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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流派的学术贡献和特色元

阴王 键元元 郜 峦
（安徽中医学院 合肥 230038）

摘 要：新安医学作为一个区域特色明显的医学流派，为传统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产生了

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文献资源、医学理论、临床应用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本文就新安医学的形成和

发展，从继承与创新、学派纷呈与和谐融通、家族传承与学术传承、以儒通医与融合道佛、“地理新安”

与“医学新安”、中医科学与徽学文化 6个层面，论述了新安医学流派的学术特色及其对传统中医药发
展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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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是徽州的旧称，所辖 6 县（歙县、休宁、
绩溪、祁门、黟县、婺源）长期保持着中原文化的传

统，文化积累深厚，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而新安医

学是发轫于元代之前，鼎盛于明清时期，有着明显

地域文化特征的新安医药文化史，是中国传统医

药学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中
期，随着我国三大显学之一———“徽学”研究的兴

起，新安医学逐渐被中医学界乃至史学界和文化

界所重视。

新安一隅，地灵人杰，以名医众多著称于世。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新安医学区域优势明显，流派

色彩浓厚，学术成就突出，历史影响深远，是中医

药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拟从新安医学的

学术贡献和学术特色角度对其进行阐述。

一、新安医学的学术贡献

新安医学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据考证，自宋迄清，见于资料记载的新安医

家达 800余人，其中在医学史上有影响的医家达 600
多人。据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新安
医籍考》，可以得知自唐至民国初年，大约产生了 800
余种新安医籍。或对中医理论进行阐发，或对方药有

所发明，或在临床上有所突破，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

了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1. 在文献资源方面的贡献
新安历代医家为我们遗留下大量的医学著作，

可谓卷帙浩繁，浩如湮海。据《新安医籍考》记录 [1]，产
生或成名于新安一带的医家共编撰中医药学术著作

共 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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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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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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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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吴崑所著《医方考》是我

国第一部注释方剂的专著；江瓘所著《名医类案》是

我国第一部总结和研究历代医案的专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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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安徽州一府六邑的弹丸之地，历史上竟产

生出如此众多的医家，撰编如此众多的医著，影响之

大，实属罕见，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全国著名医史

专家余瀛鳌先生曾说过新安医学的各类医籍“在以

地区命名的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2]。
新安医家勤于著书笔耕，其著作得以流传后世，

得益于新安发达的刻版印刷业，加之新安自古少见

兵燹，即便到了现代，无论是工业现代化，或是文革

清扫“四旧”的灾难，徽州地区亦因环境相对封闭及

传统文化风俗的关系，使得各类文化遗迹、文物古籍

得到较好的保护。由此可见，仅徽州本地的新安医学

文献资源也是相当可观的。现今黄山市各地博物馆

及医疗科研单位均有丰厚的藏书，此外，还有很多古

籍深藏于徽州民间，其中有私人收藏家，有现存的新

安名医世家，也有普通百姓，文献中不乏有明清时期

的珍贵版本，一些孤本、抄本、名家手稿、遗墨具有很

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2. 在医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自宋元伊始，根植祖国医学之中的新安医学，全

方位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表现

为涉及的学科至为广泛，所有门类无不涉及，继承之

中多有创新，普及之中更有提高，有基础理论，有方

药临床，有整理考校，有注释阐发，充分体现了中医

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可以说，新安医学的兴起与发展

是中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典型缩影和代表，具有较

高的学术价值，在医学理论方面有很大的贡献。

新安医家在医学经典、本草方剂以及临床各科

理论方面均有卓越的建树，或广征博引以阐发先贤

微义，或推陈出新而开流派先河。在《内经》研究方

面，新安医家著述很多，尤以明代吴崑的《素问吴

注》、清代罗美的《内经博义》及胡澍的《素问校义》影

响较大，其他如汪机的《内经补注》、《续素问钞》、徐

春甫的《内经要旨》、汪昂的《素灵类纂约注》等等，都

是当今研究《内经》的良好读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

值。在《伤寒论》的研究方面，明代的方有执著有《伤

寒论条辨》，首倡错简重订之说。此外，还有陆彦功、

汪宗沂、汪春溥及王少峰等伤寒大家，其中清代汪宗

沂辑复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合编》，经多方考证，搜

罗了仲景逸论 46条、逸方 23首，实为难能可贵。王
少峰则以毕生精力，完成 70 万字巨著《伤寒从新》，
对《伤寒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注解，可谓《伤寒论》

