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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懋修重订戴天章《广瘟疫论》探微

付　鹏　杨东方　庄文元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戴天章重视瘟疫病早期阶段的辨证，发挥吴有性《瘟疫论》，著《广瘟疫论》。晚清儒医陆懋修认为吴有性《瘟疫论》
实为论温疫，戴天章《广瘟疫论》实为论温热，故对戴氏著作重加考订，悉改疫为温，削删辛温类方药，增减字句，润色行文。

虽然陆氏在整理他人著作时，依己观点径改原文字句并附加己意的行为值得商榷，但陆氏的重订使得《广温热论》得以流

传，影响后学。后世医家何廉臣评价其“论温热症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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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儒医陆懋修的《广温热论》是医学史上著
名的温病学著作，该书乃重订清初医家戴天章《广瘟

疫论》而成。陆氏的重订在《广温热论·序》［１］中有

简要说明，“删去论中‘尸气’‘腐气’等语，及后幅大

青龙一方”，使全文“绝无羼入瘟疫之处，亦无夹杂

伤寒之处”，将“凡所称‘时行’‘疫疠’者，悉改之曰

‘温邪’”；而且在《广温热论·卷之一·辨气》［１］首

缀“世之治伤寒者，每误以温热治之；治温热者，又误

以伤寒治之，此辨不明也”，以明示其重订之意。除

了陆氏自述外，他还做了多处改动。具体如下。

１　分类综述
１１　书名与序跋的改动　陆懋修更改书名《广瘟疫
论》为《广温热论》，新增序文《重订戴北山广温热论

序》１篇冠首，将戴氏原著《自序》更名为《戴序》，原

《戴祖启序》更名为《跋》，文末增《跋》一篇，落款“光

绪四年戊寅七月　陆懋修识”。陆氏通过书名与序
跋的增加与改动，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温病学术观

点，概要阐述了重订动机及方式。

１２　目录的微调　陆氏称戴北山《广瘟疫论》“以
温热与伤寒辨，条分缕析，诸病疏明……此书实足为

温热病正法眼藏矣”［１］，故基本完整保持了戴氏原著

的目录框架，略作微调：１）调换顺序，如调《卷之一》
原列《夹疝》后的《夹心胃痛》于《夹哮喘》后；２）更改
字词，如《卷之一》改《夹血》为《夹蓄血》，《卷之三》

改《舌强附舌痿》为《舌强、舌痿》；３）删除篇目，如删
除《卷之三·唇燥》；四、合并同类篇目，如《卷之三》

并《多言》《谵语》《狂》为《谵语发狂》，共计微调１８
处，以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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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文本字句的删改
１３１　字词的全文替换　除上述陆氏自述替换“时
疫”等字为“温邪”外，他还将原文凡提到“气、色、

