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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新安医家家刻医籍史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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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新安医家创办刻坊，利用自家刻坊刊刻自己或他人编撰的医籍的现象逐渐兴起。其现象产生的因素：一

是明代徽州地区大量援儒入医者增多，为了树碑扬名，编撰医书蔚然成风，大量的医书需要刊行；二是公共刻坊为了

趋利避害，抬高刊资，致使医家无力支付，而自办刻坊则相对刊资低；三是刻工与医家之间的内容沟通由于路途较远

而多有疏漏，自办则无此顾忌；四是刻工基数大、工价低，医家能够以较低价格招到刻工，降低刊刻的人工成本。医

家自办刻坊的价值与影响在于不仅使医家扬名，而且促进了医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的传播，为当地乃至整个中医

学事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随着自家刻坊刊行医籍的增多，一些医籍不仅在国内流传，还传播到海外，并被海外学

者翻刻与研究，对国内外中医学术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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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地处皖南，是中国雕版印刷术应用较早的

地区之一，迄今已有１０００多年的历史，由于雕版印

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徽州刻书业远近闻名。在唐

代中晚期，歙县就有了图书刻印，经过宋元时期的发

展，至明代达到鼎盛。明代后期，徽州刻书业跃居世

界领先地位，且成为四大刻书中心之一［１］。而医籍

作为传播中医药知识的重要载体，其刊印对中医药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笔者就明代新安

医家家刻医籍及版本流传情况进行阐述，探讨其中

的背景原因、价值和影响。

１　新安医家家刻医籍概述

徽州刻书业发展迅速，在明代达到鼎盛，并涉及

官刻、坊刻、私家刻等３种刻书形式。明万历以前，

徽刻以私家刻为主；万历至崇祯年间，刻坊数量增

多，徽刻则以坊刻为主。而官刻相对坊刻、私家刻来

说，并不突出［２］。由于社会对于医籍的需求量增大，

以及徽州地区“尚文”风气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医家

著书立说，并且随着著书立说之风盛行，一些医家设

立刻坊刊刻医籍在徽州地区蔚然成风。经调查统

计，现将明代新安医家刊刻医籍以及流传情况进行

归纳，见表１。

除了以上有明确家刻刻坊名称外，还有一些医

家或者后人也进行医家编撰医书以及他人医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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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但是并没有刻坊名称的情况存在。据《徽州刻书

史长编》［３］记载，程充、陈嘉谟、江馞、孙一奎、程伊、

程从周、程、程、方广、洪基、余时雨等多位医家

即属于这种情况。

笔者对以上新安医家刊刻医籍情况进行梳理分

析发现，明代徽州医家家刻医籍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新安医家家刻医籍的时间跨度主要是从

明成化到明末崇祯近２００年间，刊刻医籍密度又主

要集中在明朝嘉靖至万历的近１００年间，而崇祯年

间则略次之，成化、弘治、天启年间则再次之。

其次，新安医家自办刻坊刊刻医籍的情况在明

代较为普遍，其中多数医家又以刊刻自己编撰的医

籍为主，也有少数医家除刊刻自己的医籍外，也刊刻

其他医家的医籍，如徐春甫“保元堂”、程嘉祥“摄元

堂”、方有执“浩然楼”的医籍等。还有个别医家创办

刻坊仅是出版别的医家的医籍，并未出版自己的医

籍，如汪济川的“主一斋”等。

再次，明代新安医家创办的大部分私家刻坊存

在的时间并不长，多集中在明代，只有少数刻坊延续

到清代初期，如徐春甫“保元堂”、方有执的“浩然

楼”、程衍道的“经余堂”等。后人仍在自家刻坊中进

行医籍的刊刻活动。其背后的原因极可能是大多数

刻坊当初创办的目的仅是为了刊刻出版医家自己编

撰的医籍而设，待其编撰的医籍出版之后，这些医家

又非依靠刻坊作为营生的手段而自然停办，最终多

匿迹于世了。

最后，明代这些新安医家家刻的医籍，至今在国

内外也多有收藏，有的不止一家图书馆有藏，也不止

藏收一套。也有如“保和堂”刻的《伤寒类证便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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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明代徽州医家刊刻医籍情况

