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刘禹锡二十多岁的时候
,

他就写了一篇推

利中外医药交流的文章 《 为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

动方状 》 .

事情是这样的
:

贞元十二年 ( 7 9 6 )
,

唐德宗颁行了一部方药书
《 广利方 》

(又名《贞元广利方》 )
.

该书收方 58 6个
,

刘禹锡给予很高的评价
,

说它是
: “

搜方技的秘要
,

拯生灵之夭瘾
,

坐比华青
.

咸跻仁寿
”

。

因而也受到

了国际友 人的重视
。

贞元十六年 ( 8 0的
,

唐朝友邻

新罗国 (在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使者

朴如言
,

向淮南节度使杜佑提出
,

希望把这部书带回

国
。

因此事涉及两国文化交流
,

杜佑不敢自专
,

就 让

掌书记刘禹锡向德宗请示
,

刘氏就写了此
“

状
”

文
.

刘禹锡在这篇文章中说
: “

臣以其久称藩附
,

素混车书
.

航海献深
,

既己通于华礼
;
释病调病

,

岂独隔了外区 ? 正当四海为家
,

冀睹十全之效
’ .

在这里
,

刘氏把医学看成是造福全人类的事业
,

这

种消除疾病
,

解除人民疾苦的事业
,

是不能 经隔于

外区
”

的
.

应当让 医学
“

四海为家
” ,

让 医学成就

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

希望在全世界都能看到它的
“

十

全之效
” ,

更不消说是有着悠久友好关系的
“

素混

车书
.

邻邦了
.

由此可见
,

刘氏对中外医药交流
,

抱着多么积极热情的鑫度
.

早在一千二百年前
,

一

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医生
,

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
,

实

在是难能可贵的
。

刘氏这一进步思想和主张
,

是终生坚持和奉行

的
.

他在 《 传信方述 》 中说
,

他正是从
`

医拯道贵

广
“

这一主张出发
,

才 让自己的 《 传信方 》 问世
。

在 《 传信方 》 中
,

有两个眼科方剂 (用黄连
、

龚仁
、

干枣治眼风泪痒生璐赤毗方和用呵梨勒入白蜜治 目

赤痛方 )
,

据考证是给刘禹锡治过眼病的婆罗门 (印

度 ) 僧人传给他的
,

而
`

呵梨勒
”

这个药名本身
,

就是梵语的译音
。

至于 《 传信方 》 中的
“

牛乳煎草

接治虚冷久痢方
” ,

则是广泛流行于波斯 (今伊朗 )

和大秦 (今土其耳一带 ) 的一个补虚弱的方子
,

并
“

累试于虚冷者必效
” .

交流是互相的
, 《 传信方 》 中的一些方剂

,

如

治干霍乱盐汤方
、

麦饭石治痈疽方
、

杉木治脚气方

等
。

被日本人丹波康赖于永观 二年 (宋雍熙元年
,

9 8 4年 ) 编的 《 医心方 》 所引用
,

尤其是 《 传信方 》

散佚后
,

有的方剂
,

如用黄苏
、

黄连治赤白痢
、

鹅鸭

肝方等
,

只有 《 医心方 》 中还 有记载
,

成为中日两

国医学交流的一个见证
。

另在 《 传信方集释 》 中所

辑出的四十 五个方剂中
,

有九个曾被朝鲜许浚编的
《 东医宝鉴 》 所引用

。

由此看来
,

刘禹锡生前身后
,

都为中外医学交流作出了贡献
。

综合上述
,

象刘禹锡这样一位医术造诣颇深
,

临证经脸丰富
,

又有医学专著
,

并对医学史的研究

和中外医学交流作出过贡献
,

对后世颇有影响的医

学家
,

应该载入中国医学史册
,

并占有一定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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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4 页 ) 在讲医古文时
,

一定要做到医理文

理两不悖
,

否则
,

就难免产生 误解
,

或其中必有一 误
。

( 白术〕 主风寒湿痹
,

死肌
、

痉
、

疽
·

… …
《 神农本草经读 》

“

风寒湿 痹
” ,

若单纯 以文分折
,

就很 可 能 认 为
“

风
、

寒
、

湿
、

痹
”

是并列词组当谓语
“

主
”

(名

词活用为动词 ) 的宾语
,

或偏正词 组
“

风 寒 湿 的

痹
. ,

等等
;
若结合医理

,

则顿觉大谬不然
.

陈修

园注
: “

其日风寒湿痹者
,

以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

也
.

三气杂至以湿为主
。 ’

依此
, “

风寒湿
”

是名

词 (寒
,

寒邪
,

没
,

.

视弃 )括用为动词作
“

痹
”

的定

语
。 “

三气杂至以湿为主
’ ,

只能从医理去休会了
.

损有余
,

益不足
,

反者益其
.

“

益其
“

的
.

益
”

是动词 ? 是 形禅词 ? 还是副诃 ?

有无活用 ? 若仅以文言
. “

益
”

似是形 容词活用为

动词
,

因它后边有代词宾语
;
但一结合医理

,

就贻

笑大方了
,

绝对此理
.

《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 》

人 民卫生出版社 1 9 6 3年版
,

把句号标在
“

益
”

字后
,

把
“

其
”

当为下句的开头
,

但仍令 人 费解
.

校
、

读

《 甲 乙经 》 “

其
’

为
“

甚
” 。 “

益甚
” ,

就是 加重

病情的意思
.

如此医文两通
. “

益
”

就是表程度的

副词明矣
;
它与

“

益不足
”

的
“

益
”

截然不同
.

《 灵枢
·

寒热病 》

以上仅就学 习古医籍中词类活用的方法谈了个

人几点粗浅看法
,

而其基础是首先要学好词类
、

句

子成分
、

古汉语知识和中医药学的常识
;
否则

,

就

失去了理论指导和说理工具
,

也就无可言状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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