神、舌、脉辨法”统一概称“五辨法”以简约行文；将

戴氏的《卷之四》中《汗法》篇“伤寒汗不厌早、时疫

汗不厌迟”、《下法》篇“伤寒下不厌迟，时疫下不厌

早”［１］的“厌”均替换为“嫌”，推测可能是个人惯用

语的差异。

１３２　更改原书方药　如《卷之一·辨温热之气与
风寒异受》中“方其初传在表，即宜凉解，大青龙汤、

六神通散、九味羌活汤、葳蕤汤、大羌活汤、人参败毒

散……”改为“初传即宜凉解，葛根黄芩黄连汤、白

虎汤、人参白虎汤、九味羌活汤、葳蕤汤、人参败毒散

……”［１］删辛温的大青龙汤、六神通散，将治疗阳明

热病的葛根黄芩黄连汤、白虎汤、人参白虎汤冠于原

主方之前；此外，《卷之二·头痛》篇，陆氏将《广瘟

疫论》同名篇中关于时疫头痛辨证用药大幅删改，表

明他认为温热“纯是热证，绝无寒证”［１］。故每遇辛

温方药，陆氏常常仔细斟酌，并结合自己临床体会进

行删改，以明“温热”之义，同时反映他将温热病统

于伤寒阳明病的学术特点。

１３３　润色文字　排除陆氏所见《广瘟疫论》底本
与当今所见主流底本（乾隆四十八年本）版本差异

因素外，细研两书，对原文字词句段的润色是陆氏重

订的一大亮点，展示出他一代儒医的深厚文字功底。

字词方面，陆氏或削删累赘，或增补缺漏，或增

改关联词，清晰脉络。如《卷之一·夹脾虚》中“且

往往复之再三”简作“且往复再三”［１］；《卷之三·昏

沉》中“腹满硬痛者”［１］之后增词“胃结”，以呼应后

文“痛而软者，蓄血”［１］；《卷之二·发热》中“时疫发

热与风寒杂证同，其发热时，气、色、神、脉、舌苔则不

同。辨得为时疫发热，……发热表证居多，……邪退

正虚发热。而表证发热……”［１］增改关联词后作

“温证发热与风寒同，而以五辨法辨之则不同。……

盖发热表证居多，……邪退正虚发热者。此时用药

最要清楚，头绪不差，即后来传变多危，救之亦易。

凡表证发热……”［１］。

句段方面，陆氏常从文意的整体把握出发，对原

文以或增述己见，或简约整饬，或补漏发微等综合润

色，使得表意更加晓畅。

如删去戴氏《卷之一·一辨气》中“五行原各有

臭气，……其触人不可名状”关于“五行臭气”的玄

奥论述［１］。

又如《卷之一·兼暑》中“治法于时疫诸方中，

微减发表之味，如用羌即不用独，用柴即不用前，盖

时疫多汗，暑症更多汗，两邪逼出表汗，则表必虚，故

发表之味不可重复也。寒润之药尤宜减，清热之味

亦宜减。以邪从表出，郁热必轻，过用清凉，恐致寒

中而增呕胀、泄利。况表气太泄，里气必虚，易犯厥

脱之症，故清凉寒润不可太多也。最宜加用分利燥

脾之品，木通为上，滑石次之，猪苓、赤茯、泽泻又次

之，盖分利则暑与疫皆从清道而出，邪有去路，正不

必徒以寒凉逆折取效也”［１］。陆氏将“微减发表之

味”作“微兼发表之味”，使治疫本有发表药而需做

减法的文意，变为治温邪本无发表药而需做加法；删

去“两邪逼出表汗”，“故发表之味不可重复也，寒润

之药尤宜减，清热之味亦宜减”，“正不必徒以寒凉

逆折取效也”，同时顺乎前文“减”作“兼”；“恐致寒

中而增呕胀、泄利”概称为“恐致寒中之变”；删“也”

“之品”，增“而”，简约文辞，通顺文意。

特别的，《卷之一·夹血》中“有痛不可按而濡

者，即为蓄血确验”［１］校为“有痛不可按而涩者，即

为蓄血确验”［１］。本篇前后脉象描述均为芤、涩；芤

主失血，涩主血瘀，而濡主虚证或湿困，与“有痛而不

可按”的蓄血证不符，故依理校改原文“濡”为“涩”。

虽然只改了一个字，但却需要全文上下把握以及临

床实践，足见陆氏重订之精微。

然而，陆氏将戴氏原著中《卷之一·兼疟》“吴

又可曰：疟疾二三发……仍以疟法治之。愚按：时疫

与疟病不甚相远……”［１］的“愚按”二字删除，则有

吴又可引文与后人发挥生混杂之嫌。此外，《卷之四

·辨似》中“邪在里也，其脉当滑”［１］句，原文出小字

按语“滑当作洪”云云，但《广温热论》此处径改为

“滑”为“洪”，删去校注［１］，则有主观径改之弊。

１４　重订附方　《广瘟疫论》附方８３首，《广温热
论》实际附方 ６７首（《广温热论方》注“共七十四
方”）。两书相同方剂共有６３首，大体以清热、解表、
泻下、补益、和解剂为主，《广温热论》删去戴氏原著

附方中的大青龙汤、六神通解散、炙甘草汤、六味地

黄汤、生脉散、四物汤、导赤泻心汤、归脾汤、防风通

圣散、补中益气汤、犀角地黄汤、藿香正气散、橘皮半

夏汤、竹叶石膏汤、大半夏汤、白虎举斑汤、八珍汤、

吴氏安神养血汤、犀角大青汤、柴葛五苓散（计 ２０
方）；增加五苓散、导赤散、蜜煎导、猪胆导（计 ４
方），均为《伤寒论》经方。

特别对细辛（九味羌活汤、大羌活汤）、麻黄（葳

蕤汤）、桂枝（五苓散、阳旦汤）、五味子（人参养营

汤吴氏）、熟地黄（人参养营汤吴氏）加□。这是陆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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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附方的一大特点。对此，附方文末懋修案，“所选

各方，除必应淘汰者十方业经删去，其余方中药味仍

仍有必不可用者，则加“□”式以别之［１］。”

