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 卷　 　 第 3 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Vol. 38　 No. 3
2021 年 9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Sep. 2021

[投稿日期]2021-0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20CMZ005)
[作者简介]海霞(1991-),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博士后,研究方向:典籍与文化研究,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研究。

《魏氏家藏方》在国内的流布考
海霞1,2

(1.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甘肃
 

兰州
 

730030;2.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在南宋方书编撰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受家族“儒医”情结影响,南宋人魏岘于宝庆丁亥年

(1227 年)在其家乡浙江四明(今宁波)鄞州碧溪刊刻了私家方书《魏氏家藏方》。 该书在中国从

1227 年至今时隐时现、艰难传递。 目前,对其在国内的流布问题进行历时探讨,从中可见该书的现

世保存情况并得到启示:书籍的流布命运与其刊刻、保管及研究紧密相关;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的回

归,任重而道远;中医古籍的发掘与整理是继承中医、发扬中医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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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氏家藏方》 [1] 于南宋宝庆丁亥年(1227 年)
在浙江鄞州碧溪刊刻,之前是否有抄本流传不得而

知。 该书自刊刻以来,历经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再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 794 年间艰难传递。 下

文将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对《魏氏家藏方》在“宋元、明
清、近现代”三个时间段内的流传予以探究。

一、《魏氏家藏方》在宋元时期的流布

(一)1227-1241 年在国内的流传

　 　 宝庆丁亥年(1227 年) 《魏氏家藏方》在魏岘的

家乡浙江鄞州碧溪刊刻流传开来。 直到淳祐元年

(1241 年)仍有该书在该地流传的记录。 如日本嘉

祯元年(1235 年),僧人圆尔辨圆自浙江明州港入

宋,“遍历诸山名刹,参遍江浙一带著名禅师。” [2]113,
其于淳祐元年(1241 年)拜别临安(杭州)灵隐寺的

恩师无准师范后返回日本,携带了近千卷的中国典

籍。 据今存有的《普门院经纶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
中载有圆氏赍携的宋刻本《魏氏家藏方》。 结合该书

的刊刻地与圆尔辨圆在中国的活动地域大致一致,
可推测自初次刊刻到携往日本的这十四年,浙江地

区仍有《魏氏家藏方》的刻本在流传。
再回顾魏岘所处的南宋,科技繁荣,印刷业大力

发展。 而其所居的浙江是南宋刻书业最发达的地区

之一。 雕版印刷术的大力使用,便为《魏氏家藏方》
撰成后的刊刻提供了技术支撑。 同时这一地区无论

是官营刻书业还是私营刻书业的发展都很迅速。 书

铺林立,书籍贸易兴盛,这也为该书的流通提供了市

场环境。 至于圆尔辨圆是在浙江寺庙僧人处获赠,

还是在浙江书肆中购买该书,现已不可考。

(二)1241-1368 年间在国内的流传

　 　 笔者对《魏氏家藏方》自淳祐元年(1241 年)到

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的流传做以下探究:
1. 目录书层面

参考《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 [3] 。 该丛刊除了

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外,其余的目录书均有影

印版。 依据此书来搜集这一时期的目录书。 据统

计,宋代成书在《魏氏家藏方》之后且著录医书的目

录书则有三部,如“陈振孙编撰的《直斋书录解题》
中著录医书 91 种;晁功武原撰、后姚应绩重编的《郡
斋读书志》中著录医书 51 种,书后附志增补医书 7
种;赵士炜辑考《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中著录医书 19
种” [4]11。 三者共计著录医书 168 种,均未见《魏氏家

藏方》。 元代著录医书的目录书则有两部,如元脱脱

等敕撰的“《宋史·艺文》中著录医书 509 种;马端临

所撰《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著录医书 121 种” [4]11。
两者共计著录医书 630 种,均未见《魏氏家藏方》。
因现有第一部医学专科目录为明代殷仲春编撰的

《医藏目录》,所以元及元以前无法从时人编撰的医

学专科目录来说明。 后世医学专科目录书《中国医

籍考》及《中国分省医家考》中对该书的著录则是从

丹波元胤于 1819 年编撰的《医籍考》中著录多纪氏

手中普门院所藏宋刻本的撰者、卷数及版本信息而

来,说明不了该书的流传情况,故不使用。
2. 地志史志层面

参考《宋元浙江地方志集成(14 册)》 [5] 。 《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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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丛刊》 [6] 。 查阅《宋元浙江地方志集成(14 册)》
中的《宝庆四明志》 《开庆四明序志》 《延祐四明志》
《至正四明续志》等,其中未见对魏岘及《魏氏家藏

方》的记载;《宋元地方志丛刊》是目前存世较为完

整的宋元方志,共收录方志 43 种,查阅其中的浙江

方志外,又查阅了《无锡志》《嘉定镇江志》 《临安志》
等其他相关县府方志,仍未见对魏岘及《魏氏家藏

方》有关的记载。
3. 笔记小说层面

参考《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7] 。 该书分为 7 册,
汇集宋元两代有重要影响的笔记小说 69 种。 查阅

