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建葆、邱慈桂主编的四十余
万言人物传记《江南圣医喻嘉言》，
以一种匠心独运、别开生面的编纂
体例和艺术表现形式，全息而生动
地再现了我国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
喻嘉言辗转儒道医禅、矢志悬壶济
世的奇异人生，善起沉疴、精湛绝伦
的高超医术，古道热肠、拯世救民的
高尚医德，穷尽精微、窥透造化的医
学成就，开拓先河、为天下式的首创
精神，启迪后学、功在千秋的深刻影
响，堪谓集喻嘉言研究之大成。

“江南圣医”喻嘉言，江西南昌
新建人，生活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
间，少小谙医，兼通儒道；不惑之年，
因生逢明朝末世，难遂匡时壮志，于
是弃仕隐医，悬壶于江西南昌、新
建、清江、安义、靖江、进贤一带；年
逾花甲，以行动表达对清廷的不满，
佯狂以避朝廷耳目，披鬀为僧，由医

隐禅，复出禅隐医，并暗中从事反清活动；后受好友钱谦益之邀，移居于江苏常熟，风
簑雨笠，传医江南，会讲授徒，足迹遍于赣、浙、苏、皖，医名冠绝，誉满江南，名列明末
清初三大医家之首。

《江南圣医喻嘉言》在编纂体例上匠心独运，别具一格。它打破了以演绎人物生
平为主的传统写法，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融叙传、评述、稽辨、汇编、赞吟为一体的新
体例。它无疑是一部人物传记，但它采用的不是通常的以叙事为主、线性描述人物生
平事迹的写法，而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评论成分浓郁的评传特征。它也不是一般性的
传评结合的人物评传，而是结合众多研究者各种不同的解读，以及时人与后人的诗文
赞吟，多视角地对人物进行观照，全方位复原湮没于时光深处的人物风貌。它搜罗宏
富，史料翔实，形似汇编，而编辑体例新颖、学术目光独到、人文情感炽热、艺术气息浓
郁，是一部独具学术价值、人文情怀和艺术品位的关于喻嘉言的“百科全书”。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生平传略”，主要辑录了清代以降多位研究者撰写的《喻嘉
言传》，以及《清史稿》《江西通志》《常熟县志》等记载的喻嘉言事迹，后人对喻嘉言姓
氏家世、游历交往和年谱的考证；第二章“医学成就”，详细介绍了喻嘉言在治疗伤寒、
温病、杂病等方面的卓越建树，重点呈现喻嘉言的学术思想与特色、医案撰写特色、临
证治疗经验和对后世的影响；第三章“各家研究”，内容包括研究者对喻嘉言医学著
述、医德思想和他与赣文化等的研究；第四章“文献考证”，辑录了喻嘉言著述医籍提
要与考证、著作序跋，以及墓葬变迁与调查；第五章“艺文集萃”，主要收录了部分学
者、诗人、作家、艺术家们创作的喻嘉言影视剧本、小说故事、诗歌散文、塑像雕刻和绘
画写真等。

本书绘制了一幅江南圣医喻嘉言的斑斓精神图景。它不唯展示人物的生平事
迹，更注重挖掘人物行为背后深层的人生精神，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立体而生动地
再现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图景，于喻嘉言而言，至少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一、身处王朝交替乱世，拒绝与溷浊同流合污的反抗精神；二、诏征不就、佯狂披
鬀的民族气节；三、从失落中走出困境，百折不摧的人生意志；四、悲悯生民，以精湛的
医术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五、开创温病三焦、营卫辨证之先河，首创中医规范医案，
首开中医课堂讲学的创新精神；六、重订《伤寒论》条目，弥补《伤寒论》详伤寒略温病
之不足，倡导“三纲鼎立”“秋燥论”“大气论”，制定“先议病后用药”的诊病程序，病证
辨证独辟鸿蒙，发微中医误诊学思想的科学精神；七、“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
书以教人功在万世”，著书立说，讲学课徒，以振兴中华医学、传播医学理论为己任的
责任担当。

喻嘉言的高妙医术、医学思想和医学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自《寓意草》问世以
来，三百余年间，他的著作不断被翻印，医术为历代医家所取法，对他的研究亦从未中
断，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然而，较诸其他名医，喻嘉言的社会影响远未达到其应该
享有的高度，其重要的医学文化价值亦远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对其生平和著作缺乏全
面而翔实的论述，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传略。《江南圣医喻嘉言》麇集近六十位医学、社
会学、文献学专家和作家、诗人、画家及雕塑家，聚三十年之寸积铢累，将喻嘉言研究
成果汇于一炉，以此向医学先师喻嘉言致敬。其作者之稠众、内容之完备，实乃方今
学术研究领域之罕见。它不仅体现了编纂者史料搜集与布局谋篇的功力，更体现了
一种发掘地域文化富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书超越其他很多同类著述之处，在于它浓郁的人文性与艺术性。为了弥补历
史记载的某些缺失与偏颇，该书在研究、考证喻嘉言生平和医学成就之外，还特编“艺
文集萃”，“通过有限的知识展开无穷的想象，以此来填补在喻嘉言情感世界的空白，
使喻嘉言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而丰满”。（《后记：穿越时空的盛会》）

