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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方内散人，清末江西南昌人。方内散人学道多年，曾得近代洋务派、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郑观应为之护法。其精于

丹法且精通医学，但其著作均不署其真名，只署名“南昌方内散人”。后世学者往往将方内散人误认为是郑观应的“圣师”万启型。
万启型与方内同姓同乡，又同为郑观应修道的师傅。故对清末道医方内散人的生平、著述、真名进行了考证，以供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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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世界观的支配和影响，而道家
的哲学思维对其影响很大［1］。道医形成历史悠久，

我国历代精通医术的道士不乏其人，其中清末有一
位自称“方内散人”者，今人较为好奇。其学道多
年，初修北宗，后修南宗，均得真诀，故而丹法与医学
均颇精通，著作颇丰，于道医中堪称奇人。由于其著
名立说只用别号未用真名，因此给今人造成了一种
神秘之感。

1 方内散人生平考
方内散人为近现代道教领袖人物，仙学创始人

陈撄宁( 1880 ～ 1969) ，对方内散人颇有研究。在他
的徒弟胡海牙整理出版有关其论著、批注过的经典
而成《中华仙学养生全书》中，收录了方内散人的
“定志歌”，并附有陈撄宁的批注:“作者乃偫鹤山人
郑陶斋之师，余未曾得见，仅由老道友黄邃之君口中
闻其名。据云此君对于三教之理、南北道派，皆能触
会贯通，不固执门户，唯善是从。［2］”书中另收有一
篇方内散人的“论济一子傅金铨先生批注各书”，篇
末也附有陈撄宁的按语:“作者方内散人，原籍江西
南昌，与黄邃之君谊属同乡，而又同道。清朝光绪时
代，广东香山郑陶斋君，曾授业于方内散人之门。方
内全家，皆笃信儒释两教，而于仙道无缘。故其自己
著作，亦止署别号，不用真姓名，盖免为反对者所诟
病也。郑君当年作彼护法，助以财力，俾克入室下
功。已大见效验。但因发生意外之障碍，竞不能终
局。［2］”从中可以了解方内散人为江西南昌人，自小
受同道与家人儒释之学熏陶，后得到近代洋务派、民

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郑观应为之护法。其所著述不
署真名，是为避免反对者对其“诟病”。

2 方内散人之著述考
查多种丛书文献可发现，作者著录为方内散人

的著作至少有《寿世新编》《辑补温热诸方》《温病条
辨歌括》《通一斋四种》4 种，涉及道教、温病、方剂、
养生、针灸类。

2. 1 《寿世新编》
《寿世新编》成书于清·光绪十八年( 1892 年) ，

全书三卷，共分为外感杂方、疟疾门、痢疾门、妇科、
小儿门、目疾门、疮毒门、跌打、中毒、杂方 10 个门类
共有 301 个验方。每方述其主治、组成、煎服法，不
但选录了方剂并附有不少医案医话录，有的还作出
了辨证分析，并在书末附刊有关养生保健知识的
“卫生要旨”，列举各家养生要论。现存光绪十八年
壬辰道合山房刻本和 1927 年聂其杰铅印本。

2. 2 《辑补温热诸方》
《辑补 温 热 诸 方》成 书 于 清·光 绪 三 十 四 年

( 1908 年) ，不分卷。本书辑补防风通圣散、凉膈散、
龙胆泻肝汤、当归芦荟丸、柴葛解肌汤、黄连解毒汤、
栀子金花汤、三黄石膏汤、当归六黄汤、天王补心丹、
甘露饮、六味地黄丸、普济消毒饮、神犀丹、甘露消毒
丹、银花甘草汤等方歌诀并集解方义; 节录温热赘言
10 条，摘录医效秘传一则，最后论大定风珠及复脉
诸方。现存《中国医学大成》本。

2. 3 《温病条辨歌括》
《温病 条 辨 歌 括》成 书 于 清·光 绪 三 十 四 年

( 1908 年) ，不分卷。本书对吴鞠通《温病条辨》207
方及加减，按上、中、下焦以歌括体式编写，使读者容
易记忆学习，末附补温热诸方 15 首。现存光绪袁子
良、张同山刻本及清抄本。

