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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的成就与贡献
王键，牛淑平，黄辉

（安徽中医学院，合肥  230038）

摘要：新安医学发源于南宋理学家朱熹桑梓之邦，宋代以降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安学子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界

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而且从业家族代代相传，形成新安世医学术传承链。800余位医家，800余部著作，“在

以地区命名的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创下了许多中医学之最。新安医学学术兴旺，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科学价

值的理论创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对中医学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安医家随徽商足迹寓居各地，明代

徐春甫在北京组织发起了我国最早的学会组织和科技团体“宅仁医会”。新安医籍大量东传，一直受到海内外的

广泛关注。儒医辈出、世医不绝，文献宏富、名著林立，创新发明、学说纷呈，交流传播、影响深远，均是新安

医学的主要成就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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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 and contribution of Xin’a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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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
,
an medicine is originated from the native place of ZHU Xi, who is a theoretician in South Song Dynasty. 

A large group of high-quality Xin
,
an apprentices began to learn medicine in stead of confucianism, accordingly changing the 

cultural quality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of medical circles. Since then the families of medicine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forming an inheritance chain of Xin
,
an medical physicians for generations. Over 800 physicians and more than 800 

pieces of work allow Xin
,
an school to rank the top among all schoo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name of region and 

created many recor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n
,
an medicine is prosperous academically, presenting a serious of theories 

which are of great scientifi c values and displaying diversifi ed features. It exerts deep and profound infl 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n
,
an medical physicians resided all over the country following the merchants in Anhui. In Ming 

Dynasty, XU Chun-pu organized the fi rst academic institute in our country and a scientifi c group named‘Medical Association of 

Benevolence and Honesty’. Xin
,
an medical books are spreading to the east and receive wide atten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onfucian physicians coming forth in large numbers, hereditary-physicians without cease, endless literatures being composed, 

most of which being very famous, variety of views being in existence, profound infl uence by communication and spreading, all the 

above are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f Xin
,
a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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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学中

一支重要的学术流派。众所周知，学术流派是中医学

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的独特现象，从伤寒学派到温病

学派，从金元四家到温补学派，再从各大学派到细支

分派，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各家学术流派创造出

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为中医学内涵的丰富和发

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

也培植一方文化，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的气候地理环

境和地域文化更催生出了地域性的医学流派，新安

医学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新安医学发源于新安江流域的古徽州地区（今

以安徽省黄山市为核心区域），肇始于晋、形成于

宋、鼎盛于明清，流传至今而不衰，以历史悠久、医

家众多、医著宏富著称于世，是我国传统文化底蕴深

厚、徽学特色明显、学术成就突出、历史影响深远的

地域性、综合性中医学术流派。黄山脚下的古徽州，

宋代定名徽州前曾称新安，是理学家朱熹的故里。

南宋朱熹在著述中常以“新安朱熹”署名，曾题“新

·专题讲座——新安医学系列讲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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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好河山”，引以为豪，“新安学术”由此滥觞。有

