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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郑观应是近代著名改良主义者和实业家 , 他参与兴办轮船招商局 , 创建天津电报局 ,

主持开平煤矿 、 汉阳铁厂 , 并支持回购粤汉铁路 , 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 其著

作 《盛世危言》 产生过巨大影响。郑观应对医学也颇为关注 , 他倡议并力行禁止鸦片 , 宣传近代卫

生观念 , 呼吁改革中国卫生行政;对传统医学有一定认识 , 尤其注重传统养生保健理论和功法的总

结 , 编成 《中外卫生要旨》 汇集中西卫生保健理论。郑观应力倡医学改良 , 并提出 “中西医学合

璧” 的主张 , 属于持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人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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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 (1842 ～ 1922), 本名官应 , 字正翔 ,

号陶斋 , 别号罗浮待鹤山人 、 杞忧生 、 慕雍山人 ,

近代著名改良主义者和实业家。郑观应 1842年出

生于广东香山一户私塾老师的家中 , 17岁时因家

贫到上海投靠叔父 , 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办的英美

书馆夜校部学习英语 , 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 、太古
轮船公司任买办 , 后因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 轮船招

商局帮办 、总办 。他曾多次捐官 , 至候补道 , 由于

交游广泛 , 资力雄厚 , 成为上海滩的名人。1903

年 , 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 , 支持从美国合兴公司

赎回粤汉铁路自办 , 1906 年 , 被举为粤汉铁路商

办公司总办 。其它还担任过上海造纸局 、 开垦公司

总办及上海医局总董 , 创建天津电报局 , 主持开平

煤矿 、汉阳铁厂等的创建工作。1922年 5 月 , 病

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 。郑观应在经营工商业的过
程中 , 关心时政 , 留意西学 , 主要著作有 《救时揭

要》 、 《易言》 、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后编》 等。

尤其是 1894年出版的 《盛世危言》 , 共 87 篇 , 全
面阐述了改良之道 , 提出与列强展开商战 , 自述

“初则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外人商战”[ 1] , 提倡
培养新式人才 , 开设议院 , 实行政治改革及建设近

代工商业的具体措施 , 书成后一时洛阳纸贵 , 先后

重印 20余次 , 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
种书 , 时人称为 “医国之灵枢金匮” 。1895 年光绪

皇帝看到此书 , 曾命印刷 2000部 , 分发给大臣阅

读 , 毛泽东青年时也颇受此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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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一生虽以实业著名 , 但于医学也颇为留

心 , 下文分述其与医学相关之事迹与思想。

一 、 医事活动

1.力行禁烟

鸦片虽可作药用 , 有收敛固涩之功 , 但其成瘾

性的危害却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一大问题 , 郑观应深

知其害 , 他对人说:“弟昔病遗精 , 有医生劝吸鸦

片 , 弟思古无鸦片而遗精之病岂不能除 ?故宁死不

吸。[ 2] ” 他在早期著作 《救时揭要》 中就已提出禁

烟 , 指出:“吸食鸦片之人 , 束缚身心 , 消铄精神 ,

士农工商 , 失时废业 , 舍有用之才力 , 归闲荡之光

阴 , 其害不浅 。” 他提出一种过渡方法 , 即对入口

鸦片 (洋土)课以重税 , 而国内暂以国产鸦片 (川

土)代之 , “川土味淡 , 洋土味浓 , 浓者食之则瘾

重而病深;淡者食之则瘾轻而病浅 。” 然后 “限以

日期” , “如过期尚食者 , 则贬为下人” 。[ 3] 后来在

《盛世危言》 中提出了更完善的办法[ 4] , 包括:

(1)政府设公司专卖。 “不妨招商集股创设公

司” , “将印度所出之鸦片 , 尽归我华商公司承办 ,

逐年递减 , 以五十载为期 , 即行截止。”

(2)加税加价。针对鸦片税率已达英国常税 ,

且关税由外国控制的情况 , 他提出一 “妙法” 云:

“可照香港 、 西贡 、 新嘉坡例 , 俟其熬膏后再议抽

厘。设官膏局于通商口岸 , 招商承充 , 认定缴数 ,

准其将生土熬成熟膏 , 分运各地销售。凡嗜鸦片

者 , 只准买熟膏吸食 , 不许购生土自煎 。” “中国若

行此法 , 以生土变成熟土 , 犹以洋货变成华货 , 权

自我操 , 利不外散 , 虽英廷不得挠我自主 。” 实即

用收国内加工税的办法来提高价格 。

(3)外交上借用外国正义力量。郑观应指出:

“英国好义之士 , 亦深以流毒中国违背公法为耻 。”

英国议会曾派人到中国调查 “洋烟是否有害于华

人” , 中国使臣应陈说利害 , 促成立法禁止。洞悉

国际时事的郑观应指出:“日前禁贩黑奴 , 英人不

惮费千万金钱以成义举 , 何独于禁烟之事而疑之 ?”

