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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心方》编纂体例特色

李浩  梁永宣  邱浩

·文献研究．

    【摘要】文章以日本古代大型综合性医书《医心方》为研究对象，通过其子目下引文内容撰次形

式为基础的卷目、子目命名及排列和相应的医学分类，尝试性探讨《医心方》的编纂体例。提m了“三

层次、五编类”是对《医心方》编纂体例集中、典型的概括的观点。“三层次”指《医心方》全书分卷目、

子目、子目下引文三个层次的编写格式。“五编类”是针对《医心方》子目下引文的篇章结构，详细分

析其撰次形式而总结的五种编辑类例，具体内容为：引文基本归类；典籍引文次序；引文文字整理特

点；引文标志及抄录格式；引文小注。该文指iL，《医心方》的编纂既体现了当时日本医家学习继承巾

国编写大型医籍博而不杂的优良传统，又折射m日本医家突出实用、务求实效、崇尚实体、讲求直观的

特点。

    【关键词】《医心方》；体例；三层次；五编类

    一、体例和医籍体例
    书籍的编写体例指著作的编写格式和篇章的

组织形式。它主要探讨材料选录、篇章体裁、表述

方式、知识归类、篇目编次等内容。体例彰显的是

书籍的表现形式，形式是为表达内容服务的，内容
是围绕中心思想展开的。因此，体例研究必然涉及

著者创作动机与思想倾向。具体而言，体例的创编

是以材料为基础的，对材料的选录反映了作者的思
想倾向，体例的创立反映了著者对所阐述内容的宏

观把握，体例的编写体现了知识类分、层次编序的

创作思路。正如清代史学大家桐城姚仲实先生在
他的《史学研究法》中所说：“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

日体（指体裁）；二日例（指类例）。必明乎体，乃能

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
两轮，未可缺一也。”

    古代中医医籍体例，指古代中医著作的编写格

式和篇章的组织形式。它反映了古代医家（或作

者）的医学视角、思想倾向，对所阐述医学内容的宏

观把握、编写思路，体现了对涉及到的中医学知识
的归类命名、篇章次序编排。通过医籍体例的研

究，可以窥见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或国别）的医家

在他所处的时代、所居的地域（或国别）对医学知识
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和“遍辨其名，详定其次”̈  -

的编撰思想。

    本文以日本古代大型综合性医书《医心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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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仅着眼于其子目下引文内容撰次形式为
基础的卷目、子目命名及排列和相应的医学分类，

尝试性探讨《医心方》的编纂体例。
    二、《医心方》学术价值及版本流传

    1．《医心方》学术价值：《医心方》为日本现存最

古医书，日本著名学者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一

书中高度评价了《医心方》，明确指出它在日本医学

史上具有无法替代的崇高地位。

    《医心方》全面辑录了中国隋唐以前医学文献

204种，共有引文万余条，引录原文均明确出典[2]。

全书内容以论述内外妇儿各科病证、汇集效方为

主，兼论明堂、针法、灸法、服食、房中、本草等。《医

心方》所引医书现今不少都已亡佚，且现存宋以前
中医古籍，多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有失旧貌，而

《医心方》所引诸书未经后世校改，很好地保留了宋
以前医书原貌，因而具有旷世难觅的学术价值。对

《医心方》进行编纂体例的探讨，将有助于了解日本

十世纪时期古医家对当时传人的中国医学全面学

习、系统掌握的真实状况。

    2．《医心方》版本流传：《医心方》30卷，日本平

安时期（约公元十世纪）丹波康赖撰著。日本医学

史上《医心方》大规模的校勘整理有三次：天养二年

（1145年）御本、医家本、宇治本三家对勘整理；宽政

三年（1791年）丹波元德会合医家本、r和寺本；江

户医学馆（十九世纪）多纪元坚、多记元昕等的校勘

刻印。

    《医心方》历代传抄本颇多，日本医史学家杉立

义一确认《医心方》流传至今的各种抄本有5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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