研究的集大成者。对医学经典研究有影响的还有程

云来、戴震、程珓、吴谦等诸多名家，皆造诣深邃，各

具灼见。其他方面如：养生有吴正伦的《养生类要》、

徐春甫的《老老余编》、《养生余录》，诊断有吴崑的

《脉语》、余柳庵的《脉理会参》和汪宏的《望诊遵经》，

运气有汪机的《运气易览》、郑沛的《运气图解》等等。

至于江瓘的《名医类案》、汪机的《石山医案》、陈嘉谟

的《本草蒙筌》、汪昂的《本草备要》和《医方集解》、孙

一奎的《赤水玄珠》、余午亭的《诸证析疑》、汪绂的

《医林纂要探源》、程国彭的《医学心悟》等等著作，则

流传更广，为历代业医者所推崇，其理论学术价值更

是显而易见的。

新安医家在医学理论、临床医学和药物学等方

面皆多有建树，在全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一些学说

已成为当代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汪机所开

创的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对浙江的赵献可、张景

岳、常熟缪希雍、江苏李中梓等医家的学术思想均有

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后来

歙县的吴正伦、吴天士、吴澄、程杏轩，休宁的汪付

护、孙一奎、汪文绮，黟县的黄古潭，祁门的徐春甫等

新安医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均有直接影响。

明·方有执通过对伤寒热病的诊治和研究，大胆

将《伤寒论》整移编次，辑成《伤寒论条辨》，增强了原

书的系统性、条理性，从而创“错简重订”说，开《伤寒

论》错简派之先河，揭开伤寒学派内部派系争鸣的序

幕。清代喻嘉言评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始先削王叔

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于太阳之篇改叔和之旧，

以风寒之伤营伤卫者分属，卓识越古人”。

清代吴澄所著《不居集》为论治虚损专著，他首

创“外损”一说，是李东垣内伤外感辨的补充；首倡

“理脾阴”学说，可与叶桂养胃阴说相媲美；其创设的

“解托”、“补托”诸法对治疗外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

临床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而程国彭著《医学心

悟》，倡导“八纲辨证”，首创“医门八法”，对中医学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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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论治体系的补充完善也做出积极贡献。