书中《山居新语》 《山房随笔》 《至正直记》 《齐东野

语》《老学庵笔记》 等,其中未见魏岘及《魏氏家藏

方》的相关记载。
4. 后世方书征引层面

参考《宋元明清医籍年表》 [8] 。 该书是年表形式

的目录学著作,详细载录宋、元、明、清以来的古代中

医典籍,书中每一条目记有成书年代、编撰著者、流
传情况及内容简介等。 依据此目录书,对成书在

1228-1368 年且现存方书的征引文献予以查阅,未
发现有征引自《魏氏家藏方》的方剂。 所查阅方书见

表 1。
据统计,《宋元明清医籍年表》中成书在 1228-

1368 年现存的方书共计 38 种,宋代方书 22 种,元代

方书 16 种。 另有该书未收录的 2005-2016 年海外

回归的 3 部元代方书,共计 41 种。 在这 41 部现有

的方书中均未征引《魏氏家藏方》一书。

二、《魏氏家藏方》在明清时期的流布

(一)永乐年间全本见藏文渊阁

　 　 明正统六年(1441 年),在杨士奇、马愉、曹鼐等

人的共同努力下,明代国家藏书的第一部书目《文渊

阁书目》编定完成。 “全书部分卷,以千字文按架排

次,自天字至往字,共二十号,五十橱;每部书只载书

名、册数,不录作者与卷数,合计为 7256 部”,42600
多册[9]41。 “《文渊阁书目》中著录《魏氏家藏方》有

五册,全本” [10]1197。 这是《魏氏家藏方》未见流传的

200 年后首次被著录在官方目录书中。
据“杨士奇等人在《文渊阁书目·题本》中的记

载,‘查照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

九年南京取回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

书目,近奉圣旨,移贮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

切,统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 [9]30,
“据《文渊阁书目》统计,正统六年文渊阁收书约有

5800 种,7400 部” [9]42 由此可知在永乐十九年从南京

文渊阁运来的藏书并不是直接藏于北京文渊阁,而
是贮藏在“左顺门北廊”,后“移贮文渊阁东阁”。 据

史料记载,文渊阁的藏书之前并没有做过统计与编

目,而后杨士奇等人敕对这批南来图书“逐一打点”
后结合北京文渊阁存有的藏书而撰成《文渊阁书

目》。 那么,这部出现在皇家藏书之列的五册全本

《魏氏家藏方》是本就藏于北京文渊阁,还是从南京

文渊阁迁运而来? 该书又是如何流入明代的文渊阁

呢? 笔者查阅相关史料、文集及笔记等,试从文渊阁

藏书的来源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文渊阁的

藏书来源具体如下:
1. 前朝遗书

洪武元年(1368 年),徐达率军攻破元大都,“即

下令封闭元宫廷府库图籍宝物,严守宫门,禁止士卒

侵暴,从而接收了元朝宫廷的大量藏书” [11]153。 在

明人周应宾的《旧京词林志》中记道,“(洪武)二年

克燕,又令取北平府前元书籍数万卷(原注:凡两千

余部)解京,俱贮内府” [12]卷3。 同年,朱元璋又“命苏

松江浙等处取前省院诸司在库书籍解京”。 这样,明
初内府的藏书则是既有前朝宫廷遗存的书籍,又有

收自地方官府所存有的前朝遗书。 由于《魏氏家藏

方》在元一代未见其传,那么在前朝的官方藏书之列

的可能性不大。
2. 下令求书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曾多次下令在民间购求

前朝遗书。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上命有司

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阅览。 因谓侍臣詹同

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
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

而见’” [13]287。 由此则知明初朱元璋想要效仿汉武

帝购求前朝遗书而使得经典得以流传后世。 据《国

朝典汇》记载,“洪武元年四月,上命有司访求古今书

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 [14]卷22,这次是在 1368 年朱

元璋第二次下令在民间求购大量书籍。 又有明沈德

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及燕平,又诏求民间遗书,
时宋刻本有一书至十余部者” [15]68。 在这次民间的

访求遗书中购有宋刻本,由于缺乏相关文献记载及

线索,其中是否确有《魏氏家藏方》,尚不可知。 又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 “《元史》 宋濂续修后

记”中记载,“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定朔方,九州攸

同,而金匮之书悉入于秘府。 冬十有二月,乃诏儒

臣,发其所藏,纂修《元史》” [16]145。 在 1368 年明朝

而在民间搜求前朝遗书,其中也将求购而来的医书

藏于秘府之中,但是缺乏相关文献记载及线索,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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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228-1368 年且现存方书的征引《魏氏家藏方》列表