明一代以至于清，医学被视作儒家学术，“学而仁则

医”与理学一起成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而直辖之

地风气尤甚。作为“朱熹桑梓之邦”，在新安理学的

熏陶下，宋代以降包括医学在内的徽学文化蔚然兴

起。据考证[1-4]，新安一地自宋迄清见于史料记载的

医家达800余人，医学论著达800余部。在这些医家

的医著中，每每效仿朱子以“新安”称址，以明其学

术之“地道正宗”，非一般三教九流之类可比。如明

代汪机、徐春甫、孙一奎等医家著述均署名“新安某

某”，又有医书径以“新安”名之，如清代汪廷元著

有《新安医案》。清代文人高学文为新安名医汪春溥

《伤寒经晰疑正误》一书作序曰“闻天下名医出在新

安”[5]；许承尧撰民国《歙县志》载：清代当地名医王

谟幼承家学，专精医术，远近求医者咸归之，称新安

王氏医学”[6-7]。由此，1978年安徽省歙县卫生局在时

任省卫生厅副厅长王任之倡导下，开展了新安一地

的医学成就研究工作和展览活动，率先明确地提出了

“新安医学”这一新名词。

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作用和社会影响，首先是

由它的学术成就和贡献所决定的。其成就与贡献主

要表现在医家众多、医著宏富、学术创新和影响深远

四个方面。
儒医辈出，世医不绝

徽州人读朱子之书，秉朱子之教，以邹鲁之风自

恃。读书讲礼，浓厚的文化氛围铸就了高素质的徽民

群体，历史上从高素质的徽民群体中，又走出了“齐

家治国、兼济太下”的名士群体，“贾而好儒、重义

轻利”的徽商群体，当然更少不了“不为良相、即为

良医”的儒医群体。据考证[1,4]，自宋迄清，见于资料

记载的新安医家达800余人，其中明清两代占80％以

上。这是一个奇特的群体，是人才的“硅谷”，其源

远流长的学术团队中，更有一批优秀的领军人物。汪

机、徐春甫、孙一奎、吴崑、汪昂、叶天士、程钟龄、

吴谦、郑宏纲、程文囿等，一批新安医家在中医学发

展史上皆是彪柄千秋的人物。如《石山医案》的作者

汪机（1463-1539年）是我国明代嘉靖年间四大名医

之一；《医宗金鉴》的编撰者吴谦（1689-1748年）是

我国清初三大名医和清代四大医家之一；《临证指南

医案》的作者叶天士（约1666-1745年）是清代温病

四大家之一；民国时期“新安王氏医学”的杰出代表

王仲奇（1881-1945年）是民国时期江南四大名医之

一，被誉为“海上名医”；时至当代，还有王任之、王

乐匋、杨以阶、吴锦洪、胡翘武、程道南、李济仁等

一批新安医家薪火相传。

在好儒、通儒基础上形成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

群体，这是新安医家的主要特点。与此同时，许多著

名的新安理学、朴学大家的研究都渗透到了医学领

域，如朱熹、江永、戴震、俞正燮、江有浩、汪宗沂、

许承尧等鸿儒所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涉及到《黄帝

内经》、《伤寒》、本草、临床诸科等医学各方面，对

新安医学也作出了独特贡献，成语“对症下药”就出

自朱熹的《朱子语类·论语》。新安理学、朴学大家的

青睐，也是引领众多新安后学由儒入医的一个重要因

素。正是有了像新安学子这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由儒

入医，才改变了整个社会医工“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

人”的状况，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

新安医学之所以源远流长，繁荣昌盛，更与名医

世家纷呈有极大关系。据目前研究统计[4]，从北宋以

来，新安世医家传三代以上至十五代乃至三十代的共

有63家。名医世家的传承繁衍了大量医家，促进了临

床专科的发展。如北宋歙县名医张扩首传于弟张挥，

再传侄孙张杲，历经三代约130年，成为新安第一名

医世家。歙县黄孝通于南宋孝宗时御赐“医博”，传

于十四孙黄鼎铉，十七世孙黄予石，历经二十五世，代

不乏人，成为新安医学史上世传最久的妇科世家。明

代嘉靖初年（1521年）歙县郑赤山精研岐黄，传至清

代康乾时期，郑于丰、郑于藩兄弟共同受业于江西南

丰名医黄明生，康熙六十年（1721年）分为两支，于丰

居南园（世称“南园喉科”），于藩居西园（世称“西

园喉科”），“一源双流”，从此闻名于世，相传至今

已历15代。其他如新安王氏内科、歙县张一贴内科、

吴山铺程氏伤科、休宁舟山唐氏内科、梅林江氏妇

科、蜀山曹氏外科等都以医学世代相传，经久不衰，

名声益噪，成为新安医学学术兴旺、不断发展的一个

重要标志。
文献宏富，名著林立

新安地区书院林立，教育大兴，文化昌盛，尤其

是私人刻书业也由此而兴盛。当时江南地区私人刻

书无论是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刻印技术上，在

全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明清时期的医籍中，徽

版名列前茅。据《新安医籍考》载[1]，产生或成名于

新安一带的医家共编撰中医药学术著作800余部，

其中医经类107种，伤寒类70种，诊法类40种，本草类

54种，针灸类22种，内科类210种，外科类15种，妇科

类24种，儿科类84种，五官科类30种，医案医话类77

种，养生类15种，丛书类37种等。

不仅在数量上新安医著丰富而全面，更有许

多文献创下了医学史之最，如南宋张杲于南宋淳熙

十六年（1189年）著成《医说》10卷，成为我国现存最

早的记载大量医学史料的医史传记类著作；明代江

瓘所著《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和研究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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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案的专著；明代吴崑所著《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

