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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末明初著名医家赵良仁著《金匮方论衍义》,是《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的注本,也是明代唯一的注本,开《金匮

要略》注释之先河。此本出现在《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的流传本邓珍序刻本之后,其余流传本(俞桥本、徐镕本、赵开

美本)之前,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经比较研究发现,其篇章结构、卷次分布与邓珍本基本一致,未出后者之范畴;

二者存在近二百条差异,邓珍本中的明显错误与缺漏可据其纠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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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匮方论衍义》(以下简称《衍义》),元末

明初著名医家赵良仁著,约撰于明洪武元年

(1368),是《金匮要略》(以下简称《金匮》)现存

最早的注本,除此之外整个明代未有注本传世。

赵良仁承丹溪之学,融汇《内经》《难经》经旨,阐
释立方施治要义,开注释《金匮》之先河。陆心

源称:“于仲景立论制方,推阐详晰,具有精义,

可与成无己《伤寒论注》相抗衡。乃《伤寒论注》

甚为当世所重,《衍义》则鲜有知者,可慨也。”[1]

惜成书后不曾刊刻,世间流传甚少。幸经清初

周扬俊苦心搜集补注,撰《金匮玉函经二注》,使
后世注家得以参考。

1 赵良仁生平

赵良仁,字以德,号云居,浦江(今属浙江)

人,是宋太宗赵炅第八子周王元俨的后裔。其

先祖本为汴京开封人,七世祖武义郎赵不玷随

宋氏南渡,迁至睦州(今浙江省淳安县),后官于

浦江,定居于浦江浦阳城内之仁杏巷,因占籍浦

江,为浦阳赵氏始祖。其外家朱氏三世业医,以
医处官。其父必俊,字用章,世称梅石先生。娶

妻朱氏,生四子,曰良本、良贵、良仁、良贤。幼

习儒,至元三年(1343),同兄良本、戴元礼就学

于朱丹溪。学医十年,尽得其传,治疗多有奇

效,名动浙西东。至正十三年(1353)去吴中,从
官宪司。后又从朱丹溪问难二年,窥医学奥秘。

至正十七年(1357),以医寓居于苏,占籍长洲

(今苏州)。赵氏医术精湛,另著有《医学宗旨》
《丹溪药要或问》。前者已佚,后者据史常永先

生介绍,其1958年在北京琉璃厂邃雅斋发现明

代抄本[2]。

关于赵良仁的生卒年月,地方志均未载,亦
引起诸多学者的考证推测。直至1985年,赵良

本22代孙赵升据家藏《浦阳赵氏宗谱》撰写《元
代名医赵良仁生平事略》一文,为了解赵良仁家

世背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3]。1988年,又撰

《<金匮方论衍义>学术思想初探》一文,文后附

注:“据《浦阳赵氏宗谱》民国戊午年重修本记

载,赵之生于元延祐乙卯十二月初八,卒于洪武

乙亥。”[4]赵良本为赵良仁之兄,家承所载,应比

较可靠。据此,赵良仁当生于元仁宗延祐二年

(1315),卒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5),享年八十

一岁,符合《苏州府志》所载“以高寿终”[5]。《中
医人名辞典》在赵良仁名下载:“赵良仁(1304-
1373),又作良本,字立道,……洪武六年二月,

年七十岁”,系误[6]。
“良仁”在诸多书目中作单字“良”,最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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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历世圣贤名医姓

氏》:“赵良,字以德,号云居,江浦人,丹溪弟子,

有高致,精医术……”[7]。清代黄虞稷《千顷堂

书目》[8]、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9]均著录:
“赵良《医学宗旨》,又《金匮衍义》”。吴谦《医宗

金鉴》中亦多处称“赵良”,经学者考证即是赵良

仁[10]。考诸方志,并无“赵良”之称,故上述皆

系赵良仁之误。

2 成书背景

赵良仁幼从学于柳贯、吴莱。柳贯(1277-
1342),元代文学家,字道传,自号乌蜀山人,浦
江人。好性理之学,博通经史,与黄溍、虞集、揭
傒斯齐名,时称“儒林四杰”。曾任江山教谕。