(4)限日期 、 编籍贯 。定限期登记吸烟者 ,

“报后以一年为限 , 一体戒绝 , 如逾限未戒 , 官则

削职 , 士则褫衿 , 吏则革役 , 商则罚锾 , 兵则除

名 , 一切下等之人则治其罪。” 同时将食烟人户

“编成烟籍 , 谓之烟民” , “一挂烟籍 , 即不得侪伍

平民” 。

禁烟属社会问题 , 郑观应提出动用整个社会和

政府力量来实施 , 具有现代卫生行政的特点 , 许多

是切实可行的 , 但当时的清政府 , 既无革新精神 ,

亦不具备外交话语权 , 根本不可能实施 , 所以郑观

应也只能慨叹 “未蒙当道采择施行”[ 5] 。但他仍然

积极参与并推动民间戒烟运动 , 曾为上海戒烟会拟

定章程 , 免费施送戒烟膏丸 , 筹款救治吞服生烟者

等 。至于疗效不甚确切的戒烟方药 , 他仅在书中记

述一种盐汤戒断法 。

2.编集医书

郑观应对医学的重视 , 首先来自自身需求 。他

自少多病 , 故 “少习岐黄”[ 6] , 多年来一直讲求医

学养生之术。郑观应的病况从记述来看有少时遗

精 , 患过肺结核 , 并终身为哮喘所苦 (遗嘱云 “老

态日增 , 哮喘日重”[ 7]), 其病根则是体弱易感 ,

而经办实业劳碌奔忙 , 又加重病况 , 例如他晚年致

信友人时曾说:“窃思弟之肺疾由于在粤路公司过

劳 , 亦实由于气忿不平。”
[ 8]

1885 年一次大病迫使

他休养数年 , 正是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一批主要著

作 。当时 , 郑观应在香港被太古洋行以亏欠为由入

禀当局扣留近 5个月 , 解脱后 “杜门养苛 , 日事药

炉”
[ 9]
。次年 (丙戌)又 “偶沾外感 , 服药有误 ,

久未全愈”[ 10] 。自这一年起的五年内 , 他主要在澳

门休养 , 《盛世危言》 即在此时期编就 , 而同时为

求自治 , 他也多方研习医术 , 编成了三种医书:

《中外卫生要旨》、 《备急验方》 和 《霍乱验方》 。

《中外卫生要旨》 , 光绪庚寅 (1889)年编成四

册 , 后光绪乙未 (1895)续编一册为五册 , 内容详

后 。

《备急验方》 , 1893 年刻印 , 是继承葛洪 《肘

后备急方》 救急之旨 , 乘 “遘病返家 , 医治三载”

之时 , “日阅架藏医书 , 于危症门中遴择简捷良方

……搜罗各家所藏方之经验者汇成一帙 , 分上 、下

两册” , 并请广东名医陈亮衡 、 林梓祥 、 黄显臣等

人鉴定 , “并于每方之下明注虚实寒热”
[ 11]

, 以方

便群众应用 。

《霍乱验方》 是 1887年郑观应请林梓祥 、 黄显

臣所编 , 颇有特点 。近代中国霍乱流行 , 伤亡甚

众 , 林 、黄二医认为霍乱有虚寒之证 , 时医不分以

治实热法治之 , “无异误服砒鸩” , 这些正确的见解

引起郑观应重视 , “因倩林黄二君选前贤论治虚寒

霍乱经验良方及发明与实热霍乱不同之故汇成一

帙” ,
[ 12]
另外还针对岭南人喜服凉茶的习俗 , 附

“凡体虚寒而受暑及外感者切勿误治以香山凉茶”

一篇以印行 。

郑观应并非医生 , 这些著作多是编集而成 , 但

也体现了郑氏对中医理论的正确认识 。

3.兴医行善

(1)议设上海医局。1903年 , 时任办理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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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因见上海一地各国均建有医院 ,