本书在社科研究、文献整理和艺术呈现上，彰显出历史人物研究的多元化，为学
术研究活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譬如对喻嘉言医学三书《寓意草》《尚论篇》

《医门法律》，有研究者发现“这部丛书的价值并非仅仅囿限在中医学领域。如果我们
将视角多元转换，便会发现这部丛书在哲学、民俗学、文学等领域也具有一定的价
值。”（夏汉宁《喻嘉言〈寓意草〉的文学解读》）；有研究者发现佛学对喻嘉言的医学建
树起着重要作用（何明栋《喻嘉言医学著述中的佛语探源》）；有论者从中看到了喻嘉
言的人民性，有人探究喻的医德思想，有人考辨喻的真实姓氏……

本书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喻嘉言辗转于江南大地，悬壶济世，不断创新医学观点和
学说，为后人留下宝贵医学文化财富的人生事迹，在中华民族医学人物长廊上，又矗
立起一座栩栩如生的医学家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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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会员、浙江省散文
学会理事。（ ）

■书评

一座栩栩如生的医学家雕像
——简评《江南圣医喻嘉言》
□涂国文

我们是大海的子民
——读《舟山市歌谣谚语卷》

□扬帆集团姚崎锋

从旧书网上淘来一本 1989 年版的《舟山市歌谣谚语
卷》，同时出版的还有《舟山市故事卷》。两书都是“浙江
省民间文学集成”的组成部分，颇有收藏意义。

这本歌谣谚语集共收录 164 首歌谣，分劳动歌、时政
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儿歌等八大类；
收录民间谚语共 2110 条，涉及生产、自然 、社交、生活、时
政、事理、修养等方面。

这些内容的采集，在当时，都是一些地方上的文字工
作者深入民间，从船头来，从老百姓的口中来，带着最接
地气的腔调，是第一手资料。周大风、王道兴、方长生、张
岳程等民间文艺工作者，为这些歌谣民谚的保护作出了
贡献。

我们的前辈曾经如此地靠近大海、深入大海、搏击大
海，在风浪里讨生活，创作了无数的海洋歌谚，总结了无
数的生产生活经验，化作了我们认识海洋、认识鱼类的科
普宝藏。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好多歌谚已失去了
它们生存的土壤。如劳动中的各种渔民号子，由于机械
化操作取代了手工劳作，号子哼唱的形式已不多见，慢慢
只能在非遗传承人的表演中才有机会见识到了。

时代不同了，我们及下一代或许无需再为那变幻莫
测的大海伤脑筋，但我们依然生活在群岛，我们都是海的
子民，应该为依海而生而自豪。我们也应熟悉一些与海
有关的歌谚，传承那些前辈们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经典。

倘若到了某一天，当我们的下一代对这样的传承麻
木，一知半解甚至不知所云时，我想，那是悲哀的。事实
上，我们中的很多人，似乎已
经 分 不 清 市 场 上 的 那 些 鱼
类，叫不出很多海产品的名
字，不知道盐是怎么来的，看
不 懂 大 海 上 的 那 些 风 云 变
幻，欣赏不了渔民画，理会不
了舞台上表演的船拳、渔民
号子……

粗粗翻阅本书后发现，
有少部分儿歌（童谣）是曾经
看到或者听到过的，但大多
是记忆里所没有的。我在此
抄录几段歌谚，给那些对此
陌生的读者朋友，以期共同
关注这些正在渐渐远逝的海
岛生活宝藏。

《船隔三寸板》：“船隔三
寸板，板里是娘房，板外见阎
王。”这首歌在旧社会渔民中
广为流传。那时的渔船全靠风力和人力行驶，船只又小，
经不过风浪袭击，渔民出海捕鱼的危险性很大。

《盐民谣》：“刮泥淋卤苦连天，百担烂泥换担盐。头
顶烈日晒脱皮，肩痛腰酸无力气。早晨出门鸡未啼，晚上
回家星出齐。”歌谣把海岛旧时盐民的作业状态及悲苦生
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鱼名谣》：“鳗鱼长、鲳鱼扁，梅童头大身体短。飞鱼
飞，鲻鱼跳，带鱼贪吃容易钓。墨鱼黑来带鱼亮，鳓鱼肚
皮像快刀。乌贼头上两根须，背着砧板游江湖。黄鱼头
大，白鳊嘴小，海蜇无眼水上漂。琵琶鱼懒，海鲢鱼唱，箬
鳎眼睛单边生。”歌谣把我们常见的一些鱼类特征作了生
动形象的展示，当然类似的鱼名谣还有很多，有些采用了
对歌的形式表现。

当我们从老一辈人口中听到那些熟悉而渐渐陌生的
歌谚时，内心仍会产生莫名的亲切感，仿佛也置身于那搏
风战浪的船头，干着前辈们曾经干过的事，与他们有着一
样的腔调、一样的胸怀、一样的勇敢……这些歌谣谚语作
为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遗产，至今仍有着历史意义和文
学价值。希望我们后辈能够对此多一些了解与传播，也
许当你深入其中，你会有更多收获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