序号 时间 撰者 书名 征引情况

1 1237(宋) 陈自明撰 妇人大全良方 24 卷 无

2 1241(宋) 孙宁志增订 增修易简方论 1 卷 无

3 1242(宋) 鲁檀撰 易简方纠谬 5 卷 无

4 1243(宋) 王暐撰 续易简方论 6 卷 无

5 1251(宋) 李杲撰 兰室秘藏 3 卷 无

6 1251(宋) 李杲(题朱丹溪撰) 医学发明 1 卷 无

7 1251(宋) 李杲(题朱丹溪撰) 活法机要 1 卷 无

8 1251(宋) 严用和撰 严氏济生方 10 卷 无

9 1254(宋) 陈文中撰 小儿病原方论 4 卷 无

10 1254(宋) 郑慧卿编集
续集诸家婴儿病症

幼幼方论 10 卷
无

11 1260(宋) 黎民寿撰 黎居士易简方论 无

12 1262(宋) 杨世瀛撰 仁斋直指小儿方论 5 卷 无

13 1264(宋) 杨世瀛撰 仁斋直指方 26 卷 无

14 1265(宋) 薛古愚撰郑敷政编 薛氏济阴万金书 无

15 1266(宋) 朱佐撰 类编朱氏集验医方 15 卷 无

16 1266(宋) 李杲撰 东垣试效方 9 卷 无

17 1267(宋) 严用和撰 济生续方 8 卷 无

18 1267(宋) 许国祯撰 御药院方 无

19 1271(宋) 陈自明撰 管见大全良方 10 卷 无

20 1275(宋) 滕伯祥撰 走马急疳治疗奇方 1 卷 无

21 1278(宋) 无名氏撰 急救仙方 6 卷 无

22 1279(宋) 无名氏撰 产宝诸方 1 卷 无

23 1281(元) 罗天益撰 卫生保鉴 24 卷 无

24 1283(元) 释继洪纂修 岭南卫生方 3 卷 无

25 1294(元) 史演山撰 活幼口议 20 卷 无

26 1294(元) 曾世荣撰 活幼心书 3 卷 无

27 1307(元) 陈直撰 寿亲养老新书 4 卷 无

28 1321(元) 孙允贤撰 医方大成 10 卷 无

29 1326(元) 沙图穆苏撰 瑞竹堂经验方 无

30 1331(元) 李仲南撰 永类钤方 无

31 1335(元) 齐德之撰 外科精义 2 卷 无

32 1337(元) 危亦林撰 世医得效方 19 卷 无

33 1348(元) 葛长久撰 十药神书 1 卷 无

34 1355(元) 艾元英撰 如宜方 2 卷 无

35 1356(元) 朱震亨撰 局方发挥 1 卷 无

36 1360(元) 汪汝懋撰 山居四要 4 卷 无

37 1362(元) 朱震亨撰 金匮勾玄 3 卷 无

38 1367(元) 无名氏撰 回回药方 36 卷 无

　 　 说明:此表格中的方书依据的是刘时觉 2005 年编著的《宋元明清医籍年表》,书中收录 2002-2003 年郑金生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中的方书 11 种。 但《宋元明清医籍年表》中没有收录 2005-2016 年“国内外失传

中医善本古籍的抢救回归与发掘研究”课题组海外回归的元代方书:孙允贤类编、熊彦明增补《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孙仁

存撰《仁存孙氏治病活法秘方》,滑寿撰《五脏方》。 在这三部方书中也未征引《魏氏家藏方》一书。

是否确有 《魏氏家藏方》,尚不可知。 明成祖初年

(1402 年),朱棣下令编攥 《 永乐大典》 (《 文献大

成》),这时他又下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

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

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17]2,次年书成,“上览所进书向

多未备,遂命重修” [13]627,于是“永乐四年四月,……遂

召礼部尚书郑赐,命以访求遗书。 ……乃遣庶吉士

秦政学及进士刘浚等四出搜讨。 凡天文地理释道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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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以及稗官野语之书,靡不收者” [14]卷3。 于是,再一

次征集的书籍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医书。 但是其中

对《魏氏家藏方》是否就在这次征书时便流入文渊阁

仍旧无从考证。
3. 民间人士向朝廷主动献书

在目前能够查找到的进献书籍的记载及明清笔

记中,尚未看到有人进献《魏氏家藏方》一书。 永乐

三年(1405 年)成祖朱棣下令姚广孝、解缙等人再次

重修《文献大成》时,动用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
再者,《永乐大典》的总监修官姚广孝乃名医之子,修
纂《永乐大典》的副总裁赵友同、蒋用文乃著名御医,
除他们之外,还有许多医学名家,其中包括魏氏一族

