

中醫圈子有一定影響力。65 謝觀還於 1925 年在上海成立神州醫學總

會、1929 年成立上海中醫協會，參與組織「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

至南京反對由余雲岫提出、國民政府中央衞生委員會通過的「廢止

中醫案」，從而成為全國的「中醫領袖」，66 是影響民國時期中醫政

策與學術的重要人物。67

1933 年，謝觀在商務印書館重訂出版了李中梓《內經知要》，

並於 1935、1937、1939 年再版三次。68 統計商務印書館自創立至

1949 年出版過的醫學書籍可知，1897–1949 年間，共出版西醫書籍

358 部，中醫書籍僅 23 部，當中含兩部《黃帝內經》類分研究著

作：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注》和李中梓《內經知要》。69 1935年，

由原著者呂思勉及謝觀門人秦伯未分別作序、謝觀修訂後的《醫籍

知津》，作為「謝利恆先生全書」的一種，更名為《中國醫學源流論》

出版。在這本署名為謝觀所著的書中，將「李士材學派」單列一節，

稱其「平正不頗」。70 由於謝觀對李中梓的推崇，以及商務印書館對

62 詳見李永圻編：《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 年），頁 66。王
珂：〈必也正名乎—呂思勉《醫籍知津》與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關係辨證〉，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期，頁 57–64。
63 呂思勉：《醫籍知津》，收入氏著：《呂思勉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16 冊，頁 24–25。

64 《名醫搖籃》編審委員會：《名醫搖籃》，頁 19。
65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379–80.
66 此段史實，參見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頁 111–140。Bridie Andrews,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eds. 
TJ Hinrichs and Linda L. Bar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5–27.

67 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頁 2–7。
68 李念莪輯注，薛雪生白補注，謝觀利恆重訂：《內經知要》（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年）。
69 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155–162。

70 謝利恆：《中國醫學源流論》（上海：澄齋醫社，1935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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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知要》的四次重印，李中梓《內經知要》一書流傳更廣，成為

民國時期江南地區通行的《黃帝內經》入門書。

四、《內經知要》成為「西醫學習中醫」的教科書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1949–1954），國家的醫學政策為「中醫學

習西醫」，因此各地紛紛開設「中醫進修學校」。衞生部規定，中醫

進修學校的課程內容「以講授預防醫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社

會科學為原則」。71 在 1954 年 6 月 4 日毛澤東首次提出醫學政策由

「中醫學習西醫」掉轉為「西醫學習中醫」，72 1954年 11 月 23日中

共中央批轉文委黨組關於「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的報告 73 

之後，「西學中」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興起。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

是可供學習的教材嚴重不足。為瞭解決中醫中藥書籍不足的問題，

1954 年 10 月 23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人民衞生出版社決定選擇

出版一批中醫中藥書籍的通知：

為發揚祖國醫學成就，更好地為增進人民健康服務，

人民衞生出版社正在有計劃地積極地整理、編輯、出版各

種中醫中藥書籍。⋯⋯為了縮短出版時間，及早供應社會

需要，人民衞生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約定，繼續由商務印

書館選印出版該館以前出版過的中醫中藥書籍。⋯⋯為瞭

71 衞生部：〈附：衞生部關於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的規定（1951 年 12 月 27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 年）（內部發行）》（北京：中華人民共和
國衞生部中醫司，1985 年），頁 24。

72 新中國「團結中西醫」的衞生工作原則，在 1949 年 10 月至 1954 年 6 月間，由賀
誠、王斌為首的衛生部以「中醫學習西醫」、「中醫科學化」的方式推進； 1954 年
6 月 4 日，毛澤東在關於成立中醫研究院的文件批復中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
機構，羅致好的中醫進行研究，派好的西醫學習中醫，共同參加研究工作。」翌

日，毛澤東同時任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等談發展中醫的問題時提出「西醫要向中

醫學習」。毛澤東的觀念轉變，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
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 245。

73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1954 年 11
月 23日）〉，收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43。

解決某些人因受時間所限而不能閱讀卷帙浩繁的《內經素

問》和《本草綱目》等書，又配合出版《內經知要》和《本

草備要》等內容簡要的書籍。⋯⋯這一批書籍一部分是中

國醫學中的古典作品，一部分是臨症和初學者的必要參考

書籍。74

20世紀 50年代初，由於多年的戰亂，出版業極度蕭條。75 為了盡快

出版供群眾性「西學中」運動使用的中醫書籍，不得已在商務印書

館以前出版過的書籍中選擇。在 1954 年人民衞生出版社應急翻印出

版的這一批中醫書籍中，唯一入選的《黃帝內經》入門讀本，就是

1933年由謝觀重訂、商務印書館鉛印出版的李中梓《內經知要》。

「西學中」教材的選定，是由衞生部、衞生部所屬北京中醫進

修學校及其併入改組後的中醫研究院負責的。1954 年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報告之後，各地掀起「西學中」的群眾

運動浪潮。當月，衞生部開始以原北京中醫進修學校、衞生部針灸

療法實驗所、華北中醫實驗所、華北醫院籌備處和中央衞生研究院

中國醫藥研究所五個單位為基礎，籌備組建中醫研究院。76 院直屬機

構中特設「編審室」組織編寫中醫教材，並負責學術行政工作，由

「中學西」時期中醫進修學校教務長于道濟（1895–1976）任編審

室主任，副主任為江蘇阜寧人、曾長期在上海業醫的余無言（1900–

1963）。77

1955 年 8 月 24 日，時任中醫研究院院長魯之俊（1911–1999）

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真學習和研究祖國的醫學〉，稱「如

何學習和研究中醫，這是一個新問題。我以為大致可以從兩個方面

74 佚名：〈人民衞生出版社出版各種中醫中藥書籍〉，《人民日報》，1954 年 10 月 23
日，第 3版。

75 黎漢基：〈重點發行與強迫攤派—中共建國初期出版政策研究〉，《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0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頁
144–151。

76 南京中醫學院編著：《祖國醫學史講義》（南京：南京中醫學院，1959年），頁 92。
77 馬繼興口述，萬芳錄音整理：〈中醫研究院籌備前後的一些人和事〉，收入鄒乃俐
等編：《難忘的四十年》（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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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供學習的教材嚴重不足。為瞭解決中醫中藥書籍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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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揚祖國醫學成就，更好地為增進人民健康服務，

人民衞生出版社正在有計劃地積極地整理、編輯、出版各

種中醫中藥書籍。⋯⋯為了縮短出版時間，及早供應社會

需要，人民衞生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約定，繼續由商務印

書館選印出版該館以前出版過的中醫中藥書籍。⋯⋯為瞭

71 衞生部：〈附：衞生部關於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的規定（1951 年 12 月 27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 年）（內部發行）》（北京：中華人民共和
國衞生部中醫司，1985年），頁 24。

72 新中國「團結中西醫」的衞生工作原則，在 1949 年 10 月至 1954 年 6 月間，由賀
誠、王斌為首的衛生部以「中醫學習西醫」、「中醫科學化」的方式推進； 1954 年
6 月 4 日，毛澤東在關於成立中醫研究院的文件批復中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
機構，羅致好的中醫進行研究，派好的西醫學習中醫，共同參加研究工作。」翌

日，毛澤東同時任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等談發展中醫的問題時提出「西醫要向中

醫學習」。毛澤東的觀念轉變，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
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 245。

73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1954 年 11
月 23日）〉，收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43。

解決某些人因受時間所限而不能閱讀卷帙浩繁的《內經素

問》和《本草綱目》等書，又配合出版《內經知要》和《本

草備要》等內容簡要的書籍。⋯⋯這一批書籍一部分是中

國醫學中的古典作品，一部分是臨症和初學者的必要參考

書籍。74

20世紀 50年代初，由於多年的戰亂，出版業極度蕭條。75 為了盡快

出版供群眾性「西學中」運動使用的中醫書籍，不得已在商務印書

館以前出版過的書籍中選擇。在 1954 年人民衞生出版社應急翻印出

版的這一批中醫書籍中，唯一入選的《黃帝內經》入門讀本，就是

1933年由謝觀重訂、商務印書館鉛印出版的李中梓《內經知要》。

「西學中」教材的選定，是由衞生部、衞生部所屬北京中醫進

修學校及其併入改組後的中醫研究院負責的。1954 年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報告之後，各地掀起「西學中」的群眾

運動浪潮。當月，衞生部開始以原北京中醫進修學校、衞生部針灸

療法實驗所、華北中醫實驗所、華北醫院籌備處和中央衞生研究院

中國醫藥研究所五個單位為基礎，籌備組建中醫研究院。76 院直屬機

構中特設「編審室」組織編寫中醫教材，並負責學術行政工作，由

「中學西」時期中醫進修學校教務長于道濟（1895–1976）任編審

室主任，副主任為江蘇阜寧人、曾長期在上海業醫的余無言（1900–

1963）。77

1955 年 8 月 24 日，時任中醫研究院院長魯之俊（1911–1999）

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真學習和研究祖國的醫學〉，稱「如

何學習和研究中醫，這是一個新問題。我以為大致可以從兩個方面

74 佚名：〈人民衞生出版社出版各種中醫中藥書籍〉，《人民日報》，1954 年 10 月 23
日，第 3 版。

75 黎漢基：〈重點發行與強迫攤派—中共建國初期出版政策研究〉，《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0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頁
144–151。

76 南京中醫學院編著：《祖國醫學史講義》（南京：南京中醫學院，1959年），頁 92。
77 馬繼興口述，萬芳錄音整理：〈中醫研究院籌備前後的一些人和事〉，收入鄒乃俐
等編：《難忘的四十年》（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 13。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10-411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10-411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410 411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新
中
國
中
醫
基
礎
學
教
科
書
建
構
研
究
：
以
《
內
經
知
要
》
為
中
心

《內經知要》的四次重印，李中梓《內經知要》一書流傳更廣，成為

民國時期江南地區通行的《黃帝內經》入門書。

四、《內經知要》成為「西醫學習中醫」的教科書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1949–1954），國家的醫學政策為「中醫學

習西醫」，因此各地紛紛開設「中醫進修學校」。衞生部規定，中醫

進修學校的課程內容「以講授預防醫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社

會科學為原則」。71 在 1954 年 6 月 4 日毛澤東首次提出醫學政策由

「中醫學習西醫」掉轉為「西醫學習中醫」，72 1954年 11 月 23日中

共中央批轉文委黨組關於「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的報告 73 

之後，「西學中」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興起。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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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人民衞生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約定，繼續由商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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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馬繼興口述，萬芳錄音整理：〈中醫研究院籌備前後的一些人和事〉，收入鄒乃俐
等編：《難忘的四十年》（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 13。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10-411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10-411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410 411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新
中
國
中
醫
基
礎
學
教
科
書
建
構
研
究
：
以
《
內
經
知
要
》
為
中
心

《內經知要》的四次重印，李中梓《內經知要》一書流傳更廣，成為

民國時期江南地區通行的《黃帝內經》入門書。

四、《內經知要》成為「西醫學習中醫」的教科書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1949–1954），國家的醫學政策為「中醫學

習西醫」，因此各地紛紛開設「中醫進修學校」。衞生部規定，中醫

進修學校的課程內容「以講授預防醫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社

會科學為原則」。71 在 1954 年 6 月 4 日毛澤東首次提出醫學政策由

「中醫學習西醫」掉轉為「西醫學習中醫」，72 1954 年 11 月 23 日中

共中央批轉文委黨組關於「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的報告 73 

之後，「西學中」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興起。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

是可供學習的教材嚴重不足。為瞭解決中醫中藥書籍不足的問題，

1954 年 10 月 23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人民衞生出版社決定選擇

出版一批中醫中藥書籍的通知：

為發揚祖國醫學成就，更好地為增進人民健康服務，

人民衞生出版社正在有計劃地積極地整理、編輯、出版各

種中醫中藥書籍。⋯⋯為了縮短出版時間，及早供應社會

需要，人民衞生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約定，繼續由商務印

書館選印出版該館以前出版過的中醫中藥書籍。⋯⋯為瞭

71 衞生部：〈附：衞生部關於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的規定（1951 年 12 月 27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 年）（內部發行）》（北京：中華人民共和
國衞生部中醫司，1985年），頁 24。

72 新中國「團結中西醫」的衞生工作原則，在 1949 年 10 月至 1954 年 6 月間，由賀
誠、王斌為首的衛生部以「中醫學習西醫」、「中醫科學化」的方式推進； 1954 年
6 月 4 日，毛澤東在關於成立中醫研究院的文件批復中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
機構，羅致好的中醫進行研究，派好的西醫學習中醫，共同參加研究工作。」翌

日，毛澤東同時任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等談發展中醫的問題時提出「西醫要向中

醫學習」。毛澤東的觀念轉變，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
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 245。

73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1954 年 11
月 23日）〉，收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43。

解決某些人因受時間所限而不能閱讀卷帙浩繁的《內經素

問》和《本草綱目》等書，又配合出版《內經知要》和《本

草備要》等內容簡要的書籍。⋯⋯這一批書籍一部分是中

國醫學中的古典作品，一部分是臨症和初學者的必要參考

書籍。74

20世紀 50年代初，由於多年的戰亂，出版業極度蕭條。75 為了盡快

出版供群眾性「西學中」運動使用的中醫書籍，不得已在商務印書

館以前出版過的書籍中選擇。在 1954 年人民衞生出版社應急翻印出

版的這一批中醫書籍中，唯一入選的《黃帝內經》入門讀本，就是

1933年由謝觀重訂、商務印書館鉛印出版的李中梓《內經知要》。

「西學中」教材的選定，是由衞生部、衞生部所屬北京中醫進

修學校及其併入改組後的中醫研究院負責的。1954 年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報告之後，各地掀起「西學中」的群眾

運動浪潮。當月，衞生部開始以原北京中醫進修學校、衞生部針灸

療法實驗所、華北中醫實驗所、華北醫院籌備處和中央衞生研究院

中國醫藥研究所五個單位為基礎，籌備組建中醫研究院。76 院直屬機

構中特設「編審室」組織編寫中醫教材，並負責學術行政工作，由

「中學西」時期中醫進修學校教務長于道濟（1895–1976）任編審

室主任，副主任為江蘇阜寧人、曾長期在上海業醫的余無言（1900–

1963）。77

1955 年 8 月 24 日，時任中醫研究院院長魯之俊（1911–1999）

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真學習和研究祖國的醫學〉，稱「如

何學習和研究中醫，這是一個新問題。我以為大致可以從兩個方面

74 佚名：〈人民衞生出版社出版各種中醫中藥書籍〉，《人民日報》，1954 年 10 月 23
日，第 3 版。

75 黎漢基：〈重點發行與強迫攤派—中共建國初期出版政策研究〉，《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0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頁
144–151。

76 南京中醫學院編著：《祖國醫學史講義》（南京：南京中醫學院，1959年），頁 92。
77 馬繼興口述，萬芳錄音整理：〈中醫研究院籌備前後的一些人和事〉，收入鄒乃俐
等編：《難忘的四十年》（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 13。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10-411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10-411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412 413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新
中
國
中
醫
基
礎
學
教
科
書
建
構
研
究
：
以
《
內
經
知
要
》
為
中
心

入手。一方面是學中醫書籍。但書太多，有不少是重複或相近的。

最好首先選擇幾種基本的著作進行鑽研，如《內經》、《傷寒論》、

《金匱要略》、《本草綱目》等。不過這些書的文字不易讀懂，可以

請中醫來講解。但有時講的人也很難把它通俗化，我們必須耐心地

聽下去，聯繫臨床實際加以思索。也可以參閱某些有注釋的作品，

特別是近幾十年來有些中醫整理過的作品。」78 確定了以中醫「四大

經典」為主，「參閱某些有注釋的作品」的「西學中」學習模式。在

實際教學中，四本經典著作中時間最早、文辭最為古奧難懂的《黃

帝內經》未使用原書，而是使用了其入門簡易讀本—《內經知

要》。79

關於為何選擇《內經知要》代替《黃帝內經》，時任衞生部中

醫顧問、謝觀弟子秦伯未可能是參與決策的重要人物。秦伯未出身

於上海陳行一個醫學世家，師從謝觀、丁甘仁，尤其與謝觀親近，

曾於 1935 年為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作序。1937–1948 年間，秦

伯未與謝觀、陳存仁（1908–1990）等組織「經社」文酒會，在上

海共同研討學術、吟詩賞畫 11年之久。80 1954年，秦伯未由時任衞

生部部長助理、江蘇邳縣人郭子化（1895–1975）相邀任衞生部中

醫顧問，1955 年正式調至衞生部工作，並於 1956 年起兼任北京中

醫學院教務長。秦伯未以善《黃帝內經》聞名，推崇《內經》為「實

驗之書之祖」，81 素有「秦內經」稱號，相繼出版《讀內經記》（1928

年）、《內經類證》（1929 年）、《內經病機十九條之研究》（1932

年）、《秦氏內經學》（1934 年），對《內經》的分類研究及入門節

78 魯之俊：〈認真學習和研究祖國的醫學〉，《人民日報》，1955 年 8 月 24 日，第 3
版。

79 除以《內經知要》代替《黃帝內經》外，其他三本中醫經典，即《傷寒論》、《金
匱要略》、《神農本草經》均使用原書。詳見甄：〈江蘇開辦西醫學習中醫班，近

三百名西醫師參加學習〉，《人民日報》，1956年 10月 5日，第 7版；新華社：〈開
始打開祖國醫學的偉大寶庫：首批「中西合璧」醫生誕生〉，《人民日報》，1958
年 11 月 5 日，第 6 版；李劍：〈第一、二版中醫學院試用教材編修始末〉，《中華
醫史雜誌》2021 年第 6期，頁 339–347。

80 參見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頁 3；孟慶雲：〈謝利恆與經社八才子〉，
頁 6–7；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頁 348–349。

