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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十四五”规划教材《医古文》,文选词语注释力求精当,但仍存在瑕疵,

如“比例”“输”“俞”“卒”“瘲瘛”等注释有误;“自当”“唯当”“一以参详”“有如”“以十数”等该注而未注。在

此列举讨论,以期为其修订、再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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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古文是研究古代医药文献语言文化的一门学

科,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药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而文选部分是该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中国

中医药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十四五”规划教材《医
古文》[1],与前版教材相比,具有很大改进。尤其在文

选词语注释上力求精当,修改了前版教材不当注释,
补充了一些疑难词语的注解。如在《艺文志》中注

“没”为:“死亡。此义后作‘殁’。”改“没”“殁”通假字

为古今字的关系,注释确当。又如,在《华佗传》中将

“中宿”释义由“夜间”改为“半夜”,更为准确。在《大
医精诚》中补注“要须”为“必须”;在《新修本草序》中
注“踳驳”为“错误杂乱”,补注“踳同‘舛’”;等等。如

此,给使用者带来了方便。但百密一疏,我们在教学

过程中发现文选注释仍存在瑕疵,如词语释义不够准

确、释义有误以及该注而未注等,由此引起误解、
误译。

一、注释错误

比例 《新修本草序》:“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
吻、黄精,引为连类。铅锡莫辨,橙柚不分。凡此比

例,盖亦多矣。”教材注:“比例,近似的事例。”[1]205

按:将“比”释作“近似的”,不确。“比例”同义连

文,谓成例、事例[2]。“比”有“例”义,古文献常见。如

《礼记·王制》:“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

小大之比以成之。”郑玄注:“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

比。比,注同例也。”[3]《汉书·元后传》:“太后怜参,
欲以田蚡为比而封之。”颜师古注曰:“比,例也”[4]。
《后汉书·桓谭传》:“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

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李贤注:“科谓

事条,比谓类例。”[5]又《张敏传》:“建初中,有人侮辱

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

以为比。”[5]1014“比”义皆然。
“比例”同义连言,东汉以后文献多见。如《抱朴

子内篇·对俗(卷三)》:“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
善凭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
如此比例,不可具载。”注:“比例,例子。比,与‘例’同
义。”[6]又如《颜氏家训·风操》:“尝有甲设宴席,请乙

为宾,而旦于公庭见乙之子,问之曰:‘尊侯早晚顾

宅?’乙子称其父已往。时以为笑。如此比例,触类慎

之,不可陷于轻脱。”[7]《后汉书·阴识传》:“永平元年

诏曰:‘故侍中卫尉关内侯兴,典领禁兵,从平天下,当
以军功显受封爵,又诸舅比例,应蒙恩泽,兴皆固让,
安乎里巷。’”[5]760“比例”皆同义连用。

《新修本草序》“凡此比例”犹言凡是这样的例子,
“比”与“例”义同。教材注释当改为:“比,例。比例,
同义连文。”

输、俞 《扁鹊仓公列传》:“一拨见病之应,因五

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教材注:“输,通
‘腧’。腧穴。”[1]232《百病始生》:“留而不去,传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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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在输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腰脊乃强。”
教材也注:“输,通‘腧’。”[1]187

按:释“输”为“腧穴”,甚确;但注“输,通‘腧’”,不
当。《说文》:“输,委输也。从车,俞声。”段玉裁注:
“委者,委随也。委输者,委随输写也。以车迁贿曰委

输,亦单言曰输。”[8]故“输”为运送财物之义。“输”由
此义引申为输送气血的穴位,如《扁鹊仓公列传》“因
五脏之输”的“输”。“输”表示人体的腧穴,在医经中

多见,据付海燕统计,《灵枢》中就出现73处[9]。
“腧”为“俞”增加偏旁的分化字。“俞”,《说文》释

为“空中木为舟也”。故“俞”有疏通、运输之义。用来

表示人体脏腑经络气血输注出入的处所[10],即穴位。
“俞”表示人体腧穴,《素问》凡出现79处[9]48。因穴位

与肉体组织有关,故后加月(肉)旁另造“腧”字,表示

人体的腧穴。可知,“俞”与“腧”构成古今字关系。
“俞”“输”“腧”皆可指人体的腧穴。在表示“腧

穴”这个意义上,“输”与“腧”同义,故二者不为通假

字。“输”与“腧”读音和意义相同,只是形体不同,应
为异体字。故教材注释当改为:“输,同‘腧’。腧穴。”