2. 4 《通一斋四种》
《通一斋四种》成书于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 ，全书分四卷，由卷一《三教宗旨》、卷二《南北合
参》、卷三《道情十咏》、卷四《闲情杂著》《问答法
语》组成。书中“举凡儒释道三教之同源异流，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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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两家之同异趣同归，与夫三峰采战一切旁门外
道之假托诓骗，靡不旁征曲证，推勘入微”［3］。书末
附有“节录李二曲先生《学髓》一则”“初学下手要
诀”“习静调息”“上下分守法”“守泥丸法”“任子明
运气法”等道家修炼的功法; “彭祖小接命蒸脐秘
方”“蒸脐秘方”“制艾法”“神针用例”“太乙离火神
针秘方”“神针治例”等一些灸法处方、施治方法与
主治及“卫生十要”等养生保健方法。现存光绪癸
卯尊德堂本。另有台北自由出版社辑录的《南北合
参法要》，内容以《南北合参》为主。

3 方内散人之真名考
方内散人的著作均不署其真名，只署“南昌方

内散人”，因此后世人名辞典往往也记述方内散人
姓氏不详。如《儒佛道百科辞典》方内散人条目云:
“江西南昌人，姓氏不详。［4］”《中医文献辞典》的
《温病条辨歌括》条目曰:“清·方内散人( 名轶) ，撰
年不详。［5］”那么方内散人的真名到底是什么呢?

后世对此有 2 种说法，一为万潜斋，一为万启型。
3. 1 万潜斋
细读方内散人的《寿世新编》可以发现，方内散

人即为万潜斋。《寿世新编》是一本验方集，作者方
内散人自序云:“余天生废材也，赋性懒散，不合时
宜，自幼瘠羸，不离苦恼，虽弱冠幸博一衿，而于名途
早无奢望也。癸酉( 1873 年) 为医所误，大病几死，

且因家慈过劳多疾，遂矢志学医，盖将已二十稔矣
……而赵君请益力，谓某二十年学医之苦志，未可付
诸逝水也，即不搜奇探异，自辟一途，讵无数十名方
以济人病苦耶! ［6］”故将平昔所历验诸方集成《寿世
新编》。方内散人的学生赵本诚为《寿世新编》作序
曰:“昔范文正当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曰: 不为良
相便为良医……今南州万潜斋先生道宗孔孟，业习
岐黄，殆亦同此意也乎! 先生弱冠入黉宫，阅黄卷
外，复究青囊，固因秉受素羸，拟寿身而兼寿世，而其
寝馈于岐黄家言十余年，手不释卷者，实为北堂齐家
教子操劳而成气痛之恙耳……窃以为五方之风气不
齐，病源迥别，一人之精神有限，普济殊难。且传药
不如传方，可垂后世，遂以著书请。［6］”赵序里提到
的万潜斋“弱冠入黉宫”“阅黄卷外，复究青囊”“秉
受素羸”“寝馈于岐黄家言十余年”“为北堂齐家教
子操劳”等生平情况以及赵氏“遂以著书请”这样的
事件均与方内散人自序中的内容相吻合。

另外，《寿世新编》正文的方剂后注附有不少的
医案医话录，有的还作出辨证分析。书中“细辛散”
“自制补化汤”等多首方剂的后注末尾都注有“潜斋
特识”的按语。在“稀痘仙方”的方后注中方内散人
写道:“余家三四十男女小孩，服此方后，再种牛痘。
现在男女俱半已婚嫁生育，从无一出过痘者，可见此
方神验。近来敝族暨各亲友，服此者亦不少。余初
得此方，见其药味夹杂，颇不以为然。及屡用之，小

儿均安稳无事……真奇方也。今详载传世，愿天下
为父母者，每年用心记定四日，免小儿异日出痘之危
险，不亦一大快事哉，壬辰仲夏潜斋氏特识。［6］”从
以上的按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方内散人即
“潜斋氏”的个人用药经验体会。综上可以推断，方
内散人的真名为万潜斋。

