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出版的《国文课：中国文脉

十五讲》是一部新见迭出的古典文

学阐释作品。书中从风雅、人格、文

格等，对古文作品从别开生面的角

度进行赏析。不止于作品的详细解

读，更关注古人的人格和气质，引领

读者由文章诗词而进于更深层精神

世界，试图探寻中国文化脉络。毕

飞宇说：“我极为赞赏徐晋如所作的

一项努力，为了最大限度地贴近古

典文脉，他一直在填词、写旧体诗、

作古文。他另类的、不合时宜的创

作在他的《国文课》里呈现了价值。”

在引言里，作者徐晋如说，这本

书不是研究中国经典文学的文学史

著作，也不是中国经典文学的欣赏

著作。那这本书是什么？徐晋如

说：“这本书是一位中国经典文体的

创作者对中国经典文学的返视内

观。我也在玄览中国经典文学时，

深切地体悟到中国文化之道。我忍

不住想把我的体悟写出来，好让有

志上接中国文脉的读者，懂得存古

人之心，行古人之道，阅古人之境。”

本书从《诗经》讲起，接着是讲

屈子，提出《离骚》是屈子的证道之

作。讲到赋时，特别指出司马相如

的士人风骨，也顺着第一章《君子之

学》的话头，进一步阐发了文学“为

己”之义。作者又专为《古诗十九

首》设了一章，是想说明中国文艺以

高古为极则。后世诗家，只取李、

杜，“馀子非不足观，但因本书只谈

文脉，万古江河既不废，其他淮、济、

汉、洛，自不必重溯。”书中分别为乐

府诗、词、曲之鸟瞰，重视醇雅之美、

闳约之致，或能稍亲风雅。徐晋如

说：“近世以来，学者多误以为文言

即古文，不知更有六朝骈文，蔚为文

章正宗。我在讲完六朝文的风流蕴

藉之后，更以专章推介有‘唐孟子’

之称的陆贽，我以为陆贽的骈文，是

中国文章的昆仑泰岱，无人堪与并

肩。唐宋八大家我只讲了四家……

宋六家仅取欧公与大苏，我爱重欧

苏文章气节，炳焕交辉，尤其是在写

到苏轼时，我觉得自己真能聆听到

其幽微的心曲。”在写作本书时，徐

晋如“常常感觉周遭虚无一物，只有

我与古人相对倾谈。这种冥冥之

境，在我迄今为止的写作生涯中，都

是十分罕遇的”。

徐晋如曾经深深折服于勃兰兑

斯的名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

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

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但他现在认

为，“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中国文士的

证道心迹，道不变，文亦不变。中国

文脉从《诗》《骚》以降，一直遵循着风

雅之道，从未更移，虽在二十世纪横

遭两度摧折，却能绵延至今。然则本

书之成，岂止不惑，抑且无憾焉。”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国文课》：
探寻中国文化脉络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医宝

藏》丛书总主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专家李勇先教

授。据他介绍，《中医宝藏》的编纂体

例，是在充分吸收已有整理成果编纂

体例优点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中医发

展的特点，按照“经纬结合，两翼拓

展。中西汇通，文明互鉴”的理念进行

编纂，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数千年

来我国中医成果及其对外影响力。

所谓“经纬结合”，就“经”而言，

主要对我国历代中医经典名著及其

相关校勘、注释、研究等成果加以专

门汇编，充分突出这些中医经典在

我国中医理论建设和临证经验总结

等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就“纬”

而言，主要根据中医学科属性进行

分类编纂，涉及中医基础理论、诊

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证综

合、温病、内科、外科、伤科、女科、儿

科、眼科、耳鼻咽喉口齿、养生、医案

医话医论、医史、通论、丛书等，每类

之下收录历代有代表性的中医典

籍，充分体现其学术价值、实用价值

和历史影响，反映不同历史阶段我

国中医发展的情况。

所谓“两翼拓展”，包括两大部

分：一“翼”是充分反映中医地域文

化特色，我国医学发展地域特色鲜

明，并形成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医

学流派，如巴蜀医学流派、江南医学

流派、岭南医学流派、湖湘医学流

派、齐鲁医学流派、西北医学流派

等。作为地处西南的四川大学等相

关编纂机构将充分发挥地域优势，

《中医宝藏》集中反映巴蜀医学特点

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巴蜀中

医名家成果。李勇先教授表示，将

对巴蜀历代中医古籍进行系统整

理，尽可能地将流传于民间的巴蜀

中医古籍进行抢救性发掘和搜集。

另一“翼”是充分反映我国传统

医学对亚洲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

和地区的影响。将对亚洲国家汉医

文献（限汉籍文献）进行编纂和整理，

已出版了《朝鲜汉籍中医文献珍本汇

刊》《东医宝鉴珍本汇刊》《越南汉籍

中医文献珍本汇刊》《日本医籍钞稿

本汇编》《和刻日本汉医名家珍本汇

刊》等，从中可以看出源远流长的中

国医学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所产生

的重要影响，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影响力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无