《伤寒杂病论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

微,变 化 难 极。”教 材 注:“府 俞,腧 穴。俞,通

‘腧’。”[1]201 由上可知,“俞”为“腧”的古字。按照该

教材注释体例,应注为:“府俞,腧穴。俞此义后作

‘腧’。”
卒 《华佗传》:“坐毕归,行数里,昕卒头眩堕

车。”教材注:“卒,通‘猝’。突然。”[1]239

按:“卒”与“猝”并非通假字,“卒”古有“突然”义,
文献中频见。如《韩非子·存韩》:“今若有卒报之事,
韩不可信也。”[11]《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军极简

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12]《论衡·道虚》:“且夫

物之生长,无卒成暴起,皆有浸渐。”[13]《世说新语·
排调》:“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

衣。”[14]“卒”均为“突然”义。
古书多用“卒”表示“突然”义,而“猝”当突然义理

解,大抵始见于宋。如《新唐书·兵志》:“今外有不廷

之虏,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数削少,后有猝

故,何以待之?”[15]

在表示“突然”这一意义上,“卒”为古字,“猝”应
为后起的形声字,二者为古今字关系。故《华佗传》应
注“卒”为:“突然。卒,此义后作‘猝’。”

瘲瘛 《艺文志》:“《金创瘲瘛方》三十卷。”教材

注:“瘲瘛,痫病。”[1]164

按:此注未确当。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颜)
师古注瘛音在前,瘲音在后,则瘲瘛当为瘛瘲……诸

书皆言瘛瘲,无言瘲瘛者。”[1]164 可知“瘲瘛”即“瘛
瘲”。

“瘛瘲”为何义呢? 《伤寒论校注》曰:“瘛瘲,抽
搐。《说文·疒部》‘瘛’字,段玉裁:‘瘛之言掣也,瘲
之言纵也。’缩伸抽动不已,故曰‘瘛瘲’。”[16]

“瘛瘲”即抽搐义,古医籍常见。如《灵枢·终

始》:“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瘛瘲,其色白,绝
皮乃绝汗,绝汗则终矣。”[17]“戴眼,反折,瘛瘲”即两

目上视而不转动,角弓反张,手足抽搐。又《热病》:
“热病数惊,瘛瘲而狂,取之脉,以第四针,急写有余

者。”[17]191“热病数惊,瘛瘲而狂”意谓热病屡发惊痫,
抽搐而发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被下

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

如惊痫,时瘛瘲。”[16]49

可见,“瘛瘲”是“惊痫”等“痫病”发病时的症状。
除此,“惊风”等病候亦见“瘛瘲”。教材将“瘲瘛”释作

“痫病”,显然是不当的。
故《艺文志》注释应改为:“瘲瘛,即‘瘛瘲’。指手

足痉挛抽搐。”
二、当注未注

自当、唯当 《华佗传》:“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

之,病自当去。”[1]240

按:“自当”教材未注。“自当”之“当”为副词后附

加成分,基本不表义。“自当”义为自然[18]。《魏书·
苻生传》:“健将杀之,雄止之曰:‘儿长成自当修改,何
至便如此。’健乃止。”[19]《南齐书·崔慧景传》:“慧景

曰:“虏不夜围入城,待日暮自当去也。”[20]又《文学传

·崔慰祖》:“料得父时假贳文疏,谓族子纮曰:‘彼有,
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火焚之。”[20]612 皆其

例。《华佗传》“病自当去”即病自然除去,“自当”不为

“自然、应当”义。
“自当”又有“本来”义。《扁鹊仓公列传》:“太子

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

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

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1]233《医古文学习指导》(以
下简称《学习指导》)把“此自当生者”译为:这是本来

应该复生的病人[21],将“自当”之“当”理解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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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意谓:太子本

来就是活人,我能够使他病愈罢了。
此外,还有“唯当”。《大医精诚》:“虽曰病宜速

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
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1]304“唯当”教
材亦未注。《学习指导》将“唯当审谛覃思”翻译为:只
应详细观察,深入思考[21]125。把“唯当”的“当”解释