医家 刻书堂号 刻书情况 版本流传

陆彦功 保和堂 《伤寒类证便览》十二卷，“保和堂”刻于明弘

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年）

该版国内馆藏未见；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

书馆藏有据该版的复制本；日本国立公文

书馆内阁文库有藏

汪机（１４６３—

１５３９年）

朴墅斋、朴墅

汪氏祠堂
①《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朴墅斋”刻于

明嘉靖年间
①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②《汪石山医书八种》，“朴墅汪氏祠堂”刻于

明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年）至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
年）

②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③《石山医案》三卷附录一卷，门人陈桷校刻

于明嘉靖十年（１５３１年）
③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④《痘治理辨》一卷附方一卷，汪机自刻于明

嘉靖十年辛卯（１５３１年）
④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

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⑤明戴思恭撰、明汪机编《推求师意》，其弟子

陈桷刻于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年）
⑤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⑥《石山医案》三卷附录一卷，朴墅汪惟校刻

于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
⑥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

未见

⑦《针灸问对》三卷，“朴墅斋”刻于明崇祯六

年（１６３３年）
⑦安徽省蚌埠市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

见

⑧元戴启宗撰、明朱生节抄、明汪机补订《脉

诀刊误》二卷补录二卷，其孙汪邦铎家刻于明

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年）

⑧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和安徽省图

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⑨《石山医案》三卷附录一卷，“朴墅斋”刻于

明末
⑨上海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汪济川（１４７８—

１５４５年）

主一斋（又名

主鰄斋、生一

斋）

①隋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主一

斋”刻于明嘉靖年间
①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②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编、金成无己注《注

解伤寒论》十卷，“生一斋”刻于明嘉靖二十四

年（１５４５年）

②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徐春甫（１５２０—

１５９６年）

保元堂 《医学入门捷径六书》六卷，“保元堂”刻于明

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年）

国内馆藏未见；国外馆藏未见

吴正伦（１５２２—

１５６８年）

木石山房 ①《养生类要》二卷，其族人吴敖以“木石山

房”为名刻于明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年）
①上海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②《脉症治方》四卷，其曾孙吴冲孺家刻于清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
②国内馆藏未见；国外馆藏未见

方有执（１５２３—

１５９９年）

浩然楼 ①《伤寒论条辨》八卷，方有执家刻于明万历

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
①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②窦汉卿撰《疮疡经验全书》十三卷，“浩然

楼”刻于明崇祯年间
②国内馆藏未见；国外馆藏未见

黄俅（１５３８—

１６１１年）

琼芝室（或琼

芝堂）

《黄帝内经素问节文注释》十卷，“琼芝室”刻

于明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

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吴
"

（１５５１—

１６２０年）

亮明斋 ①《医方考》六卷附《脉语》二卷，“亮明斋”刻

于明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年）
①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②《黄帝内经素问吴注》二十四卷，石室自刻

于明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年）
②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程衍道（１５８７—

１６６７年）

经余居、经余

堂
①唐王焘撰、宋林亿校注、明程衍道重订《外

台秘要》四十卷，“经余居”刻于明崇祯十三年

（１６４０年）

①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日本国立公文书

馆内阁文库、京都大学图书馆和早稻田大

学图书馆有藏

②明龚廷贤撰《万病回春》八卷，“经余堂”刻

于清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
②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③明李中立撰《本草原始》十二卷，“经余堂”

刻于清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年）
③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④明杨继洲撰《针灸大成》十卷，“经余堂”刻

于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
④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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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医家 刻书堂号 刻书情况 版本流传

程嘉祥 摄元堂 ①《程氏家传经验痧麻痘疹秘要妙集》五卷，

自刻于明崇祯年间
①国内馆藏未见；国外馆藏未见

②明李时珍撰《本草纲目》五十二卷《附图》二

卷，“摄元堂”重刊于明崇祯年间
②国内馆藏未见；国外馆藏未见

郑泽 墨宝斋 《重校（证）本草单方》六卷，“墨宝斋”刻于明

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

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馆藏未见

唐玄真 五松阁 ①《痘疹奇衡》二卷附《青囊明辨》一卷，“五松

阁”刻于明天启年间
①国内馆藏未见；国外馆藏未见

②《痘疹奇衡》二卷附《青囊明辨》一卷，“五松

阁”刻于清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
②国家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有藏；国外

