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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大大超过对脑部工作的识
别!难度也有所降低" 先民在实
践中! 对腹部脏腑把握更多细
节! 而且可以比较鱼类等水生
动物!猪犬类等哺乳动物器官!

再渐进到人体腹腔! 触类旁通
积累各类器官常识" 先秦百家
著作在述及农事# 食事的文献
中!均有大量相关记载"

其中!疱厨职称食医!掌握
腑脏知识最丰富" 据$周礼%天
官冢宰第一&'(食医!掌和王之
六食#六饮#六膳#百馐 #百酱 #

八珍之齐" )华夏首份食谱记载
的八珍 *林乃燊 !中华文化通

志"+! 集合炮豚和肝膋等八种
烹饪技法!与脏腑密切相关" 炮
豚(取豚若将 !刲之刳之 !实枣
于其腹中)" 肝膋(取狗肝一!幪
之以其膋 !濡炙之 !举燋其膋 !

不蓼)*!礼记#内则"+"

孔圣人拘泥于食物禁忌 !

(不食雏鳖!狼去肠!狗去肾!狸
去正脊!兔去尻 !狐去首 !豚去
脑! 鱼去乙! 鳖去丑,,雏尾
不盈握弗食" 舒鴈翠!鹄鸮胖!

舒凫翠 !鸡肝 !鴈肾 !鸨奥 !鹿
胃" )

!

!礼记#内则"

"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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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字符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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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器官名词! 均被
后世医书直接引用" 也就是说!

最迟至公元前
&''

年! 黄河流
域的器官知识和专用名词 !已
经成型"

足够证据表明! 在中国思
想界开放#活跃的公元前!先秦
时代与古罗马时代对人体解剖
的认识是接近的" 实物依据是!

秦始皇陵墓出土的大力士雕
塑! 时任工匠对肌肉的逼真把
握和重塑! 堪比西方解剖学发
源地的水准" 考古学家相信!东
西方文明

('''

年前已有交流!

是时! 华夏生理解剖知识接轨
世界! 华夏医学萌芽不该只有
阴阳五行经络学说一家独大"

晚清有识之士重新认

识被抛弃误读千年的

人体通识

那么!为何
('''

年后的文
化精英!有关肝脏的基本认识!

反而大大倒退了-换一种问法!

华夏医学认知! 到底与客观世
界和西方医学!差距多远- (割
肝疗父) 的纠结焦点恰好触破
这个困局"在电灯#电话#电报#

煤气#自来水#火车等代表性现
代化设施已经落户上海之时 !

传播西学信息# 技术和思想的
传统文人! 一方面靠新闻纸依
样画瓢! 另一方面却照样生活
在旧世界"

点石斋抱守(肝生于左
)

肺
藏于右)的阴阳五行所造乌龙!

思维模式与
('''

年来的思维

方式有关!独尊一种理论!一套
教化!一定程度上!抑制华夏医
学的多元发展" 治病救人的基
本手段! 仅局限在阴阳五行经
络体系中"尽管!该系统在生活
水平简朴#平均人寿低下#疾病
谱系单调的社会中! 也起了维
持健康的积极作用"

晚清知识精英的人体解剖
常识的缺失!并非偶然"

*$

世纪
+'

年代! 西医东渐早已推动西
式 医 院 登 陆 沪 上 ! 仁 济
*

,-./0

+# 公 济 *

1-.-,23

45670823

+和同仁*

6893:;-6

+

三家成立最早! 而且同仁医院
附属学堂! 招生医学生也有多
年" 全国来看!至少两名大清臣
民!即男生黄宽#女生金韵梅已
从欧美医学院毕业! 荣获医学
博士" 广州博济医院收治病患
半个世纪 !附属医学堂招收学
员

<'

余年" 葛夏女子医学堂!