为“应当”,未确。“唯当”义为唯有、只有。“当”不表

义。如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5《竺法旷》:“唯当

勤修德政,以赛天谴,贫道必当尽诚上答,正恐有心无

力耳。”[18]337“唯当勤修德政”即“只有勤修德政”。故

《大医精诚》“唯当审谛覃思”之“唯当”应释为“唯有,
只有”。

“当”作副词词尾,是中古常见用法。如有“必当”
“故当”“终当”“不当”等,教材亦见。《大医精诚》:“凡
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

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1]303“必当”教材未注。“必
当”不是“必须、应当”义,而为“必然、一定”义。如《世
说新 语 · 言 语》:“文 举 曰:‘想 君 小 时,必 当 了

了。’”[14]31 又《方正》:“诸人相与追之。既亦知时流

必当逐己,乃遄疾而去。”[14]187《南齐书·垣崇祖传》:
“太祖践阼,谓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虏不识运命,
必当动其蚁众,以送刘昶,为辞。’”[20]309“必当”义
皆然。

《华佗传》:“十八岁当一小发,服此散,亦行复差。
若不得此药,故当死。”“故当”教材释义为必定[1]242,
不够精当。“故当”即“故”,“当”亦不为义。“故当”犹
言自然、固然。如《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一》:“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

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

乃复。”[22]又如《世说新语·赏誉》:“王夷甫语乐令:
‘名士无多人,故当容平子知。’”[14]241 又《品藻》:“殷
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

去,已辄取之,故当出我下。’”[14]285 又《贤媛》:“桓果

语许 云:‘阮 家 既 嫁 丑 女 与 卿,故 当 有 意,卿 宜 察

之。’”[14]366“故当”均为“自然”义。故《华佗传》“故当

死”意为自然死或固然死。
《华佗传》还见“终当”。“太祖曰:‘佗能愈此。小

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

此根原耳。’”[1]241“终当”即“终归,一定”义。《宋诗》
卷11《清商曲辞·华山畿》:“摩可浓,巷巷相罗截,终

当不置妆。”[18]190《世说新语·识鉴》:“王平子素不知

眉子,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14]218 又《任
诞》:“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

情死!’”[14]410 是其例。《华佗传》“亦终当不为我断此

根原耳”意思是:也一定不为我除掉这个病根。
《华佗传》亦见“不当”。“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

动,但不当使极尔。’”[1]243“不当”义为不该。如《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
母不当坐赵事。’”[12]2341《颜氏家训·终制》:“计吾兄

弟,不当仕进。”[7]258“不当”皆为不该义。《华佗传》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是谓人必须运动,但
不该使身体疲惫。

教材对“自当”“唯当”等特殊用法的词语应该

出注。
一以参详 《素问序》:“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

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晰,义理环周,一以参详,群疑

冰释。”[1]214

按:“一以参详”教材未注。《学习指导》将之译为

“逐一参验诸本”[21]70,把“一以”理解为“逐一”,“参
详”理解为“参验”,似不够准确。

“一以”即一一、全部,古书多见[23]。如《后汉书

·段颎传》:“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

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5]1454《旧唐书·郭子仪

传》:“帝乃引至卧内,谓子仪曰:‘河东之事,一以委

卿。’”[24]《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七“夏侯孜”(出《玉
泉子》):“孜既见,问其所欲,一以依之。”[25]又卷一百

九十六“贾人妻”(出《集异记》):“室内资储,一以相

举。”[25]887“一以”均为“一一、全部”义。
“参详”,有“商 讨、斟 酌”义[18]168。《集 韵·覃

韵》:“参,谋度也。”《说文·言部》:“详,审议也。”可知

“参详”为近义连用。“参详”此义古文献常见,《宋书

·武帝纪下》:“主者处案虽多所谘详,若众官命议,宜
令明审。自顷或总称参详,于文漫略。”[26]又《徐广

传》:“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26]1020

《梁书·徐勉传》:“天监元年,佟之启审省置之宜,敕
使外详。时尚书参详,以天地初革,庶务权舆,宜俟隆

平,徐议删撰。”[27]均其例。
“一以参详”即一一斟酌。斟酌的对象是“先师张

公秘本”。此句意思是:王冰当时在郭先生的书房里,
获得先师张公密藏的《素问》,文字清楚,内容完备,一
一斟酌,众多疑难问题像冰融化一样地消除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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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先师张公密藏的《素问》是个善本,它帮助王冰解