81 秦伯未：《內經類證》（上海：上海中醫書局，1933年），〈自序〉，頁 1。

要讀本相當熟悉，且深受上海、孟河地域醫學傳統熏陶，自然也會

受到謝觀對李中梓推崇的影響。筆者所搜集到的建國後《內經知要》

相關文章書籍之中，以秦伯未所撰的為最早、最多。82 在 1956 年 9

月秦伯未首刊在《上海中醫藥雜誌》的〈《內經知要》概說〉中，

寫明「本文所引經文，依據 1955 年 2 月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內經

知要》」，正是由謝觀重校的版本。秦伯未在該文中強調了選擇《內

經知要》的合理性：「黨和政府號召西醫學習中醫，指定內經為必

修課程之一，並選擇了《內經知要》作為第一門課目的入門書，這

是完全正確的，也正是繼承祖國醫學遺產的關鍵所在。」83 秦伯未對

《內經知要》的講解文章，在北京的《中醫雜誌》及《上海中醫藥雜

誌》分別連載完畢之後，復由人民衞生出版社於 1957年結集出版。84 

1962 年，秦伯未《內經類證》作為「西學中」的補充材料出版，以

與《內經知要》配合，供程度較高的「西學中」醫生學習。負責重

訂出版《內經類證》的是衞生部第一屆「西學中」班畢業生、中醫

研究院編審室副主任余無言之子、秦伯未之徒、當時亦在中醫研究

82 包括：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中醫雜誌》1956 年第 5 期，頁 277–280；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6 期，頁 333–336；
秦伯未：〈怎樣學習《內經知要》〉，《新中醫藥》1956 年第 6 期，頁 8–13；秦伯
未：〈《內經知要》淺解〉，《中醫雜誌》1956 年第 7 期，頁 386–389；秦伯未：
〈《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8 期，頁 441–444；秦伯未：
〈《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9 期，頁 496–500；秦伯未：
〈《內經知要》概說〉，《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 年第 9 期，頁 (395)11–(399)15；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0 期，頁 545–551；
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 年第 10 期，
頁 (435)3–(438)6；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1 期，頁 603–612；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上海中醫藥雜誌》
1956 年第 11 期，頁 (481)1–(486)6；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
雜誌》1956 年第 12 期，頁 663–668；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
《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年第 12 期，頁 (529)1–(533)5；秦伯未：〈《內經知要》淺
解（續）〉，《中醫雜誌》1957年第 1期，頁 44–46。

83 秦伯未文中雖給出「《內經知要》作為第一門課目的入門書，這是完全正確的」的
定論，但並未給出原因和解釋。見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頁 (395)11。

84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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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一方面是學中醫書籍。但書太多，有不少是重複或相近的。

最好首先選擇幾種基本的著作進行鑽研，如《內經》、《傷寒論》、

《金匱要略》、《本草綱目》等。不過這些書的文字不易讀懂，可以

請中醫來講解。但有時講的人也很難把它通俗化，我們必須耐心地

聽下去，聯繫臨床實際加以思索。也可以參閱某些有注釋的作品，

特別是近幾十年來有些中醫整理過的作品。」78 確定了以中醫「四大

經典」為主，「參閱某些有注釋的作品」的「西學中」學習模式。在

實際教學中，四本經典著作中時間最早、文辭最為古奧難懂的《黃

帝內經》未使用原書，而是使用了其入門簡易讀本—《內經知

要》。79

關於為何選擇《內經知要》代替《黃帝內經》，時任衞生部中

醫顧問、謝觀弟子秦伯未可能是參與決策的重要人物。秦伯未出身

於上海陳行一個醫學世家，師從謝觀、丁甘仁，尤其與謝觀親近，

曾於 1935 年為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作序。1937–1948 年間，秦

伯未與謝觀、陳存仁（1908–1990）等組織「經社」文酒會，在上

海共同研討學術、吟詩賞畫 11年之久。80 1954年，秦伯未由時任衞

生部部長助理、江蘇邳縣人郭子化（1895–1975）相邀任衞生部中

醫顧問，1955 年正式調至衞生部工作，並於 1956 年起兼任北京中

醫學院教務長。秦伯未以善《黃帝內經》聞名，推崇《內經》為「實

驗之書之祖」，81 素有「秦內經」稱號，相繼出版《讀內經記》（1928

年）、《內經類證》（1929 年）、《內經病機十九條之研究》（1932

年）、《秦氏內經學》（1934 年），對《內經》的分類研究及入門節

78 魯之俊：〈認真學習和研究祖國的醫學〉，《人民日報》，1955 年 8 月 24 日，第 3
版。

79 除以《內經知要》代替《黃帝內經》外，其他三本中醫經典，即《傷寒論》、《金
匱要略》、《神農本草經》均使用原書。詳見甄：〈江蘇開辦西醫學習中醫班，近

三百名西醫師參加學習〉，《人民日報》，1956年 10月 5 日，第 7 版；新華社：〈開
始打開祖國醫學的偉大寶庫：首批「中西合璧」醫生誕生〉，《人民日報》，1958
年 11 月 5 日，第 6 版；李劍：〈第一、二版中醫學院試用教材編修始末〉，《中華
醫史雜誌》2021年第 6期，頁 339–347。

80 參見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頁 3；孟慶雲：〈謝利恆與經社八才子〉，
頁 6–7；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頁 348–349。

81 秦伯未：《內經類證》（上海：上海中醫書局，1933年），〈自序〉，頁 1。

要讀本相當熟悉，且深受上海、孟河地域醫學傳統熏陶，自然也會

受到謝觀對李中梓推崇的影響。筆者所搜集到的建國後《內經知要》

相關文章書籍之中，以秦伯未所撰的為最早、最多。82 在 1956 年 9

月秦伯未首刊在《上海中醫藥雜誌》的〈《內經知要》概說〉中，

寫明「本文所引經文，依據 1955 年 2 月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內經

知要》」，正是由謝觀重校的版本。秦伯未在該文中強調了選擇《內

經知要》的合理性：「黨和政府號召西醫學習中醫，指定內經為必

修課程之一，並選擇了《內經知要》作為第一門課目的入門書，這

是完全正確的，也正是繼承祖國醫學遺產的關鍵所在。」83 秦伯未對

《內經知要》的講解文章，在北京的《中醫雜誌》及《上海中醫藥雜

誌》分別連載完畢之後，復由人民衞生出版社於 1957年結集出版。84 

1962 年，秦伯未《內經類證》作為「西學中」的補充材料出版，以

與《內經知要》配合，供程度較高的「西學中」醫生學習。負責重

訂出版《內經類證》的是衞生部第一屆「西學中」班畢業生、中醫

研究院編審室副主任余無言之子、秦伯未之徒、當時亦在中醫研究

82 包括：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中醫雜誌》1956 年第 5 期，頁 277–280；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6 期，頁 333–336；
秦伯未：〈怎樣學習《內經知要》〉，《新中醫藥》1956 年第 6 期，頁 8–13；秦伯
未：〈《內經知要》淺解〉，《中醫雜誌》1956 年第 7 期，頁 386–389；秦伯未：
〈《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8 期，頁 441–444；秦伯未：
〈《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9 期，頁 496–500；秦伯未：
〈《內經知要》概說〉，《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 年第 9 期，頁 (395)11–(399)15；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0 期，頁 545–551；
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 年第 10 期，
頁 (435)3–(438)6；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1 期，頁 603–612；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上海中醫藥雜誌》
1956 年第 11 期，頁 (481)1–(486)6；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
雜誌》1956 年第 12 期，頁 663–668；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
《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年第 12 期，頁 (529)1–(533)5；秦伯未：〈《內經知要》淺
解（續）〉，《中醫雜誌》1957年第 1期，頁 44–46。

83 秦伯未文中雖給出「《內經知要》作為第一門課目的入門書，這是完全正確的」的
定論，但並未給出原因和解釋。見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頁 (395)11。

84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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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一方面是學中醫書籍。但書太多，有不少是重複或相近的。

最好首先選擇幾種基本的著作進行鑽研，如《內經》、《傷寒論》、

《金匱要略》、《本草綱目》等。不過這些書的文字不易讀懂，可以

請中醫來講解。但有時講的人也很難把它通俗化，我們必須耐心地

聽下去，聯繫臨床實際加以思索。也可以參閱某些有注釋的作品，

特別是近幾十年來有些中醫整理過的作品。」78 確定了以中醫「四大

經典」為主，「參閱某些有注釋的作品」的「西學中」學習模式。在

實際教學中，四本經典著作中時間最早、文辭最為古奧難懂的《黃

帝內經》未使用原書，而是使用了其入門簡易讀本—《內經知

要》。79

關於為何選擇《內經知要》代替《黃帝內經》，時任衞生部中

醫顧問、謝觀弟子秦伯未可能是參與決策的重要人物。秦伯未出身

於上海陳行一個醫學世家，師從謝觀、丁甘仁，尤其與謝觀親近，

曾於 1935 年為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作序。1937–1948 年間，秦

伯未與謝觀、陳存仁（1908–1990）等組織「經社」文酒會，在上

海共同研討學術、吟詩賞畫 11年之久。80 1954年，秦伯未由時任衞

生部部長助理、江蘇邳縣人郭子化（1895–1975）相邀任衞生部中

醫顧問，1955 年正式調至衞生部工作，並於 1956 年起兼任北京中

醫學院教務長。秦伯未以善《黃帝內經》聞名，推崇《內經》為「實

驗之書之祖」，81 素有「秦內經」稱號，相繼出版《讀內經記》（1928

年）、《內經類證》（1929 年）、《內經病機十九條之研究》（1932

年）、《秦氏內經學》（1934 年），對《內經》的分類研究及入門節

78 魯之俊：〈認真學習和研究祖國的醫學〉，《人民日報》，1955 年 8 月 24 日，第 3
版。

79 除以《內經知要》代替《黃帝內經》外，其他三本中醫經典，即《傷寒論》、《金
匱要略》、《神農本草經》均使用原書。詳見甄：〈江蘇開辦西醫學習中醫班，近

三百名西醫師參加學習〉，《人民日報》，1956年 10月 5日，第 7版；新華社：〈開
始打開祖國醫學的偉大寶庫：首批「中西合璧」醫生誕生〉，《人民日報》，1958
年 11 月 5 日，第 6 版；李劍：〈第一、二版中醫學院試用教材編修始末〉，《中華
醫史雜誌》2021 年第 6期，頁 339–347。

80 參見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頁 3；孟慶雲：〈謝利恆與經社八才子〉，
頁 6–7；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頁 348–349。

81 秦伯未：《內經類證》（上海：上海中醫書局，1933年），〈自序〉，頁 1。

要讀本相當熟悉，且深受上海、孟河地域醫學傳統熏陶，自然也會

受到謝觀對李中梓推崇的影響。筆者所搜集到的建國後《內經知要》

相關文章書籍之中，以秦伯未所撰的為最早、最多。82 在 1956 年 9

月秦伯未首刊在《上海中醫藥雜誌》的〈《內經知要》概說〉中，

寫明「本文所引經文，依據 1955 年 2 月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內經

知要》」，正是由謝觀重校的版本。秦伯未在該文中強調了選擇《內

經知要》的合理性：「黨和政府號召西醫學習中醫，指定內經為必

修課程之一，並選擇了《內經知要》作為第一門課目的入門書，這

是完全正確的，也正是繼承祖國醫學遺產的關鍵所在。」83 秦伯未對

《內經知要》的講解文章，在北京的《中醫雜誌》及《上海中醫藥雜

誌》分別連載完畢之後，復由人民衞生出版社於 1957年結集出版。84 

1962 年，秦伯未《內經類證》作為「西學中」的補充材料出版，以

與《內經知要》配合，供程度較高的「西學中」醫生學習。負責重

訂出版《內經類證》的是衞生部第一屆「西學中」班畢業生、中醫

研究院編審室副主任余無言之子、秦伯未之徒、當時亦在中醫研究

82 包括：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中醫雜誌》1956 年第 5 期，頁 277–280；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6 期，頁 333–336；
秦伯未：〈怎樣學習《內經知要》〉，《新中醫藥》1956 年第 6 期，頁 8–13；秦伯
未：〈《內經知要》淺解〉，《中醫雜誌》1956 年第 7 期，頁 386–389；秦伯未：
〈《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8 期，頁 441–444；秦伯未：
〈《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9 期，頁 496–500；秦伯未：
〈《內經知要》概說〉，《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 年第 9 期，頁 (395)11–(399)15；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0 期，頁 545–551；
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 年第 10 期，
頁 (435)3–(438)6；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1 期，頁 603–612；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上海中醫藥雜誌》
1956 年第 11 期，頁 (481)1–(486)6；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
雜誌》1956 年第 12 期，頁 663–668；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
《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年第 12 期，頁 (529)1–(533)5；秦伯未：〈《內經知要》淺
解（續）〉，《中醫雜誌》1957年第 1期，頁 44–46。

83 秦伯未文中雖給出「《內經知要》作為第一門課目的入門書，這是完全正確的」的
定論，但並未給出原因和解釋。見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頁 (395)11。

84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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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一方面是學中醫書籍。但書太多，有不少是重複或相近的。

最好首先選擇幾種基本的著作進行鑽研，如《內經》、《傷寒論》、

《金匱要略》、《本草綱目》等。不過這些書的文字不易讀懂，可以

請中醫來講解。但有時講的人也很難把它通俗化，我們必須耐心地

聽下去，聯繫臨床實際加以思索。也可以參閱某些有注釋的作品，

特別是近幾十年來有些中醫整理過的作品。」78 確定了以中醫「四大

經典」為主，「參閱某些有注釋的作品」的「西學中」學習模式。在

實際教學中，四本經典著作中時間最早、文辭最為古奧難懂的《黃

帝內經》未使用原書，而是使用了其入門簡易讀本—《內經知

要》。79

關於為何選擇《內經知要》代替《黃帝內經》，時任衞生部中

醫顧問、謝觀弟子秦伯未可能是參與決策的重要人物。秦伯未出身

於上海陳行一個醫學世家，師從謝觀、丁甘仁，尤其與謝觀親近，

曾於 1935 年為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作序。1937–1948 年間，秦

伯未與謝觀、陳存仁（1908–1990）等組織「經社」文酒會，在上

海共同研討學術、吟詩賞畫 11年之久。80 1954年，秦伯未由時任衞

生部部長助理、江蘇邳縣人郭子化（1895–1975）相邀任衞生部中

醫顧問，1955 年正式調至衞生部工作，並於 1956 年起兼任北京中

醫學院教務長。秦伯未以善《黃帝內經》聞名，推崇《內經》為「實

驗之書之祖」，81 素有「秦內經」稱號，相繼出版《讀內經記》（1928

年）、《內經類證》（1929 年）、《內經病機十九條之研究》（1932

年）、《秦氏內經學》（1934 年），對《內經》的分類研究及入門節

78 魯之俊：〈認真學習和研究祖國的醫學〉，《人民日報》，1955 年 8 月 24 日，第 3
版。

79 除以《內經知要》代替《黃帝內經》外，其他三本中醫經典，即《傷寒論》、《金
匱要略》、《神農本草經》均使用原書。詳見甄：〈江蘇開辦西醫學習中醫班，近

三百名西醫師參加學習〉，《人民日報》，1956年 10月 5 日，第 7 版；新華社：〈開
始打開祖國醫學的偉大寶庫：首批「中西合璧」醫生誕生〉，《人民日報》，1958
年 11 月 5 日，第 6 版；李劍：〈第一、二版中醫學院試用教材編修始末〉，《中華
醫史雜誌》2021年第 6期，頁 339–347。

80 參見佚名：〈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頁 3；孟慶雲：〈謝利恆與經社八才子〉，
頁 6–7；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頁 348–349。

81 秦伯未：《內經類證》（上海：上海中醫書局，1933年），〈自序〉，頁 1。

要讀本相當熟悉，且深受上海、孟河地域醫學傳統熏陶，自然也會

受到謝觀對李中梓推崇的影響。筆者所搜集到的建國後《內經知要》

相關文章書籍之中，以秦伯未所撰的為最早、最多。82 在 1956 年 9

月秦伯未首刊在《上海中醫藥雜誌》的〈《內經知要》概說〉中，

寫明「本文所引經文，依據 1955 年 2 月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內經

知要》」，正是由謝觀重校的版本。秦伯未在該文中強調了選擇《內

經知要》的合理性：「黨和政府號召西醫學習中醫，指定內經為必

修課程之一，並選擇了《內經知要》作為第一門課目的入門書，這

是完全正確的，也正是繼承祖國醫學遺產的關鍵所在。」83 秦伯未對

《內經知要》的講解文章，在北京的《中醫雜誌》及《上海中醫藥雜

誌》分別連載完畢之後，復由人民衞生出版社於 1957年結集出版。84 

1962 年，秦伯未《內經類證》作為「西學中」的補充材料出版，以

與《內經知要》配合，供程度較高的「西學中」醫生學習。負責重

訂出版《內經類證》的是衞生部第一屆「西學中」班畢業生、中醫

研究院編審室副主任余無言之子、秦伯未之徒、當時亦在中醫研究

82 包括：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中醫雜誌》1956 年第 5 期，頁 277–280；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6 期，頁 333–336；
秦伯未：〈怎樣學習《內經知要》〉，《新中醫藥》1956 年第 6 期，頁 8–13；秦伯
未：〈《內經知要》淺解〉，《中醫雜誌》1956 年第 7 期，頁 386–389；秦伯未：
〈《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8 期，頁 441–444；秦伯未：
〈《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9 期，頁 496–500；秦伯未：
〈《內經知要》概說〉，《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 年第 9 期，頁 (395)11–(399)15；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0 期，頁 545–551；
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 年第 10 期，
頁 (435)3–(438)6；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1 期，頁 603–612；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上海中醫藥雜誌》
1956 年第 11 期，頁 (481)1–(486)6；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續）〉，《中醫
雜誌》1956 年第 12 期，頁 663–668；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續上期）〉，
《上海中醫藥雜誌》1956年第 12 期，頁 (529)1–(533)5；秦伯未：〈《內經知要》淺
解（續）〉，《中醫雜誌》1957年第 1期，頁 44–46。

83 秦伯未文中雖給出「《內經知要》作為第一門課目的入門書，這是完全正確的」的
定論，但並未給出原因和解釋。見秦伯未：〈《內經知要》概說〉，頁 (395)11。

84 秦伯未：《內經知要淺解》（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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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編審室工作、負責教材出版事宜的余瀛鰲（1933生）。85 因此，時

任衞生部中醫顧問秦伯未應是推動《內經知要》成為「第一門課目

入門書」的關鍵人物。

在選定教材之後，1955 年 12 月，衞生部開始組織西醫學習中

醫，分為離職學習、在職學習和師資班三種學習模式。86 與此同時，

各地「西醫學習中醫」運動全面鋪開，衞生部確定了 10% 的西醫

在職學習，1% 的西醫脫職學習和號召一般西醫自動學習等三種辦

法。87 1955年 12月 9日，第一個西醫在職學習中醫班在北京開課。88 

1955 年 12 月 19 日，中醫研究院舉行成立典禮，暨首屆西醫離職學

習中醫班開學典禮。89 該班的學習進程是：「開始學習中醫政策和辯

證唯物主義，接著即學習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即用現代語言編寫的

《內經節要》、《傷寒論》、《金匱要略》、《本草經》等講義，說明

中醫的治療規律和理論原則），主要方式是聽取中醫老師講課和學

員自己複習。」90 「由於沒有師資，沒有教學大綱，沒有集體備課制

度，也沒有教材，更沒有舉辦過西醫學習中醫班的經驗，於是邊摸

索邊教學。」91 「第一門課《內經知要》，學員們就遇到困難，他們

就耐心地查字典，不懂的地方共同研究，碰到實在難以解決的問題

就虛心地向老師請教，不容易記憶的就編成歌訣。經過幾個月的艱

苦學習，他們終於打破了第一道困難，把《內經知要》學完，並且

85 秦伯未原編，余瀛鰲重訂：《內經類證》（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2 年），
頁 1–2。