论是‘经纬结合’还是‘两翼拓展’，都

要充分体现‘中西汇通’‘文明互鉴’

这一特点。要让博大精深的中国传

统医学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和人民

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要走中

外医学交流互鉴的道路。”李勇先说。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当代书评 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主编杨莉 责编 叶红 版式罗梅 校对 汪智博 12

中国医学历史悠久，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尤其是中国医学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医学宝库，需要人们不断地去认识和掌握。而如何进一步发掘、整理、继承和发展中医文献成果，是摆在
人们面前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

巴蜀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巴蜀中医名家众多，著述宏富。先秦文献《山海经》中就已对巴蜀医药有
了明确记载。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墓中，发掘出土了人体经穴
髹漆人像和九部九百二十余支医学竹简，其中《敝昔医论》极有可能是扁鹊学派已经失传的经典医籍，反映了
巴蜀医学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8月16日，封面新闻记者从巴蜀书社获悉，作为巴蜀书社与四川大学相关单位一起规划并出版的大型中
医文献整理丛书《中医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中医文献集大成之作《巴蜀中医文献珍本汇刊》《川派中
医名家珍本汇刊》等首次整理影印出版，共收录巴蜀历代中医名家著作160余种。

《中医宝藏》的编纂和出版，充

分整合了四川大学校内外学术和文

献资源，如四川大学中医文化与养

生研究所、成都中医药大学以及其

他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共同参与。这

次整理出版的巴蜀中医文献，收录

了许多四川民间藏书机构如淘书

斋、川源古籍、华文堂等单位所珍藏

的巴蜀中医钞稿本，许多都是难得

一见的孤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

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历代巴蜀80余位中医名家如唐

慎微、史堪、文永周、陈际昌、王鸿

骥、王光甸、曾懿、巫燡、江秉乾、刘

善述等人著作按中医分类法编入

《巴蜀中医文献珍本汇刊》第一、二

辑之中，而杨凤庭、齐秉慧、罗绍芳、

刘仕廉、郑钦安、温存厚、唐宗海、何

仲皋、张骥、卢铸之等19位巴蜀中医

名家著作则以人物为中心编入《川

派中医名家珍本汇刊》之中。

据巴蜀书社林建社长介绍，巴

蜀书社长期致力于中医文献整理与

研究成果的出版工作，在继出版《中

华大典·医药卫生典》之后，2018年

开始，巴蜀书社与四川大学相关单

位一起规划并出版大型中医文献整

理丛书《中医宝藏》。巴蜀书社总编

侯安国提到，《巴蜀中医文献珍本汇

刊》《川派中医名家珍本汇刊》属于

大型中医文献丛书《中医宝藏》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中医宝藏》除已经

出版巴蜀中医文献以外，还出版了

域外朝鲜、日本、越南等汉籍中医文

献著作，其他十余种中医经典文献

珍本汇刊如《难经珍本汇刊》《神农

本草经珍本汇刊》《金匮要略珍本汇

刊》以及中医分科分类文献如诊法、

针灸推拿、温病、内科、外科、伤科、

女科、儿科、眼科、耳鼻咽喉口齿、养

生、医案医话医论等珍本汇刊已在

陆续出版过程中，预计2023年底前

完成所有《中医宝藏》40余类近3000

册的编纂和出版任务。巴蜀书社在

出版《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中医

宝藏》大型医学文献的同时，还出版

了一系列中医文献整理与研究著

作，如《郑钦安医书阐释》《天回医简

书迹留真》《吐鲁番文献合集·医药

卷》等，从而形成了巴蜀书社重要的

出版特色。

《中医宝藏》重要组成部分 收录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孤本

《中医宝藏》丛书总主编李勇先：中医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影响重大

《巴蜀中医文献珍本汇刊》

《川派中医名家珍本汇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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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中医文献珍本汇刊》等
首次整理出版

收录巴蜀历代中医名家著作 160 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