决了许多疑难问题,使他成功补注了《素问》。“一以

参详”不易理解,教材应出注。
有如 《素问序》:“庶厥昭彰圣旨,敷畅玄言,有

如列宿高悬,奎张不乱,深泉净滢,鳞介咸分。”[1]215

按:“有如”教材未注。因不知“有如”之“有”的用

法,今译时一般对“有如”都不译。“有如”的“有”不表

义,“有如”,即“如同”义[18]310。
如《诗经·王风·大车》三章:“谓予不信,有如皦

日。”朱熹《集传》:“‘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约誓之辞

也。”[28]《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若君必效忠

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

大江!”[29]《明处士江民莹墓志铭》:“民莹拊棺号哭

曰:‘母其以二三子未树邪? 所不夙夜以求无忝者,有
如此木!’”[30]“有如”皆“如同”义,表示的是起誓。

“有如”又表示纯粹的比喻。如《南齐书·幸臣传

序》:“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

严秘,有如尚书外司。”[20]662

《素问序》“有如列宿高悬”之“有如”,即表示纯粹

的比喻,此句意为:如同众星宿高悬天空。“有如”即
“如,如同”义。教材应出注。

以十数 《华佗传》:“疾者前入坐,见佗北壁县此

蛇辈约以十数。”[1]240

按:“以十数”教材未注解。“以十数”犹云数以十

计,即数十之义[31]。“以十数”表示“数十”之义,古文

献多见。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曰:‘《春

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11]329《汉书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
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
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4]2833《后汉书·党锢列传·
张俭传》:“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经历,伏
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5]1493

“以十数”义皆然。
“以十数”不同于“十数”,“十数”犹言“十几,十

多”。如《后汉书·荀彧传》:“又欲授以正司,彧使荀

攸深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5]1546

“以十数”后不带名词,而“十数”后常带名词。方

一新指出:“汉魏六朝时期,表示十几这个数量时常常

使用由‘十数+名词’构成的‘十数~’表达法。”[32]如
《搜神记》卷一《汉阴生乞市》:“汉阴生者,长安渭桥下

乞小儿也。常于市中丐。市中厌苦,以粪洒之。……
洒之者家,屋室自坏,杀十数人。”[33]“屋室自坏,杀十

数人”意谓房屋自行倒塌,压死了十几个人。《世说新

语·言语》刘注引嵇绍《赵至叙》曰:“又灸身体十数

处。”[14]41“十数处”即十几处。《南齐书·本纪·高帝

上》:“攸之有素书十数行,常韬在裲裆角,云是明帝与

己约誓。”[20]8“十数行”即十几行。
《华佗传》“以十数”不是“十几”之义,而为“几十,

数十”之义。“见佗北壁县此蛇辈约以十数”意谓看见

华佗家北面墙壁上悬挂这类寄生虫大约几十条。教

材应注“以十数”为:“几十、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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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ionofDefectsinAnnotationofSelectedWordsin
ClassicalLiterature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

ZHANGXuemei
(SchoolofHumanitiesandInternationalEducationalExchange,

Anhui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Hefei230012,China)

Abstract:The“14thFiveYearPlan”textbook,ClassicalLiterature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

publishedbyChina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Pressin2021,strivestohavepreciseandappropriate
annotationofselectedwords,buttherearestillafewproblems.Forexample,theannotationof比例(Bi
Li),输(Shu),俞(Shu),卒(Cu),瘲瘛(ZongChi)areincorrect,and自当(ZiDang),唯当(WeiDang),一

以参详(YiYiCanXiang),有如(YouRu),以十数(YiShiShu)arenotnoted.Severalexamplesarecited
fordiscussion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itsrevisionandrepublication.

Keywords:ClassicalLiteratureof 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selectedtexts;words;wrong
annotations;missingan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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