86 衞生部黨組：〈附件：中央衞生部黨組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班情況成績和經驗給中
央的報告〉，《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5–117。

87 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27 日）〉，《中醫工
作文件彙編（1949–1983 年）（內部發行）》，頁 105–106。

88 新華社：〈北京部分在職西醫開始系統地向中醫學習〉，《人民日報》，1955 年 12
月 9日，第 3版。

89 人民日報社論：〈加強中醫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驟（1955 年 12 月 20 日）〉，《中醫工
作文件彙編（1949–1983 年）（內部發行）》，頁 67。

90 衞生部黨組：〈附件：中央衞生部黨組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班情況成績和經驗給中
央的報告〉，《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5–117。

91 李劍：〈第一、二版中醫學院試用教材編修始末〉，頁 339–347。

學習成績都很好。」92 首個西學中班成功學完《內經知要》，證明了

這種學習模式的可行性。

1955 年底至 1956 年初，北京、廣州、上海、武漢、成都、天

津等地先後設立西醫學習中醫班。93 為了供給學習班教材，《內經知

要》一書在 1955年 2月至 1959年 12月間由商務印書館、人民衞生

出版社和錦章書局大量翻印，總印數超過 157,500 冊。94 在人民衞

生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內經知要》〈內容簡介〉寫到：

《內經》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醫書，它是二千多年來中

醫學術思想發展的基礎。關於中醫「隨症論治」的基本精

神，主要是通過此書的闡述而得到明確的綱領；更由於此

書內容包括有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各方面的問題，

所以成為中醫診病治療的思想指導。因此我們學習中醫必

須鑽研《內經》，這是肯定的。

《內經知要》是明代李念莪所輯注的，他把內經原文節

錄歸類後，加以文辭和字義的注釋。由於作者的處理方法

較為科學，雖只上下二卷，八個篇名，但很有系統，也能

提出綱要。所以自唐以後注釋《內經》的醫書雖多，而本

書獨以簡要見稱。因此本書對研究《內經》定能起到一定

的作用。95

缺乏系統理論一直是中醫在 20 世紀上半葉備受詬病的重要原因。如

1954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報》社論：「中醫學最大的弱點就是缺

92 同上注。
93 李劍：〈《中醫學概論》的編修與傳布〉，《中華醫史雜誌》2020 年第 1 期，頁

21–27。
94 據筆者查找到的商務印書館於 1955 年 2 月、4 月、11 月，1956 年 10 月，1957 年

3 月，1959 年 6 月；錦章書局於 1955 年 4 月；人民衞生出版社 1956 年 3 月、4
月、7 月、11 月，1957 年 5 月，1959 年 12 月印刷的《內經知要》影印本印數統
計。

95 李念莪輯：《內經知要》（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6年），「內容簡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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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編審室工作、負責教材出版事宜的余瀛鰲（1933生）。85 因此，時

任衞生部中醫顧問秦伯未應是推動《內經知要》成為「第一門課目

入門書」的關鍵人物。

在選定教材之後，1955 年 12 月，衞生部開始組織西醫學習中

醫，分為離職學習、在職學習和師資班三種學習模式。86 與此同時，

各地「西醫學習中醫」運動全面鋪開，衞生部確定了 10% 的西醫

在職學習，1% 的西醫脫職學習和號召一般西醫自動學習等三種辦

法。87 1955年 12月 9日，第一個西醫在職學習中醫班在北京開課。88 

1955 年 12 月 19 日，中醫研究院舉行成立典禮，暨首屆西醫離職學

習中醫班開學典禮。89 該班的學習進程是：「開始學習中醫政策和辯

證唯物主義，接著即學習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即用現代語言編寫的

《內經節要》、《傷寒論》、《金匱要略》、《本草經》等講義，說明

中醫的治療規律和理論原則），主要方式是聽取中醫老師講課和學

員自己複習。」90 「由於沒有師資，沒有教學大綱，沒有集體備課制

度，也沒有教材，更沒有舉辦過西醫學習中醫班的經驗，於是邊摸

索邊教學。」91 「第一門課《內經知要》，學員們就遇到困難，他們

就耐心地查字典，不懂的地方共同研究，碰到實在難以解決的問題

就虛心地向老師請教，不容易記憶的就編成歌訣。經過幾個月的艱

苦學習，他們終於打破了第一道困難，把《內經知要》學完，並且

85 秦伯未原編，余瀛鰲重訂：《內經類證》（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2 年），
頁 1–2。

86 衞生部黨組：〈附件：中央衞生部黨組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班情況成績和經驗給中
央的報告〉，《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5–117。

87 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27 日）〉，《中醫工
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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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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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績都很好。」92 首個西學中班成功學完《內經知要》，證明了

這種學習模式的可行性。

1955 年底至 1956 年初，北京、廣州、上海、武漢、成都、天

津等地先後設立西醫學習中醫班。93 為了供給學習班教材，《內經知

要》一書在 1955年 2 月至 1959年 12月間由商務印書館、人民衞生

出版社和錦章書局大量翻印，總印數超過 157,500 冊。94 在人民衞

生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內經知要》〈內容簡介〉寫到：

《內經》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醫書，它是二千多年來中

醫學術思想發展的基礎。關於中醫「隨症論治」的基本精

神，主要是通過此書的闡述而得到明確的綱領；更由於此

書內容包括有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各方面的問題，

所以成為中醫診病治療的思想指導。因此我們學習中醫必

須鑽研《內經》，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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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和錦章書局大量翻印，總印數超過 157,500 冊。94 在人民衞

生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內經知要》〈內容簡介〉寫到：

《內經》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醫書，它是二千多年來中

醫學術思想發展的基礎。關於中醫「隨症論治」的基本精

神，主要是通過此書的闡述而得到明確的綱領；更由於此

書內容包括有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各方面的問題，

所以成為中醫診病治療的思想指導。因此我們學習中醫必

須鑽研《內經》，這是肯定的。

《內經知要》是明代李念莪所輯注的，他把內經原文節

錄歸類後，加以文辭和字義的注釋。由於作者的處理方法

較為科學，雖只上下二卷，八個篇名，但很有系統，也能

提出綱要。所以自唐以後注釋《內經》的醫書雖多，而本

書獨以簡要見稱。因此本書對研究《內經》定能起到一定

的作用。95

缺乏系統理論一直是中醫在 20 世紀上半葉備受詬病的重要原因。如

1954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報》社論：「中醫學最大的弱點就是缺

92 同上注。
93 李劍：〈《中醫學概論》的編修與傳布〉，《中華醫史雜誌》2020 年第 1 期，頁

21–27。
94 據筆者查找到的商務印書館於 1955 年 2 月、4 月、11 月，1956 年 10 月，1957 年

3 月，1959 年 6 月；錦章書局於 1955 年 4 月；人民衞生出版社 1956 年 3 月、4
月、7 月、11 月，1957 年 5 月，1959 年 12 月印刷的《內經知要》影印本印數統
計。

95 李念莪輯：《內經知要》（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6年），「內容簡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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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系統的科學理論。」96 在歷代眾多內經入門書中，《內經知要》由

於具備「方法科學」、「有系統、綱要」、「簡要」等特點而雀屏中選。

自 1956 年 5 月至 1959 年，有大量關於《內經知要》的教學文

章及學習心得發表於《中醫雜誌》、《中級醫刊》等學術期刊，各

地《內經知要》講義及西醫學習心得報告亦紛紛結集出版。97 早在

1955 年 8 月，上海名醫李融之撰文，介紹了「明季上海名醫」李中

梓的生平背景；98 1956 年 6 月，上海中醫研究班的西醫學員開始學

習《內經知要》，他們的學習心得發表在《上海中醫藥雜誌》上。99 

1956 年下半年，江蘇省在南京、蘇州等市成立了八個西醫學習中醫

班，組織學習《內經知要》等課程，並結集出版學員的學習心得。100 

1956 年 7月在河北省會保定開學的西醫學習中醫班，以《內經知要》

為入門第一課。101 1956 年 7 月至 1957 年 9 月，江西省南昌市首屆

96 人民日報：〈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1954 年 10 月 20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
編（1949–1983 年）（內部發行）》，頁 36。

97 樊幹卿：〈從學習內經知要說到「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2 期，頁 641–642；曾昭耆：〈寫在內經知要「藏象」篇後〉，《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 期，頁 54；趙錡等：〈學習內經知要「陰陽篇」的初步體會〉，《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1 期，頁 55–56；高崇基：〈學習內經知要治則篇的體會〉，《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2 期，頁 107–108；吳燕寶：〈介紹系統學習祖國醫學必讀之書「內經知
要」〉，《中級醫刊》1957 年第 1 期，頁 62–63；汪一萍：〈學習內經知要陰陽篇的
一些體會〉，《中級醫刊》1957年第 1期，頁 63。

98 李融之：〈明季上海名醫「李中梓」〉，《上海中醫藥雜誌》1955年第 8期，頁 7–9。
99 上海中醫研究班：〈我們用甚麼方法來學習「內經知要」〉，《上海中醫藥雜誌》

1957 年第 1 期，頁 26–27；林功錚：〈祖國醫學養生方法的基本精神〉，《上海中醫
藥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41–43；趙章忠等：〈對陰陽學說的感想與體會〉，《上
海中醫藥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43–45；柯雪帆：〈學習內經色診篇的一點體
會〉，《上海中醫藥雜誌》1957 年第 4 期，頁 47–48；余新恩：〈學習「內經知要」
後的幾點體會〉，《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年第 6期，頁 3–5。

100 凌國春：〈本省舉辦西醫學習中醫班〉，《江蘇中醫》試刊號（1956 年 8 月），頁
27；春池：〈江蘇省召開西醫學習中醫班第四次講師會議總結教學經驗改進教學
工作〉，《江蘇中醫》1957 年第 2 期，頁 45；江蘇省衞生廳：《江蘇省西醫學習中
醫學習心得彙編：有關理論學習和臨症實習部分》（南京：江蘇省衞生廳，1957
年），頁 102–182。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西醫學習中醫心得第一集》（南京：江
蘇人民出版社，1959 年），頁 10–18。

101 河北省衞生廳編：《高舉黨的中醫政策紅旗前進：介紹河北省中醫中藥工作經驗》
（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 67。

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知要》講座講稿在《江西中醫藥》連載，李

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以及學員學習《內經知要》的心得

報告亦在該刊連載。102 1956 年 12 月，浙江中醫學院王宇高的《內

經知要》講稿開始在《浙江中醫雜誌》連載，該校學員的學習心得

亦在同一雜誌陸續發表，杭州市西醫學習中醫班、杭州市中醫進修

102 張海峰：〈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第一講：陰陽〉，《江西中醫藥》1956 年
第 7期，頁 6–13；張海峰：〈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一講：陰陽〉，
《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8 期，頁 6–13；張海峰：〈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
座（續）第一講：陰陽〉，《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9 期，頁 6–16；張海峰：〈南
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一講：陰陽〉，《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0
期，頁 7–12；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第二講：藏象〉，《江西中
醫藥》1956 年第 11 期，頁 5–11；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二講：藏府〉，《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2 期，頁 2–9；廖家興：〈南昌西醫
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三講：經絡〉，《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1 期，頁
36–41；廖家興：〈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三講：經絡〉，《江西中
醫藥》1957 年第 2 期，頁 20–26；姚荷生：〈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四講：色診〉，《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1–16；姚荷生：〈南昌西醫
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五講：脈診〉，《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4 期，頁
25–37；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六講：病能篇〉，《江西
中醫藥》1957年第 5期，頁 20–26；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六講：病能篇（上）〉，《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6期，頁 33–41；高凌雲：〈南
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六講：病能篇（下）〉，《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7 期，頁 19–26；萬友生：〈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第七講：治則〉，
《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9期，頁 11–17；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江
西中醫藥》1956 年第 7 期，頁 61–64；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江西中
醫藥》1956年第 8期，頁 56–61；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三續）〉，《江
西中醫藥》1956年第 9期，頁 61–64；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解釋（四續）〉，
《江西中醫藥》1956年第 10 期，頁 65–67；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五
續）〉，《江西中醫藥》1956年第 11 期，頁 59–62；陳蘇生：〈學習祖國醫學—內
經知要〉，《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0 期，頁 1–7；姜鷙茲：〈學習「內經知要」
的一些體會〉，《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50–56；高攝淵：〈學習內經知
要後的點滴體會〉，《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57–58；蔣佩青：〈學習內
經知要後的幾點體會和建議〉，《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3期，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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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系統的科學理論。」96 在歷代眾多內經入門書中，《內經知要》由

於具備「方法科學」、「有系統、綱要」、「簡要」等特點而雀屏中選。

自 1956 年 5 月至 1959 年，有大量關於《內經知要》的教學文

章及學習心得發表於《中醫雜誌》、《中級醫刊》等學術期刊，各

地《內經知要》講義及西醫學習心得報告亦紛紛結集出版。97 早在

1955 年 8 月，上海名醫李融之撰文，介紹了「明季上海名醫」李中

梓的生平背景；98 1956 年 6 月，上海中醫研究班的西醫學員開始學

習《內經知要》，他們的學習心得發表在《上海中醫藥雜誌》上。99 

1956 年下半年，江蘇省在南京、蘇州等市成立了八個西醫學習中醫

班，組織學習《內經知要》等課程，並結集出版學員的學習心得。100 

1956年 7月在河北省會保定開學的西醫學習中醫班，以《內經知要》

為入門第一課。101 1956 年 7 月至 1957 年 9 月，江西省南昌市首屆

96 人民日報：〈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1954 年 10 月 20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
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36。

97 樊幹卿：〈從學習內經知要說到「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2 期，頁 641–642；曾昭耆：〈寫在內經知要「藏象」篇後〉，《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 期，頁 54；趙錡等：〈學習內經知要「陰陽篇」的初步體會〉，《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1 期，頁 55–56；高崇基：〈學習內經知要治則篇的體會〉，《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2 期，頁 107–108；吳燕寶：〈介紹系統學習祖國醫學必讀之書「內經知
要」〉，《中級醫刊》1957 年第 1 期，頁 62–63；汪一萍：〈學習內經知要陰陽篇的
一些體會〉，《中級醫刊》1957年第 1期，頁 63。

98 李融之：〈明季上海名醫「李中梓」〉，《上海中醫藥雜誌》1955年第 8 期，頁 7–9。
99 上海中醫研究班：〈我們用甚麼方法來學習「內經知要」〉，《上海中醫藥雜誌》

1957 年第 1 期，頁 26–27；林功錚：〈祖國醫學養生方法的基本精神〉，《上海中醫
藥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41–43；趙章忠等：〈對陰陽學說的感想與體會〉，《上
海中醫藥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43–45；柯雪帆：〈學習內經色診篇的一點體
會〉，《上海中醫藥雜誌》1957 年第 4 期，頁 47–48；余新恩：〈學習「內經知要」
後的幾點體會〉，《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年第 6 期，頁 3–5。

100 凌國春：〈本省舉辦西醫學習中醫班〉，《江蘇中醫》試刊號（1956 年 8 月），頁
27；春池：〈江蘇省召開西醫學習中醫班第四次講師會議總結教學經驗改進教學
工作〉，《江蘇中醫》1957 年第 2 期，頁 45；江蘇省衞生廳：《江蘇省西醫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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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 10–18。

101 河北省衞生廳編：《高舉黨的中醫政策紅旗前進：介紹河北省中醫中藥工作經驗》
（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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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藏府〉，《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2 期，頁 2–9；廖家興：〈南昌西醫
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三講：經絡〉，《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1 期，頁
36–41；廖家興：〈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三講：經絡〉，《江西中
醫藥》1957 年第 2 期，頁 20–26；姚荷生：〈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四講：色診〉，《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1–16；姚荷生：〈南昌西醫
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五講：脈診〉，《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4 期，頁
25–37；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六講：病能篇〉，《江西
中醫藥》1957年第 5 期，頁 20–26；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六講：病能篇（上）〉，《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6期，頁 33–41；高凌雲：〈南
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六講：病能篇（下）〉，《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7 期，頁 19–26；萬友生：〈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第七講：治則〉，
《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9 期，頁 11–17；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江
西中醫藥》1956 年第 7 期，頁 61–64；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江西中
醫藥》1956年第 8 期，頁 56–61；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三續）〉，《江
西中醫藥》1956年第 9 期，頁 61–64；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解釋（四續）〉，
《江西中醫藥》1956年第 10 期，頁 65–67；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五
續）〉，《江西中醫藥》1956年第 11 期，頁 59–62；陳蘇生：〈學習祖國醫學—內
經知要〉，《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0 期，頁 1–7；姜鷙茲：〈學習「內經知要」
的一些體會〉，《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50–56；高攝淵：〈學習內經知
要後的點滴體會〉，《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57–58；蔣佩青：〈學習內
經知要後的幾點體會和建議〉，《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3期，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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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系統的科學理論。」96 在歷代眾多內經入門書中，《內經知要》由

於具備「方法科學」、「有系統、綱要」、「簡要」等特點而雀屏中選。

自 1956 年 5 月至 1959 年，有大量關於《內經知要》的教學文

章及學習心得發表於《中醫雜誌》、《中級醫刊》等學術期刊，各

地《內經知要》講義及西醫學習心得報告亦紛紛結集出版。97 早在

1955 年 8 月，上海名醫李融之撰文，介紹了「明季上海名醫」李中

梓的生平背景；98 1956 年 6 月，上海中醫研究班的西醫學員開始學

習《內經知要》，他們的學習心得發表在《上海中醫藥雜誌》上。99 

1956 年下半年，江蘇省在南京、蘇州等市成立了八個西醫學習中醫

班，組織學習《內經知要》等課程，並結集出版學員的學習心得。100 

1956 年 7月在河北省會保定開學的西醫學習中醫班，以《內經知要》

為入門第一課。101 1956 年 7 月至 1957 年 9 月，江西省南昌市首屆

96 人民日報：〈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1954 年 10 月 20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
編（1949–1983 年）（內部發行）》，頁 36。