亦随世界潮流落户广州"

但西医的正面社会影响
力 !此时仍普遍不足 " 到了更
下层的中小城市 !饱学士绅对
西医东渐的认识 !混淆于宗教
与神怪之间"以温州张

*$'$

年正月二十六日日记为例 !进
入

('

世纪的读书人论及西医!

津津乐道似有推崇之意! 更多
暴露出对常识的一无所知'

李君萼甫来谈! 云前日有

吃鸦片烟者
=

人! 上郡请外国

包医生诊治! 医士谓
<

人可以

用药戒断!唯一人则因病食烟!

其脏腑受毒不浅!必须解剖"初

犹为难! 经包医士许以保险始

允"即引此人入内室!用药膏贴

其额!人即晕去入死!乃剥去衣

服!先用药水抹其腹皮!出利刃

剖开胸腹! 将肝肺脏腑一概取

出洗涤! 肺肝为烟汁所熏已成

墨色!肝内有肉球一块!即割下

弃去" 然后将肝脏等一一纳入

腹中位置完密! 始用线纫合腹

皮!再用药水抹上!命人抬此人

出外!始将药膏揭去!而其人已

蹶然醒矣"

<

人问之!曰#尔有

所苦否$彼应之曰#吾方得甘寝

一向晌!何苦之有" 噫% 观于此

而后之西医之术! 洵可继中国

华元化 &佗 '遗踪者 !以视仅日

之仅读(汤头歌)*+药性赋)!悬

壶糊口者流!则更判若天渊矣"

&俞雄选编!张日记"'

按学者李世众 $晚清士绅
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
心 的 考 察 & 的 研 究

)

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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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震轩 !

*++'

年入邑庠 !为县学诸生 !终生
以教书为业 !是典型的传统学
人 "包医生则指英籍医生包莅
茂 *

>9 -9 7?@AABC

+!在 基 督
教循道公会

*+$%

年创立的温
州定理医院供职 ! 该院

*$'#

年后改名白累德医院 "

如果仅将张记载作茶
余笑话 !恐怕坐失观察晚清文
人 知 识 结 构 的 机 会 " 作 为
*+#'

年代出生者 ! 张与旅
美百人团幼童同龄 "容闳带出
的这批少年 !到了

*++'

年代 !

先后在美国大学注册者已有
#'

余人 ! 其知识结构与现代
化直接相连 " 地处东隅的秀
才 !知识结构依旧 !但开胸破
腹和洗涤脏腑 !对其脑海的冲
击 !也仅仅激起对华佗式神医
的敬仰和对江湖郎中的谴责
而已 "

当然 ! 也不乏放弃偏见 !

放下身段 !亲近西学的传统本
土学人 " 就上海而言 !

*$

世纪
中叶的学人王韬就在日记中 !

详细罗列阅读西学的风气首
先在墨海书馆朋友圈内形成 "

传统文人一贯坚守良医良相
情怀 !文人阅读医书是消遣爱
好与社交话题 "

*+&*

年 !首部
西洋解剖生理教科书 $全体新
论 &由合信译出后 !西方学院
派解剖知识 !开始进入文人视
野 !王氏朋友竞相阅读 "

$王韬日记 &录 ! (海防署
内阍胡雅堂来 ! 购泰西医书
数种去 )!且相互转达 ! (若有
泰西奇闻异书 !可投其所好 )

*

*+&+

年
$

月
*=

日 +" 又 (西
医 合 信 将 行 ! 以 书 数 种 相
赠

9 9 9 9 9 9

合君精于医理 ! 为人
浑厚朴诚 ! 亦泰西医士中之
佼佼者 " 所著有 $博物新编 &#

$全体新论 &# $西医略论 &#

$妇婴新说 &# $内科新说 &五
种 !笔墨简洁 !讲论精核 !真
传作也 )" *

*+&+

年
**

月
*<D

*=

日 +

王韬读书比较诚实 !自
知西学功底浅薄 ! 数理内容
过于深奥 ! 颂之不易理解 "