唯独没有中国自办的官医局 , 遂致札郑观应 , 拟派

其任上海医局总董之一 , 并 “会同各董……赶紧择

地建筑官医局 , 并拟章程禀呈核定” , 郑观应复函

提出拟请通晓西医的华人主导 , 并要研究中药的

“中西合璧” 的构想[ 13] 。不过这件事 , 后来再未见

记载 , 似未办成 。但此事委托郑观应来办 , 正如为

郑作传的吴尹全所言:“足见公研究中西医学具有

本原 , 深为上游所器重 。”
[ 14]
另外郑观应长期在轮

船招商局任职 , 还为汉冶萍公司拟定过 《轮船医生

常例章程八款》 。
[ 15]

(2)与孙中山的交往 。孙中山与郑观应是同

乡。1892年 7月 , 孙中山自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后 ,

即来到澳门镜湖医院坐诊 , 不久又在澳门草堆街

84号开设 “中医药局” 。而这一时期郑观应正归隐

澳门著书立说 , 二人时有过从 , 有人认为郑观应编

著 《中外卫生要旨》 , 其西医部分应得到学医的孙

中山专业方面的帮助 , 但无史料为证;而孙中山先

生的一些革新思想 , 则确实受到郑观应的影响 , 其

《上李鸿章书》 中能看到 《盛世危言》 的一些内容

的影子。1894年 , 孙中山拟办执照出国 , 并顺便

上书李鸿章 , 郑观应于是致书盛宣怀请代引见 , 对

孙中山极为推崇:“敝邑有孙逸仙者 , 少年英俊 ,

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 , 留心西学……其志不可谓

不高 , 其说亦颇切近 ……兹欲北游津门 , 上书傅

相 , 一白其胸中之素蕴……” 盛宣怀颇重视 , 在信

封上亲笔写上 “孙医士事” 和 “陶斋” 字样以备

忘。
[ 16]

(3)推行慈善医事

郑观应曾作 《劝各名医仿泰西预筹军中救伤会

歌》 倡导成立军中救伤会 , 其序云:“泰西各国医

士有红十字会 , 凡遇交战之时 , 会中医士雇工携药

料追随营后 , 如有受伤兵弁 , 无论敌人亦皆舁回医

治……念中土医士尚无军中救伤会……今请纠集同

志先设医会教育人才 , 以备急需。” 其歌则云:“仿
照泰西立善举 , 同仁一视推民胞。功德无量胜赈

济 , 战士闻之胆亦豪 。”
[ 17]

另外在清末政府卫生行政的慈善救济职能缺位

的情况下 , 近代社会民间力量一直发挥着积极作

用。各大城市均有各种善堂 , 行使集资赈济 、医疗

救助的职能。郑观应与上海 、 广州及香港等地善堂

和医院均有密切联系 , 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 《郑观

应集》 中载有他与香港东华医院 、 广东爱育善堂 、

苏州筹赈公所等多个慈善机构商讨筹款赈济的书

信。近代广东九大善堂长期致力社会慈善事业 , 包

括施医赠药 , 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 郑观应与

其关系也颇为密切 , 1906 年他任粤汉铁路公司总

办 , 就是由广东九善堂与七十二行商代表公投的结

果 。

二 、医学思想

郑观应既有一定中医基础 , 在长期对外交往中

也对西方医学有所了解 , 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一些

对中国医学改革的纲领性意见。

1.论医学革新

郑观应并非传统文化虚无主义者 , 但面对近代

西方列强环伺的大变局 , 他专为 “盛世” 而作 “危

言” , 针砭时弊以图改良 , 所以他重点论述了中医

的不足 , 其中主要是探讨医政措施方面的改革 。在

早期著作 《救时揭要》 中他作 “议遍考庸医以救生

命论” 、 “论医院医家亟宜考究” , 呼吁在近代中国

仿西方设立医院 , 并通过考核选任医生 , 以杜绝不

学无术的江湖游医 。到 《盛世危言》 的 “医道” ,

则与西医相较 , 提出中国医学需要改进的五点不

足[ 18] :

第一是医生考核制度不若西医。郑观应介绍了

西方医师考核的严格制度 , “其难其贵如中国之科

第然” ;

第二是不明脏腑。这主要是与西医解剖相比 ,

介绍了西医的解剖学及西方对死者的尸检制度 , 认

为 “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今中国习医绝无此

事 , 虽然数世老医 , 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

症 , 终亦不明病源何在” ;