究其原因，陆氏门下学生冯汝玖校后注称：“所

选各方皆温热病可用之方，而开首大青龙汤、六神通

解散之桂、麻、生姜必须删去，而以葛根、黄芩、黄连

及柴葛解肌为主方，则得之矣！（前方谨照原本将应

删者删去）”［１］后世李氏鹤访新评“此书未将风温、

春温、冬温等分清，而概称‘时行’，未免含混。至列

大青龙、九味羌活、沿古治温病之方，则犹疏矣。夫

温热病热从内发，岂可用大青龙中麻、桂猛发其汗

耶！若九味羌活汤，皆一派辛燥雄烈，夹入生地黄，

引邪入阴，真杂而不精之方也”［２］。

１５　陆氏重订《广温热论》的缘由　陆氏认为《广
瘟疫论》实为“专论不疫之温”。他遗憾戴天章“专

论温热而不自知其书之不可以名‘瘟疫’”。一部温

热病专论却冠以“瘟疫”的书名，陆氏表示“其误亦

甚大”。虽然陆氏生活的晚清光绪年间与明末、清康

乾时期同为灾疫群发期［４］，但是疫病并非一成不变。

晚清医家们认识到瘟疫除了温疫、还有寒疫；而寒疫

正与温热病纯热无寒相反，治法大不相同，故有必要

对前人医著进行辨析订正。此外，明末吴有性的《温

疫论》出世，对明清时期俗医不读伤寒书、乐从叶吴

新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５６］。到光绪年间，陆懋

修目睹部分时医假借叶氏之盛名，造成辛凉、滋阴之

法滥用成风［７］。他主张“以寒统温”［８］，秉持温热病

实为“伤寒中之阳明病”的观点［９］，质疑了很多治温

病的新见解［１０］。他感慨“以著书之人尚不自知其

误，而况涉猎者之印目朦心，其能不以讹传讹而贻害

无穷哉？”故“因为之改，正其文”，对其进行一番重

订［１］。

２　小结
陆懋修重订戴氏原著是三思后而所为，这一点

陆氏在《广温热论》文末题写的《跋》中体现充分。

他“命儿子润庠手录之，而于书中‘疫’字，未及一一

更改，意殊未惬，因再命施生起鹏，用粉笔涂之，以归

画一至。各家原序及所自为序，则姑仍其旧名，以存

其本来面目。盖必先将吴又可《瘟疫论》改作《温疫

论》，再将戴天章《广瘟疫论》改为《广温热论》，以清

两君作书之旨，而称名始各当耳［１］。”

清乾隆、道光时期的医家章楠认为“《广瘟疫

论》，亦未辨别尽善也”，指出其“辨析虽较又可为

详，但亦未将风温、暑湿、春温等分清，而概称为时行

瘟疫”，而且附方九味羌活汤治疗温病“杂而不精，

每见世俗混用，致害者多矣”［１１１２］。可见戴氏《广瘟

疫论》的影响之大及其弊病被后世多位医家所共

识［１１１４］。但陆氏的整理客观上却背离了“存其本来

面目”与“清两君作书之旨”的愿景，实为借题发挥

自己统温热于伤寒的温病学术观点。何廉臣评“见

其论温热症甚精，论温热病中种种发现之症，尤极明

晰，洵当今最实用之书”［２］。现代温病学家王灿晖教

授认为前人的这些看法因特定历史地域因素而具有

一定局限性与片面性：吴又可将温病一概视为烈性

传染病而与温疫混谈不符合临床实际；陆懋修将传

染流行与否作为区别温病与温疫的绝对依据亦不恰

当［１５］。

３　讨论
总体上看，《广温热论》在保持了《广瘟疫论》朴

实文风的基础上，更显文脉顺畅，重心突出，反映了

陆氏的语言文字功底在戴天章之上。虽然陆氏主观

径改行为未免以己见强加于人［１６］，但不可否认通过

陆氏的重订，使《广温热论》流传于世，以及启发后

世医家何廉臣著述《重订广温热论》。

然而，陆氏的重订也不无瑕疵。从文献整理角

度看，在重订中出现删去按语与校注的情况，以及在

整理他人著作时依据自己的观点径改其中字句并附

加己意的行为值得商榷［７］。从内容上看，后世医家

如精研伤寒的清末邴氏味清认为《广温热论》“惜多

采后人夹杂之方”，“不出羌活汤、败毒散之范围”，

“将经方辛凉之法弃而不用”，称陆氏“殆亦趋时太

甚耳”；何廉臣称“北山此书，虽经陆氏删定，而终不

能惬心贵当者，九芝先生自认之”［２］。

虽然陆氏重订戴氏《广瘟疫论》为《广温热论》，

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和主观径改行为，但他以“不得

中行与之，必也狂狷乎”的儒士风骨，来力矫时医不

良风气，并精研文本，发前人之未发，显示了晚清儒

医的治学风貌，同时为促进温病、温疫、瘟疫的深入

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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