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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与争 鸣 ·

俞越“废医论”及其思想根源分析

赤卜先中

    俞械(1821一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湖州

德清县人。清末著名学者，经学大师。俞越16岁人

县学，24岁乡试中举，道光10年(1851)进京会试中

第46名进士。后参加保和殿复试，深得主考官曾国

藩的赏识，评为第一名得人翰林院。咸丰四年出任

河南学政，咸丰七年因出科举试题犯忌，被弹动罢官

还乡。官场的失意成为俞褪一生的转折点，此后的

数十年里，俞椒经历着学术研究和掌教课徒的人生

旅程。他专意著述，卷轶繁富，凡500余卷，收人《春

在堂全书》，赢得“朴学大师”的美誉。俞椒门生众

多，桃李满天下，知名的有章太炎、徐琪、汪鸣变、吴

大澈、孙伯华等数十人。然而，这位汉学大师却是近

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废止中医的人物。〔‘〕这种与其国

学修养难以吻合的主张，不仅对近代中国废除中医

思潮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为后人探究其废医

思想的根源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疑惑。

    一、废止中医思想及“废医存药”论的形成

    中国古代一直有文仕通医的传统，即相当一部

分医学典籍出自文人或仕人之手。一些文仕在为学

和从政的同时，对于中医学有着独到的研究，作为儒

门事亲所需。俞械自然也对中医有所涉足，且能处

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

问”篇48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

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

绩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2〕至于俞械的医术水
准到底如何，未有史料见证。但从两点可以断定，并

不十分高明。他在一封书信“与胡菱甫农部”中坦

言:“辱以素问见询，素问乃上古遗书，向曾浏览，惮

其艰深，且医药自是专门，素未通晓，若徒订正字句

之间无关精义，故未尝有所论撰。+'[3」假如此非肺腑
之言，从另一视角也可窥其一二。俞褪的家庭可以

说是十分的不幸，他的妻儿中多人为疾病困扰，先后

撒手人寰，离他而去。面对诸多创伤，俞抛只能徒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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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老泪纵横。然而，正是由于对中医学的一知半

解和不幸的家世，为他晚年提出“废医论”埋下了理

论与动机的根苗。

    俞褪撰《俞楼杂纂》，应从他夫人姚氏去世后开

始，凡50卷。[41他在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全文

共分7章，700(〕余字。以下逐一略述其义，旨在梳

理俞褪废医思想的脉络和“废医”的理由。

    本义篇第一 以《周礼·天官》、《春秋左传》、《史

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

卜甚于医也”，东汉以后“卜日益衰”而医犹盛行，到

了唐代，开始产生废龟之论。俞褪认为，既然与医并

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
    原医篇第二 纵论神农本经不见先汉史籍，断

言医道未必出自神农仙圣。俞褪“惧世人不察，以为

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来。”圈试图
找到立论依据。

    医巫篇第三 论述“古之医古之巫也”。俞a首

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

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

本为一体。得出“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

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7l的结论。
    脉虚篇第四 他认为，“医之治病，其要在脉”，

而脉象则不可凭信。俞抛援引《周官》、《素问》、《史

记·扁鹊传》里关于脉象的相互矛盾的分析，得出了

自己的结论:“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

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

决。”[“〕

    药虚篇第五 以本经为据，鞭答药物的灵验。

称药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俞褪认为上药且不足于练

形、中药且不足以养性，“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

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又称神农本草历经数

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他的结论是:“医之板
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

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n[9]

    证古篇第六 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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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借古讽今。指出:“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

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

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

重，重病而死。"[10]

    去疾篇第七 俞抛武断地认为，人的疾病的产

生是由于邪恶之心所致。“夫人之病有心生也，心者

气之帅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养生者，长善心

而消恶心。善心为主，四体从之，其气和调而畅达，

足以御风雨寒暑之变，故其为人也不病，虽有病也不

死”。“不善养生者，消善心而长恶心，恶心为主，四

肢达之，其气缪庚而底滞，非但不足御风雨寒暑之

变，甚者挟吾心而妄行为狂易之疾，故其为人也恒

病。”他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

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川。
    根据以上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俞抛着重从4个