第三是对中西医理论进行比较。认为 “西医事

事徵实 , 日日讲究 , 又有显微镜能测目力难见之

物” , 重西医求实证的方法;

第四是治法用药比较。着重提出中国传统配药

方法中 , “多用草木 , 性有变迁” , 而且炮制 、 煎

熬 、火候难以规范 , 西医则 “多用金石 , 质有一

定” , 且从药厂生产 , 成分功效固定;

第五是研究方法的对比 。他指出西医善用种种

仪器 , 而且所有发明则登诸报刊 , 注重交流 , 利于

学术发展。

以上所论五点 , 尖锐指出近代中国医学在卫生

行政制度 、学术研究组织等方面与世界严重脱轨 ,

所以他呼吁:“各省各府各州 、县 、镇 、 市之间令

殷户集资建立医院 , 考选名医充当院长。肆业诸

生 , 须由院中主教考其文理通顺者 , 方准入院学

习 , 悉心教授 , 无玩无欺 , 先将 《灵枢》 、 《素问》、

《内经》、 《难经》 熟读 , 博览仲景 、 思邈及唐宋四

家之成法 , 参以西医之图器 , 剖割之奇方 , 精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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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 不分中外 , 学习数载 , 考验有成 , 酌予虚衔 ,

给以执照 , 方能出济世。其无照而私自悬壶 、草菅

人命者重惩不贷 。有能治疑难大证 , 卓著神效者 ,

报明医学日报 , 年终汇集刊刻成书。” 诗集中还有

“急宜开学校 , 精益求其精 , 卒业给执照 , 注册纪

姓名”[ 19] , “亟设医学堂 , 考验严功令 , 良医给文

凭 , 庸医示惩儆”
[ 20]
等诗句 , 均是呼吁建立当时实

质缺失的社会卫生管理制度 , 这也是改良派政治主

张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

2.求中西合璧

除了关于医学的政论之外 , 具体对于中 、西两

种医学如何比较 , 郑观应也有较为客观的认识。简

言之即 “中西合璧” 。

对于中西医学术上的差异 , 郑观应是比较了解

的。例如他谈到中西治法的不同:“治病之法 , 中

医则曰木克土 , 治脾胃者先平肝;火克金 , 治肺者

先泻心;水克火 , 治心者先降肾。或曰三焦皆空虚

之处 , 或曰六经有起止之方。西医则何处之病即用
何处之药 , 而犹以保脑筋 、 养肠胃为主 。” 对此他

未轻言优劣。不过郑观应对医学毕竟局限于纸上谈

兵 , 有些地方还是认识不太准确 , 如对中医的脉

诊 , 他引述西医血管之说然后认为:“(脉)不与他

脏相属 , 何以知各脏之脉必现于此耶? 且直通一

管 , 何以知三指分部界限毫不相紊耶? 故谓一脉可

验周身之病则可 , 谓某脉独主某经之病则不

可。”[ 21]对中医脉诊没有深入的实践体会 。

但总体而言 , 郑观应对中西医学持各有所长的

看法 , 他在 《盛世危言》 中指出:“窃谓中西医学 ,
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 , 西医泥于实 。中医程其

效 , 西医贵其功 。” 中国医学对西医胜长之处 , “不

必曲为讳饰” , 而在医政改革中提倡 “宜考诸周书

参以西法 , 自太医院始一律详加考核。内证主以中

法 , 外证参以西医 。”[ 22]后来他与盛宣怀讨论建设

医局时更进一步提出 “中西合璧” 的设想云:“官

应曾辑 《中外卫生要旨》 五本 , 知中外医理各有所

长 , 拟请华人精于西医 、 深晓西学者 , 将中国 《本

草》 所载之药逐一化验性质 , 详加注解 , 补前人所
不及 , 并将人之脏腑经络查于古书所论方位是否相

符 , 互相参考 , 弃短取长 , 中西合璧 , 必能打破中

西界限 , 彼此发明 , 实于医学大有裨益 。
[ 23]

”

三 、 预防卫生思想

郑观应编辑 《中外卫生要旨》 , 是他从自己因

疾求医的经过中痛感治不如防病的重要性。他归隐

岭南后疾作 , 多方延医无效 , “始知近世名医 , 鲜

能追踪和 、缓。且从远道延至 , 诊脉开方 , 俄顷之

间 , 岂能望闻问切四字兼到乎? 陈修园云:世人死

于病者少 , 死于药者多。至言破的 , 实深感叹!”