的后人魏骥。 “公魏氏讳骥,字仲芳,绍兴萧山人也。
永乐四年会试乙榜,为松江府学训导,迁太常寺博

士。 甲辰,从征,国有大事,公悉与闻。 ……天顺甲

申诏下,进阶荣禄大夫。 尝纂修永乐大典” [18] 。 魏

骥虽与魏岘分属魏氏不同支系,但属同一宗族。 魏

骥仍藏有《魏氏家藏方》一书也并非不可能。 那么,
撰修大典之时,魏骥作为编撰者之一,将家藏方书编

入皇帝重视的类书当中,使家藏之书成为国家图书

的一部分。 而后《魏氏家藏方》顺势流入北京文渊阁

也不是没有可能。 永乐五年(1407 年) 明成祖朱棣

看到进呈的《永乐大典》定稿,甚是满意并为该书作

序。 永乐六年(1408 年)冬天《永乐大典》正式成书。
《永乐大典》所辑录的书籍均未做更改,全部是依据

原文献整部、完篇或全段抄录,笔者再次查阅今存

《永乐大典目录》并从中看到《永乐大典》中征引《魏

氏家藏方》中的方剂 8 篇。 那么,由此可知在永乐三

年(1405 年) 重新撰修《永乐大典》 时, 《魏氏家藏

方》见藏文渊阁中。 杨士奇在《翰林记》中又载,“维

翰初为典籍,天下古今载籍皆储文渊阁,岁久卷帙混

乱,简编坏折” [12]卷22。 故其受命将从南京文渊阁运

往北京文渊阁的书籍予以统计编目。 在明正统六年

(1441 年)的“《文渊阁书目》中著录《魏氏家藏方》”
的五册全本。

(二)万历年间残本尚存文渊阁

　 　 文渊阁又称内阁。 明姚广孝在《逃虚子诗续集》
中写道,“海宁孙子良氏聪明好学,永乐元年登春闱

及第,荣除庶吉士,复选入内阁读书学文” [9]80。 《胡

文穆公文集》中载道,“今天子诏求善书者,有司首举

生应招,试高等,命日习书法帖于内阁” [12]卷12。 又如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所载,“永乐初,建内阁于东阁

(角)门内,以解缙等七人在阁办事,以备顾问” [11]337,
文渊阁为“机密之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

入,违者治罪不饶”。 自此,内阁与文渊阁真正合二

为一,凡是进入内阁便是说进入文渊阁中。 万历三

十三年(1605 年)由孙能传等人奉旨完成内阁编校

工作并成书《内阁书目》8 卷。 《内阁书目》实为《文

渊阁书目》的摘抄本,分类依旧沿袭后者,但是没有

按橱排列,而是按类别来分。 对著录书籍也简要介

绍或仅有书名、 册数及全缺 ( 不全), 别无其他。
“《内阁书目》 中著录 《 魏氏家藏方》 为 2 册, 不

全” [10]1197。 《魏氏家藏方》在永乐三年(1405 年)全

本流入文渊阁后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 的 200
年中出现了阙散,已从 5 册变成了 2 册。 但这 200
年间《魏氏家藏方》一直存于文渊阁内。

藏于皇家书阁的书籍本应精心保管,管理严格,
记录明确,但是馆藏的《魏氏家藏方》却有阙散。 因

资料有限,笔者试作探究:
第一,火灾。 文渊阁自身的建筑材质为木头,遇

火楼毁书亡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查阅相关资料,
波及文渊阁的火灾共有 3 次。 永乐十九年 ( 1421
年)文渊阁发生火灾,及时营救,书籍被转移,并没有

损毁,与《魏氏家藏方》无关。 正统十四年(1449 年)
南京文渊阁起火,书籍尽毁,但是复本已于正统六年

(1441 年) 北上汇入北京文渊阁之中且见全本,与

《魏氏家藏方》 的阙散无关。 万历二十五年( 1597
年)发生火灾,据沈一贯《敬事草》 中所载,“ ……今

日火灾异常,三殿告烬。 ……今日火势由西北至东

南,旋转延烧,将及内阁。 内阁与承运相连,得内外

诸臣竭力营救。 今内阁西制敕房三间二披俱被

焚” [19]卷2,当日的文书、稿薄没有来得及搬取而被烧

毁,但是内阁中堂东诰房所贮藏的书籍得以保存,这
与《魏氏家藏方》的阙散无关联。 因此,明代 3 次波

及文渊阁的火灾均与《魏氏家藏方》在文渊阁中阙散

无关,那么排除火灾,便有他因。
第二,盗取。 明代中期以后,统治者沉湎于酒色

之中,而不理朝政。 文渊阁书籍的阙散便与此相关。
王肯堂在《郁冈斋笔麈》中所载,“文渊阁藏书皆宋

元秘阁所遗,虽不甚精,然无不宋板者。 因典籍多赀

生,既不知爱重,阁老亦漫不检省,往往为人取去。
余尝于溧阳马氏楼中见种类甚多,每册皆有文渊阁

印” [20]卷2。 由此看来,文渊阁的书籍管理制度松弛,
掌管典籍的官员趁职务之便窃取馆阁所藏的宋元本

书籍,或者在借阅后不再归还。 又《茶余客话》中所

记,“当时杨廷和在阁,升庵挟父势屡至阁翻书,攘取

甚多。 又典籍刘伟、中书胡熙、主事李继先奉命查

对,而继先即盗取宋刻精本” [21]285。 至此,大量秘府

书阁中的宋刻本被盗走,散逸在民间。 依据上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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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阁因管理松弛而书籍被盗取的情况来看,永乐年