方面，即从医、卜、巫三者关系而言，从《灵枢》、《素

问》性质而言，从脉诊和药物而言，从当时医技状况

而言，提出“废医”的理由。俞秘的“废医论”仅仅从

古文献中撷取例证，加以排比归纳、串联，摘取有关

资料作为论据，得出“医可废”的观点和结论。然而，

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从

文献到文献，忽略古今医药的实践，难免得出荒谬的

结论。可以说“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带有书生之见

的不通之论。他的基本主张是“卜可废医不可废

乎?”“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后人批评此

文医理不懂，逻辑不通。且“涉于考据者，凡古籍记

载不一即指为妄而议废。全文7篇几无一篇立论确

实者，故其谬一望而知，不烦一一纠正。;[12〕尽管“废

医论”只是发表在自己的著述之中，并非庙堂之论，

且后来他又作“医药说”，意识到“废医”理论有错，提

出“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13〕的矛盾观点。但俞
'19终究是第一个提出废除中医的学人，这篇文章成

为近代废止中医思想的滥筋，也给了民国初期废除

中医派不少启发和考证上的论据。时至今日，人们

在回顾近代史上中西医论战的历程时，总不免要追

溯废医思潮的根源，俞褪自然成为不可回避的人物。

    二、几种难圆其说的成因分析
    俞械废止中医思想到底缘何而生?这长期给后

人留下一些挥之不去的疑惑。笔者所了解的几种观

点不外乎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一向看不起医

学，即或涉猎医书，但断不屑以此为业，更耻于以医

为名;清末民生凋敝，政府不重医学，精勤之学者甚

少，医界不振亦可想见;俞氏之妻儿中多因病早逝，

故有切肤之痛;俞氏所处的时代毕竟已引进一些西

方文明医学又在诸学术之先，故洋务思想及西医之

影响也不可完全否定。[14〕其外，还有论者认为洋务
同门李鸿章等人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影响、甲午战争

失败的刺激也是俞褪提出废医的主要原因。〔’”」
    平心而论，考察作者立论的原始动机，应该深人

他当时的生活氛围之中，以最可信的史料来破解问

题的要领，而不应该囿于事物的表象，做出一些牵强

附会的解释。除了家庭的不幸导致俞越..愤然”而作

“废医论”，笔者很难苟同其他多种原因推断。士大

夫看不起医学，耻于以医为名，显然有悖于中国自古

文仕通医的传统，更何况俞椒本人对中医也有一定

的研习。清末医界不振，精勤之学者甚少，导致中医

地位滑坡，出现信任危机也在情理之中，惜论者未加

推究，难以使人信服。有论者认为俞抛曾受李鸿章

等洋务人物的影响，甚至读过传教士医生合信的著

作，仅仅停留在推理的层面，且在时间上也有出人。

“废医论”列((俞楼杂纂》第45卷，从《俞曲园先生年

谱》可以看出，“废医论”约成稿于光绪七年即1881
年左右〔16]。因为俞楼修建于1878年，“光绪戊寅之

岁，门下诸君子为余筑楼于孤山之麓，名曰‘俞楼’，

明年春，余与内子偕往，同住俞楼。"(171 1879年俞椒
才正式住进俞楼。从第1卷写到45卷，两年时间较

为合理。俞越撰写《废医论》到底有没有受到李鸿

章、合信等人西医观念的影响呢?干祖望教授考证，

李鸿章是第一个议论中西医学的人(1894年为((万

国药方》撰写的序文)[18]。也就是说“废医论”写成
以后 10年，中国人才开始对中西医进行比较和议

论。“废医论”只字未提到西医的概念，很难说明俞

撇对西医的优越性有什么了解，更不可能用西医作

为武器，来攻击中医的软肋。退一步说，假如俞抛接

触并信奉西医的话，何不请西医为其多病的妻儿诊

疗，而让其坐以待毙?诚然，俞越确实读过西医合信

的译著，在《春在堂随笔》里介绍过西方用“电气制炼

字画的铜板之法”[19]，但通篇未提“西医”二字。
    有论者认为，俞褪的废医思想是受到了日本学

者和明治维新的影响甚至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笔

者以为有些勉强。《德清俞氏》由俞抛的后人撰写，

是目前国内介绍俞越生平、家世、著述和人际往来比、

较权威的书籍。书中详细介绍了俞抛的几个日本友

人，如井上陈政、白须直、长冈护美、岛田彦祯、竹添

井井等。这些人中有汉学家，有外交官员，有诗人，

也有俞褪的学生。他们大多与俞褪有书信和诗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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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往，笔者未见一篇关于医药方面的谈论。诚然，