所以 , 最理想是能全民强身 , 绝其病源:“闻中西

医云 , 人能自保其身 , 较易于医者之治病。” 因此

辑成此书 , “即付手民 , 以其天下人不必延医服药 ,

咸登寿域。[ 24] ” 本书原为四卷 , 后增订为五卷 , 内

容包括中外养生理论和言论选辑 , 外功按摩导引以

及中外饮食卫生知识。

1.宣传新式卫生观念

郑观应对西方卫生知识有一定了解 , 反映在

《中外卫生要旨》 中 , 例如书中第三卷主要选用王

士雄 《随息居饮食谱》 , 讲中医药膳补养之道 , 但

又 “将西医格致卫生之理补入 , 以备卫生者考察

焉 。” 补入的内容包括饮食用水卫生 、 茶叶等食物

化学成分 、 饮食消化生理过程等 。他评价西医说:

“西学之用食物 , 不敢自恃聪明 , 虚心查核 , 于百

十年前 , 名医迭出 , 渐明化学之法 , 用显微镜以察

各食物原质若何 , 兼函油 、 糖浆 、水 、蛋白各类若

何 , 深知有益无益 , 益多益少……凡各物之功用 ,

无一不从化学推考而出 , 非恃一时之察识 , 便可得

其微妙也。” 例如茶叶 , 是国人常用之品 , 他介绍:

“西人云 , 茶叶内函有香油及茶精 , 兼炭匿酸盐类

等质。但所函之油必使化去 , 若收贮陈久 , 或煎滚

其油飞去 , 所函之炭匿酸 , 每百分多则十八分 , 少

则不及 。所以茶叶浸入 , 或浓煎 , 则叶涩苦……所

函之茶精 , 可补脑开胃提神 , 若多饮浓茶 , 则入

脑 , 令人不寐 , 身弱者心跳有之。[ 25] ” 似此等等。

第四卷 “泰西卫生要旨” 中 , 则采录外国名医养生

要语 , 介绍锻炼身体 、 冷水浴 、 温泉浴等西医生理

卫生常识和人体衰老学说。他在诗集中还以 《卫生

歌》 的形式来宣传这些知识 , 歌云:“屋宇东南向 ,

门窗透日光 。绒衣能护热 , 寝室贵通凉。蒸水除胶

质 , 酸磷益脑浆。柠檬宣胃汁 , 果实润肝肠。欲节

精神壮 , 体操筋骨强 。晚餐宜少进 , 晨酒勿多尝。

散步依昏晓 , 遵行寿且康。[ 26] ” 在广州时关心市政

卫生 , 作 “劝广州城厢内外清除街道粪草秽物公

启[ 27] ” 劝谕群众。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 , 他认为中医保身之法 ,

“大要慎起居 , 节饮食 , 寡欲清心 , 存神养气而

已 。” 而 “西医格致之士 , 培养精神 , 以绝病源有

六要理:曰光 , 曰热 , 曰空气 , 曰水 , 曰饮食 , 曰

运动。”[ 28]他认为中医更得精粹 , 但也承认西医发

展大有前途 , 二者是能殊途同归:“西法虽精求卫

生之道 , 全在形质上考求 , 不知无质生质 , 无形生

形之妙 。我国讲求修养之术者 , 如洞悉真阴真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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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旨 , 服气延年 , 非但不患土性盐类结聚 , 且能

返老还童 , 岂西医之所能知 ? 纵知亦不信而大笑

也。惟愿其格致日精 , 终知神仙之道。修行者立功

立德 , 同登阆苑;不修行者无灾无病 , 亦享遐龄 ,

岂非五大洲一快事哉 ![ 29] ” 这一观点与他对道术的

信奉有关 。
2.注重传统养生方法

《中外卫生要旨》 的 “中” 方部分 , 第一卷主

要是中国传统养生言论汇编外 , 其中涉及不少道教

丹法。郑观应本人平时就是道家气功的笃诚修炼

者。他修道术甚早 , 自 16 岁 (1857 年)即已开

始 , 目的便是健身祛病。据说他早期炼功并无所

成 , 直到 1886年春访罗浮山道人 , “始遇天外散人

传授” 真道 , 有所进步 。郑观应曾称:“少时有三

大愿:一愿学吕纯阳祖师得金丹大道 , 成己成人;