3. 在临床应用方面的贡献
新安医家在临床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历代新

安医著也以临床方面居多，诸如孙一奎、吴正伦、余

午亭、吴澄、程国彭、程敬通等以内科大方脉见长的

医家，可谓不胜枚举。据粗略统计，明清时期新安医

案专著有 43部，近代医案专著有 12部，还不包括其
它医籍中大量散在记载的医案。其中不仅有全国最

早的医案专著———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还有《石

山医案》、《孙一奎医案》等新安名医的个人医案，更

有许多私藏的尚未发表的医案类手稿等。这些医案

包涵了新安医家丰富的临床经验，记述了各种疑难

杂症的独特治法、方药。

新安医学代表了明清时期中医学的最高水平，

在临床各科上都有一流的大家。在临床方面，新安医

家贡献诸多，且不乏以独门专科见长者，尤其是从南

宋到清末这数百年间，新安一地造就了众多的医学

世家，他们世代相传，且名声益噪，部分医学世家一

直延续到当今，学术影响经久不衰。其中历史最悠久

的便是“歙县黄氏妇科”，至今已 25 代，其鼻祖为南
宋名医黄孝通，宋孝宗时曾受“医博”之御赐，14代孙
黄鼎弦于崇祯时入京治愈贵妃田姝血崩症，上赐以

“医震宏都”之匾额，17代孙黄予石著有《妇科衣钵》、
《妇科秘要》及《临床验案》3部著作。目前由 25代孙
黄孝周承其业，影响不凡，为本地区专科临床的中

坚。“新安郑氏喉科”起自清代，分为“南园”、“西园”2
个宗支，南园以名医郑梅涧蜚声杏林，而以郑于蕃为

领衔的西园喉科，其临床造诣亦不在南园之下，考其

源流，二者实出同门，皆上承于闽人黄明生。据考证，

清代新安 14部喉科专著之中，仅郑氏 2家就占到 8
部，足见其影响之大。现今传人有郑景歧、郑铎、郑日

新、郑园等数位，西园已有开发品种“西园喉宝”问

世，令人欣慰。至今名声显耀的名医世家还有歙县

“富堨王氏内科”，人称“新安王氏医学”，起自清代名

医王学健，曾孙王仲奇移居上海，以擅治内伤杂病驰

誉沪上，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王任之、著名中医专

家王乐匋皆为王氏族系传人，学验俱丰，在中医学界

享有盛誉。其他如歙县“吴山铺伤科”、蜀口“曹氏外

科”、上丰舍头“程氏内科”、“江村小儿科”、休宁“梅

林妇科”、“西门桥儿科”等等，都驰名于今，求治者众

多。此外，在针灸推拿方面王国瑞精通针法，创立“飞

腾八法”；吴亦鼎专攻灸法，著《神灸经纶》；周于藩以

按摩推拿术治疗小儿疾病，著《小儿推拿秘诀》。

新安医家在传统专科方面有着许多发明创见，各

类医著很多，这些医著都凝聚着历代新安医家临床

学术的精华，是临床研究与开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源泉。

4. 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贡献
中医学强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注重“阴阳和

合”，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医文化的话，即“和”字。

新安医学是明清时期中医学的代表，具有丰富的和

谐思想，体现了仁爱、诚信、乐善好施、重义轻利的精

神，这种精神对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意

义。新安医学还是徽州文化的缩影，徽州文化是宋以

后传统文化的代表。徽州地区山环水抱，徽州建筑体

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徽州人重视自然与人

文的和谐。作为儒医群体的新安医家，其“天人合一”

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新安医家

的医德医风体现了“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胸怀和待

患若亲的仁爱精神。因此说，新安医学文化具有博大

精深的内涵和历久弥新的魅力，是和谐社会建设的

宝贵资源和重要借鉴，弘扬新安医学文化有助于促

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新安医学的学术特色

1. 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新安医学对中医理论的创新、对经典医著的订

正注释、对中医诊断学的研究、对医籍的整理编纂和

刊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医药学发展史上留

下了光辉的一页。

首先，新安医学理论创新十分活跃。新安医家在

积累临床经验、探研中医学术的过程中，敢于突破，

大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有重要影响的

学术见解。如汪机融汇李朱之学而发明“营卫一气”

说，提出了“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思想，开新安温

补培元之先河。孙一奎融“医”、“易”、“理学”等多学

科为一炉，用“太极”对命门学说进行阐发，创“动气

命门”说，揭开了命门学说指导临床的新篇章。新安

医学的突出成就是在理论上开拓创新，学术上争鸣

活跃，立论领先医林。

其次，新安医学在继承中有创新。新安医学的发

明创新明显地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的，而在以继

承为主要目的的典籍整理中也多有创新。

最后，新安医学在医学启蒙中不忘创新。如陈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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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的《本草蒙荃》，刊“徽派”炮制法，首次介绍了某些

药物的特殊贮藏法等。程国彭著有《医学心悟》，总结

“八字辨证”说，创立“医门八法”说等。

2. 学派纷呈与和谐融通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新安医学名医云集，众多医家各抒己见，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形成了众多的学派，主要有由汪机开

创的“固本培元”派，明代方有执为代表的《伤寒论》

的“错简重订”派，清代郑梅涧为代表的“养阴清润”

派，叶天士为代表的“时方轻灵”派，汪昂为代表从事

医学科学普及的“医学启蒙”派，以及经典注释家中

的“改革创新派”等等。各家学派异彩纷呈，绵延不

绝，影响深远，正如王任之先生所说：“新安医学有许

多学派，各个学派都有特点和成就”。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自“金元四大家”分说以

来，中医学术争鸣异常活跃，各家学说异彩纷呈，往

往各陈己见，甚至互相对立。但新安医学有所不同，

徽州讲究和谐，新安各学派之间相互沟通，取长补

短，各学派中就很少有极端尖锐对立和冲突的观点，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通，互相学习，兼容

并蓄。新安医学学派纷呈与交流融合的有机统一与

结合，是新安医学显著不同于整体中医药学体系的

一个重要特征。

3. 家族传承与学术传承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新安医学的教育、传承方式是家族传承、师承相

授，且以家族传承为主。父子相袭、兄弟相授、祖孙相

承、世代业医的“家族链”现象十分明显。有专家研究

统计，自北宋以来，世医家传 3耀15代乃至 30多代的
家传名医“家族链”有 63 家，记载名医 300 余人，许
多名医世家传承至今。

新安医学的世医家族链实际上也就是新安医学

学术链，家庭传承仅仅是外在形式，学术传承才是本

质内容。学术传承是名医医家生命力之所在，没有学

术上的传承与创新，所谓的家族传承就会成为空壳。

新安医学家族链与学术链的统一是互相溶合交织在

一起，家族传承与学术传承是有机统一与结合的。

4. 以儒通医与融合道佛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据有关专家文献统计研究，新安医家兼及研医