注释方剂的专著；明代方有执著《伤寒论条辨》开错

简流派之先河；清代郑梅涧所著《重楼玉钥》是我国

第一部喉科专著。近代中医所推崇的“全国十大医

学全书”之中，出自新安医家之手的就有明代徐春甫

所著的《古今医统大全》、清代吴谦所著的《医宗金

鉴》和程杏轩所著的《医述》三部。《古今医统大全》

100卷、165门、185万字，卷帙浩繁，内容包括基础理

论、临床各科、本草方药及养生保健等各个方面，是

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大型医学全书，概括了明代以前

我国重要医学典籍和医学成就；《医宗金鉴》共90卷

15种，是一部切合临床实用的大型教科医书；程杏轩

辑成的《医述》16卷，不仅开阔了临床思路，而且便

于对照和查找，开节录诸家医论之先河。此外，明代

陈嘉谟所著《本草蒙筌》，孙一奎所著《赤水玄珠》，

清代汪昂所著《汤头歌诀》、《本草备要》，程国彭所

著《医学心悟》，吴澄（康熙、乾隆年间）所著《不居

集》，迁徙苏州的叶天士所著《临证指南医案》，都是

临证习医者的必备参考书，并被中医高等院校编入

教材。

值得特别一提的还有新安医学的未刊本。有许

多经验丰富的新安名医，平生忙于诊务，无暇顾及整

理医术心得，但其处方及临床经验等，往往为门徒收

集珍藏。20世纪末叶当地省市中医界曾抢救性地整

理出版了一部分新安医学未刊本，如《王仲奇医案》

等；但至今仍有不少新安珍本尚在民间未曾问世，这

些遗产都是有待整理研究的宝贵资料，如歙县黄氏

妇科第十八代传人黄予石，著有《妇科衣钵》、《妇科

秘要》、《临床验案》三书，未刊行，由昆孙黄竹泉秘

藏至今。

新安医家医著的研究在当代早就为中医界所关

注，1978年全国著名医史文献专家余瀛鳌先生发表

了《明清歙县名医在医学上的贡献》一文[7]，开始将

其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研究。其后，1986-2000年，

他在与王乐匋、李济仁等著名专家领衔主编《新安医

籍丛刊》（15卷，1 000余万字）时明确指出，新安医学

“在以地区命名的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3]。800余

位医家，800余部著作，在古徽州一府六邑（歙县、绩

溪县、休宁县、婺源县、黟县、祁门县）的弹丸之地，

数百年的历史中竟产生出如此众多的医家，撰编出如

此众多的医著，影响之大，世所罕见，不能不说是一

个奇迹。
创新发明，学说纷呈

新安医学是地域性、综合性的学术流派，其传承

（规律）表现为动感的多流线状态，各家师承统绪俨

然可寻，各门人、私淑衣被天下，学术上呈现出多元

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少新安医家是中医学各家学术流派中

的关键人物。如明代汪机（1463-1539年）是温补学派

的重要人物，方有执（1523-1599年）是伤寒学派的

重要代表人物，吴崑（1551-1620年）是医经学派的重

要代表人物，明末清初汪昂（1615-1694年）是汇通学

派的代表人物，清代叶天士（约1666-1745年）是温病

学派的重要代表，新安医学的学说观点在各家学说

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新安医

家结合临床，大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科学价值

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创见，临床上形成了圆机活法、

用药轻灵为主体的多种风格，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学说已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明代汪机“营卫论”和“固本培元”思想，

陈嘉谟（1486-1570年）的“治疗用气味论”，孙一奎

（1522－1619年）的“太极命门说”，方有执的“伤寒

论错简”说，吴崑的“针方一理”说，清代汪昂的“暑

必兼湿”说，吴澄（康乾年间）的“外损论”和“理脾

阴”学说，程国彭（约1660-1735年）的“八纲辨证”和

“医门八法”，郑梅涧（1727-1787年）的“养阴清肺”