97 樊幹卿：〈從學習內經知要說到「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2 期，頁 641–642；曾昭耆：〈寫在內經知要「藏象」篇後〉，《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 期，頁 54；趙錡等：〈學習內經知要「陰陽篇」的初步體會〉，《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1 期，頁 55–56；高崇基：〈學習內經知要治則篇的體會〉，《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2 期，頁 107–108；吳燕寶：〈介紹系統學習祖國醫學必讀之書「內經知
要」〉，《中級醫刊》1957 年第 1 期，頁 62–63；汪一萍：〈學習內經知要陰陽篇的
一些體會〉，《中級醫刊》1957年第 1期，頁 63。

98 李融之：〈明季上海名醫「李中梓」〉，《上海中醫藥雜誌》1955年第 8期，頁 7–9。
99 上海中醫研究班：〈我們用甚麼方法來學習「內經知要」〉，《上海中醫藥雜誌》

1957 年第 1 期，頁 26–27；林功錚：〈祖國醫學養生方法的基本精神〉，《上海中醫
藥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41–43；趙章忠等：〈對陰陽學說的感想與體會〉，《上
海中醫藥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43–45；柯雪帆：〈學習內經色診篇的一點體
會〉，《上海中醫藥雜誌》1957 年第 4 期，頁 47–48；余新恩：〈學習「內經知要」
後的幾點體會〉，《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年第 6期，頁 3–5。

100 凌國春：〈本省舉辦西醫學習中醫班〉，《江蘇中醫》試刊號（1956 年 8 月），頁
27；春池：〈江蘇省召開西醫學習中醫班第四次講師會議總結教學經驗改進教學
工作〉，《江蘇中醫》1957 年第 2 期，頁 45；江蘇省衞生廳：《江蘇省西醫學習中
醫學習心得彙編：有關理論學習和臨症實習部分》（南京：江蘇省衞生廳，1957
年），頁 102–182。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西醫學習中醫心得第一集》（南京：江
蘇人民出版社，1959 年），頁 10–18。

101 河北省衞生廳編：《高舉黨的中醫政策紅旗前進：介紹河北省中醫中藥工作經驗》
（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 67。

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知要》講座講稿在《江西中醫藥》連載，李

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以及學員學習《內經知要》的心得

報告亦在該刊連載。102 1956 年 12 月，浙江中醫學院王宇高的《內

經知要》講稿開始在《浙江中醫雜誌》連載，該校學員的學習心得

亦在同一雜誌陸續發表，杭州市西醫學習中醫班、杭州市中醫進修

102 張海峰：〈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第一講：陰陽〉，《江西中醫藥》1956 年
第 7期，頁 6–13；張海峰：〈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一講：陰陽〉，
《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8 期，頁 6–13；張海峰：〈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
座（續）第一講：陰陽〉，《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9 期，頁 6–16；張海峰：〈南
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一講：陰陽〉，《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0
期，頁 7–12；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第二講：藏象〉，《江西中
醫藥》1956 年第 11 期，頁 5–11；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二講：藏府〉，《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2 期，頁 2–9；廖家興：〈南昌西醫
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三講：經絡〉，《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1 期，頁
36–41；廖家興：〈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三講：經絡〉，《江西中
醫藥》1957 年第 2 期，頁 20–26；姚荷生：〈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四講：色診〉，《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1–16；姚荷生：〈南昌西醫
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五講：脈診〉，《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4 期，頁
25–37；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六講：病能篇〉，《江西
中醫藥》1957年第 5期，頁 20–26；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六講：病能篇（上）〉，《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6期，頁 33–41；高凌雲：〈南
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六講：病能篇（下）〉，《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7 期，頁 19–26；萬友生：〈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第七講：治則〉，
《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9期，頁 11–17；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江
西中醫藥》1956 年第 7 期，頁 61–64；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江西中
醫藥》1956年第 8期，頁 56–61；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三續）〉，《江
西中醫藥》1956年第 9期，頁 61–64；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解釋（四續）〉，
《江西中醫藥》1956年第 10 期，頁 65–67；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五
續）〉，《江西中醫藥》1956年第 11 期，頁 59–62；陳蘇生：〈學習祖國醫學—內
經知要〉，《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0 期，頁 1–7；姜鷙茲：〈學習「內經知要」
的一些體會〉，《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50–56；高攝淵：〈學習內經知
要後的點滴體會〉，《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57–58；蔣佩青：〈學習內
經知要後的幾點體會和建議〉，《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3期，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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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系統的科學理論。」96 在歷代眾多內經入門書中，《內經知要》由

於具備「方法科學」、「有系統、綱要」、「簡要」等特點而雀屏中選。

自 1956 年 5 月至 1959 年，有大量關於《內經知要》的教學文

章及學習心得發表於《中醫雜誌》、《中級醫刊》等學術期刊，各

地《內經知要》講義及西醫學習心得報告亦紛紛結集出版。97 早在

1955 年 8 月，上海名醫李融之撰文，介紹了「明季上海名醫」李中

梓的生平背景；98 1956 年 6 月，上海中醫研究班的西醫學員開始學

習《內經知要》，他們的學習心得發表在《上海中醫藥雜誌》上。99 

1956 年下半年，江蘇省在南京、蘇州等市成立了八個西醫學習中醫

班，組織學習《內經知要》等課程，並結集出版學員的學習心得。100 

1956年 7月在河北省會保定開學的西醫學習中醫班，以《內經知要》

為入門第一課。101 1956 年 7 月至 1957 年 9 月，江西省南昌市首屆

96 人民日報：〈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1954 年 10 月 20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
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36。

97 樊幹卿：〈從學習內經知要說到「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中醫雜誌》1956 年第
12 期，頁 641–642；曾昭耆：〈寫在內經知要「藏象」篇後〉，《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 期，頁 54；趙錡等：〈學習內經知要「陰陽篇」的初步體會〉，《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1 期，頁 55–56；高崇基：〈學習內經知要治則篇的體會〉，《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2 期，頁 107–108；吳燕寶：〈介紹系統學習祖國醫學必讀之書「內經知
要」〉，《中級醫刊》1957 年第 1 期，頁 62–63；汪一萍：〈學習內經知要陰陽篇的
一些體會〉，《中級醫刊》1957年第 1期，頁 63。

98 李融之：〈明季上海名醫「李中梓」〉，《上海中醫藥雜誌》1955年第 8 期，頁 7–9。
99 上海中醫研究班：〈我們用甚麼方法來學習「內經知要」〉，《上海中醫藥雜誌》

1957 年第 1 期，頁 26–27；林功錚：〈祖國醫學養生方法的基本精神〉，《上海中醫
藥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41–43；趙章忠等：〈對陰陽學說的感想與體會〉，《上
海中醫藥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43–45；柯雪帆：〈學習內經色診篇的一點體
會〉，《上海中醫藥雜誌》1957 年第 4 期，頁 47–48；余新恩：〈學習「內經知要」
後的幾點體會〉，《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年第 6 期，頁 3–5。

100 凌國春：〈本省舉辦西醫學習中醫班〉，《江蘇中醫》試刊號（1956 年 8 月），頁
27；春池：〈江蘇省召開西醫學習中醫班第四次講師會議總結教學經驗改進教學
工作〉，《江蘇中醫》1957 年第 2 期，頁 45；江蘇省衞生廳：《江蘇省西醫學習中
醫學習心得彙編：有關理論學習和臨症實習部分》（南京：江蘇省衞生廳，1957
年），頁 102–182。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西醫學習中醫心得第一集》（南京：江
蘇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 10–18。

101 河北省衞生廳編：《高舉黨的中醫政策紅旗前進：介紹河北省中醫中藥工作經驗》
（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 67。

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知要》講座講稿在《江西中醫藥》連載，李

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以及學員學習《內經知要》的心得

報告亦在該刊連載。102 1956 年 12 月，浙江中醫學院王宇高的《內

經知要》講稿開始在《浙江中醫雜誌》連載，該校學員的學習心得

亦在同一雜誌陸續發表，杭州市西醫學習中醫班、杭州市中醫進修

102 張海峰：〈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第一講：陰陽〉，《江西中醫藥》1956 年
第 7 期，頁 6–13；張海峰：〈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一講：陰陽〉，
《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8 期，頁 6–13；張海峰：〈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
座（續）第一講：陰陽〉，《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9 期，頁 6–16；張海峰：〈南
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一講：陰陽〉，《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0
期，頁 7–12；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第二講：藏象〉，《江西中
醫藥》1956 年第 11 期，頁 5–11；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二講：藏府〉，《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2 期，頁 2–9；廖家興：〈南昌西醫
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三講：經絡〉，《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1 期，頁
36–41；廖家興：〈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三講：經絡〉，《江西中
醫藥》1957 年第 2 期，頁 20–26；姚荷生：〈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四講：色診〉，《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1–16；姚荷生：〈南昌西醫
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五講：脈診〉，《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4 期，頁
25–37；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六講：病能篇〉，《江西
中醫藥》1957年第 5 期，頁 20–26；李蔚普：〈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
第六講：病能篇（上）〉，《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6期，頁 33–41；高凌雲：〈南
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續）第六講：病能篇（下）〉，《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7 期，頁 19–26；萬友生：〈南昌西醫學習中醫班內經講座第七講：治則〉，
《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9 期，頁 11–17；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江
西中醫藥》1956 年第 7 期，頁 61–64；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江西中
醫藥》1956年第 8 期，頁 56–61；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三續）〉，《江
西中醫藥》1956年第 9 期，頁 61–64；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解釋（四續）〉，
《江西中醫藥》1956年第 10 期，頁 65–67；李蔚普：〈「內經知要」名詞簡釋（五
續）〉，《江西中醫藥》1956年第 11 期，頁 59–62；陳蘇生：〈學習祖國醫學—內
經知要〉，《江西中醫藥》1956 年第 10 期，頁 1–7；姜鷙茲：〈學習「內經知要」
的一些體會〉，《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50–56；高攝淵：〈學習內經知
要後的點滴體會〉，《江西中醫藥》1957 年第 3 期，頁 57–58；蔣佩青：〈學習內
經知要後的幾點體會和建議〉，《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 3期，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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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材《內經知要講義》亦分別鉛印出版。103 1956 年，廣州中醫學

院所辦的在職和離職西醫學習中醫班，均學習了《內經知要》。104 同

樣在 1956 年，武漢中醫研究班教研室編寫的《內經知要講義》出

103 王宇高：〈「內經知要」通俗講座開場白〉，《浙江中醫雜誌》試刊號（1956 年），
頁 42–43；王宇高：〈「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一）〉，《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
第 1 期，頁 41–43；王宇高：〈「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二）〉，《浙江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2 期，頁 90–93；王宇高：〈色診（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三）〉，《浙江
中醫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130–133；王宇高：〈脈診（上）（內經知要通俗講
話之四）〉，《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4 期，頁 178–179；王宇高：〈脈診（下）
（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五）〉，《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5 期，頁 227–230；王
宇高：〈藏象（上）（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六）〉，《浙江中醫雜誌》1957年第 6期，
頁 282–284；王宇高：〈藏象（中）（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七）〉，《浙江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7期，頁 39–41；王宇高：〈藏象（下）（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八）〉，《浙
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8 期，頁 45–46；王宇高：〈經絡（一）（內經知要通俗講
話之九）〉，《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9 期，頁 47；王宇高：〈經絡（二）（內
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浙江中醫雜誌》1957年第 10期，頁 40；王宇高：〈經
絡（三）（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1 期，頁 40–
41；王宇高：〈經絡（四）（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二）〉，《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2 期，頁 43–44；王宇高：〈經絡（五）（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三）〉，《浙
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1 期，頁 41–43；王宇高：〈經絡（六）（內經知要通俗講
話之十四）〉，《浙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2 期，頁 45–46；王宇高：〈經絡（七）
（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五）〉，《浙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3 期，頁 46–47；王
宇高：〈經絡（八）（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六）〉，《浙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4 期，頁 45–46；王宇高：〈治則（一）（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七）〉，《浙江中
醫雜誌》1958 年第 5 期，頁 45–46；王宇高：〈治則（二）（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
十八）〉，《浙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6 期，頁 41–42；王宇高：〈治則（三）（內
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九）〉，《浙江中醫雜誌》1958年第 7期，頁 45–46；黃志立：
〈學習內經知要後對中醫學陰陽、五行的點滴體會—西醫學習中醫心得〉，《浙江

中醫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127–129；林航：〈學習內經知要後的體會（西醫
學習中醫心得）〉，《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1 期，頁 38–39；杭州市西醫學
習中醫班：《內經知要講義》（杭州：杭州市西醫學習中醫班，出版年不詳）；杭州

市中醫進修班：《內經知要講義》（杭州：杭州市中醫進修班，出版年不詳）。

104 廣東省衞生廳、廣東省中醫藥研究所編：《西醫學習中醫論文心得選集》（廣州：
廣東省衞生廳印，1960 年），前言頁、頁 14、19；張達：〈談談我對目前中醫教
學的幾點體會〉，《廣東中醫》1957 年第 3 期，頁 39–40；李孝斌：〈學習內經道
生篇後的體會〉，《廣東中醫》1957 年第 3 期，頁 36–39；李孝斌：〈學習內經道
生篇後的體會〉，收入廣東省衞生廳、廣州中醫學院編，《西醫學習中醫論文心得

選集》（廣州：廣東省衞生廳印，出版年不詳），頁 93。

版；105 陝西省中醫研究所張西丞《內經知要概括報告草稿》106 出版；

陝西省中醫進修學校選調畢志雲到該校工作，負責編寫供《內經知

要》課程使用的教材。107 1957 年 5月，畢志雲《內經知要講義》出

版，用於陝西省中醫進修學校第六、七期進修班，西學中短期班，

以及第一、二期中醫函授班教學。108 此外，福建省中醫研究所李健

頤的《內經知要》講稿連載於《新中醫藥》，後結集出版。109 1959

年，時任成都中醫學院副教務長鄧紹先所撰〈內經知要藏象篇釋

義〉、110 安徽省中醫進修學校編《內經知要通俗講義》、111 北京中醫

研究院《西醫學習中醫論文選集》112 等先後出版。一時間，對《內

經知要》的學習熱潮席卷了全國。

1956 年 3 月 7 日，衞生部對「西學中」方式作了進一步說明：

「中醫研究院的高級學習班和各大醫院的中醫研究室應堅決進行系

統的學習，即先從《內經》、《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

105 武漢中醫研究班教研室編：《內經知要講義》（武漢：武漢中醫研究班教研室，
1956年）。

106 張西丞：《內經知要概括報告草稿》（西安：陝西省中醫研究所，1956年）。
107 楊景鋒主編：《陝西中醫學院校史（1952–2012）》（咸陽：陝西中醫學院，出版年

不詳），頁 3–4。
108 畢志雲：《內經知要講義》（西安：陝西省中醫進修學校，1957年）。
109 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一）〉，《新中醫藥》1957年第 8期，頁 26–28；李健頤：
〈內經知要淺注（二）〉，《新中醫藥》1957 年第 9 期，頁 34–38；李健頤：〈內經
知要淺注（三）〉，《新中醫藥》1957 年第 10 期，頁 13–17；李健頤：〈內經知要
淺注（四）〉，《新中醫藥》1957 年第 11 期，頁 23–27；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
（五）〉，《新中醫藥》1957 年第 12 期，頁 25–26、48；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
（六）〉，《新中醫藥》1958年第 1期，頁 23–24；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七）〉，
《新中醫藥》1958 年第 2 期，頁 34–36；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八）〉，《新中
醫藥》1958 年第 3 期，頁 31–34；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九）〉，《新中醫藥》
1958 年第 4 期，頁 34–38；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十）〉，《新中醫藥》1958
年第 5 期，頁 31–34；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十一）〉，《新中醫藥》1958 年
第 6 期，頁 30–33；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十二）〉，《新中醫藥》1958年第 8
期，頁 27–29；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十三）〉，《新中醫藥》1958年第 9期，
頁 31–35；李健頤：《內經知要白話解》（福州：福建省中醫研究所印，1963年）。

110 鄧紹先：〈內經知要藏象篇釋義〉，《成都中醫學院學報》1959年第 3期，頁 1–9。
111 安徽省中醫進修學校編：《內經知要通俗講義》（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59

年）。

112 呂維柏等：《西醫學習中醫論文選集（第二集）》（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9
年），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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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材《內經知要講義》亦分別鉛印出版。103 1956 年，廣州中醫學

院所辦的在職和離職西醫學習中醫班，均學習了《內經知要》。104 同

樣在 1956 年，武漢中醫研究班教研室編寫的《內經知要講義》出

103 王宇高：〈「內經知要」通俗講座開場白〉，《浙江中醫雜誌》試刊號（1956 年），
頁 42–43；王宇高：〈「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一）〉，《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
第 1 期，頁 41–43；王宇高：〈「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二）〉，《浙江中醫雜誌》
1957 年第 2 期，頁 90–93；王宇高：〈色診（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三）〉，《浙江
中醫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130–133；王宇高：〈脈診（上）（內經知要通俗講
話之四）〉，《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4 期，頁 178–179；王宇高：〈脈診（下）
（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五）〉，《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5 期，頁 227–230；王
宇高：〈藏象（上）（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六）〉，《浙江中醫雜誌》1957年第 6 期，
頁 282–284；王宇高：〈藏象（中）（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七）〉，《浙江中醫雜誌》
1957年第 7期，頁 39–41；王宇高：〈藏象（下）（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八）〉，《浙
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8 期，頁 45–46；王宇高：〈經絡（一）（內經知要通俗講
話之九）〉，《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9 期，頁 47；王宇高：〈經絡（二）（內
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浙江中醫雜誌》1957年第 10期，頁 40；王宇高：〈經
絡（三）（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1 期，頁 40–
41；王宇高：〈經絡（四）（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二）〉，《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2 期，頁 43–44；王宇高：〈經絡（五）（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三）〉，《浙
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1 期，頁 41–43；王宇高：〈經絡（六）（內經知要通俗講
話之十四）〉，《浙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2 期，頁 45–46；王宇高：〈經絡（七）
（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五）〉，《浙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3 期，頁 46–47；王
宇高：〈經絡（八）（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六）〉，《浙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4 期，頁 45–46；王宇高：〈治則（一）（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七）〉，《浙江中
醫雜誌》1958 年第 5 期，頁 45–46；王宇高：〈治則（二）（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
十八）〉，《浙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6 期，頁 41–42；王宇高：〈治則（三）（內
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九）〉，《浙江中醫雜誌》1958年第 7 期，頁 45–46；黃志立：
〈學習內經知要後對中醫學陰陽、五行的點滴體會—西醫學習中醫心得〉，《浙江

中醫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127–129；林航：〈學習內經知要後的體會（西醫
學習中醫心得）〉，《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1 期，頁 38–39；杭州市西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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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材《內經知要講義》亦分別鉛印出版。103 1956 年，廣州中醫學