间文渊阁所贮藏的全本《魏氏家藏方》极有可能因此

阙散,在万历年间仅存残本 2 册。
第三,国家命运。 由于永乐年间明朝国立强盛,

统治者重视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书籍的征求与收

藏,建立了古今通集库、南京文渊阁、北京文渊阁等

藏书馆阁。 明中后期因统治者安于享乐,不理朝政,
宦官专权,国力衰微,这就使得皇家对国家藏书的关

注度及重视程度也大不如前,甚至在明末农民起义

频繁发生的时候,统治者几乎无暇顾及这些藏书。
明朝国力繁盛之时,广纳天下书籍,建立藏书楼阁。
国力衰微之时,统治者关注度不高,再者管理松散,
图书难以保全。

此外,在冈西为人编撰的《宋以前医籍考》中著

录“《箓竹堂书目》中有《魏氏家藏方》5 册” [10]1197,此
外并无解题。 下文笔者就《魏氏家藏方》是否流入到

私人藏书楼箓竹堂中作以初探。 清初《千顷堂书目》
中著录《箓竹堂书目》 [22] 六卷,是真本,乾隆年间的

《四库书目》 存目中著录“又别有新书目一卷附于

后,中有再夏言,王守仁诸人集,皆不与盛同时,盖其

子孙所续入也” [23]52。 但是此后此本失传。 那么真

本中是否对《魏氏家藏方》予以著录暂不得而知。 清

末杨守敬赴日本访书归来又得《箓竹堂书目》两册,
为日本抄本。 书上藏印有“森氏” “弘前医官澁江氏

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 “星吾海外访得秘笈”。 再

次分析其藏书印,此《箓竹堂书目》是日本官库所藏

的萃古斋抄本。 萃古斋乃清代著名商贾钱听默所

有。 其在《十驾斋养新录》 卷十四《箓竹堂书目》 条

云“今此目有册数,无卷数,盖文庄本意欲依《文献通

考》之例,每书记其卷数而以叶氏书为后录……好事

者从其家得此稿传之,故与序不相应” [23]53。 钱氏认

为跋文为伪,但没发现其与《文渊阁书目》的不同之

处。 再看《菉竹堂书目》 的跋文,叶国华书写道“此

编旧为……今春从书肆中购归。 中间编目与序不

合……国华又与从兄伯传所借得书目草稿一册,文
庄公点窜手笔。 前载兹序,每部册若干,每册若干,
一一相符” [23]116。 由此可知叶国华将此前叶恭焕时

友人假造之本视为真本而传后世,钱氏所收便是此

伪本。 咸丰年间《箓竹堂书目》 刻入《粤雅堂丛书》
之中,自此流传开来。 晚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中

写道,“盖商贾抄撮《文渊阁书目》,改头换面,以售

其欺” [23]53,认为《箓竹堂书目》是由商贾伪造,但是

忽略了叶恭焕和叶国华的跋文所提及的“为友人借

去失之,幸有抄本,复誉以还”。 此外,周星诒认为

“此书世多伪本,诒藏两抄本,皆是录 《 文渊阁书

目》,删去地志所成,伍氏丛书本亦然” [23]53。 那么,
书中著录《魏氏家藏方》五册则与《文渊阁书目》中

的著录一致,便难以证明《魏氏家藏方》确是曾流传

至叶氏一族手中。

(三)明末至 1884 年不见流传

　 　 再次回看《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的明清部

分目录书及医学专科目录书中对《魏氏家藏方》的著

录如下:一是明代著录医书的目录书及医学专科目

录书,共计 18 部,仅有 2 部著录《魏氏家藏方》。 其

余的 16 部如“《南雍经籍考》《万卷堂书目》《百川书

志》《脉望馆书目》 《世善堂藏书目》 《澹生堂藏书目

录》《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国史经籍志》 《汲古阁

毛氏藏书目录》《道藏目录详注》 《晁氏宝文堂书目》
《赵定宇书目》《玄赏斋书目》《医藏目录》《明史·艺

文志》等著录医书的目录书” [4]12 中均未见《魏氏家

藏方》 。 二是清代著录医书的目录书,共计 21 部,
除去日本人编撰的 2 部,则有 19 部。 如“ 《皕宋楼

藏书志( 上) 》 《 仪顾堂题跋》 《 善本书室藏书志》
《铁琴铜剑楼书目》 《楹书偶录初编、续编》 《滂喜斋

藏书记》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正四卷》 《爱日精庐

藏书志》 《荛圃藏书题识序录》 《 士礼居藏书题跋

记》 《百宋一廛书录》 《天禄琳琅书目十卷》 《天禄琳

琅书目后编二十卷》 《绛云楼书目》 《拜经楼藏书题

跋记五卷》 《日本访书志》 《日本访书志补》 《郑堂读

书记》 《 郑 堂 读 书 记 补 逸》 等 著 录 医 书 的 目 录

书” [4]13-16 中均未见《魏氏家藏方》 。 另,经笔者查

阅,现存且并未载录在《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
的其他目录书(其中包括医学专科目录书)中均未

见《魏氏家藏方》 ,见表 2。
因此,从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来看,《魏氏家藏