3. 2 万启型
在郑观应所著的《罗浮偫鹤山房谈玄诗草》中

有“呈通一斋主人”的诗，其中提到“护师先入室，

屈指第三次。力薄赖同人，相扶遂我志”［7］，通一
斋主人即方内散人。据《三教宗旨》自序“癸卯惊
蛰日通一斋主人叙于壶园客次”。由于郑观应曾
授业于方内散人门下，有学者认为方内散人即是
被郑观应尊为“圣师”的万启型，这种说法是错误
的。虽然他们同姓万，也同为江西人士，与郑观应
都是道学上的“师徒”关系，但万启型绝不可能是
方内散人。

万启型( ? -1919) ，江西丰城人，字雯轩，道号式
一，晚清举人，曾知宝应县、甘泉县。民国后卸任，始
修道，自称得陈致虚上阳真人陈抱一祖师真传，“授
以天元秘旨，嘱为广传大道”［7］，后在扬州创设修真
院，广招修道门徒。郑观应对万启型深信不疑，在多
篇文章诗歌中都有提及，言语虔诚。连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后编》都请万启型作序，并摆在序言首
篇。在万启型为《盛世危言后编》作叙中写到:“余
幼习举业，每于作策论时，论及时事洋务，必涉猎
《盛世危言》一书，由是知郑君陶斋先生之名。［7］”据
万潜斋的学生夏敬庄为万潜斋《闲情杂著》所作的序
曰:“师生于道光戊申，太和未散，嗜欲不入，即傲然有
出世志。［8］”可知万潜斋生于道光戊申年( 1848 年)。
如果万潜斋与万启型是同一人的话，郑观应《盛世危
言》最初的版本是光绪二十年( 1894 年) ，后来几年
中，《盛世危言》不停地修改和再版，版本多达 20 余
种。即使万潜斋可以看到《盛世危言》最初的版本，当
时也已经 46 岁，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不是“幼年”，

所以万启型绝不可能是方内散人。
综上所述，方内散人真名为万潜斋，江西南昌

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年) ，卒年不详，为
清末时期的著名道医，著有《寿世新编》《辑补温热
诸方》《温病条辨歌括》《通一斋四种》等著作。他深
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对中医及中医养生有很多独特
的见解，并著书将亲自研制或得自友人秘传的方剂
和盘托出，希望能够广远流通，救济穷黎，造福世人，

达到其“寿世”的目的。同时提倡以预防为主，“欲
人知受疾病之原明”，认为养生是治未病之方，做到
慎起居、节饮食，“清心寡欲、养气凝神，不专求诸金
石草木也”，从而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延
年益寿。

( 下转第 801 页)

667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Journal of Basic Chinese Medicine
2017 年 6 月第 23 卷第 6 期

June 2017 Vol． 23. No． 6




表 1 常用数学模型的适用条件、结局变量特征、影响因素数据特点

数学模型名称 适用条件 结局变量特征 影响因素数据特点

Logistic 回归模型 定量分析多个影响因素 与 结 局 之 间 的 关

系，观察对象间独立且结局与影响因素的

关系是线性关系

结局为二分类变量 连续变量与分类变量均可，纳入的

影响因素数量相对有限

Cox 比例风险模型 估计多个影响因素对结局发生风险率的影

响，各危险因素的作用不随时间而变化，用

于分析截尾数据

每个时间点上的风险发生概

率为结局变量，需要避免过多

失访

连续变量与分类变量均可

人工神经网络 发现多个影响因素间未知关系，适用于多

因素复杂致病的预测研究

结局为二分类变量 可以是非线性数据类型，对资料分

布形式无任何限制，变量较多时易

导致模型过度拟合

决策树模型 评估各影响因素在不同水平下发生的危险 结局为二分类变量 更容易应用于离散属性数据

Markov 模型 评估疾病各状态间转移的影响因素以及影

响程度

疾病状态的转移风险概率为

结局变量

纵向数据资料，不需要有精确的连

续时间的随访资料

随机森林 评价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对于疾病结局

影响的贡献度

结局为二分类变量 可以是 高 维 数 据，具 有 非 线 性 特

征，缺失信息占有一定数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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