院所辦的在職和離職西醫學習中醫班，均學習了《內經知要》。104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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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辦的在職和離職西醫學習中醫班，均學習了《內經知要》。104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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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高：〈經絡（八）（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六）〉，《浙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4 期，頁 45–46；王宇高：〈治則（一）（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七）〉，《浙江中
醫雜誌》1958 年第 5 期，頁 45–46；王宇高：〈治則（二）（內經知要通俗講話之
十八）〉，《浙江中醫雜誌》1958 年第 6 期，頁 41–42；王宇高：〈治則（三）（內
經知要通俗講話之十九）〉，《浙江中醫雜誌》1958年第 7 期，頁 45–46；黃志立：
〈學習內經知要後對中醫學陰陽、五行的點滴體會—西醫學習中醫心得〉，《浙江

中醫雜誌》1957 年第 3 期，頁 127–129；林航：〈學習內經知要後的體會（西醫
學習中醫心得）〉，《浙江中醫雜誌》1957 年第 11 期，頁 38–39；杭州市西醫學
習中醫班：《內經知要講義》（杭州：杭州市西醫學習中醫班，出版年不詳）；杭州

市中醫進修班：《內經知要講義》（杭州：杭州市中醫進修班，出版年不詳）。

104 廣東省衞生廳、廣東省中醫藥研究所編：《西醫學習中醫論文心得選集》（廣州：
廣東省衞生廳印，1960 年），前言頁、頁 14、19；張達：〈談談我對目前中醫教
學的幾點體會〉，《廣東中醫》1957 年第 3 期，頁 39–40；李孝斌：〈學習內經道
生篇後的體會〉，《廣東中醫》1957 年第 3 期，頁 36–39；李孝斌：〈學習內經道
生篇後的體會〉，收入廣東省衞生廳、廣州中醫學院編，《西醫學習中醫論文心得

選集》（廣州：廣東省衞生廳印，出版年不詳），頁 93。

版；105 陝西省中醫研究所張西丞《內經知要概括報告草稿》106 出版；

陝西省中醫進修學校選調畢志雲到該校工作，負責編寫供《內經知

要》課程使用的教材。107 1957 年 5月，畢志雲《內經知要講義》出

版，用於陝西省中醫進修學校第六、七期進修班，西學中短期班，

以及第一、二期中醫函授班教學。108 此外，福建省中醫研究所李健

頤的《內經知要》講稿連載於《新中醫藥》，後結集出版。109 1959

年，時任成都中醫學院副教務長鄧紹先所撰〈內經知要藏象篇釋

義〉、110 安徽省中醫進修學校編《內經知要通俗講義》、111 北京中醫

研究院《西醫學習中醫論文選集》112 等先後出版。一時間，對《內

經知要》的學習熱潮席卷了全國。

1956 年 3 月 7 日，衞生部對「西學中」方式作了進一步說明：

「中醫研究院的高級學習班和各大醫院的中醫研究室應堅決進行系

統的學習，即先從《內經》、《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

105 武漢中醫研究班教研室編：《內經知要講義》（武漢：武漢中醫研究班教研室，
1956年）。

106 張西丞：《內經知要概括報告草稿》（西安：陝西省中醫研究所，1956年）。
107 楊景鋒主編：《陝西中醫學院校史（1952–2012）》（咸陽：陝西中醫學院，出版年

不詳），頁 3–4。
108 畢志雲：《內經知要講義》（西安：陝西省中醫進修學校，1957年）。
109 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一）〉，《新中醫藥》1957年第 8期，頁 26–28；李健頤：
〈內經知要淺注（二）〉，《新中醫藥》1957 年第 9 期，頁 34–38；李健頤：〈內經
知要淺注（三）〉，《新中醫藥》1957 年第 10 期，頁 13–17；李健頤：〈內經知要
淺注（四）〉，《新中醫藥》1957 年第 11 期，頁 23–27；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
（五）〉，《新中醫藥》1957 年第 12 期，頁 25–26、48；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
（六）〉，《新中醫藥》1958年第 1 期，頁 23–24；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七）〉，
《新中醫藥》1958 年第 2 期，頁 34–36；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八）〉，《新中
醫藥》1958 年第 3 期，頁 31–34；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九）〉，《新中醫藥》
1958 年第 4 期，頁 34–38；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十）〉，《新中醫藥》1958
年第 5 期，頁 31–34；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十一）〉，《新中醫藥》1958 年
第 6 期，頁 30–33；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十二）〉，《新中醫藥》1958年第 8
期，頁 27–29；李健頤：〈內經知要淺注（十三）〉，《新中醫藥》1958年第 9期，
頁 31–35；李健頤：《內經知要白話解》（福州：福建省中醫研究所印，1963年）。

110 鄧紹先：〈內經知要藏象篇釋義〉，《成都中醫學院學報》1959年第 3期，頁 1–9。
111 安徽省中醫進修學校編：《內經知要通俗講義》（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59

年）。

112 呂維柏等：《西醫學習中醫論文選集（第二集）》（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9
年），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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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經典文獻節要學起，求得先有中醫基本理論的概念，以便分科學

習，結合臨床繼續研究。只進行一般學習的中醫組可隨本單位的中

醫師作臨床學習……有條件時也可以結合學習基本理論（節要的經

典文獻）。」113 這種以傳統經典及入門讀本為教材的學習方式，在西

醫中產生了很多疑問。有不少的人提出，要在短時間內「系統的學

習、全面的接受」114 衞生部規定的西醫學習中醫的四本必讀中醫古

書，難度太大。「學員們普遍反映，畢業後是難以獨立地去進行教學

和研究工作的。」115 在這種情況下，供「西醫學習中醫」用的中醫

教材—將節要的經典文獻翻譯成白話文的《內經知要語譯》、《傷

寒論語譯》、《金匱語譯》和《本草經語釋》等 9 本教材由中醫研究

院編審室開始編寫，並於 1956 年 8 月出版。116 《內經知要語譯》的

編排系統與《內經知要》完全一致（僅將「經絡」改為「經脈」），

同樣分為道生、陰陽、色診、脈診、藏象、經脈、治則、病能八部

分；117 所引「原文」亦與《內經知要》一致，另在「原文」之後，

加上了對個別字、詞的「注釋」和白話文的「語譯」。《內經知要語

譯》對《內經知要》的最大改動，是刪去了各版本《內經知要》均

有的「六十四卦方圓二圖」、「靈樞臟腑肢節應于面之圖」兩張插圖。

113 衞生部：〈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3 月 7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
（1949–1983 年）（內部發行）》，頁 78。

114 呂炳奎：〈團結全省醫務衞生技術人員，發揮革命熱情積極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
（草稿）〉，《江蘇中醫》試刊號（1956年 8月），頁 3–8。

115 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27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 年）（內部發行）》，頁 105–106。

116 包括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國醫學史》（北京：中醫研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本草概要》（北京：中醫研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傷寒論語譯》（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金匱語譯》（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本草經語釋》（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內經知要語譯》（北京：中醫研究
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針灸學》（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醫內科學概要》（北京：中醫研
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醫外科學概要》（北京：
中醫研究院，1956 年）。

117 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內經知要語譯》。

五、《內經知要》對新中國中醫基礎學教科書的影響

1956 年 4 月 16 日，衞生部宣布當年將在北京、上海、廣州、

成都建立 4 所中醫學院，並在全國各省市開辦高級中醫學校，無條

件辦高級的省市可辦中級中醫學校。此外，計劃經由「中醫溫課」、

「師帶徒」等方式，在 1956–1962 年培養新中醫五十萬名。118 這個宏

大的中醫教育計劃與其時師資、教材缺乏的現實間存在巨大落差。

在 1956 年 6 月 15–30 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

議期間，代表吳執中就提出：「我們要學習中醫。但是鑑於目前中

醫師資的缺乏，教科書又沒有系統地編好，我們是否考慮在幾個醫

學院校重點試行，過二三年，再在全國醫學院校增設中醫課程。」119 

以北京中醫學院為例，雖然於 1956 年 9 月 3 日借用中國人民大學校

舍倉促開學，但是建校第一年教員皆為兼職，沒有一位常駐的專職

教員，教學方針、學校規模、培養目標等重大問題都沒有認真地進

行研究。其他如幹部、教材、設備、房舍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也

都沒有解決。因此，教學工作不能正常進行，引起學生們的普遍不

滿，「這一問題應很快解決，否則將在學生中造成很壞的影響和很大

的損失。」120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之下，為了更好地管理中醫事務，

衞生部下設中醫司，於 1956 年 9 月調曾為中醫師的時任江蘇省衞生

廳廳長呂炳奎出任衞生部中醫司司長，統籌管理全國的中醫事務。

就任後，呂炳奎建議組織編寫一部導論性的中醫教材，「把祖國醫學

遺產作比較全面的概括的介紹，以供西醫學院校作為中醫課程的參

考教材之用，對一般造詣不深的中醫提示一些補課的範圍，給有志

學中醫的青年指出正確的途徑」。121 此計劃得到部長助理郭子化和衞

118 衛生部：〈衛生部關於開展中醫帶徒弟工作的指示（1956年 4 月 16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84–85。

119 李劍：〈第一、二版中醫學院試用教材編修始末〉，頁 341。
120 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27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0。
121 南京中醫學院：《中醫學概論》（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8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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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論語譯》、《金匱語譯》和《本草經語釋》等 9 本教材由中醫研究

院編審室開始編寫，並於 1956 年 8 月出版。116 《內經知要語譯》的

編排系統與《內經知要》完全一致（僅將「經絡」改為「經脈」），

同樣分為道生、陰陽、色診、脈診、藏象、經脈、治則、病能八部

分；117 所引「原文」亦與《內經知要》一致，另在「原文」之後，

加上了對個別字、詞的「注釋」和白話文的「語譯」。《內經知要語

譯》對《內經知要》的最大改動，是刪去了各版本《內經知要》均

有的「六十四卦方圓二圖」、「靈樞臟腑肢節應于面之圖」兩張插圖。

113 衞生部：〈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3 月 7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
（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78。

114 呂炳奎：〈團結全省醫務衞生技術人員，發揮革命熱情積極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
（草稿）〉，《江蘇中醫》試刊號（1956年 8月），頁 3–8。

115 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27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05–106。

116 包括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國醫學史》（北京：中醫研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本草概要》（北京：中醫研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傷寒論語譯》（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金匱語譯》（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本草經語釋》（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內經知要語譯》（北京：中醫研究
院，1956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針灸學》（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醫內科學概要》（北京：中醫研
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醫外科學概要》（北京：
中醫研究院，1956年）。

117 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內經知要語譯》。

五、《內經知要》對新中國中醫基礎學教科書的影響

1956 年 4 月 16 日，衞生部宣布當年將在北京、上海、廣州、

成都建立 4 所中醫學院，並在全國各省市開辦高級中醫學校，無條

件辦高級的省市可辦中級中醫學校。此外，計劃經由「中醫溫課」、

「師帶徒」等方式，在 1956–1962 年培養新中醫五十萬名。118 這個宏

大的中醫教育計劃與其時師資、教材缺乏的現實間存在巨大落差。

在 1956 年 6 月 15–30 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

議期間，代表吳執中就提出：「我們要學習中醫。但是鑑於目前中

醫師資的缺乏，教科書又沒有系統地編好，我們是否考慮在幾個醫

學院校重點試行，過二三年，再在全國醫學院校增設中醫課程。」119 

以北京中醫學院為例，雖然於 1956 年 9 月 3 日借用中國人民大學校

舍倉促開學，但是建校第一年教員皆為兼職，沒有一位常駐的專職

教員，教學方針、學校規模、培養目標等重大問題都沒有認真地進

行研究。其他如幹部、教材、設備、房舍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也

都沒有解決。因此，教學工作不能正常進行，引起學生們的普遍不

滿，「這一問題應很快解決，否則將在學生中造成很壞的影響和很大

的損失。」120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之下，為了更好地管理中醫事務，

衞生部下設中醫司，於 1956 年 9 月調曾為中醫師的時任江蘇省衞生

廳廳長呂炳奎出任衞生部中醫司司長，統籌管理全國的中醫事務。

就任後，呂炳奎建議組織編寫一部導論性的中醫教材，「把祖國醫學

遺產作比較全面的概括的介紹，以供西醫學院校作為中醫課程的參

考教材之用，對一般造詣不深的中醫提示一些補課的範圍，給有志

學中醫的青年指出正確的途徑」。121 此計劃得到部長助理郭子化和衞

118 衛生部：〈衛生部關於開展中醫帶徒弟工作的指示（1956年 4 月 16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84–85。

119 李劍：〈第一、二版中醫學院試用教材編修始末〉，頁 341。
120 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27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0。
121 南京中醫學院：《中醫學概論》（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8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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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經典文獻節要學起，求得先有中醫基本理論的概念，以便分科學

習，結合臨床繼續研究。只進行一般學習的中醫組可隨本單位的中

醫師作臨床學習……有條件時也可以結合學習基本理論（節要的經

典文獻）。」113 這種以傳統經典及入門讀本為教材的學習方式，在西

醫中產生了很多疑問。有不少的人提出，要在短時間內「系統的學

習、全面的接受」114 衞生部規定的西醫學習中醫的四本必讀中醫古

書，難度太大。「學員們普遍反映，畢業後是難以獨立地去進行教學

和研究工作的。」115 在這種情況下，供「西醫學習中醫」用的中醫

教材—將節要的經典文獻翻譯成白話文的《內經知要語譯》、《傷

寒論語譯》、《金匱語譯》和《本草經語釋》等 9 本教材由中醫研究

院編審室開始編寫，並於 1956 年 8 月出版。116 《內經知要語譯》的

編排系統與《內經知要》完全一致（僅將「經絡」改為「經脈」），

同樣分為道生、陰陽、色診、脈診、藏象、經脈、治則、病能八部

分；117 所引「原文」亦與《內經知要》一致，另在「原文」之後，

加上了對個別字、詞的「注釋」和白話文的「語譯」。《內經知要語

譯》對《內經知要》的最大改動，是刪去了各版本《內經知要》均

有的「六十四卦方圓二圖」、「靈樞臟腑肢節應于面之圖」兩張插圖。

113 衞生部：〈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3 月 7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
（1949–1983 年）（內部發行）》，頁 78。

114 呂炳奎：〈團結全省醫務衞生技術人員，發揮革命熱情積極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
（草稿）〉，《江蘇中醫》試刊號（1956年 8月），頁 3–8。

115 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27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 年）（內部發行）》，頁 105–106。

116 包括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國醫學史》（北京：中醫研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本草概要》（北京：中醫研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傷寒論語譯》（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金匱語譯》（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本草經語釋》（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內經知要語譯》（北京：中醫研究
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針灸學》（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醫內科學概要》（北京：中醫研
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醫外科學概要》（北京：
中醫研究院，1956 年）。

117 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內經知要語譯》。

五、《內經知要》對新中國中醫基礎學教科書的影響

1956 年 4 月 16 日，衞生部宣布當年將在北京、上海、廣州、

成都建立 4 所中醫學院，並在全國各省市開辦高級中醫學校，無條

件辦高級的省市可辦中級中醫學校。此外，計劃經由「中醫溫課」、

「師帶徒」等方式，在 1956–1962 年培養新中醫五十萬名。118 這個宏

大的中醫教育計劃與其時師資、教材缺乏的現實間存在巨大落差。

在 1956 年 6 月 15–30 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

議期間，代表吳執中就提出：「我們要學習中醫。但是鑑於目前中

醫師資的缺乏，教科書又沒有系統地編好，我們是否考慮在幾個醫

學院校重點試行，過二三年，再在全國醫學院校增設中醫課程。」119 

以北京中醫學院為例，雖然於 1956 年 9 月 3 日借用中國人民大學校

舍倉促開學，但是建校第一年教員皆為兼職，沒有一位常駐的專職

教員，教學方針、學校規模、培養目標等重大問題都沒有認真地進

行研究。其他如幹部、教材、設備、房舍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也

都沒有解決。因此，教學工作不能正常進行，引起學生們的普遍不

滿，「這一問題應很快解決，否則將在學生中造成很壞的影響和很大

的損失。」120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之下，為了更好地管理中醫事務，

衞生部下設中醫司，於 1956 年 9 月調曾為中醫師的時任江蘇省衞生

廳廳長呂炳奎出任衞生部中醫司司長，統籌管理全國的中醫事務。

就任後，呂炳奎建議組織編寫一部導論性的中醫教材，「把祖國醫學

遺產作比較全面的概括的介紹，以供西醫學院校作為中醫課程的參

考教材之用，對一般造詣不深的中醫提示一些補課的範圍，給有志

學中醫的青年指出正確的途徑」。121 此計劃得到部長助理郭子化和衞

118 衛生部：〈衛生部關於開展中醫帶徒弟工作的指示（1956年 4 月 16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84–85。

119 李劍：〈第一、二版中醫學院試用教材編修始末〉，頁 341。
120 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27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0。
121 南京中醫學院：《中醫學概論》（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8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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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經典文獻節要學起，求得先有中醫基本理論的概念，以便分科學

習，結合臨床繼續研究。只進行一般學習的中醫組可隨本單位的中

醫師作臨床學習……有條件時也可以結合學習基本理論（節要的經

典文獻）。」113 這種以傳統經典及入門讀本為教材的學習方式，在西

醫中產生了很多疑問。有不少的人提出，要在短時間內「系統的學

習、全面的接受」114 衞生部規定的西醫學習中醫的四本必讀中醫古

書，難度太大。「學員們普遍反映，畢業後是難以獨立地去進行教學

和研究工作的。」115 在這種情況下，供「西醫學習中醫」用的中醫

教材—將節要的經典文獻翻譯成白話文的《內經知要語譯》、《傷

寒論語譯》、《金匱語譯》和《本草經語釋》等 9 本教材由中醫研究

院編審室開始編寫，並於 1956 年 8 月出版。116 《內經知要語譯》的

編排系統與《內經知要》完全一致（僅將「經絡」改為「經脈」），

同樣分為道生、陰陽、色診、脈診、藏象、經脈、治則、病能八部

分；117 所引「原文」亦與《內經知要》一致，另在「原文」之後，

加上了對個別字、詞的「注釋」和白話文的「語譯」。《內經知要語

譯》對《內經知要》的最大改動，是刪去了各版本《內經知要》均

有的「六十四卦方圓二圖」、「靈樞臟腑肢節應于面之圖」兩張插圖。

113 衞生部：〈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3 月 7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
（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78。

114 呂炳奎：〈團結全省醫務衞生技術人員，發揮革命熱情積極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
（草稿）〉，《江蘇中醫》試刊號（1956年 8月），頁 3–8。

115 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27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05–106。

