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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杏苑诗葩：医林诗词合解》是一本当代中医界诗词写作的选集和解说。
由于传统的原因，中医界对古典诗词有特殊的爱好并有所创作。
上海地区，名家辈出，如程门雪、秦伯未、张赞臣、裘沛然诸先生的诗词，一时都成为南北医家的翘
楚。
李鼎先生传扬学业，享誉医坛，写诗填词，南北方遥相唱和；重兴医界诗风，大为弘扬中医药文化张
目。
《杏苑诗葩：医林诗词合解》即集合新老名家佳作，加以评介，题目为《杏苑诗葩》。
这既为当前中医药文化增辉，又是为中华传统诗词融入时代和专业的特色，可说是医学和人学的交会
，从中将可以领略医家陶情、养性、旅游、生活的诸多旨趣。
书中且多名家手笔、史留影，翰墨珠玑，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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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穴部位全部补齐。
仿制成铜人，外形上像1日，内容上如新。
这已不仅具有作为文物的鉴赏价值，还具有学术上的参证价值。
明正统铜人是仿宋天圣铜人制作，因而从这具铜人还可以间接探知宋铜人的旧貌。
参合馆内陈列的大小不一的铜人，对其间的沿革关系便可以完全了解。
　　（二）明成化镇江府刻铜人图复原。
宋代铸成立体的针灸经穴模型铜人之后，其文本称《铜人经》，据铜人所绘的平面图即称《铜人图》
。
北宋时有名医石藏用所绘制的正人、伏人各一图，明成化时镇江府史素加以重绘；弘治年间，丘溶又
作修订。
这些称作《铜人图》或《明堂铜人图》的针灸经穴图，般认为早已亡佚；现在日本大阪针灸学校针灸
博物馆却存有史素图的正人图，而明代《针灸捷径》一书中则有伏人头部及伏人四肢分图。
再参考以后丘溶的重刊图和明代太医院的修订图，可以有根据地复原先前已缺失的伏（背）人图。
铜人的正人、伏人二图，作为铜人实物的旁证，对考正经穴部位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次作客观复原，使能重现宋明时的旧貌，便于全面了解经穴图的发展和演变情况。
　　（三）马王堆经脉文献十一脉图补绘。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所载的“足臂十一脉”和“阴阳十一脉”，江陵张家山汉墓简书所载的“阴阳十
一脉”，这些作为《脉书》的内容都只有文字而无图。
有人曾补画一些线条图，未能表明原意。
这次补给注重分析原文字，十一脉的走行有“出”有“入”，为表达其含意，脉浅出处用深红色线表
示，深入处以淡红细线表示，深浅之间呈自然过度，改变过去不分深浅的单一画法，使能较好表达原
文的意思。
从“十一脉”图可以略知十二经脉以前的样式。
　　对早期简帛文献的研究，由难解的文字转化为图像，原已亡佚或被掠的《铜人图》和铜人实物能
重新复原，并仿制成功。
新的研究成果，大大充实和丰富了针灸博物馆的内容。
诗的第三联因写成“简帛文辞古，图形物象鲜。
”由一个“鲜”字表明其新鲜、鲜明，赞赏针灸博物馆的新成就。
　　针灸博物馆的丰富内容，正是五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对我国历代针灸文献、文物进行旁搜
远绍、上下求索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黄龙祥研究员的工作精神，钩玄索隐，使老一辈人的理念成为新一代人的事实。
他在修建针灸文物陈列馆的基础上，又建立中国针灸图库，编辑出版《中国针灸史图鉴》，称之为无
墙的针灸博物馆。
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无不围绕着一个主题，让更多的人理解传统的针灸医学，并为临床所用。
这里就有个对古籍的正确解读，对学术的考证源流，对文献的去伪存真，对文物的客观鉴定等系列任
务。
针灸博物馆要展示历代的学术成就和文物，更应展示经过近人的研究、诠释、解读、鉴定而重新创造
出来的新文物，使能更好地联系当前实际。
汉代太仓公淳于意当时是诵读黄帝、扁鹊之《脉书》，加上医疗实践，成为一代名医。
现在离开淳于意已经很遥远，要正确解读像《脉书》那样的古文献、古文物得依靠谁呢？
当然要仰仗新一代的研究人员。
诗的末联因写上：“淳于今邈矣，谁解旧遗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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