元至正二年(1342)诏受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

官,在官七月而卒,享年七十三。著有《柳待制

文集》二十卷。吴莱,字立夫,亦浦江人。集贤

大学士吴直方之子,天资聪颖,辈分稍后于柳

贯、黄溍。延祐七年(1320)举上礼部,不利,退
居山中。后以御史荐调长芗书院山长,未任而

卒。著作颇多,有《尚书标说》《楚汉正声》《乐府

类编》等,门人私谥“渊颖先生”。柳贯更是称赞

其为“绝世之才”[11]。赵良仁师从柳、吴二人,

有着扎实的知识素养。

至元三年(1343),赵良仁受学于朱丹溪。

朱丹溪(1282-1358),金元四大家之一,滋阴派

代表人物,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

法》《本草衍义拾遗》等,对后世影响很大。根据

史常永先生所得明抄本《丹溪药要或问》书后所

附赵氏自述从朱丹溪就学经过及丹溪语录,可
知赵氏尽得师传。初授以《素问》《难经》,读之

三年,尽以前人所发明者而极言之;后随朱氏临

证视药,切脉处方。又两年,令其诊视辨证,告
以某是某非,详加校正;悬壶三年,往还论难又

两年[12]。朱丹溪对《金匮》推崇备至,称其为

“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引例推类可谓无穷之

应用”[13],但同时认为“仲景之书,收拾于残编

断简之余,然其间或文有不备,或意有未尽,或
编次之脱落,或义例之乖舛,吾每观之,不能以

无疑”[14]。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赵良仁对《金
匮要略》进行研究,撰成《衍义》可谓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自宋臣校定编次《金匮要略方

论》后,宋以后医家尤为推崇。如宋代的朱肱、

陈无择;金元时期,除朱丹溪外,有刘守真、李东

垣、张洁古、王好古等。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

中引易水张氏说:“仲景药方为万世法,号群书

之祖,治杂病如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

景心,可以为师矣。”[15]王好古在《此事难知》中
云:“余读医书几十载矣,所仰慕者,仲景一书为

尤,然读之未易通达其趣,欲得一师指之,遍国

中无能知者。”[16]可见对仲景书的仰慕之情。

这一时期从事《伤寒论》研究的医家较多,有著

作传世的在二十家以上,对原文或注或议,详加

发挥,而作为仲景著作之一的《金匮要略》却尚

无专著出现。有关《金匮要略》的研究仅散见于

医家书籍中,多为对某个理论、某种学说、某些

病证进行阐述,如朱肱《南阳活人书》采用了《金
匮》方剂,陈无择据《金匮》理论发展了三因学

说,李东垣受《金匮》治虚劳当甘温扶中思想的

影响,倡立了脾胃学说。

赵良仁有着深厚的知识储备,扎实的文字

功底,在其师朱丹溪医学思想的影响下,在其时

对《伤寒论》研究如火如荼、《金匮》门庭冷落的

学术氛围下,赵良仁专心研究《金匮》,撰成《金
匮方论衍义》。

3 版本著录

在《金匮玉函经二注》之前,《金匮方论衍

义》之名未见于通行史志,明清藏书家著录亦不

多,而有著录者多未提及其内容和流传。最早

著录见于明·赵开美《脉望馆书目》,列于“辰”

字号一橱医书类医总门第17部:“《金櫃方论衍

义》二本”[17]。虽未载著者,但遍查各类目录书

并未见到其他医家著有此书,故此本应是赵氏

《衍义》。赵开美去世后,藏书尽归钱谦益(1582
-1664),在其所编《绛云楼书目》卷三子部医书

类第33部著录:“《金匮方论衍义》,元赵良仁

著”[18]。说明此时《金匮方论衍义》仍是存在

的。

此后,清代黄虞稷(1629-1691)《千顷堂书

目》子部卷十四《医家 类》补 元 代 医 籍 第19
目[8]、钱大昕(1728-1804)《补元史·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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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子部第12类《医书》第79部[9]均著录:“赵
良《医学宗旨》,又《金 匮 衍 义》”。清·凌 奂

(1822-1893)《医学薪传》挈目类第25种著录:
“《金匮衍义》,元赵良以德。”[19]均仅载著者与

书名。日本多纪元胤《中国医籍考》(1819年)