116 包括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國醫學史》（北京：中醫研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本草概要》（北京：中醫研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傷寒論語譯》（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金匱語譯》（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本草經語釋》（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內經知要語譯》（北京：中醫研究
院，1956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針灸學》（北京：中醫研究院，
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醫內科學概要》（北京：中醫研
究院，1956 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中醫外科學概要》（北京：
中醫研究院，1956年）。

117 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內經知要語譯》。

五、《內經知要》對新中國中醫基礎學教科書的影響

1956 年 4 月 16 日，衞生部宣布當年將在北京、上海、廣州、

成都建立 4 所中醫學院，並在全國各省市開辦高級中醫學校，無條

件辦高級的省市可辦中級中醫學校。此外，計劃經由「中醫溫課」、

「師帶徒」等方式，在 1956–1962 年培養新中醫五十萬名。118 這個宏

大的中醫教育計劃與其時師資、教材缺乏的現實間存在巨大落差。

在 1956 年 6 月 15–30 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

議期間，代表吳執中就提出：「我們要學習中醫。但是鑑於目前中

醫師資的缺乏，教科書又沒有系統地編好，我們是否考慮在幾個醫

學院校重點試行，過二三年，再在全國醫學院校增設中醫課程。」119 

以北京中醫學院為例，雖然於 1956 年 9 月 3 日借用中國人民大學校

舍倉促開學，但是建校第一年教員皆為兼職，沒有一位常駐的專職

教員，教學方針、學校規模、培養目標等重大問題都沒有認真地進

行研究。其他如幹部、教材、設備、房舍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也

都沒有解決。因此，教學工作不能正常進行，引起學生們的普遍不

滿，「這一問題應很快解決，否則將在學生中造成很壞的影響和很大

的損失。」120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之下，為了更好地管理中醫事務，

衞生部下設中醫司，於 1956 年 9 月調曾為中醫師的時任江蘇省衞生

廳廳長呂炳奎出任衞生部中醫司司長，統籌管理全國的中醫事務。

就任後，呂炳奎建議組織編寫一部導論性的中醫教材，「把祖國醫學

遺產作比較全面的概括的介紹，以供西醫學院校作為中醫課程的參

考教材之用，對一般造詣不深的中醫提示一些補課的範圍，給有志

學中醫的青年指出正確的途徑」。121 此計劃得到部長助理郭子化和衞

118 衛生部：〈衛生部關於開展中醫帶徒弟工作的指示（1956年 4 月 16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84–85。

119 李劍：〈第一、二版中醫學院試用教材編修始末〉，頁 341。
120 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醫工作的報告（1956 年 12 月 27 日）〉，《中醫

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0。
121 南京中醫學院：《中醫學概論》（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58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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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黨組書記徐運北（1914–2018）的支持，122 並將教材編寫任務交

付給由呂炳奎牽頭組建的江蘇省中醫學校（後更名為南京中醫學院）

承擔。

這部教材於 1957 年初草成初稿，名為《中國醫學概論》。123 經

試用之後，「為了使繁複的學術得到綱領化，為了幫助初學中醫的人

容易找到門徑」，1958年 4月，其書更名為《中醫基本理論概要》，124 

「企圖通過這本中醫基本理論概要的編寫，把祖國醫學的理論體系作

一次比較全面而又系統的介紹」。125 《中醫基本理論概要》修訂完成

後，送交衞生部審查，經衞生部決定，又改名為《中醫學概論》。126 

為了向國慶獻禮，該書趕於 1958 年 9 月由人民衞生出版社出版，以

後多次再版，累計發行達 100 萬冊，並被指定為全國高等醫藥院校

的統一必修教材。127 《中醫學概論》分為上、中、下三編，按照從理

論到實踐，從基礎到臨床的順序編排。上編是「中醫學術的基本理

論和醫療原則，內分陰陽五行、人與自然、臟象、經絡、預防、病

因、證候分類、診法、治療法則、藥物、方劑等章。由於這些理論

和醫療原則是指導中醫各科臨床實踐的，所以也可說是中醫的『基

礎醫學』部分」。128 與《內經知要》篇章結構比較，《中醫學概論》「上

編」與《內經知要》均包含「陰陽」、「臓象」、「經絡」、「診法」、「治

則」五章；《中醫學概論》「上編」刪去了《內經知要》「道生」一節，

將「病能」改為「預防」、「病因」、「證候分類」三節，並補入「緒

論」、「五行」、「人與自然」、「藥物」、「方劑」五部分。此外，《中

122 李劍：〈《中醫學概論》的編修與傳布〉，頁 22。
123 江蘇省中醫學校：《中醫基本理論概要（初修稿）》（南京：江蘇省中醫學校油印，

1958 年），上冊，〈前言〉，頁 4；江蘇省中醫學校編著：《中國醫學概論（內部
學習參考材料）》（重慶：重慶市衞生工作者協會、重慶市中醫學會翻印，出版年

不詳）。

124 江蘇省中醫學校：《中醫基本理論概要（初修稿）》，上冊，〈前言〉，頁 4。
125 同上注，頁 1。
126 孟景春、周仲瑛主編：《中醫學概論（修訂本）》（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87

年），〈前言〉，頁 1。
127 秋實：〈創建輝煌—建校之初二三事追記〉，《山高水長：南京中醫藥大學五十華

誕紀念文集》（香港：香港醫藥出版社，2004年），頁 91–92。
128 南京中醫學院：《中醫學概論》，〈內容簡介〉頁。

醫學概論》中編是中醫臨床各科概要；下編是對中醫必讀經典「內

經」、「傷寒」、「金匱」、「溫病學說」的概述。129

1958 年 10 月 1 日國慶節，《健康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中醫

學概論》出版的消息：「在編寫教材上，南京中醫學院編寫《中醫

學概論》在整理中醫理論上發射出第一顆衞星。」130 1958 年 10 月

11 日，毛澤東肯定了由呂炳奎主持編寫的工作總結報告，131 並提出

著名論斷：

我看如能在 1 9 5 8 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

70–80 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 1960 年冬

或 1961 年春，我們就有大約 2,000 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

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此事情與徐運北

同志一商，替中央寫個簡短的指示，將衞生部的報告轉發

給地方黨委，請他們加以研究遵照辦理。指示中要指出這

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閒視之。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

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132

在對最高指示的貫徹執行中，各級中、西醫學校及醫療衞生單位，

全軍醫療衞生系統等單位均開展了「人人學、大家學」的「中醫巡

迴教學」，所使用的教材均為《中醫學概論》。133 自《中醫學概論》

問世後，「此後數版全國統編中醫教材均沿用其中的闡釋方式和內

容」。134

《中醫學概論》體現了江南醫派的學術特點。筆者查訪參與《中

129 同上注。
130 〈發衞星，架火箭，衞生工作似閃電：一年來我國衞生事業獲輝煌成就〉，《健康

報》，1958年 10月 1日，頭版。
131 巫君玉、白永波：〈呂炳奎傳略〉，收入《新中國中醫事業奠基人：呂炳奎從醫

六十年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頁 10。
132 毛澤東：〈毛主席對今後舉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學習班的批語（1958年 10月 11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3–114。
133 李劍：〈《中醫學概論》的編修與傳布〉，頁 22。
134 同上注，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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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找到門徑」，1958年 4月，其書更名為《中醫基本理論概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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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比較全面而又系統的介紹」。125 《中醫基本理論概要》修訂完成

後，送交衞生部審查，經衞生部決定，又改名為《中醫學概論》。126 

為了向國慶獻禮，該書趕於 1958 年 9 月由人民衞生出版社出版，以

後多次再版，累計發行達 100 萬冊，並被指定為全國高等醫藥院校

的統一必修教材。127 《中醫學概論》分為上、中、下三編，按照從理

論到實踐，從基礎到臨床的順序編排。上編是「中醫學術的基本理

論和醫療原則，內分陰陽五行、人與自然、臟象、經絡、預防、病

因、證候分類、診法、治療法則、藥物、方劑等章。由於這些理論

和醫療原則是指導中醫各科臨床實踐的，所以也可說是中醫的『基

礎醫學』部分」。128 與《內經知要》篇章結構比較，《中醫學概論》「上

編」與《內經知要》均包含「陰陽」、「臓象」、「經絡」、「診法」、「治

則」五章；《中醫學概論》「上編」刪去了《內經知要》「道生」一節，

將「病能」改為「預防」、「病因」、「證候分類」三節，並補入「緒

論」、「五行」、「人與自然」、「藥物」、「方劑」五部分。此外，《中

122 李劍：〈《中醫學概論》的編修與傳布〉，頁 22。
123 江蘇省中醫學校：《中醫基本理論概要（初修稿）》（南京：江蘇省中醫學校油印，

1958 年），上冊，〈前言〉，頁 4；江蘇省中醫學校編著：《中國醫學概論（內部
學習參考材料）》（重慶：重慶市衞生工作者協會、重慶市中醫學會翻印，出版年

不詳）。

124 江蘇省中醫學校：《中醫基本理論概要（初修稿）》，上冊，〈前言〉，頁 4。
125 同上注，頁 1。
126 孟景春、周仲瑛主編：《中醫學概論（修訂本）》（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87

年），〈前言〉，頁 1。
127 秋實：〈創建輝煌—建校之初二三事追記〉，《山高水長：南京中醫藥大學五十華

誕紀念文集》（香港：香港醫藥出版社，2004年），頁 91–92。
128 南京中醫學院：《中醫學概論》，〈內容簡介〉頁。

醫學概論》中編是中醫臨床各科概要；下編是對中醫必讀經典「內

經」、「傷寒」、「金匱」、「溫病學說」的概述。129

1958 年 10 月 1 日國慶節，《健康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中醫

學概論》出版的消息：「在編寫教材上，南京中醫學院編寫《中醫

學概論》在整理中醫理論上發射出第一顆衞星。」130 1958 年 10 月

11 日，毛澤東肯定了由呂炳奎主持編寫的工作總結報告，131 並提出

著名論斷：

我看如能在 1 9 5 8 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

70–80 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 1960 年冬

或 1961 年春，我們就有大約 2,000 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

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此事情與徐運北

同志一商，替中央寫個簡短的指示，將衞生部的報告轉發

給地方黨委，請他們加以研究遵照辦理。指示中要指出這

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閒視之。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

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132

在對最高指示的貫徹執行中，各級中、西醫學校及醫療衞生單位，

全軍醫療衞生系統等單位均開展了「人人學、大家學」的「中醫巡

迴教學」，所使用的教材均為《中醫學概論》。133 自《中醫學概論》

問世後，「此後數版全國統編中醫教材均沿用其中的闡釋方式和內

容」。134

《中醫學概論》體現了江南醫派的學術特點。筆者查訪參與《中

129 同上注。
130 〈發衞星，架火箭，衞生工作似閃電：一年來我國衞生事業獲輝煌成就〉，《健康

報》，1958年 10 月 1 日，頭版。
131 巫君玉、白永波：〈呂炳奎傳略〉，收入《新中國中醫事業奠基人：呂炳奎從醫

六十年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頁 10。
132 毛澤東：〈毛主席對今後舉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學習班的批語（1958年 10月 11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3–114。
133 李劍：〈《中醫學概論》的編修與傳布〉，頁 22。
134 同上注，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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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實踐，從基礎到臨床的順序編排。上編是「中醫學術的基本理

論和醫療原則，內分陰陽五行、人與自然、臟象、經絡、預防、病

因、證候分類、診法、治療法則、藥物、方劑等章。由於這些理論

和醫療原則是指導中醫各科臨床實踐的，所以也可說是中醫的『基

礎醫學』部分」。128 與《內經知要》篇章結構比較，《中醫學概論》「上

編」與《內經知要》均包含「陰陽」、「臓象」、「經絡」、「診法」、「治

則」五章；《中醫學概論》「上編」刪去了《內經知要》「道生」一節，

將「病能」改為「預防」、「病因」、「證候分類」三節，並補入「緒

論」、「五行」、「人與自然」、「藥物」、「方劑」五部分。此外，《中

122 李劍：〈《中醫學概論》的編修與傳布〉，頁 22。
123 江蘇省中醫學校：《中醫基本理論概要（初修稿）》（南京：江蘇省中醫學校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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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江蘇省中醫學校：《中醫基本理論概要（初修稿）》，上冊，〈前言〉，頁 4。
125 同上注，頁 1。
126 孟景春、周仲瑛主編：《中醫學概論（修訂本）》（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87

年），〈前言〉，頁 1。
127 秋實：〈創建輝煌—建校之初二三事追記〉，《山高水長：南京中醫藥大學五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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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132

在對最高指示的貫徹執行中，各級中、西醫學校及醫療衞生單位，

全軍醫療衞生系統等單位均開展了「人人學、大家學」的「中醫巡

迴教學」，所使用的教材均為《中醫學概論》。133 自《中醫學概論》

問世後，「此後數版全國統編中醫教材均沿用其中的闡釋方式和內

容」。134

《中醫學概論》體現了江南醫派的學術特點。筆者查訪參與《中

129 同上注。
130 〈發衞星，架火箭，衞生工作似閃電：一年來我國衞生事業獲輝煌成就〉，《健康

報》，1958年 10月 1日，頭版。
131 巫君玉、白永波：〈呂炳奎傳略〉，收入《新中國中醫事業奠基人：呂炳奎從醫

六十年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頁 10。
132 毛澤東：〈毛主席對今後舉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學習班的批語（1958年 10月 11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3–114。
133 李劍：〈《中醫學概論》的編修與傳布〉，頁 22。
134 同上注，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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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黨組書記徐運北（1914–2018）的支持，122 並將教材編寫任務交

付給由呂炳奎牽頭組建的江蘇省中醫學校（後更名為南京中醫學院）

承擔。

這部教材於 1957年初草成初稿，名為《中國醫學概論》。123 經

試用之後，「為了使繁複的學術得到綱領化，為了幫助初學中醫的人

容易找到門徑」，1958年 4月，其書更名為《中醫基本理論概要》，124 

「企圖通過這本中醫基本理論概要的編寫，把祖國醫學的理論體系作

一次比較全面而又系統的介紹」。125 《中醫基本理論概要》修訂完成

後，送交衞生部審查，經衞生部決定，又改名為《中醫學概論》。126 

為了向國慶獻禮，該書趕於 1958 年 9 月由人民衞生出版社出版，以

後多次再版，累計發行達 100 萬冊，並被指定為全國高等醫藥院校

的統一必修教材。127 《中醫學概論》分為上、中、下三編，按照從理

論到實踐，從基礎到臨床的順序編排。上編是「中醫學術的基本理

論和醫療原則，內分陰陽五行、人與自然、臟象、經絡、預防、病

因、證候分類、診法、治療法則、藥物、方劑等章。由於這些理論

和醫療原則是指導中醫各科臨床實踐的，所以也可說是中醫的『基

礎醫學』部分」。128 與《內經知要》篇章結構比較，《中醫學概論》「上

編」與《內經知要》均包含「陰陽」、「臓象」、「經絡」、「診法」、「治

則」五章；《中醫學概論》「上編」刪去了《內經知要》「道生」一節，

將「病能」改為「預防」、「病因」、「證候分類」三節，並補入「緒

論」、「五行」、「人與自然」、「藥物」、「方劑」五部分。此外，《中

122 李劍：〈《中醫學概論》的編修與傳布〉，頁 22。
123 江蘇省中醫學校：《中醫基本理論概要（初修稿）》（南京：江蘇省中醫學校油印，

1958 年），上冊，〈前言〉，頁 4；江蘇省中醫學校編著：《中國醫學概論（內部
學習參考材料）》（重慶：重慶市衞生工作者協會、重慶市中醫學會翻印，出版年

不詳）。

124 江蘇省中醫學校：《中醫基本理論概要（初修稿）》，上冊，〈前言〉，頁 4。
125 同上注，頁 1。
126 孟景春、周仲瑛主編：《中醫學概論（修訂本）》（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87

年），〈前言〉，頁 1。
127 秋實：〈創建輝煌—建校之初二三事追記〉，《山高水長：南京中醫藥大學五十華

誕紀念文集》（香港：香港醫藥出版社，2004年），頁 91–92。
128 南京中醫學院：《中醫學概論》，〈內容簡介〉頁。

醫學概論》中編是中醫臨床各科概要；下編是對中醫必讀經典「內

經」、「傷寒」、「金匱」、「溫病學說」的概述。129

1958 年 10 月 1 日國慶節，《健康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中醫

學概論》出版的消息：「在編寫教材上，南京中醫學院編寫《中醫

學概論》在整理中醫理論上發射出第一顆衞星。」130 1958 年 10 月

11 日，毛澤東肯定了由呂炳奎主持編寫的工作總結報告，131 並提出

著名論斷：

我看如能在 1 9 5 8 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

70–80 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 1960 年冬

或 1961 年春，我們就有大約 2,000 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

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此事情與徐運北

同志一商，替中央寫個簡短的指示，將衞生部的報告轉發

給地方黨委，請他們加以研究遵照辦理。指示中要指出這

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閒視之。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

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132

在對最高指示的貫徹執行中，各級中、西醫學校及醫療衞生單位，

全軍醫療衞生系統等單位均開展了「人人學、大家學」的「中醫巡

迴教學」，所使用的教材均為《中醫學概論》。133 自《中醫學概論》

問世後，「此後數版全國統編中醫教材均沿用其中的闡釋方式和內

容」。134

《中醫學概論》體現了江南醫派的學術特點。筆者查訪參與《中

129 同上注。
130 〈發衞星，架火箭，衞生工作似閃電：一年來我國衞生事業獲輝煌成就〉，《健康

報》，1958年 10 月 1 日，頭版。
131 巫君玉、白永波：〈呂炳奎傳略〉，收入《新中國中醫事業奠基人：呂炳奎從醫

六十年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頁 10。
132 毛澤東：〈毛主席對今後舉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學習班的批語（1958年 10月 11

日）〉，《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13–114。
133 李劍：〈《中醫學概論》的編修與傳布〉，頁 22。
134 同上注，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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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概論》編寫及審改過程的 36 人中，江浙籍人士多達 28 人；除