方》在明万历三十三年( 1605 年) 官方存有残本 2
册,在之后的明清目录中未见其著录,可见该书流

传不广。 关于该书的征引情况,因为时间关系,只
考察了《永乐大典》 中的征引,详见下文。 其他文

献是否征引《魏氏家藏方》一书并使该书流传尚不

得而知。

(四)《永乐大典》征引而流传

　 　 《永乐大典》中的医学经典及宋元以来医家著述

占有重要地位,所收医药书籍,量多质优,其间又多

补有注文。 同时,收录的这些医书在医学理论或是

临床实践方面在当时是最为先进和有效的。 据今存

《永乐大典》的目录及残本可知,该书征引众多医书,
其中就有《魏氏家藏方》。 这也足以证明皇家藏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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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9 种明清常见藏书目录

序号 朝代 书志目录名称 著录

1 明代 马愉《秘阁书目》　 　 　 　 　 　 　
 

(官) 无

2 明代 李鹗翀《得月楼书目一卷》　 　 　
 

(私) 无

3 明代 黄虞《千顷堂书目》　 　 　 　 　 　
 

(私) 无

4 明代 《行人司书目》　 　 　 　 　 　 　 　
 

(官) 无

5 清代 周公亮《赖古堂书目》　 　 　 　 　
 

(私) 无

6 清代 金檀《文瑞楼书目二十卷》　 　 　
 

(私) 无

7 清代 孙兴衍《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四卷补编三卷》(私) 无

8 清代 周厚育《来雨楼书目两卷》　 　 　
 

(私) 无

9 清代 范懋柱《天一阁书目十卷》　 　 　
 

(私) 无

10 清代 孙殿起《贩书偶记》　 　 　 　 　 　
 

(私) 无

11 清代 卢址藏《抱经楼书目》　 　 　 　 　
 

(私) 无

12 清代 顾广坅《思适斋集补遗二卷》　 　
 

(私) 无

13 清代 汪璐《藏书题识存二卷》　 　 　 　
 

(私) 无

14 清代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　 　 　
 

　 　 (私) 无

15 清代 赵诒琛《赵氏图书馆藏书目录序》
 

(私) 无

16 清代 盛宣怀《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　
 

(私) 无

17 清代 徐秉义《培林堂书目》　 　 　 　 　
 

(私) 无

18 清代 姚际恒《好古堂书目四卷》　 　 　
 

(私) 无

19 清代 叶德辉《秘书省续编四库缺书目一卷》(私) 无

20 清代 丁丙《八千卷楼书目》　 　 　 　 　
 

(私) 无

21 清代 尤莹《式古堂书目》　 　 　 　 　 　
 

(私) 无

22 清代 张廷济《清仪阁题跋》　 　
 

　 　 　 (私) 无

23 清代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　 　 　 　 　
 

(私) 无

24 清代 陈繵《经籍跋文》　 　 　 　 　 　 　
 

(私) 无

25 清代 龙启瑞《经籍举要》　 　 　 　 　 　
 

(私) 无

26 清代 张瑛《本湖经籍志》　 　 　 　 　 　
 

(私) 无

27 清代 张瑛《海虞艺文志》　 　 　 　 　 　
 

(私) 无

28 清代 吴鼎《御览易堂问目》　 　 　 　 　
 

(私) 无

29 清代 叶德辉《书林清话》　 　 　 　 　 　
 

(私) 无

30 清代 董康《书舶庸谈》　 　 　 　 　 　 　
 

(私) 无

31 清代 江标《江刻书目三种》　 　 　 　 　
 

(私) 无

32 清代 顾修《汇刻书目二编》　 　 　 　 　
 

(私) 无

33 清代 于敏中《樆藻堂四库荟萃要目》　
 

(私) 无

34 清代 缪全孙《愚斋图书馆目录》　 　 　
 

(私) 无

35 清代 邓邦《群碧楼善本书录》　 　 　 　
 

(私) 无

36 清代 邓邦《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录》　
 

(私) 无

37 清代 曹禾《医学志》　
 

(医学专科目录、私) 无

38 清代 凌奂《医学薪传》
 

(医学专科目录、私) 无

39 清代 丁福保《历代医学书目提要》(医学专科目录、私) 无

　 　 综合所制图表并考察分析,《宋元明清医籍丛刊》以外的 39 种明清常见藏书目录,其中医学专科目录书 3 种,仍无《魏氏家

藏方》一书的著录。 可知《魏氏家藏方》在明清时期确不见于以上藏书楼中。

其医学价值的肯定。 翻阅残本 《永乐大典》,征引

《魏氏家藏方》中方剂 8 首,主治风症痹症,其中 6 首

为治小儿诸疾门中的方剂。 这也说明其对《魏氏家

藏方》中所载录的儿科方剂临床实效的肯定。 由于

《永乐大典》抄录时不做更改,书中所征引的《魏氏

家藏方》八段文献得以保存。 因《永乐大典》仅为皇

家所有,供其翻阅,且部头大,册数众多,流传范围并

不广泛。 清代至今,随着《永乐大典》的流散,所被征

引的《魏氏家藏方》也随之流传。 依据今存《永乐大

典》目录,可见该书征引《魏氏家藏方》一书,且在现

今残存的《永乐大典》中仍可看到来源于《魏氏家藏

方》的 8 篇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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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氏家藏方》在近现代的回流