馆藏未见

孙文胤 仁寿堂 《丹台玉案》六卷，“仁寿堂”刻于明崇祯十年

（１６３７年）

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内阁文库有藏

汪机家刻医籍的部分版本、“木石山房”刻的《养生类

要》、“五松阁”刻的《痘疹奇衡》等版本在国内仅有个

别藏馆者。国内外藏书机构也有收藏由别的公共刻

坊翻刻这些家刻医籍的版本。新安医家家刻医籍也

有流传至海外的，如“保和堂”的《伤寒类证便览》、

“经余居”的《外台秘要》、“仁寿堂”的《丹台玉案》，目

前就被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经余居”

的《外台秘要》被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和京都大学

图书馆收藏。

２　新安医家创办自家刻坊的原因分析

明代时期，尤其是中后期，新安地域从事医学的

人员增多，大多数未能由儒入仕的读书人，转而援儒

入医。这些学者在医界勤于耕耘，除医术高明外，还

积极著述，如汪机、汪宦、程衍道。由于当时一些

客观因素，医家们最终决定自己创办刻坊刊行自己编撰

的医籍，笔者认为其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公共刻坊资费过高　明代随着读书人的增多，

当地公共刻坊的兴起蔚然成风，所刊行的书籍多为

满足读书人考功名而必需的儒家书籍。这些公共刻

坊均以盈利为目的，会精心挑选畅销书进行刊刻贩

卖［４］，而对一些名气仅限于当地的医家的自编医籍，

因考虑销量等原因多半采取抬高刊刻价格，或者委

婉拒绝不予刊刻。由于刊刻资费过高，超过医家所

能承受的范围，使得许多医家放弃通过公共刻坊刊

刻自编医籍的念想，转而自办刻坊刻书，这可能是原

因之一。

２．２　刻工与著者缺少交流　在明初及以前，徽州刻

书业发展还不尽完善，刻坊的刻工和著者之间少有

及时的交流与沟通，导致刻工刊刻时并不能完全了

解作者的意图，刻书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错漏［５］。医

籍不同于其他书籍，其中的医学知识差之毫厘，却会

贻误疗效，甚至有生死之虞。加之有些医家著作丰

富，如吴
"

撰有著作８部计３８卷、汪机撰有著作１３

种７０卷、徐春甫编撰《古今医统大全》计１００卷、孙

一奎撰有著作４种３９卷。这么多的医籍在刊刻过

程中会使原先细微的刊刻失误被无限放大，后果是

相当严重的。于是医家能与刻工进行密切的交流和

沟通，从而能够对所刻医籍准确性有所保障，是这些

医家想要创办自己刻坊的另一个原因。

２．３　刻工基数较大，雇佣工价低廉　历史上徽刻之

所以发展壮大，与徽州刻工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徽州

刻工又以“黄、吴、程、汪、仇”等姓氏为主，其中又以

黄氏刻工为最［５］。虽然徽州刻工的整体成就较高，

但由于基数较大，从而导致当地刻工工价不高。叶

德辉《书林清话》中以明代《豫章罗氏文集》为例计算

了这本书的工价：“明时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

《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

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八十三片，上下二帙，

一百六十一叶，绣梓工资二十四两，木记，以一版两

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资一钱五分有奇。其价甚

廉。”［６］因此，徽州地区确实存在着刻工人数较多，且

工价较低廉的情况，这也是医家创办自己刻坊的经

济因素之一。

３　新安医家家刻医籍的价值与影响

自新安医家创办自己刻坊刊刻医籍，其对地方

医学的传播，乃至对中医学的发展均形成了较高的

价值和积极的影响。

３．１　家刻医籍促进了医学思想的传播　文以载道，

书籍作为文化知识传播交流的主要载体，在古代文

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新安医家自办刻

坊，刊刻自己编撰的医籍，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有

资料记载的新安医籍有千余种，仅《新安医籍考》中

著录的现存、亡佚以及未见医籍就有８５０余种
［７］，其

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医籍是出自医家自刻的。这些家

刻医籍对医家学术思想以及临证经验的传播，无疑

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吴
"

编撰的《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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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刊行后传播海内外，直接促进了后世对方剂全