日本明治维新是以医学维新开始的，而日本废除汉

方医学，取缔汉医学校则是1883年的事。[201这一医
事背景对“废医论”的产生很难有什么直接的瓜葛。

至于甲午战败(1894)对俞抛的刺激并产生废医思想

的论点，未免太牵强附会了。

    三、家庭的厄运是俞椒“愤然”而议废医的直接

原因

    俞越享年86岁，可谓寿终正寝，可是他的家人

却屡遭不幸。俞抛 19岁(1840)与姚夫人成亲。姚

氏也是当地才女，为俞褪外表姐，自幼青梅竹马，伉

俪情深。二人一生恩爱，育有二男二女。1843年长

子绍莱出生，1850年小女绣孙问世。

    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

这个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从此蒙上了悲凉的阴影。

先是大女婚后不久，丈夫便突然病故，1864年改嫁

王氏。1866年次子祖仁又染重病，几近成废。1872

年，时任福宁太守的俞越的长兄俞林又愕然病逝。

不幸并未就此停息，而是愈加疯狂的袭扰这个家庭。

最让俞a遭受重创的莫过于姚夫人的去世、长子早
亡和次女绣孙的突然病逝。1879年四月，夫人姚氏

病故，先生“奉其枢仍至俞楼，悼亡歌哭，有‘月到旧

时明出，与谁同依栏干’之感”。[210〕他将夫人归葬杭
州右台山。自己在墓侧筑室三间，和夫人日夜相守，

倦倦之情，不以生死有殊。从此以后，他“精神意兴

日就阑衰，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唯“杂记平时所见

所闻，以销暇日”0[22] 1882年俞越作“双齿家志铭”:
“内子姚夫人遗有堕齿一，藏之至今，十有五年矣。

余去年亦堕一齿，乃合而膺之俞楼之后，文石亭之

前”。[2310 又作“双齿家诗”:“他日好留蓬颗在，当年同

咬菜根来。残齿零落存无几，尽拟相从到右台。’，〔叫
表达了对亡妻的无尽思念。1881长子绍莱在任直

隶省北运河同知时英年早卒。两子一死一废，未能

继承父业，给俞拯带来的创痛很深。1882年俞褪最

疼爱的小女绣孙又突然病逝。绣孙聪颖超群，10岁

能诗，深得老父钟爱。子女相继命丧，尤其是小女病

逝以后，俞抛悲伤交加，精神几近崩溃。俞棚一连写

下巧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诗:“一病原知事不轻，尚疑

未至避捐生。如何抛却青春婿，竟去黄泉伴母兄。”