者中，由儒而习医者占 70%，继承家传的专科医生占
30%。由于受当地人文思想的熏陶，亦有着好儒发奋
读书的习俗，从而构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

体。新安医家信奉儒学，习医行事“一以儒理为权

衡”，不少大儒也对医学进行研究。

新安医学以儒学为主，但并不排斥佛道。徽州集

儒、道、佛人文盛景于一地，不仅有黄山白岳———白

岳即齐云山，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又毗邻九华

山，九华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新安山水间佛

教寺院众多，佛道氛围很浓厚，对医家的影响也很

大。而且新安医家与道士、僧侣的关系很密切，许多

是身兼道医、僧医两重身份。

新安医学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

地体现了儒家这一主流文化和融儒释道于一体的程

朱理学的精髓，具有积极向上而入世致用的精神，本

身就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渗透性。儒学为主，融合道

佛，以儒通医与融合道佛的有机统一与结合，是新安

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5.“地理新安”与“医学新安”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新安医学指的是以新安地区（即原徽州一府六

邑）为核心的地域性综合性中医学术流派，在传承中

医药学术过程中同样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然而，新

安医学根植于本土“小新安”地域，同时作为祖国医

学的典型代表和缩影，其学术理论和思想连续不断

地向中华大地影响、辐射和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说新安医学曾是主导全国中医学术主潮流的地域

医学，也可以说，明清的江南地区其实就是新安医学

学术交流互动的“大新安”场所。

新安医学中的“地理新安”与“医学新安”在概念

上是有差异的，“地理”学的概念是静态的、疆域明确

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小新安；而“医学”如同江水一样

是流动的，随着“江水”的流动，新安医学积极参与到

了整个中医药体系的大循环中，有着广泛的发展空

间和研究意义，故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大新安”。大、

小“新安”的互动融合，“地理新安”与“医学新安”的

有机统一与结合，构成了融通流动性的新安医学学

术体系。

6. 中医科学与徽学文化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在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独特医学科学体系，也是中华民族 5000多年积累下
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从皖南古徽州这片文化土壤

中生发出来的新安医学，不仅是中医药学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徽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

药科学遗产与徽州学文化遗产的交汇点。通过新安

医学这个交汇点，中医科学与徽学文化有机统一结

合起来了。

2001年 5月江泽民同志视察黄山时，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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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徽州文化“五要素”的概念，即 C（文化）、B（贸易）、
M（医学）、E（教育）、A（建筑），同时指出：“如此灿烂
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

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因此，新安医学作

为明清时期中医药学发展的“硅谷”，作为徽州文化

五大要素之一，已融溶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袖珍缩

影的徽学文化之中。

三、结 语

发源于古徽州的新安医学，始于宋元，盛于明清，

流传至今，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到目前为

止，新安医学已出版专著 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600
多篇。这些成果为今后的新安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

宽广的平台，也为新安医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此外，为了系统分析和研究新安医学的应用

价值，我们组织编撰了《新安医学精华系列丛书》10
册，包括新安医学的学术思想、医论医话、方药、内

科、外科骨伤科、妇科、儿科、五官科、针灸以及名医

医案精华。同时编写了《新安医学名著丛书》14册，对

新安医学文献中的名著精点精校。两套丛书系统整

理了对新安医学名医名著的学术精粹以及各科临床

成就，全面剖析了新安医学流派的结构体系，阐明了

新安医学流派的形成发展规律，总结归纳了新安医

学的学术特色和优势。

然而，目前对新安医学学术思想的探讨多采用传

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今后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提高新安医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进一步拓展新安医学的研究与应用领域。在文献整

理研究的同时，加大总结、整理、研究和推广新安医

家独特的临床诊疗技术的力度，积极开展新安医学

的临床应用、新安医学理论的实验观察、新安名医名

方的开发性研究、新安医家独特的临床诊疗技术的

整理和规范化研究以及新安医学史、新安医学与徽

州文化关系、新安医学与徽商关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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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Xin'an Medicine School
Wang Jian, Gao Luan

（Anhui College of TCM, Hefei 230038, China）

Abstract: Xin'an Medicine, as a significant regional medicine school, has made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 terms of academic theories, literature resources, clinical applications, as well as spirit and culture. This pa原
per introduce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n'an Medicine from six aspect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chool diversity and integration, family heritage and academic tradition, Confucian Buddhism and Taoism, geographi原
cal and medical Xin'an concep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nhui Culture.
Keywords: Xin'an Medicine, Academic contribution,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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