面注解的风气，为方剂学的内涵发展作出了新的学

术贡献。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详述了其在京创

办的“一体堂宅仁医会”，在当时的民间医学团体规

模和举措上，都是开古代民间医学团体之先河。江

馞父子《名医类案》的刊行，开启了医案类医籍编撰

的先河，推动了后世医案书籍的编撰刊行。孙一奎

《医旨绪余》中“命门动气说”是继《难经》“右肾命门”

说后的又一次全新的学术探讨，其刊行对中医脏腑

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汪机《石山医案》中探

讨的“营卫论”，并据此提出的“参芪双补说”，对时医

错误地理解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流弊进行了

纠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提出的“错简重订”观，

随着医籍的传播，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研

究《伤寒论》的“错简重订派”，对伤寒学的研究与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安医家学术思想的传播与家

刻医书有着密切的关系。

３．２　家刻医籍促进了当地医学事业的发展　明代

中后期，新安医家自己创办刻坊，刊刻自己或他人编

撰的医籍，促进了当地医学教育的发展和医学队伍

的壮大。随着大量习举业人员援儒入医，编书写书

的动力增强，一些医家想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经验

流传下去，如汪机所云“患吾子孙有志于是者，非二

十年之功弗能究竟其理，……乐守是道，以承吾志”。

家刻的出现与社会的需求正好吻合，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社会学医行医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当地医学事

业的发展。

３．３　医籍增多扩大了新安医家的知名度　随着自

办刻坊刊行的医籍流行于世，新安医家的学术思想

和经验逐渐被域内外医界知晓和认可。如《明史·

方技传》对汪机的评价：“吴县张颐，祁门汪机，常熟

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还有一些明代新

安医家也多在徽州地方志中被记载。清代《歙县

志·方技传》有载明代新安医家：“吴正伦之《脉症治

方》《养生类要》……，吴
"

之《医方考》……，程《太

素脉诀》《经验方》，程之《松崖医径》……，江馞之

《名医类案》……，方有执之《伤寒辨论》……，挟一刀

圭，悬壶市上，屡著活人续者亦难为屈指计矣。”在古

代医家地位相较于士大夫和著名文人比较低下的情

况下，能够被正史记载，也是较为罕见，可见医籍的

流传才使得这些医家的知名度得以扩大。

３．４　新安医家家刻医籍的流传与影响　从上述统

计内容可知，新安医家刻坊刊行的医籍（包括自编与

他编的），流布于海内外，目前国内外仍存有新安医

家家刻的医籍。从一些医籍目录记载来看，国外流

传地以当时的朝鲜和日本为主。程衍道“经余居”所

刻的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因刻工精细，质量优

异，成为后世诸多学者校刻时所参照的“底本”“善

本”，传入日本后，日本学者又据此翻刻。又据日本

丹波元胤编撰的《中国医籍考》（１８２６年）中记录的均

是流传于日本的中国医籍，还有中国学者严绍?编撰

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也著录了流传于日本的新安

医家著作。如记录汪机的医著（其中有非汪机家刻的

书）《伤寒选录》《医学原理》《读素问钞》《石山医案》

《外科理例》《痘治理辨》等；吴
"

的医籍有《素问吴注》

《医方考》《脉语》《针方六集》等；徐春甫编撰的《古今

医统大全》《内经要旨》《妇科心镜》《螽斯广育》《医学

入门捷径六书》等。流传于朝鲜的有汪机的《痘治理

辨》、吴
"

的《医方考》《脉语》等。更有日本学者将这

些书翻刻刊行或者抄录。这些流传于国内外的新安

医籍中，虽然不完全是新安医家家刻医籍，但仅从现

存的家刻本收藏情况来看，就足以说明新安医家家刻

医籍之流传与影响，无论是从其版本价值还是学术价

值来说，均在国内外中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４　小结

综上，明代新安医家设立自家刻坊的原因有经

济、学术以及当时社会等因素影响，他们利用家设刻

坊的方式刊刻了大量高质量的医籍，对当地乃至国

内外的中医学发展均产生了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不

仅宣扬了自身学术思想和经验，也为后世保留了一

些稀有的医籍文献，版本学意义重大。明代新安医

家设立刻坊的做法，也影响了清代新安医家刻坊的

形成，清代徽州地区涌现了更多的医家刻坊，为弘扬

新安医学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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