中醫研究院編審室主任于道濟、福建中醫學院肖熙之外，其餘 34 人

均屬於江南醫派傳承體系。135 由於江南醫派對《內經知要》的重視，

以及《內經知要》在《中醫學概論》編寫之前已經成為「西醫學習

中醫」入門第一課的教材，《中醫學概論》上編「基礎醫學」依照《內

經知要》的篇章分類結構進行編排。參與《中醫學概論》編寫的南

京中醫學院學員，對後續的中醫學教材構建影響深遠。136 時任副校

長王賢珪總結該校的教學特點為：

我們現有的 13 個教研組的人員，基本上都是這樣培

養起來的，並且支持了兄弟院校。我們具體培養的方法，

是採取群眾路線、交替教學法。⋯⋯就是在黨委親自掌

握、老師具體指導下，師生之間、學員之間、班與班之

間、組與組之間，相互教學，學員本身既是學生，也是老

師，老師講、學生聽，學生講、老師聽。課後共同討論，

展開爭鳴，又分工整理提高，再又分工負責教學，循環步

步提高。137

由於北京中醫學院教師、教材等均嚴重缺乏，1957 年 5 月，呂炳

135 江浙籍 28人為：許履和（江蘇江陰）、吳貽谷（江蘇東臺）、丁光迪（江蘇武進）、
印會河（江蘇靖江）、王玉川（上海奉賢）、法錫麟（江蘇武進）、許濟群（江蘇

邗江）、王綿之（江蘇南通）、顏正華（江蘇丹陽）、程莘農（江蘇淮安）、汪幼

人（江蘇吳縣）、宋愛人（江蘇吳江）、周筱齋（浙江慈溪）、王慎軒（浙江紹興）、

李鴻逵（江蘇江陰）、宋立人（江蘇吳江）、彭懷仁（江蘇丹陽）、王自強（江蘇

丹徒）、施仲安（江蘇啟東）、張浩良（江蘇常熟）、唐錫元（上海）、徐惠之（江

蘇江陰）、干祖望（江蘇金山）、劉再朋（江蘇南京）、嚴明（江蘇南通）、袁鴻

壽（江蘇吳江）、董建華（上海青浦）、孟景春（江蘇張家港）。此外，曹種苓、

許浚之、倪和憲、臧載陽、王新華 5 人籍貫不明，但均為南京中醫學院教師或學
員。任應秋畢業於上海中國醫學院，師承丁仲英、謝觀、秦伯未等，亦為孟河醫

派傳人。

136 Volker Scheid,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179–80.

137 王賢珪：〈我院中醫教學工作的體會〉，《健康報》，1958 年 12月 10日，第 4版。

奎曾提出將北京中醫學院遷至南京，由南京中醫學院協助辦學的建

議，後因周恩來的反對未果。138 1957 年 7月，呂炳奎親至南京，將

於 1955 年 3 月 13 日開學、1956 年 4 月 4 日畢業的，在校期間參與

了《中醫學概論》的編寫，畢業留校後分別時任該校溫病、方劑、

金匱、中藥、診斷、針灸、內經七個教研組組長的該校第一屆中醫

進修班學員董建華、王綿之、印會河、顏正華、汪幼人、程莘農、

王玉川等 139 調去北京中醫學院任教。同時分配該校應屆醫科師資班

學院劉弼臣、王子瑜等 7 人前往北京中醫學院任教。140 這些南京中

醫學院 1956、1957 屆畢業生，成為了北京中醫學院的教學和行政

骨幹。此後，北京中醫學院取代了南京中醫學院，成為國家中醫學

術中心，負責編寫了後續的多版本國家統編、規劃中醫教材。141

在 1959 年衞生部下達 142 的《關於編寫中醫學院中醫課程教學

大綱和教材的意見》中，寫明當時正在規劃中、指定由北京中醫學

院主編的第一版國家級「統編教材」《內經講義》的編寫目的、要求

及體例為：

138 劉振民、崔文志主編：《實踐與探索：中國高等中醫藥教育四十年》（北京：中國
中醫藥出版社，1998年），頁 350–351。

139 殷瑞康主編：《南京中醫藥大學大事記》，頁 8。
140 同上注，頁 13–14。
141 如北京中醫學院內經教研組編：《內經講義》（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60 年）；

北京中醫學院內經教研組編：《內經中級講義》（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61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講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年）；
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釋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 年）；北京
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釋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年）；北京中醫學院：
《中醫學基礎》（北京：北京中醫學院印，1974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
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基礎》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基礎》（北
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選讀》（上海：上海
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中醫基礎教研室編著：《中醫基礎理
論》（北京：北京中醫學院，1982 年）；印會河主編：《中醫基礎理論》（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 年）；程士德主編：《內經講義》（上海：上海科學技
術出版社，1984 年）；王洪圖主編：《內經選讀》（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7 年）；翟雙慶主編：《內經選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 年）；翟
雙慶、黎敬波主編：《內經選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 年）；翟雙慶、
黎敬波主編：《內經選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21年）等。

142 劉振民、崔文志主編：《實踐與探索：中國高等中醫藥教育四十年》，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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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概論》編寫及審改過程的 36 人中，江浙籍人士多達 28 人；除

中醫研究院編審室主任于道濟、福建中醫學院肖熙之外，其餘 34 人

均屬於江南醫派傳承體系。135 由於江南醫派對《內經知要》的重視，

以及《內經知要》在《中醫學概論》編寫之前已經成為「西醫學習

中醫」入門第一課的教材，《中醫學概論》上編「基礎醫學」依照《內

經知要》的篇章分類結構進行編排。參與《中醫學概論》編寫的南

京中醫學院學員，對後續的中醫學教材構建影響深遠。136 時任副校

長王賢珪總結該校的教學特點為：

我們現有的 13 個教研組的人員，基本上都是這樣培

養起來的，並且支持了兄弟院校。我們具體培養的方法，

是採取群眾路線、交替教學法。⋯⋯就是在黨委親自掌

握、老師具體指導下，師生之間、學員之間、班與班之

間、組與組之間，相互教學，學員本身既是學生，也是老

師，老師講、學生聽，學生講、老師聽。課後共同討論，

展開爭鳴，又分工整理提高，再又分工負責教學，循環步

步提高。137

由於北京中醫學院教師、教材等均嚴重缺乏，1957 年 5 月，呂炳

135 江浙籍 28人為：許履和（江蘇江陰）、吳貽谷（江蘇東臺）、丁光迪（江蘇武進）、
印會河（江蘇靖江）、王玉川（上海奉賢）、法錫麟（江蘇武進）、許濟群（江蘇

邗江）、王綿之（江蘇南通）、顏正華（江蘇丹陽）、程莘農（江蘇淮安）、汪幼

人（江蘇吳縣）、宋愛人（江蘇吳江）、周筱齋（浙江慈溪）、王慎軒（浙江紹興）、

李鴻逵（江蘇江陰）、宋立人（江蘇吳江）、彭懷仁（江蘇丹陽）、王自強（江蘇

丹徒）、施仲安（江蘇啟東）、張浩良（江蘇常熟）、唐錫元（上海）、徐惠之（江

蘇江陰）、干祖望（江蘇金山）、劉再朋（江蘇南京）、嚴明（江蘇南通）、袁鴻

壽（江蘇吳江）、董建華（上海青浦）、孟景春（江蘇張家港）。此外，曹種苓、

許浚之、倪和憲、臧載陽、王新華 5 人籍貫不明，但均為南京中醫學院教師或學
員。任應秋畢業於上海中國醫學院，師承丁仲英、謝觀、秦伯未等，亦為孟河醫

派傳人。

136 Volker Scheid,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179–80.

137 王賢珪：〈我院中醫教學工作的體會〉，《健康報》，1958 年 12月 10日，第 4 版。

奎曾提出將北京中醫學院遷至南京，由南京中醫學院協助辦學的建

議，後因周恩來的反對未果。138 1957 年 7月，呂炳奎親至南京，將

於 1955 年 3 月 13 日開學、1956 年 4 月 4 日畢業的，在校期間參與

了《中醫學概論》的編寫，畢業留校後分別時任該校溫病、方劑、

金匱、中藥、診斷、針灸、內經七個教研組組長的該校第一屆中醫

進修班學員董建華、王綿之、印會河、顏正華、汪幼人、程莘農、

王玉川等 139 調去北京中醫學院任教。同時分配該校應屆醫科師資班

學院劉弼臣、王子瑜等 7 人前往北京中醫學院任教。140 這些南京中

醫學院 1956、1957 屆畢業生，成為了北京中醫學院的教學和行政

骨幹。此後，北京中醫學院取代了南京中醫學院，成為國家中醫學

術中心，負責編寫了後續的多版本國家統編、規劃中醫教材。141

在 1959 年衞生部下達 142 的《關於編寫中醫學院中醫課程教學

大綱和教材的意見》中，寫明當時正在規劃中、指定由北京中醫學

院主編的第一版國家級「統編教材」《內經講義》的編寫目的、要求

及體例為：

138 劉振民、崔文志主編：《實踐與探索：中國高等中醫藥教育四十年》（北京：中國
中醫藥出版社，1998年），頁 350–351。

139 殷瑞康主編：《南京中醫藥大學大事記》，頁 8。
140 同上注，頁 13–14。
141 如北京中醫學院內經教研組編：《內經講義》（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60 年）；

北京中醫學院內經教研組編：《內經中級講義》（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61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講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年）；
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釋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 年）；北京
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釋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年）；北京中醫學院：
《中醫學基礎》（北京：北京中醫學院印，1974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
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基礎》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基礎》（北
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選讀》（上海：上海
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中醫基礎教研室編著：《中醫基礎理
論》（北京：北京中醫學院，1982 年）；印會河主編：《中醫基礎理論》（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 年）；程士德主編：《內經講義》（上海：上海科學技
術出版社，1984 年）；王洪圖主編：《內經選讀》（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7 年）；翟雙慶主編：《內經選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 年）；翟
雙慶、黎敬波主編：《內經選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 年）；翟雙慶、
黎敬波主編：《內經選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21年）等。

142 劉振民、崔文志主編：《實踐與探索：中國高等中醫藥教育四十年》，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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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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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知
要
》
為
中
心

醫學概論》編寫及審改過程的 36 人中，江浙籍人士多達 28 人；除

中醫研究院編審室主任于道濟、福建中醫學院肖熙之外，其餘 34 人

均屬於江南醫派傳承體系。135 由於江南醫派對《內經知要》的重視，

以及《內經知要》在《中醫學概論》編寫之前已經成為「西醫學習

中醫」入門第一課的教材，《中醫學概論》上編「基礎醫學」依照《內

經知要》的篇章分類結構進行編排。參與《中醫學概論》編寫的南

京中醫學院學員，對後續的中醫學教材構建影響深遠。136 時任副校

長王賢珪總結該校的教學特點為：

我們現有的 13 個教研組的人員，基本上都是這樣培

養起來的，並且支持了兄弟院校。我們具體培養的方法，

是採取群眾路線、交替教學法。⋯⋯就是在黨委親自掌

握、老師具體指導下，師生之間、學員之間、班與班之

間、組與組之間，相互教學，學員本身既是學生，也是老

師，老師講、學生聽，學生講、老師聽。課後共同討論，

展開爭鳴，又分工整理提高，再又分工負責教學，循環步

步提高。137

由於北京中醫學院教師、教材等均嚴重缺乏，1957 年 5 月，呂炳

135 江浙籍 28人為：許履和（江蘇江陰）、吳貽谷（江蘇東臺）、丁光迪（江蘇武進）、
印會河（江蘇靖江）、王玉川（上海奉賢）、法錫麟（江蘇武進）、許濟群（江蘇

邗江）、王綿之（江蘇南通）、顏正華（江蘇丹陽）、程莘農（江蘇淮安）、汪幼

人（江蘇吳縣）、宋愛人（江蘇吳江）、周筱齋（浙江慈溪）、王慎軒（浙江紹興）、

李鴻逵（江蘇江陰）、宋立人（江蘇吳江）、彭懷仁（江蘇丹陽）、王自強（江蘇

丹徒）、施仲安（江蘇啟東）、張浩良（江蘇常熟）、唐錫元（上海）、徐惠之（江

蘇江陰）、干祖望（江蘇金山）、劉再朋（江蘇南京）、嚴明（江蘇南通）、袁鴻

壽（江蘇吳江）、董建華（上海青浦）、孟景春（江蘇張家港）。此外，曹種苓、

許浚之、倪和憲、臧載陽、王新華 5 人籍貫不明，但均為南京中醫學院教師或學
員。任應秋畢業於上海中國醫學院，師承丁仲英、謝觀、秦伯未等，亦為孟河醫

派傳人。

136 Volker Scheid,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179–80.

137 王賢珪：〈我院中醫教學工作的體會〉，《健康報》，1958 年 12月 10日，第 4版。

奎曾提出將北京中醫學院遷至南京，由南京中醫學院協助辦學的建

議，後因周恩來的反對未果。138 1957 年 7月，呂炳奎親至南京，將

於 1955 年 3 月 13 日開學、1956 年 4 月 4 日畢業的，在校期間參與

了《中醫學概論》的編寫，畢業留校後分別時任該校溫病、方劑、

金匱、中藥、診斷、針灸、內經七個教研組組長的該校第一屆中醫

進修班學員董建華、王綿之、印會河、顏正華、汪幼人、程莘農、

王玉川等 139 調去北京中醫學院任教。同時分配該校應屆醫科師資班

學院劉弼臣、王子瑜等 7 人前往北京中醫學院任教。140 這些南京中

醫學院 1956、1957 屆畢業生，成為了北京中醫學院的教學和行政

骨幹。此後，北京中醫學院取代了南京中醫學院，成為國家中醫學

術中心，負責編寫了後續的多版本國家統編、規劃中醫教材。141

在 1959 年衞生部下達 142 的《關於編寫中醫學院中醫課程教學

大綱和教材的意見》中，寫明當時正在規劃中、指定由北京中醫學

院主編的第一版國家級「統編教材」《內經講義》的編寫目的、要求

及體例為：

138 劉振民、崔文志主編：《實踐與探索：中國高等中醫藥教育四十年》（北京：中國
中醫藥出版社，1998年），頁 350–351。

139 殷瑞康主編：《南京中醫藥大學大事記》，頁 8。
140 同上注，頁 13–14。
141 如北京中醫學院內經教研組編：《內經講義》（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60 年）；

北京中醫學院內經教研組編：《內經中級講義》（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61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講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年）；
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釋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 年）；北京
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釋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年）；北京中醫學院：
《中醫學基礎》（北京：北京中醫學院印，1974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
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基礎》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基礎》（北
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選讀》（上海：上海
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中醫基礎教研室編著：《中醫基礎理
論》（北京：北京中醫學院，1982 年）；印會河主編：《中醫基礎理論》（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 年）；程士德主編：《內經講義》（上海：上海科學技
術出版社，1984 年）；王洪圖主編：《內經選讀》（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7 年）；翟雙慶主編：《內經選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 年）；翟
雙慶、黎敬波主編：《內經選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 年）；翟雙慶、
黎敬波主編：《內經選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21年）等。

142 劉振民、崔文志主編：《實踐與探索：中國高等中醫藥教育四十年》，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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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概論》編寫及審改過程的 36 人中，江浙籍人士多達 28 人；除

中醫研究院編審室主任于道濟、福建中醫學院肖熙之外，其餘 34 人

均屬於江南醫派傳承體系。135 由於江南醫派對《內經知要》的重視，

以及《內經知要》在《中醫學概論》編寫之前已經成為「西醫學習

中醫」入門第一課的教材，《中醫學概論》上編「基礎醫學」依照《內

經知要》的篇章分類結構進行編排。參與《中醫學概論》編寫的南

京中醫學院學員，對後續的中醫學教材構建影響深遠。136 時任副校

長王賢珪總結該校的教學特點為：

我們現有的 13 個教研組的人員，基本上都是這樣培

養起來的，並且支持了兄弟院校。我們具體培養的方法，

是採取群眾路線、交替教學法。⋯⋯就是在黨委親自掌

握、老師具體指導下，師生之間、學員之間、班與班之

間、組與組之間，相互教學，學員本身既是學生，也是老

師，老師講、學生聽，學生講、老師聽。課後共同討論，

展開爭鳴，又分工整理提高，再又分工負責教學，循環步

步提高。137

由於北京中醫學院教師、教材等均嚴重缺乏，1957 年 5 月，呂炳

135 江浙籍 28人為：許履和（江蘇江陰）、吳貽谷（江蘇東臺）、丁光迪（江蘇武進）、
印會河（江蘇靖江）、王玉川（上海奉賢）、法錫麟（江蘇武進）、許濟群（江蘇

邗江）、王綿之（江蘇南通）、顏正華（江蘇丹陽）、程莘農（江蘇淮安）、汪幼

人（江蘇吳縣）、宋愛人（江蘇吳江）、周筱齋（浙江慈溪）、王慎軒（浙江紹興）、

李鴻逵（江蘇江陰）、宋立人（江蘇吳江）、彭懷仁（江蘇丹陽）、王自強（江蘇

丹徒）、施仲安（江蘇啟東）、張浩良（江蘇常熟）、唐錫元（上海）、徐惠之（江

蘇江陰）、干祖望（江蘇金山）、劉再朋（江蘇南京）、嚴明（江蘇南通）、袁鴻

壽（江蘇吳江）、董建華（上海青浦）、孟景春（江蘇張家港）。此外，曹種苓、

許浚之、倪和憲、臧載陽、王新華 5 人籍貫不明，但均為南京中醫學院教師或學
員。任應秋畢業於上海中國醫學院，師承丁仲英、謝觀、秦伯未等，亦為孟河醫

派傳人。

136 Volker Scheid,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179–80.

137 王賢珪：〈我院中醫教學工作的體會〉，《健康報》，1958 年 12月 10日，第 4 版。

奎曾提出將北京中醫學院遷至南京，由南京中醫學院協助辦學的建

議，後因周恩來的反對未果。138 1957 年 7月，呂炳奎親至南京，將

於 1955 年 3 月 13 日開學、1956 年 4 月 4 日畢業的，在校期間參與

了《中醫學概論》的編寫，畢業留校後分別時任該校溫病、方劑、

金匱、中藥、診斷、針灸、內經七個教研組組長的該校第一屆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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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釋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 年）；北京
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釋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年）；北京中醫學院：
《中醫學基礎》（北京：北京中醫學院印，1974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
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基礎》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學基礎》（北
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78 年）；北京中醫學院主編：《內經選讀》（上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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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要求：《內經》為中醫學最早的典籍，亦為中醫