“生后零丁事事非，二男六女痛无依，呢喃一队梁间

燕，母死巢空四散飞。”“老夫憔悴病中躯，暮景如斯

可叹无。去岁哭儿今哭女，那教老泪不干枯。�[251这
些诗句无不清晰地表达了俞褪的悲抢之情。妻离子

散，哀歌阵阵，白发人送黑发人，很难想像一个花甲

老人能够承受一连串的打击。此后，他又在《哭孙妇

彭氏》一诗中写到:“老夫何罪又何辜，总坐虚名误此

躯，泡梦电云十年内，鲜寡孤独一家俱，自知佳世应

非久，竟不忘情亦大愚，转为痴儿长太息，从今谁与

奉盘孟。’，[261露出人生的哀叹和无奈。
    造物弄人，命途多并。百般不幸频频照临，家庭

的灾难，医药的无助，使俞褪不得不哀叹人生噩运，

怀疑甚至迁怒中医。在经受接二连三的重创之后，

俞越步人情感生活的低谷，在撰写《俞楼杂纂》时已

感“意气颓唐，衰病交作”。[2710 在这种对生活几乎失
去信心的无奈心态下，作者有感而发，专列“废医”一

章，“愤然”提出废除中医中药，是合情合理的情绪化

流露，也是俞越废医思想最顺理成章的注脚。

    四、《废医论))的学术影响

    俞抛忽略了祖国医学的传统理论和古今医疗实

践的结晶，过分迷信古书中一些不可靠的材料，加以

考证和推断，主观臆断。尽管《废医论》只是书生之

见，存在很多逻辑上的抵悟和情绪上的偏激，但它几

乎将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传统一笔勾销，这显然

有失公允。作者发难之时甚至没有想到，他的《废医

论》如一石击水，成为近代废除中医思想的渊源，留

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几十年以后，“废中

取西”思想汹涌成潮，中西医论战烽烟迭起，俞抛的

思想和文字也成为欧化派考证上的依据。

    俞抛的“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论点对于他的

后学有不少启发，并被近代主张“废除中医”者及“废

医存药论”者所利用。章太炎是俞抛的得意门生，他

精通医学，留下大量医学论著。1926年，章太炎著

《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五行学说，主张完全废

弃。虽然章太炎没有强烈的废医倾向，但他的学生

余云帕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领军人物，留下大

量废医言论甚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1929年他的废

止中医提案引起全国性的抗争)0  1926年，余云帕

在((三三医报》上发表“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

就援引俞褪的废医之言:“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

而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作为其

攻击和鄙薄中医的依据。章氏辟五行为“汉代纬候

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之论以及“金元以下

⋯⋯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以五行玄虚之说为本”，

正是余云峋否定唐宋以后中医学的论点所出。[281我
们可以隐约看到其中的师承关系。

    当然，俞褪的错误观点也引起中医界人士和国

万方数据



  190 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7月第34卷第3期 Chin. J. Mod. Hist July 2004, Vol 34, No. 3

粹派的愤慨和反驳。著名中医邹趾痕就是代表人

物。1931年，他在《医学杂志》上撰文“俞曲园废医

论辩”，指出:“其作‘废医论’也，不过以其治经之暇

余，旁鹜及之，皆豹一斑之论，乌可据为彻底之判断

哉。”并作七言长诗加以反驳，其中“俞曲园是经学

家，不懂医理也谈医，⋯⋯此是越姐代厄话，尸祝怎

把泡事知”，“俞君引出《废医论》，要灭中医费心机，

中医自有圣医理，不与俗医一般齐，是否圣学也要

灭，明人公判免偏私”[291等诗句，言辞之中充满冷嘲

热讽。时至今日，人们在回顾中国近代史上这场中

西医论战时，总不免追溯废医思想的渊源，俞椒作为

始作俑者，自然成为不可回避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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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军围沐的疫史年代

李文波

    古代历朝记载的疫史，虽然与实际相去甚远，有

些缺乏完整的“三间”(时间、空间、人间)资料，但是，

仍然是研究疫史的基本资料。因此，准确应用这些

材料，分析疫情，认识规律，可启示后来，免生误导。

例如，18%年霍乱流行地点，因将东莞误换成撞关，

导致后来学者跟着照用。近来用电脑排版的书籍，

也常产生误用同音字，研读疫史书籍发现有误用年

代，可能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例如，元军围沐

(开封)是公元1232年，然而在((中国军事医学史》

1996年版65页、《古今中外大疫启示录》2003年117

页，均记为“贞佑元年九月(1213)，大元兵围汁，

加以大疫，注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实际上《金史》

卷64“后妃 .下”载贞佑元年九月是关于立皇后的

事，而不是元军围汁时间，该书下一段才是关于疫史

的记录，“及壬辰、癸巳岁，河南饥谨。大元兵围汁，

加以大疫，沐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壬

辰、癸巳岁为蒙古太宗4年和5年，即公元1232年

和1233年，元军于1233年4月进驻汁京。金哀宗逃
到蔡州，自杀，金朝灭亡。因此，没有两次元军围沐

的记载。《古今中外大疫启示录》在100页和123页
都记为两次被元军所围，同样是误用。以上内容可

查《金史》，共同讨论。
                                        (收稿日期:2004.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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