(一)杨守敬 1884 年携回本在国内的流传

　 　 1. 1884 年杨守敬访书携归的《魏氏家藏方》入

藏观海堂

晚清时期,以杨守敬为首的学人掀起了日本访

书热潮。 杨守敬藏书因为藏书中有众多的宋元旧本

而在图书收藏界驰名。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杨
守敬渡海到日本,赴何子峨钦使之招” [25]76,“颇有搜

罗散佚之志,茫然无津涯,未知佚而存者何本” [25]序,
《访书志·缘起》又写道:“日本医员多博学,藏书亦

医员为多。 喜多村氏、多纪氏、色江氏、小岛氏、森
氏,皆医员也,故医籍尤搜罗靡遗” [25]序。 因此,在日

本访书期间,杨守敬“旋交其国医员森立之,见其所

著《经籍访古志》,遂按录索之” [25]序。 在日本四年的

时间里,所购求的古籍达数万卷之多。 亦如《日本访

书志》序录所载,杨守敬“日游市上,凡版已毁坏者皆

购之。 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 ……因以诸家谱录

参互考订,凡有异同及罕见者,皆甄录之” [25]序。 其

实际所获书籍亦超出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 如

《经籍访古志》中著录的《魏氏家藏方》是由日僧圆

尔辨圆赍归的宋刻本,而杨氏在搜罗访书时,却找到

了日本抄本并携归入藏观海堂。 据统计,杨氏观海

堂中所收古医书五百余种,约两千四百册,大多数是

从上述医员中购得,尤以小岛氏处购得医书为多。
1884 年,杨守敬结束日本的访书行程,返回中国。 他

将所购得的 512 种医书藏入观海堂书楼之中。 至

此,日本古抄本《魏氏家藏方》流入观海堂之中。
2. 1915 年观海堂所藏《魏氏家藏方》 流入北京

故宫

民国四年(1915 年),杨守敬去世。 1932 年袁同

礼在编撰的《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 序文中写道,
“1915 年杨氏去世,其藏书被民国政府以三万五千

银元买去。 一部分藏于松坡图书馆(1916 年梁启超

为纪念蔡锷倡建),主要的书籍移往北京故宫西侧的

寿安宫,并设立专用的书库保存和公开” [26]序。 自

此,杨氏观海堂藏书中的《魏氏家藏方》便被移往故

宫保存并由袁同礼记入 《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
之中。

3. 1949 年北京故宫所藏《魏氏家藏方》 流入台

北故宫

“1933 年故宫南迁,1667 部 15906 册的杨氏观

海堂本便被封箱先走水路至上海,后保存在南京的

道观朝天宫。 南京陷落,观海堂本被运往重庆、成

都,分别保存于巴县、乐山、峨眉三地避难” [27]123。
抗日战争结束,悉数运往重庆。 “但书籍的转运并未

止于此,翌年南京中央博物院成立。 之后文物被运

往台湾。 1948 年底至 1949 年初南运文物中的 2972
箱在基隆港卸货,由铁路运往台中,1966 年迁往建于

台北外双溪的新馆” [27]128。 如今台北故宫的善本中

心,则是杨守敬收藏的观海堂本,即日本古抄本《魏

氏家藏方》4 本 10 卷,缺第 3 卷。

(二)李盛铎 1900 年携回本在国内的流传

　 　 1. 1900 年李盛铎访书携归《魏氏家藏方》入藏

木犀轩

李盛铎是清末民初北方著名的藏书楼“木犀轩”
的主人,也是大藏书家。 李氏藏书丰富,则是源自家

传、购于袁芳瑛旧藏以及自己访书购得。 其编撰多

种书目,首推《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收录善本 600
余种,其中就有 1900 年自日本商人手中所购的日本

抄本《魏氏家藏方》。 李盛铎自幼喜好读书藏书,常
在书肆访书购书。 他与日本商人、目录学家往来密

切,经由日本人购得部分善本医书。 明治维新期间,
李盛铎在日本已经多年,并结识日本著名的目录学

家岛田翰。 通过这位日本朋友又购得诸多古籍,尤
其是宋元板书。 据木犀轩藏书提记及书录“岸田吟

香原来在上海开药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古籍不为

日人所重视,岸田氏即回国收罗古书捆载舶来中国

贩卖,李氏此时购得多种日本刊本、活字本和旧钞

本” [28]426。 在日本所购得书籍中,有一定数量的医

书。 其中“宋刻的《医说》、元刻本《孙真人备急千金

要方》,日本传抄宋本的《杨氏家藏方》 《魏氏家藏

方》等都是十分罕见的” [28]428。 李氏归国后,都将藏

书收于木犀轩中。
2. 1939 年木犀轩所藏《魏氏家藏方》 流入北京

大学图书馆

李氏去世后,几经周折,其子于民国二十七年

(1939 年)将所藏书籍分两部分出售给北京大学图

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李盛

铎藏书目录》《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 “1948 年,
由赵万里等著名版本学家,编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李氏书目》3 册,共著有图书 9087 种,8385 册” [29]18。
3.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魏氏家藏方》抄本的流传