卷三十八、方论十六中称未见此书,“赵氏良仁

《金匮方衍义》,未见”[20]。

但清·曹禾(? -1861)在《医学读书志》
“元赵氏以德”条下载录“民间刻本:《金匮衍义》

二十二卷。右书一种,元·赵以德撰。本书署

曰宋人,明·程充序《丹溪心法》,有丹溪门人刘

叔渊、戴元礼、赵以德。此书史志未载。《元志》

有赵良《金匮音义》《医学宗旨》……”[21]。《医
学读书志》成书比《中国医籍考》晚三十三年,后
者言未见,周扬俊在序中云“未有梓行”,故此处

记载的疑为《二注》本。

此后对《衍义》的记载逐渐被周扬俊之《金
匮玉函经二注》所代替。如高岛久也、冈田昌春

合撰《跻寿馆医籍备考》卷一《经解·金匮要略

类》第六目载:“金匮玉函经二注,二十二卷八

册。明·赵良仁,字以德,著《金匮要略衍义》,

清吴门周扬俊补其遗阙,作补注,题曰《二注》

也。”[22]清·耿文光(1830-1910)《万卷精华楼

藏书记》卷八十一《子部·医家类四》第19目著

录:“《金匮玉函经二注》二十二卷,附《十药神

书》一卷。国朝周扬俊撰……”[23]。此时《衍
义》已经周扬俊整理补注成《金匮玉函经二注》

刊行,世人得以再见《衍义》之内容。

从以上书目载录可以看出,赵良仁本主要

以《金匮衍义》《金匮方衍义》《金匮方论衍义》三
种书名出现,实属一种书。清代丁福保在《历代

医学书目提要》(1918)第6类“金匮”条下第5、

10种分别载录:“《金匮方论衍义》,元·赵良仁

著,长洲人,朱丹溪高弟。亦见《姑苏志》”;“《金
匮衍义》二十四卷,明·赵以德著”[24]。将《金
匮方论衍义》与《金匮衍义》作为两种书目分载,

且一谓赵良仁,一谓赵以德,显属误载。

以上书目对《衍义》之记载多载著者与书

名,内容及流传并未提及,并且均为私人藏书,

一般人难以得见。

4 现存抄本版式特征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清同治十二年

癸酉(1873)抄本[25],一函三册。无行无格,四
周无界。第一册为宋臣《金匮方论序》、目录及

卷上、卷中和卷下各为一册。每半页十行,每行

二十字。卷前均题书名《金匮方论衍义》,著者

题“汉张仲景方论,明赵以德衍义”。序文首页

钤印“曾在李畦香处”“卷石轩陈心斋珍藏印”
“中医研究院善本书”,卷下首页钤印“卷石轩陈

心斋珍藏印”“中医研究院善本书”,可知此本曾

流经李畦香、陈心斋手中。李畦香生平资料不

详,沈津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

善本书志》中记载明万历原刻、崇祯年张维藩等

重修《本医学六要》一书亦钤印“曾在李畦香

处”[25],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潘闰道光丁

酉岁跋文有“业师李畦香表伯”语。陈怀仁,字
含元,号心斋,生而识“箴”字,故晚号识箴居士,

遵义人,乾隆丙午(1786)举人,选授四川酉阳州

州同。任十年,年六十八卒于龙潭镇署。著有

《心斋诗文集》《心斋随笔》若干卷。

书前未录抄写日期及抄写者,亦无自序、跋
文等,无法确定该书的抄录年代,该馆题“清同

治十二年(1873)抄本”(见图1),作善本收藏。

有学者研究认为,此抄本“不似清代风格,大有

明代抄本韵味。其抄写日期当在清代‘馆阁

风’、‘文 字 狱’鼎 盛 之 前,至 少 在 康、雍 之

间。”[26]

正文分上、中、下三卷,载二十五篇,而非如

某些书籍中记载的“删去林亿整理本二十五篇

中最后三篇”[27]。卷上为《藏府经络先后病脉

第一》至《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卷中为

《五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至《趺蹷手

指臂肿转筋狐疝蚘虫病脉证治第十九》,卷下为

《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至《果实菜谷禁

忌并治第二十五》。卷下脱第二十五篇“名蛟龙

病,治之方”以下直至卷末的内容。其中卷上第

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篇,卷中第十八、第十

九篇,卷下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篇,均
仅有《金匮》原文,而无赵氏注解。其余各篇皆

分条注释,甚为详明。而《金匮玉函经二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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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篇、第十九篇部分条文下尚存《衍义》之
内容,则推测这些内容是在流传过程中所亡佚,

后经周扬俊苦心搜集补入。

图1 《金匮方论衍义》清同治十二年抄本

5 文本与邓珍本差异不大

《衍义》撰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出现在

目前《金匮》最早的流传本邓珍序刻本之后,其
余流传本(俞桥本、徐镕本、赵开美本)之前。将

其与邓珍本进行仔细比较,发现此本卷次分布、

篇章结构与邓珍本一致,正文次序有两处调整,

除此之外皆同。

第一,《黄疸病》篇条文“腹满,舌痿黄,燥不

得睡,属黄家(舌痿,疑作身痿)”,邓珍本位于条

文“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与“黄

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
极为难治”之间,赵良仁本调整至条文“黄家,日
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消石