($几何原本 &八卷 !系伟烈君
与壬叔所译,,夜挑灯将此
书略展阅一过 " 因忆昔年郁
君泰峰 ! 曾垂问西人天算各
书 !何不举以赠之 - ,,予在
西馆十年矣 !于格致之学 !略
有所闻 !有终身不能明者 '一
为历算 !其心最细密 !予心粗
气浮 !必不能入 /一为西国语
言文字 ! 随学随忘 ! 心所不
喜 ! 且以舌音不强 ! 不能骤
变 ! 字则更难剖别矣 ) *

*+&+

年
*(

月
((

日 +"

有了自知之明! 文人读书
心得!就多了几分价值!比如王
韬的医学判断!还是切入关键"

(饭罢!偶阅小异所译 $内科新
说 &!下卷为西药草本 !而间杂
中药在其中" 西药性味!予所未
晓! 而其所用中药治诸病处!恐
不甚效" 予谓西人于脏腑节窍!

固属剖析精详!惟治华人内症必
不验!因纯以霸术故也" 盖不独
饮食嗜欲之不同!秉体强弱之有
异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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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西医东渐是清代西学东
渐的先声 " 洪若翰等传教士
靠金鸡纳缓解康熙疟疾后 !

满文 $解体全录必得 &成为向
皇 上 讲 述 解 剖 学 的 底 本 "

*+&'

年代起 $合信氏医书五
种 &整体介绍内科 #外科 #妇
科和解剖 ! 加上博济嘉约翰
院长翻译的临床医书 ! 傅兰
雅 $全体须知 &#德贞 $西医举
隅 &和 $全体通考 &等卫生学
著作 !以及应运而生的医学期
刊 !如最早的 $西医新报 &等 !

西医传播渠道 !足够好学者选
择 "

与此同时 !有想法的传统
医者也深受刺激与启发 !致力
于汇通中医西医者时有显现 "

王清任最早发声 !

*+<'

年代
开始破除礼教束缚 !从事尸体
观察研究 !所著 $医林改错 &乃
中国解剖史重要事件 " (余著
$医林改错 & 一书 ! 非治病全
书!乃记脏腑之书也 )!但孤胆
英雄成绩有限 "

唐宗海是
*++$

年进士 !

寓居沪上 !旨在博采融会西医
常识 !辑集 $中西汇通医经精
义 &! 虽比 $医林改错 & 高明
些 !但其笔下见识 !远离现代
医学严谨要求 "比较东洋兰学
以降的医学解剖图谱 !两相高
下立判 " 客观地评说 !虽然医
改成绩不佳 !还得冠予医学思
想家名分 "皇权之下敢于冲破
千年思想牢笼 !就是最值得称
道 的 创 新 举 动 ! 也 是 弥 补
('''

年医学思维固步停顿的
突破口 "

有趣的是 ! 北方医改缓
慢 !南方却出现一波率先掌握
西方解剖的文人 !而他们并非
出自医学领域 !一直没有获得
医学史研究的关注 "

*+<&

年
)

伯驾的广州新豆栏眼科医局 !

邀请本地画师关乔昌 !从事病
理医案记录 "流传欧美的大量
画作证实 !当年岭南画师运用
西画技巧 ! 掌握解剖常识 !水
准超越中原医者 "人体解剖的
形态构造 ! 对于医疗诊治和
绘画雕塑 !同等重要 "

从试图汇通 !到热衷结
合 !游走中医西医两界至今
大有其人 "一个世纪的探索
表明 !基于文化情怀的医术
结合与事无补 "首先直面生
活模式的改变 !疾病谱系的
扩展 !才能正视传统医学的
局限 " 晚清的困局是学习障
碍 ! 当 下 的 困 境 是 平 视 科
学 !没有交集基础的中西医
(婚配 ) ! 就连局外人王韬 !

都 看 出 了 不 妙 的 前 景 ! (纯
以霸术 )是诊疗思维的最大
禁忌 "

$作者为旅美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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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医林改错"

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东洋!解体新书"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