二愿学张道陵天师得三甲符 术 , 澄清海宇;三愿

学张三丰真人得黄白之术 , 令各州县多工艺厂以养

贫民 , 并设格致学术以育人材。”[ 30]将道教信仰与

毕生事业相统一 , 其中又以修真炼丹居首 , 其虔诚

可见一斑 。除 《中外卫生要旨》 首卷收集的部分医

道两家养生言论外 , 《盛世危言后编》 还专门列有

“道言” 一卷 , 收集了他与各地修真同人讨论道术

的书信 , 更清晰地反映了郑观应在内丹修炼方面的

情况 。中国传统气功一向体系庞杂 , 流派不一 , 而

郑观应的修炼 , 是严格依照教理 , 属于所谓玄门正

宗的内丹心法。他曾论 “修真大略” 说:“虽云同

类施功 , 却非御女采战;不是飧霞饮露 , 亦非打坐

参禅 。运双睛 , 守印堂 , 便成左道;摩脐轮 , 摇夹

脊 , 均是旁门。”[ 31]他体会的正统方法是:“除杂念

是第一着筑基炼己之功也。人心既除 , 则天心来

复;人欲既净 , 则天理常存。每日先静一时 , 待身

心都安定了 , 气息都和平了 , 始将双目微闭 , 垂帘

观照心下肾上一寸三分之间 。不即不离 , 勿忘勿

助 , 万念俱泯 , 一灵独存 , 谓之正念。于此念活活

泼泼 , 于彼气中悠悠扬扬 , 呼之至上上不冲心 , 吸

之至下下不冲肾 。一阖一辟 , 一来一往 , 行至一

七 、二七 , 自然渐渐两肾火薰 , 丹田气暖……” ,

然后再 “讲求炼精化气 、 炼气化神 、炼神化虚 、 小

周天 、 大周天 、 二候 、 四候 、 内丹 、 外丹火修口

诀 , 依法修炼 , 不难追踪先圣矣 。[ 32] ” 不过这种修

炼 , 多少出家之士毕生以求尚难大成 , 郑观应虽

“少多病寡欲 , 葆身为谋” , 但 “置身于争名角利之

场 , 游历四方者二十余年[ 33] ” , 自不可能修炼完

满 , 所以对前面所述 , 他在该信最后说到:“待鹤

自惭非过来人 , 惟录仙真之言以期同修 。
[ 34]

”

除内丹静功外 , 郑观应对各种动功也很重视 ,

《中外卫生要旨》 第二卷 “外功按摩导引” 中说:

“却病延年之法有三:一曰汤药 , 二曰针灸 , 三曰

按摩导引。近世只知诊脉用药 , 而医药之书已汗牛

充栋 , 鲜有能行按摩 、 导引 、针灸诸法。” 他认为:

“盖按摩 、导引朝夕行之 , 犹如柔软体操 , 使其血
气流通 , 精神坚固 , 自然无病矣。[ 35] ” 他视导引术

为 “柔软体操” 之一类 , 在 《中外卫生要旨》 中 ,

作为 “中国古法卫生体操” 列出的有 “青莱真人八

段锦 、 希夷真人十二段锦 、 达摩易筋图说及道经秘

传十六段锦” 等 , 郑观应提出:“愿天下人执一勤

行 , 同登寿域 , 身既康强 , 精气神旺。
[ 36]

” 他还以

其法教于家人 , 叮嘱要定期 、坚持 , 他给其子列出
的一日健身表如下: “如早起体操 , 或行易筋经 ,

或十二段锦 , 均不可断间 , 余暇缓步草铺上或海边

上 , 吸受清风;早饭后入公事房办事;到午时中饭

后 , 静坐片时 , 收视返听于气海 , 经云:观玄关 、

调真息是也;晚饭后复散步 、 体操 , 静坐片时就

寝 。
[ 37]

” 这也颇可供今日之知识分子参考。

郑观应虽然自少多病 , 经办公务又 “备尝艰
苦 , 虎口余生 , 心力交瘁”[ 38] , 但仍享寿至 80岁 ,

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讲求医药和注重养生。纵观郑观

应一生 , 属于当时能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 ,

其医学思想与医事活动 , 具有中西医会通的特

点① , 走在时代前列 , 成为其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中

一部分 , 值得重视和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619.

2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致上海戒烟会郑君苏龛书.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177.