矾石散主之”前载录。此条言“属黄家”与下文

“黄家”,从内容联系紧密程度上来看更甚。

第二,《呕吐哕下利病》篇“小承气汤”与“桃

花汤”顺序颠倒。

两本比较,差异近两百处,主要表现在个别

字词、方药计量、药物顺序诸方面,多无碍文意。

从总体结构上看变动不大,较好地保留了邓珍

本的内容,可认为与邓珍本属于同一版本源流。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藏府经络先后病》篇
“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

赵良仁本在“虚虚”“实实”前各有一“毋”字,作
“毋虚虚,毋实实”。联系上下文,此处“虚虚实

实”意在强调治病当分虚实,切忌虚证用泻法,

实证用补法,使虚者更虚,实者愈实,而应补其

不足,损其有余,为治疗虚实疾病的正治原则。

吴谦《医宗金鉴》即云:“中工不晓虚实,虚者泻

之,是为虚虚;实者补之,是为实实,非其义也。

上工知其虚实,补其不足,损其有余,是其义

也。”“毋”,不可,表示禁止。《金匮》文辞精炼,

义理深玄,此处多一“毋”字,意义即明。另外,

条文中云“经曰”,当是引其前经典之言。考王

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针解篇》:“《针经》

曰:无实实,无虚虚,此其诫也。”[28]《难经·八

十一难》:“经言无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

余。”[29]均为《衍义》多出“毋”字提供根据,可
从。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篇“大逆上气,咽喉

不利,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主之”条,元明三本

皆作“大”,赵良仁作“火”。“火”与“大”二字形

近,从本方证主方以润肺胃、清心火的麦门冬为

主药来看,则确有虚火上炎。查《千金要方》卷
十八《咳嗽》中作“大逆上气”[30]325,则此处赵良

仁应是据文义医理而改,其后徐彬本、沈明宗

本、尤怡本、吴谦本、陈念祖本皆同。

当然,赵良仁所改之处亦有讹误,如《果实

菜谷禁忌并治》篇“四月、八月勿食胡荽,伤人

神”中“神”作“肾”字,即“伤人肾”。吴迁抄本作

“神”。《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方》云
“不可久食,令人多忘”[30]468;《证类本草》亦云

“通心窍,久食令人多忘”[31],《食疗本草》云“不
得久食,此是薰菜,损人精神”[32],则皆与心神

有关。“肾”与“神”音同致误。

6 校勘《金匮》之文献价值

虽然《衍义》与邓珍本整体状况甚为接近,

但赵良仁《衍义》成书年代较早,赵氏在编撰时

对旧本《金匮》有不少补正,因而具有重要的校

勘价值,邓珍本中的明显讹误、脱漏(其中有些

仍存在于后来出现的俞桥本、徐镕本、赵开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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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可据其订正补充。

6.1 纠正邓珍本讹误

赵良仁改正了邓珍本中的明显讹字,更为

重要的是对其中诸多文义医理错误之处,亦进

行了订正,简要举几例如下。
《藏府经络先后病》篇:“夫肝之病,补用

醋,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
苦入心,甘入脾。”

“补用醋”明显不通,赵良仁本改作“补用

酸”。“酸入肝”,且其后“焦苦”“甘味”皆为药物

性味,则此处邓珍本讹为“醋”,其后诸注本皆改

作“酸”。
《痓湿暍病》篇“葛根汤方”下节度语:“以水

一升,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
取三升。”

以一升水要煮沸后减二升,入药后,又要煮

取三升,显然于理不通。《衍义》作“一斗”。徐

镕本同,当是。
《痰饮咳嗽病》篇:“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

寒如水大。”
“如水大”明显不通,俞桥本、徐镕本同误。

《衍义》作“如手大”,《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八《痰
饮第六》有云:“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大如

手。”[30]331后世注本张志聪《金匮要略注》、程林

《金匮要略直解》、李彣《金匮要略广注》皆同《衍
义》。

《黄疸病》篇:“酒黄疸者,或无热,请言了,

腹满欲吐,鼻燥。”
“请言了”费解,俞桥本同。《衍义》作“靖言

了了”,其后徐镕本作“靖言了”,赵开美本误作

“请言小”。靖言了了,谓言语不乱也。赵良仁

注云:“酒入胃内,不伤心则无心热,故神不昏而

谋计之言明慧,不伤肾则无足热。”吴迁抄本同。
《脉经》卷八《平黄疸寒热疟脉证第九》[33]、《备
急千金要方》卷十《伤寒发黄第五》[30]197均同,

当是。后世注本徐彬《金匮要略论注》、沈明宗

《金匮要略编注》、尤怡《金匮要略心典》、陈念祖

《金匮要略浅注》皆同。
《呕吐哕下利病》篇:“吐后,渴欲得水,而贪

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肾头痛。”