说，余国佩（晚清）的“燥湿为本”说等，虽各为一家

之言，但这些论述深说博论，不乏创义，观点鲜明，

立论独特，议论有理有据，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对明清以来中医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交流传播，影响深远

由于特殊的山水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各行各

业的新安学子都有随徽商流寓而负笈他乡、增广见

识的传统，新安医学也不例外，许多新安医家如方有

执、徐春甫、孙一奎、江应宿、吴正伦、吴崑、程仑、

叶天士等都有游学访师的经历，甚至学有所成后行

医他乡。如明代徐春甫（1520-1596年）自言：“余初学

医，志友天下。尝游吴越江湘，历濂洛关闽，抵扬徐

燕冀，就有道而正焉。道高即拜，罔敢自矜”[8]。早年

游学并行医于江浙地区，壮年以后寓居北京行医，名

闻遐尔。再如吴崑师余午亭（1516-1601年）后，“由三

吴，循江浙，历荆襄，抵燕赵，就有道者师事之”[9]，未

及壮年，负笈万里。又如清嘉道年间歙县名医程芝田

在浙江衢州行医，授衢州弟子雷逸仙，雷逸仙传其子

雷少逸，而雷少逸传弟子歙县程曦[10]。至于叶天士学

医“拜十七师”，更为中医界业内所知晓。游学求师，

兼收并蓄，学成后或行医他乡，促进了新安医学的交

流与传播。根据文献的记载，新安医家求学行医的

活动范围广，北至辽蓟、南达粤南，遍及辽、沪、苏、

皖、浙、粤、赣、湘、鄂、川等地。其中最活跃的地方

是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地，这与徽商的足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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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的。明清时期，中国学术重心在江南，以苏、

杭、徽三州为学术中心的苏中、浙中、新安三大基地

鼎足而立，所以在学术交往方面，徽州与江苏、浙江

的关系密切。

明清两代讲学盛行，士人结社成为人们平常进

行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医家也受此风尚影响，而

有医学团体问世。明代新安医家余傅山、汪宦、吴篁

池、汪烈采、黄刚诸人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在

徽州府城给门人余渥及汪、吴三子进行了一次讲学，

其讲学记录《论医汇粹》被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

部讲学实录[4]。不仅在新安一地，即使迁居行医他乡

的新安医家，在汲取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新安学

术基因后，也会积极创造条件，营造一个突出新安医

学学术特色的氛围。仅仅时隔20多年，寓居京师的徐

春甫即于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前，在北京发起组

织了“一体堂宅仁医会”（简称“宅仁医会”、“仁医

会”），开展讲学活动、交流学术，钻研医理、切磋技

艺，立有“医会会款”、“会约条款”，是我国有史可

考的最早的学会组织和科技团体[11]。参加该会的有

今日区划版图之苏、浙、皖、闽、鄂、湘、粤等地在京

的太医和名医共46人，其中新安医家最多，达21人，

徐氏的老师汪宦与门生及子侄家人等11人均是会友。

一在本土，一在京师，这样的医学学术交流，可谓引

领一时之风尚。

新安医学在中医学术交流和发展史上写下了辉

煌的篇章，其影响无远弗届，对国外医学的发展也产

生了重大影响。在日本医家丹波元胤所著《中国医籍

考》中，共收载新安医家63人，医籍139部[12]。尤其是

朝鲜、日本两国，不仅通过各种途径吸收了大量的新

安医学知识，而且整本翻印刊刻新安医家的许多重

要著述，有些版本流传至今，成为研究新安医学对外

交流史的宝贵资料。新安医籍外传的时代以明清两

代为主，这一时期东传的新安医籍不少于30种，主要

有：南宋医家张杲《医说》；明代医家汪机《石山医

案》，江瓘《名医类案》，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

孙一奎《赤水玄珠》、《生生子医案》，吴崑《医方

考》；清代医家汪昂《本草备要》等。明清以来，新安

医学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一直受到海内外

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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