3　郑观应.救时揭要.拟自禁鸦片烟论.郑观应集 (上).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9.

4　郑观应.盛世危言.郑观应集 (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396-402.

5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拟上海戒烟会章程.郑观应集 (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178.

6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中外卫生要旨序.郑观应集 (下).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1167.

7　夏东元.郑观应.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55.346.

8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复广州商务总会坐办吴君 、 理事员周君

书.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619.

9　夏东元.郑观应活动年表 , 郑观应.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95 , 370.

·235·中华医史杂志 2003年 10月第 33卷第 4期　Chin J Med Hist October 2003 , Vol 33 , No.4

① 董少新.浅谈郑观应中西医会通思想.郑观应诞辰一百六
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 、 广东省社会科
学院编 , 2002.



10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致天津翼之五弟书.郑观应集 (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 , 1182.

11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备急验方序.郑观应集 (下).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 , 1168-1169.

12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霍乱验方序.郑观应集 (下).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 , 1169.

13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复盛宫保论创设医院书.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97-198.

14　吴尹全.待鹤山人事略.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 1982.1506.

15 , 16　夏东元.郑观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95.395 ,

143.

17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劝各名医仿泰西预筹军中救伤会

歌.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308.

18　郑观应.《盛世危言·医道》 .居易山房刊本.光绪乙末

(1895), 45-49.

19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书中国医士讼师与泰西不同.郑

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386.

20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庸医.郑观应集 (下).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386.

21 , 22　郑观应.《盛世危言·医道》 .居易山房刊本.光绪乙末

(1895), 45-49.

23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复盛宫保论创设医院书.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97-198.

24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中外卫生要旨序.郑观应集 (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167.

25　郑观应.《中外卫生要旨》 .卷三.光绪十六 (1890)年羊城

增刊本.

26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卫生歌.郑观应集 (下).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389.

27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劝广州城厢内外清除街道粪草秽物公

启.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350.

28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中外卫生要旨序.郑观应集 (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167.

29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卫生要旨补刊西医格致养生语录.郑

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50.

30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致天津翼之五弟书.郑观应集 (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1182.

31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与同道论修真大略.郑观应集 (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40.

32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答张君弼士 、 张君润生论调息书.郑

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49-51.

33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中外卫生要旨序.郑观应集 (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167.

34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答张君弼士 、 张君润生论调息书.郑

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49-51.

35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增订中外卫生要旨后序.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168.

36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中国古法卫生体操图说.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52.

37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训长男润林并录寄月岩弟.郑观应集

(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180.

38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中外卫生要旨序.郑观应集 (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1167.

(收稿日期:2001-06-08)

《论原始中医学》 出版

湖北十堰市太和医院严健民先生继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之后 , 又一部研究中国医学初始的力作 《论
原始中医学》 已于 2003年 3月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 23万字 , 分为

“论原始中医学思想萌芽” 、 “先秦基础医学理论新论” 、 “先秦临床治疗医学篇” 、 “期盼篇” 四个篇章 。在

其书绪论中 , 严健民先生就此书题目做了阐释:“直到今本 《黄帝内经》 成书以前 , 当古典基础医学理论

与临床医学的发展都未受到 `五行' 、 `时间医学' 等影响的时候 , 将此段土生土长的中国医学称之谓原始

中医学。”

严健民先生数十载潜心于远古中国医学发展概貌的探讨 , 在医学知识起源 、中医理论框架 、 秦汉经脉
学说等方面形成了独到的认识 。《论原始中医学》 重点阐明了 《黄帝内经》 成书以前的原始中医学思想萌

芽及其思维特征 , 论证了原始中医学的起源 、演绎过程都是建立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基

础之上的 。严健民先生在探讨中医学史的过程中提出了对传统中医理论的解构与重建观念 , 在他的论著中

贯穿了 “对传统中医理论在 `解构' 中寻觅 , 就是要寻觅到中医理论的真正特色;在 `重建' 中创新 , 就

是要继承祖国医学宝库中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的理论 。

为本书作序的中医界知名专家余瀛鳌教授 、 钱超尘教授 、 朱进忠教授对此书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 认

为 《论原始中医学》 占有诸如甲骨文 、 金文等古文字学 、 先秦时代古典哲学 、 考古学及近代出土的上古时
代的医学资料;书中所提论点是理有据 , 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 充实 、

填补了医学史研究和中医学术领域中的薄弱环节 。

(郁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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