“脉肾头痛”明显不通,赵开美本同。《衍
义》作“脉紧头痛”,徐镕本同,清代注家皆同。

而俞桥本作“脉者头痛”,亦误。
《妇人妊娠病》篇:“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

经水利时,胎下血者,后断三月衃也,所以血不

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

之。”

此条意在说明妊娠六个月时出现腹中悸

动,若怀孕前三月经水通调,是胎动。若停经三

月后,忽见下血,则是瘀血内停,是癥积不去。

赵良仁本在“胎”后加一“也”字,则前后文从“胎
也”断开,意义明了。徐镕本同,当从。清代注

家皆同。

6.2 补充邓珍本缺漏

邓珍本中有多处脱文,可据《衍义》补充。

例如:
《血痹虚劳病》篇“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方”下

龙骨、牡蛎补“各三两”。徐镕本同。
《痰饮咳嗽病》篇“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汤方”

下人参补 “四两”。赵开美本同。
《消渴小便利淋病》篇“茯苓戎盐汤方”下

“右三味”后补“为散,饮服五分匕,日三服”。俞

桥本、徐镕本、赵开美本皆无。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篇“寸口脉弦

而大,弦则为减,……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

亡血”,《衍义》“亡血”后补“失精”二字。《血痹

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亦载此条文,有“失精”二
字,可参。又,“半产漏下”与“亡血失精”相对

应,是知邓珍本显脱“失精”二字。俞桥本、徐镕

本、赵开美本均无。
《妇人妊娠病》篇“芎归胶艾汤方”下“干地

黄”补“四两”。查吴迁抄本补“四两”;《备急千

金要方》卷二《妇人方上》载“胶艾汤方”,干地黄

亦作“四两”,可知仲景原作“四两”[30]27。同篇

“白术散方”下“牡蛎”补“二分”,俞桥本、徐镕

本、赵开美本均无。
《妇人杂病》篇“肾气丸方”下“泽泻”补“三

两”。徐镕本、赵开美本同。

以上所补内容,多为药物计量阙如,不排除

邓珍本漏写或漏抄。其中有三条俞桥本、徐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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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赵开美本均未补充,尤其是“茯苓戎盐汤方”

下缺文,甚是明显。可见,俞桥、徐镕、赵开美在

校刻时并未参照赵良仁本,这也印证了赵良仁

本在当时流传极少。但《脉望馆书目》中记载了

《衍义》本,此书目为赵开美家藏目录,其理应见

过此书,但并未据此本完善邓珍本。有学者研

究认为,《脉望馆书目》所录书籍仅具书名及本

数,不载卷数及撰人姓名,颇为简略,似出于门

人之手[34]。或可作为沿袭错误之解释。

6.3 质疑邓珍本内容

《衍义》还对邓珍本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

例如:
《水气病》篇:“咳而喘,不渴者,此为脾胀,

其状如肿,发汗即愈”。

注释为:“咳而喘者,是肺之候也。二脏之

病俱见者,由肾脉上贯肝入肺,乃标本俱病。今

言脾胀,恐肺字之误。且《灵枢》曰:肺是动病则

肺胀满,膨膨而喘咳是也。”赵良仁未改原文,但
对“脾胀”提出质疑。在前《肺痿肺痈咳嗽上气

病脉证治》篇中有云“咳而上气,此为肺胀”语。

故周扬俊《二注》中直接作“肺胀”,下引赵良仁

注文,后世注家多同。徐彬本后有小字校文“恐
是肺字”,沈明宗本有校文“当作肺字”,尤怡本、

陈念祖本直接作“肺胀”,丹波元简《金匮玉函要

略辑义》中小字校文“脾胀,诸注作肺胀为解,似

是”[35]。

《金匮方论衍义》作为《金匮要略》最早的注

释本,也是明代唯一的注本,其地位不言而喻。

且出现在邓珍本之后、其余传本之前,版本校勘

价值显得尤为重要。惜未行刊刻,现存抄本亦

残缺不全,幸经周扬俊搜集整理,刊行于世。二

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
(注:本文所引《金匮方论衍义》原文皆出自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二年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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