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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刘禹锡 (

名诗人哲学家
,

7 7 2一 8 4 2 ) 不仅是我 川 古代著

亦是一位颇有拘负的政治改革家及

造诣深厚的书洪家 , 厂刁时也是一代名医
。

池生于洛

阳
,

宾可谓是一 位多才多艺的
“

洛阳习
`

子
,,
了

。

刘禹锡少年时就爱上了医学
。

经过多年六勺刻苦

钻研和实践
.

他掌握了一套较为六明的 医术
,

并在

医学研究中作出了一定成就
。

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

他在唐元和十三年 ( 8 1 8 ) 编著的 《 传信方 》 一书
。

粼羚纂鬓奚鞭履焉鸳灵鑫氛摹育崔黔议
蓄肆严蕊翼窝森赁壕孰:橇暮兮拾矗渠萝

日腔科等
,
还记载了痔漏

、

急教
、

综合疗法以及一

些治虫咬
、

蛇伤的偏方和方法
。

刘禹锡所收录的这

些处方
、

单方
、

验方等
、

来源甚广
,

博采众长
:

有

的是他自己创制的
,

有的是平时在街头药摊 匕学来

的
,

有的是到乡村行医时搜集来的
,

有的来自宫廷

御医 , 甚至还有从僧人道士那里学来的偏方
。

恃别

值得称道的是
: 《 传信方 》 中的方剂不光有可靠的

医疗实践验证
,

而且方中所用的药物
,

都是价钱便

宜
、

容易得到的
,

真正具有 “ 廉 , ( 药 价廉 )
、

“
验

” ( 药有效验 )
、 “
便

” ( 药容易得到 ) 三个

特点
。

对于出身官僚家庭的刘禹锡来说
,

这确实是

难能可贵的
。

《 传信方 》 医学价值极高
,

所以在唐代及后世

都有较大影响 ; 可惜原书到元代就已散失
。

但由于

一些古医书如 《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 用 太 草 》
、

《苏沈良方 》
、

洪遵 《 集验方 》 等都收有一些 《 传

信方 》 巾的药方
,

就连我国古代最著名的药书
、

明

代李时珍的 袄衬
、

草纲目 》 以及 日本的 《 医心方 》 、

朝鲜的 《 东区宝鉴 》 等医药书中也都引用了 《 传信

方 》 的内客
,

因而才使该书得以继续 流 传
。

解 放

后
,

遂由冯汉铺先生整理编纂成 《 传信方集释 》 ,

山 日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

以至今人能重睹这份

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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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重阐明义理以期实现治平理想
,

走向儒学更新
,

形

成声势浩大的理学 ; 并由野进而登 卜
`

朝 堂 成为 官

学
。

即使在尊王攘夷的 《春秋 》 学大昌
,

限制佛老
,

净化儒学的时候
,

昌期也仍然根据白已 的 理 性 思

维
,

作出自己认为合乎实际的判断
。

有 时 纵 笔 一

挥
,

不免要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饮感的痛点
。

例

如宋王朝开围后赵光义以皇弟继经而有赵普效
“
金

膝
”
故事假造了

一

个所谓的
“
金匾之盟

” ,

为光义

继统找合法根据 ; 然而虚假暴露
,

流玄传播
,

宋室

掩盖犹失不及
。

惟独这位龙昌期硬说
“
金膝

厅

故事

是周公捏造而指斥周公为大奸
,

这不窗明指
“
金溉

之盟
”

是诈伪
。

昌期不单专非周公 而又指 《六经 》
.

无
“
皇道

” 。

无怪要取来以正统自
_

:的儒学家的呵

斤
,

认为离经叛道
,

罪不可追了
。

嘉佘右四年 ( 公元 1 0 5 9 )
,

龙昌89 岁
, `也把所著

书 100 卷进献朝廷
,

仁宗诏两制丫
`

阅
,

以
“
昌 期诡

诞穿凿
,

指周公为大奸
,

不可以训
,

乞令益州毁弃

所刻版本
” 。

这时朝廷因文彦博力荐
,

已下令赐昌

期五品服
,

绢百匹
。

翰林学士欧阳修
,

知制浩刘敞

等纷起弹劲
“
昌期异端害道

,

当服少开卯之诛
,

不

宜推奖
” 。

于是成案撤悄
,

追夺所赐
,

遣归
,

昌期

返家之后便含恨逝世
。

龙昌期思想学术特色王要表现在
:

一
、

他在熟悉儒学的基础上
.

不满足于只为经传

作注释
,

而是要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
、

根据自己的理

性思维
,

作出自己认为合乎实际的判断
。

他在晚期

所撰的一系列著作
,

大都是论述有关历史
、

制度
、

礼俗
、

文化方面的
。

他对传统儒学
,

决 不 盲 从 轻

信
,

而是富有批判和务实精神
。

陈振孙 《 直斋书录

解题 》 在著录龙氏著作时说
: “

箕学迁僻
,

专非周

公
。 ”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
,

把周
、

孔神化
,

极为尊

崇
,

宋真宗时特立周公庙
,

赋子以圣王 的 高 大 形

象
,

而龙昌期一介寒士
、

偏方小民
,

乃 敢 公 然低

斥
、

这就必然要使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官僚学者难

以容忍了
。

二
、

龙昌期思想开阔
,

治学范围宽广
,

不拘守一

家之说
,

这是他的又一显著特色
。

他虽遍 注儒 家群

经
,

却茉喜欢只作先儒的仆从
,

还别开生面
,

打破

常规
,

以佛说解经
。

他擅长 《 易 》 学
,

具有哲学家

的深厚素养
,

在对复杂而变动的宇宙和人生方面
,

传虚心体今 观井介通
,

以求惊摄全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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