必須學習的一門重要理論課程。由於內容豐富，文義深奧，

因此，在編寫時要選擇原文，系統地比類編排、綜合闡述，

做到深入淺出，使理論聯繫實際，以便學生通過學習，掌握

中醫基本理論知識，為學習其他課程打下良好基礎。

2. 《內經》的理論是古代勞動人民與疾病作鬥爭的長期

經驗積累，所以它的學術有一定的系統性和完整性。編寫

體例，除緒言外，分上篇下篇。上篇導論，包括陰陽五行

和五運六氣；下篇本論，分列：人與自然、藏象、經絡、

病機、病症、診法、治則等，予以有系統的解釋和闡述。143

該《意見》肯定了《黃帝內經》是中醫必修基本理論課程的重要地

位。《意見》所要求的「編寫體例」，基本與 1959年的《中醫學概論》

修訂版上編「中醫學術的基本理論」144 完全相同。

筆者比較了《內經知要》、三版《中醫學概論》與一至五版國

家統編、六至十一版國家規劃中醫基礎學相關教材的目錄，詳見表

1，145 發現第一版國家統編教材《內經講義》的編寫體例被後續各版

本《內經講義》沿襲。1978 年四版、1997 年六版、2003 年七版、

2007 年八版規劃教材《內經選讀》，以原文選讀為主，附以運氣學

說和《內經》十三方。自 2013 年九版教材開始，《內經選讀》亦開

始沿襲《內經講義》的編寫體例。此外，歷年歷版（1984 年五版至

2021 年十一版）《中醫基礎理論》及（1974 年三版至 2021年十一版）

《中醫學基礎》，亦均沿襲《內經講義》的編寫體例。關於《內經講

義》與中醫基礎學教材雷同的問題，此前已有學者提出質疑。1984

年五版《內經講義》的主編程士德（1919–2009），曾在 1985 年 2

143 衞生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衞生部關於編寫中醫學院中醫課程教學大綱和教材的意
見〉，《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內部發行）》，頁 165–166。

144 南京中醫學院編著：《中醫學概論》，無頁碼。1959年的《中醫學概論》修訂版上
編還有「醫療原則」部分，包括藥物、方劑、預防等章。

145 由於版面所限，表格中刪去了《中醫學概論》藥物、方劑、各科概要等治療學內
容。

表
1 	
目
錄
比
較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26-427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26-427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426 427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新
中
國
中
醫
基
礎
學
教
科
書
建
構
研
究
：
以
《
內
經
知
要
》
為
中
心

1. 目的要求：《內經》為中醫學最早的典籍，亦為中醫

必須學習的一門重要理論課程。由於內容豐富，文義深奧，

因此，在編寫時要選擇原文，系統地比類編排、綜合闡述，

做到深入淺出，使理論聯繫實際，以便學生通過學習，掌握

中醫基本理論知識，為學習其他課程打下良好基礎。

2. 《內經》的理論是古代勞動人民與疾病作鬥爭的長期

經驗積累，所以它的學術有一定的系統性和完整性。編寫

體例，除緒言外，分上篇下篇。上篇導論，包括陰陽五行

和五運六氣；下篇本論，分列：人與自然、藏象、經絡、

病機、病症、診法、治則等，予以有系統的解釋和闡述。143

該《意見》肯定了《黃帝內經》是中醫必修基本理論課程的重要地

位。《意見》所要求的「編寫體例」，基本與 1959年的《中醫學概論》

修訂版上編「中醫學術的基本理論」144 完全相同。

筆者比較了《內經知要》、三版《中醫學概論》與一至五版國

家統編、六至十一版國家規劃中醫基礎學相關教材的目錄，詳見表

1，145 發現第一版國家統編教材《內經講義》的編寫體例被後續各版

本《內經講義》沿襲。1978 年四版、1997 年六版、2003 年七版、

2007 年八版規劃教材《內經選讀》，以原文選讀為主，附以運氣學

說和《內經》十三方。自 2013 年九版教材開始，《內經選讀》亦開

始沿襲《內經講義》的編寫體例。此外，歷年歷版（1984 年五版至

2021年十一版）《中醫基礎理論》及（1974 年三版至 2021年十一版）

《中醫學基礎》，亦均沿襲《內經講義》的編寫體例。關於《內經講

義》與中醫基礎學教材雷同的問題，此前已有學者提出質疑。1984

年五版《內經講義》的主編程士德（1919–2009），曾在 1985 年 2

143 衞生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衞生部關於編寫中醫學院中醫課程教學大綱和教材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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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撰文，提出了「《中醫學基礎》的內容，基本上來自《內經》」、

「新教材（《內經講義》）分類的章次及每章的題目與《中醫學基礎》

基本相同，要求的內容又極相似」的疑問。146 然而，此問題並沒有

得到解釋，《內經知要》、《內經講義》、《內經選讀》、《中醫基礎理

論》、《中醫學基礎》等中醫基礎學相關教材「都是同樣的分類」147 

的問題一直持續至今。148

筆者收集、比較、統計分析了 1949–2019 年間中華人民共和

國境內出版的 214 本中醫基礎學相關教科書（包括《內經知要》及

其白話解、講義等 11 本，149 《內經講義》、《內經選讀》等《黃帝內

經》相關教材 30 本，150 《中醫學概論》、《中醫學》、《中醫基礎學》

等中醫基礎類教材 58 本，151 以及《中醫基礎理論》、《中醫基本理

論》教材 115本）152 的目錄。214本教科書章節名稱出現的頻數統計

見圖 3，圖 3 中每種章節名稱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

146 程士德：〈新編《內經講義》教材簡介〉，《吉林中醫藥》1985 年第 2 期，頁 46–
47。

147 同上注。
148 關於中醫基礎理論學科、教材及其演變歷程的研究可參：呂愛平等：〈中醫基礎理

論學科建設初探〉，《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03年第 2期，頁 25–33；呂愛平：
〈關於中醫基礎理論現代化研究幾個問題的思考〉，《中醫雜誌》2001 年第 2 期，
頁 113–115；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司：〈「九五」以來中醫學科發展報告：中醫
基礎理論〉，《「九五」以來中醫藥學科發展報告（1996–2007 年）》2008 年；朱
麗淳：〈統編《中醫基礎理論》教材流變研究〉（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醫史

文獻專業碩士論文，2020 年）等。筆者以 1885年陳虬在浙江省瑞安縣主辦的「利
濟醫學堂」作為中醫近代教育史的開端，收集了自 1885 年至 1949 年出版的《內
經》相關著作、教材 82 本，初步分析認為《內經》教材與中醫基礎學教材雷同的
問題，在清末學校教育與教科書初傳入中國之時以及民國時期並不存在。

149 以下簡稱「知要」。11本教材均出版於 1950年代。
150 以下簡稱「講義」。其中，1950–1959 年出版 6 本，1960–1969 年出版 6 本，

1970–1979 年出版 3 本，1980–1989 年出版 5 本，1990–1999 年出本 3 本，2000–
2009 年出版 5本，2010–2019年出本 2本。

151 以下簡稱「概論」。其中，1950–1959 年出版 4 本，1960–1969 年出版 5 本，
1970–1979 年出版 29 本，1980–1989 年出版 7 本，1990–1999 年出版 4 本，
2000–2009 年出版 5本，2010–2019年出版 4本。

152 以下簡稱「理論」。其中，1950–1959 年出版 2 本，1960–1969 年出版 3 本，
1970–1979 年出版 39 本，1980–1989 年出版 20 本，1990–1999 年出版 9 本，
2000–2009 年出版 27本，2010–2019年出版 15本。

值詳見圖 4–21。153 依以上原則進行分類、比較與統計發現，章節目

錄與《內經知要》基本相同的教科書多達 41 本；154 出版於 1950 年

代的 23 本中醫基礎學相關教材與《內經知要》目錄相似度均值為

84.16%，出版於 1960 年代的 14 本教材相似度均值為 79.25%，出

版於 1970 年代的 71 本教材相似度均值為 67.70%，出版於 1980 年

代的 32 本教材相似度均值為 77.02%，出版於 1990 年代的 16 本教

材相似度均值為 69.41%，出版於 2000 年代的 37 本教材相似度均值

為 71.49%，出版於 2010 年代的 21 本教材相似度均值為 71.52%；

214 本中醫基礎學相關教科書與《內經知要》目錄相似度均值為

72.78%。不同時段、不同類型教科書與《內經知要》章節目錄的相

似度平均值詳見圖 22。155 由以上數據可知《內經知要》對新中國中

醫基礎學教科書編寫體例與章節分類系統的重要影響。

圖 3 章節名稱出現頻數統計

153 未計入統計的包括：「緒言」、「導論」、「概述」、「用毛主席哲學思想指導祖國醫
學」等開篇導言；以及「藥物」、「方劑」、「製方」、「針灸」、「氣功」、「新醫療

法」等治療學內容。此外，為節省版面，出現頻次為 1 次、因此不具備比較及統
計意義的「標本」、「預後」、「時藏陰陽調控系統生命的時間節律」等章節名稱未

列入統計圖表。

154 其中，十四本出版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七本出版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六本出
版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七本出版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五本出版於千禧年代，

二本出版於二十一世紀十年代。

155 數據處理使用餘弦相似性（cosine similarity）方法，使用基於 Python 語言的 py-
stringmatching 0.4.3計算基於餘弦距離的文本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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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意義的「標本」、「預後」、「時藏陰陽調控系統生命的時間節律」等章節名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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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matching 0.4.3計算基於餘弦距離的文本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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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七本出版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五本出版於千禧年代，

二本出版於二十一世紀十年代。

155 數據處理使用餘弦相似性（cosine similarity）方法，使用基於 Python 語言的 py-
stringmatching 0.4.3計算基於餘弦距離的文本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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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解釋，《內經知要》、《內經講義》、《內經選讀》、《中醫基礎理

論》、《中醫學基礎》等中醫基礎學相關教材「都是同樣的分類」147 

的問題一直持續至今。148

筆者收集、比較、統計分析了 1949–2019 年間中華人民共和

國境內出版的 214 本中醫基礎學相關教科書（包括《內經知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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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材 115本）152 的目錄。214本教科書章節名稱出現的頻數統計

見圖 3，圖 3 中每種章節名稱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

146 程士德：〈新編《內經講義》教材簡介〉，《吉林中醫藥》1985 年第 2 期，頁 46–
47。

147 同上注。
148 關於中醫基礎理論學科、教材及其演變歷程的研究可參：呂愛平等：〈中醫基礎理

論學科建設初探〉，《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03年第 2 期，頁 25–33；呂愛平：
〈關於中醫基礎理論現代化研究幾個問題的思考〉，《中醫雜誌》2001 年第 2 期，
頁 113–115；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司：〈「九五」以來中醫學科發展報告：中醫
基礎理論〉，《「九五」以來中醫藥學科發展報告（1996–2007 年）》2008 年；朱
麗淳：〈統編《中醫基礎理論》教材流變研究〉（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醫史

文獻專業碩士論文，2020年）等。筆者以 1885年陳虬在浙江省瑞安縣主辦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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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以下簡稱「講義」。其中，1950–1959 年出版 6 本，1960–1969 年出版 6 本，

1970–1979 年出版 3 本，1980–1989 年出版 5 本，1990–1999 年出本 3 本，2000–
2009年出版 5本，2010–2019年出本 2本。

151 以下簡稱「概論」。其中，1950–1959 年出版 4 本，1960–1969 年出版 5 本，
1970–1979 年出版 29 本，1980–1989 年出版 7 本，1990–1999 年出版 4 本，
2000–2009 年出版 5本，2010–2019年出版 4 本。

152 以下簡稱「理論」。其中，1950–1959 年出版 2 本，1960–1969 年出版 3 本，
1970–1979 年出版 39 本，1980–1989 年出版 20 本，1990–1999 年出版 9 本，
2000–2009年出版 27本，2010–2019年出版 15本。

值詳見圖 4–21。153 依以上原則進行分類、比較與統計發現，章節目

錄與《內經知要》基本相同的教科書多達 41 本；154 出版於 1950 年

代的 23 本中醫基礎學相關教材與《內經知要》目錄相似度均值為

84.16%，出版於 1960 年代的 14 本教材相似度均值為 79.25%，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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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度平均值詳見圖 22。155 由以上數據可知《內經知要》對新中國中

醫基礎學教科書編寫體例與章節分類系統的重要影響。

圖 3 章節名稱出現頻數統計

153 未計入統計的包括：「緒言」、「導論」、「概述」、「用毛主席哲學思想指導祖國醫
學」等開篇導言；以及「藥物」、「方劑」、「製方」、「針灸」、「氣功」、「新醫療

法」等治療學內容。此外，為節省版面，出現頻次為 1 次、因此不具備比較及統
計意義的「標本」、「預後」、「時藏陰陽調控系統生命的時間節律」等章節名稱未

列入統計圖表。

154 其中，十四本出版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七本出版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六本出
版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七本出版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五本出版於千禧年代，

二本出版於二十一世紀十年代。

155 數據處理使用餘弦相似性（cosine similarity）方法，使用基於 Python 語言的 py-
stringmatching 0.4.3計算基於餘弦距離的文本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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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道生」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5 「陰陽」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6 「診法」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7 「藏象」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8 「經絡」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9 「治則」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10 「病能」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30-431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30-431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430 431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新
中
國
中
醫
基
礎
學
教
科
書
建
構
研
究
：
以
《
內
經
知
要
》
為
中
心

圖 4 「道生」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5 「陰陽」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6 「診法」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7 「藏象」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8 「經絡」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9 「治則」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10 「病能」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30-431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30-431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430 431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新
中
國
中
醫
基
礎
學
教
科
書
建
構
研
究
：
以
《
內
經
知
要
》
為
中
心

圖 4 「道生」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5 「陰陽」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6 「診法」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7 「藏象」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8 「經絡」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9 「治則」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10 「病能」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30-431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30-431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430 431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新
中
國
中
醫
基
礎
學
教
科
書
建
構
研
究
：
以
《
內
經
知
要
》
為
中
心

圖 4 「道生」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5 「陰陽」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6 「診法」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7 「藏象」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8 「經絡」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9 「治則」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10 「病能」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30-431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430-431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432 433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新
中
國
中
醫
基
礎
學
教
科
書
建
構
研
究
：
以
《
內
經
知
要
》
為
中
心

圖 11 「人與自然」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12 「預防」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13 「病證」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14 「辨證」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15 「八綱」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16 「精氣血津液」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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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康復」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21 「體質」分類所包含的具體章節名稱及相應數值

圖 22 章節目錄相似度匯總 156

六、結論

清朝及民國時期江南地區流行的習醫入門讀本《內經知要》，

由於謝觀、秦伯未等江南醫派的推崇，在 1954–1958 年「西醫學習

中醫」運動初期成為國家指定的中醫基礎學教材。雖然在 1958 年南

京中醫學院《中醫學概論》出版之後，《內經知要》逐漸不再被作為

教材使用，然而，以《內經》為「中醫基礎學」的教學模式仍被沿

156 圖中百分數為不同時段、不同類型教科書章節名稱與《內經知要》章節名稱相似
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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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及民國時期江南地區流行的習醫入門讀本《內經知要》，

由於謝觀、秦伯未等江南醫派的推崇，在 1954–1958 年「西醫學習

中醫」運動初期成為國家指定的中醫基礎學教材。雖然在 1958 年南

京中醫學院《中醫學概論》出版之後，《內經知要》逐漸不再被作為

教材使用，然而，以《內經》為「中醫基礎學」的教學模式仍被沿

156 圖中百分數為不同時段、不同類型教科書章節名稱與《內經知要》章節名稱相似
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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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內經知要》的篇章分類模式也因此影響了此後各版中醫基礎學

教科書的編寫體例。這種規範化、標準化的學校教育模式與編寫體

例固化的教科書，使得中醫實現了「科學」的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

的兩分，推動了中醫教育的普及，亦使明清江南儒醫學術從江湖走

進廟堂，並藉助學校教育與教科書實現了其學術與權力的普遍傳播

與世代傳承。

此外，由於《內經講義》、《內經選讀》、《中醫基礎理論》、《中

醫學基礎》教材的趨同，古代中醫經典著作之一—《黃帝內經》，

成為「科學」視角下的「中醫基礎理論」。這不僅引發「學中醫是

否還需要讀古典」的疑惑，更導致中醫學習者無法正確理解古代中

醫經典著作間的相互關係，以《黃帝內經》的學術觀點為「基礎理

論」去解讀其他經典著作，忽視不同時代、不同學派、不同著作之

間的理論差別，從而無法正確理解中醫經典，以及正確使用經典指

導臨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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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and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s is 
thus needed.

Keywords: Neijing zhiyao內經知要 , Huangdi neijing黃帝內經 , Jiangnan 
Medical Schoo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extbook,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Basic-
theory” Textbook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Study Centered Around Neijing zhiyao 
內經知要

GAO Shans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basic-theory” textbooks 
for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beginning 
of this process can be traced back to Neijing zhiyao內經知要 , a popular 
introductory booklet of Huangdi neijing 黃帝內經 for Confucian elites 
aspiring to learn Chinese medicine. The booklet was written by Li Zhongzi李
中梓 , a Ming dynasty Confucian physician who lived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1954, when the PRC shifted its medical policy from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should study Western medicine” to “Western medicine doctors should 
study Chinese medicine,” it became a priority to produce an introductory 
textbook that could immediately be printed in large quantities for the masses 
to study. Promoted by the Jiangnan Medical School, and led by Qin Bowei秦
伯未 , Neijing zhiyao was selected as the first-course textbook for Western 
medicine doctors in 1955. In 1958, scholars of the Jiangnan school used the 
framework of the Neijing zhiyao to produce the first na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 Zhongyixue gailun中醫學概論 . Contributors to the Zhongyixue 
gailun were reassigned to Beijing, where they and their successors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e PRC’s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nd 
led the compilation of subsequent na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s. For 
the current study, 214 textbooks containing basic theories of Chinese medicine 
published in the PRC during 1949–2019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average, chapter classification of these 214 works share 
a 72.78% similarity with that of the Neijing zhiyao, and that 41 of them are 
identical. This shows that the chapter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Neijing zhiya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basic 
theory textbooks, and indicates that Huangdi neijing, as introduced within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the Neijing zhiyao, was used as the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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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basic-theory” textbooks 
for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beginning 
of this process can be traced back to Neijing zhiyao內經知要 , a popular 
introductory booklet of Huangdi neijing 黃帝內經 for Confucian elites 
aspiring to learn Chinese medicine. The booklet was written by Li Zhongzi李
中梓 , a Ming dynasty Confucian physician who lived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1954, when the PRC shifted its medical policy from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should study Western medicine” to “Western medicine doctors should 
study Chinese medicine,” it became a priority to produce an introductory 
textbook that could immediately be printed in large quantities for the masses 
to study. Promoted by the Jiangnan Medical School, and led by Qin Bowei秦
伯未 , Neijing zhiyao was selected as the first-course textbook for Western 
medicine doctors in 1955. In 1958, scholars of the Jiangnan school used the 
framework of the Neijing zhiyao to produce the first na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 Zhongyixue gailun中醫學概論 . Contributors to the Zhongyixue 
gailun were reassigned to Beijing, where they and their successors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e PRC’s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nd 
led the compilation of subsequent na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s. For 
the current study, 214 textbooks containing basic theories of Chinese medicine 
published in the PRC during 1949–2019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average, chapter classification of these 214 works share 
a 72.78% similarity with that of the Neijing zhiyao, and that 41 of them are 
identical. This shows that the chapter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Neijing zhiya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basic 
theory textbooks, and indicates that Huangdi neijing, as introduced within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the Neijing zhiyao, was used as the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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