秉持能够让这些善本医籍得以见世,并进一步

发掘祖国医学遗产,1987 年由傅景华主编,中医古籍

出版社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人抄本(据普门院

本)精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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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来海外回归本的刊行情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海外中医善本古籍陆续

回归。
北京图书馆藏有海外回归的《魏氏家藏方》日本

抄本,该书每一页句式相同,文中有句逗,少数地方

也有抄者的改动。 2002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续修四库全书》这套丛书中收录大量的宋元刻本、
名家稿本,均选取最佳版本影印。 该丛书中收录以

北京图书馆藏日本抄本影印的《魏氏家藏方》一书,
10 卷,卷 3 缺。

2010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将海外善本中医古籍的

回归纳入中医古籍抢救工程之中,此项目也获得国

家财政部的专项支持。 2002 年由郑金生主编的《海

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首集出版,该系列丛书共

收载海外访书所得的 60 余种书。 2010 年曹洪欣主

编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出版第五册,
书中收录了从日本内阁文库回归的《魏氏家藏方》日

本抄本,对该书进行点校并出版。 2016 年由中华书

局出版,郑金生主编的《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
是“2014 年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30]序。 自 1990 年开始,郑金生、
真柳诚等多位中外中医学人纷纷加入到在世界各国

寻访中医古籍的行列,并且复制回归了大量中医珍

善本古籍。 此书将过去 24 年的海外访书成果编录

丛刊进而出版。 共影印中医古籍 427 种,403 册。 其

中,影印《魏氏家藏方》日本江户时期的抄本 10 卷,
卷 3 缺。 此江户时期的抄本则是《海外回归中医善

本古籍丛书续》中回归的内阁抄本。

四、结论

　 　 《魏氏家藏方》自南宋宝庆丁亥年(1227 年)刊

刻到淳祐元年(1241 年)的 14 年,在浙江地区有流

传。 淳祐元年(1241 年)至元朝至正二年(1368 年)
的 127 年间在官私目录书、史志、宋人笔记小说及其

他方书的征引中未见《魏氏家藏方》的踪迹。 永乐三

年(1405 年)年编纂《永乐大典》时该书全本流入文

渊阁,在明代皇家藏书楼中又历经 200 年,或因疏于

管理等因素该书在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 年仅

存残本 2 册。 此外,对今存明代藏书家叶盛所作的

《箓竹堂书目》初作探究,对于《魏氏家藏方》是否确

实流入到箓竹堂中尚有分歧。 据今现存的《永乐大

典》及目录中仍可见征引《魏氏家藏方》中方剂 8 篇。
《魏氏家藏方》因《永乐大典》 的征引而流传。 明朝

及清前期《魏氏家藏方》一书的流传在目录书记载或

是他书的征引中尚无踪迹。 明末至 1884 年《魏氏家

藏方》不见流传。 在清代官私目录书、医学专科目录

书中又未见其踪迹,关于该书的征引情况,因为时间

关系,以后再继续深入。 直到清末杨守敬和李盛铎

赴日访书并分别携归的日本古抄本《魏氏家藏方》。
杨氏所携抄本经由观海堂,北京故宫,最终流入台北

故宫。 李氏所携抄本经由木犀轩流入北京大学图书

馆。 1987 年中医古籍出版社据北京大学馆藏出版了

《魏氏家藏方》 (日本抄本的影印本)。 80 年代以来

《魏氏家藏方》江户时期的不同日本抄本陆续从海外

回归。 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

书》中收录了据北京图书馆藏《魏氏家藏方》日本抄

本的影印本。 2010 年中华书局《海外回归中医善本

古籍丛书续》第五册对日本内阁文库回归的《魏氏家

藏方》日本抄本进行点校。 直到 2016 年《海外中医

珍善本古籍丛刊》出版,再次将现代学人从日本访归

的江户抄本得以影印。 因此,又引起当代学者对《魏

氏家藏方》一书的关注。
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与回归对于我们继承和

丰富早期版刻不同图书的研究大有裨益,也有利于

传统文化知识的再发掘。 再者,对《魏氏家藏方》在

国内流布的历时探讨,我们也得到如下启示:医书作

为中医知识、理论,中医文化的物质载体,自身就是

独特的生命体在实际流传中繁衍。 书籍的流布命运

与其刊刻、保管及研究紧密相关。 流传过程中,该书

散布于不同地方,而书籍的再刊刻则是该书流传的

具体表现之一。 同时,刊刻、保管又促使该书继续流

传;应重视中医古籍,继承中医,加快全球中医古籍

数字化建设,发扬中医文化。 目前尚存于海外的珍

贵宋元刻本的日后回归之路依旧漫长,任重道远,我
们还需努力,继续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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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he
 

return
 

of
 

precious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from
 

over-
seas;

 

the
 

discovery
 

and
 

compi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is
 

the
 

basis
 

for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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