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目答问》 是继 《四库全
书》 以后，清代学术的总结性著
作，不仅开启了当时读书人的治学
门径，也引导后来如梁启超、鲁
迅、陈垣等一流学者走上深研传统
的学术之路。1927 年，鲁迅在广
州知用中学演讲时说：“倘要弄旧
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就是这样一本启发了数代读书

人的名著，其作者为谁，在光绪末
年，竟然陡起他说，在张之洞去世
后，争论不已。甚至民国时如商务
印书馆、上海朝记书庄出版的《书
目答问》，直接改作者为缪荃孙
（1844年—1919年）。

1914年12月，衡水枣强县藏书
家贺葆真拜访长期辅佐张之洞在武昌
办学的献县纪钜维，归来后在《收愚
斋日记》中转述纪钜维的谈话：“张
文襄所著书，皆他人代为。”这句话
被收录于2021年1月出版的《新辑
泊居剩稿》里。因是转述，贺葆真
是否完整准确地记述了纪钜维的原
话？是否脱离当时语境？聊天的话
能否作为严谨的书面结论？不得而
知。《新辑泊居剩稿》是沧州籍学者
辑校，沧州读书界也有多人读过。
作为张之洞的家乡人，读到贺葆真
这句转述，疑窦丛生。

在贺葆真的转述中，纪钜维虽
没有提到《书目答问》，但过于绝
对的断语，当然也包括 《书目答
问》。1895年，叶德辉跋《书目答
问》初印本云：听张之洞得意门生
杨锐说，“此目”出自缪荃孙之
手，“实非张之洞己书”。叶德辉跋
语中所传证据，与贺葆真转述类
似，同样令人生疑，都不能作为推
翻张之洞是作者的证据。

被认为代撰《书目问答》的缪
荃孙在晚年自撰《艺风老人年谱》
（纪事截止到1911年） 里载：光绪
元年 （1875年） 8月，入张之洞门
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在给
盛 宣 怀 的 信 中 说 ， 同 治 13 年
（1874 年）， 为 张 之 洞 《书 目 答
问》“一手经理”“无一书不过目，
无一字不自撰”，均称自己撰写了

《书目答问》。后来此说经其学生柳
诒徵等人沿袭，缪荃孙代撰《书目
答问》 的观点广为流布，至今未
止。网络上有关词条、缪荃孙家乡
及后人的研究文章，纷纷如是。

其实，缪荃孙代撰 《书目答
问》一说，是缪荃孙晚年自道，含
糊其辞，自相矛盾，站不住脚。

首先，缪荃孙在《半岩厂所见
书目》序言中说：自己助理张之洞
编著《书目答问》，并非代撰。这
篇序言写于 1908 年前，早于自撰
年谱，且张之洞此时尚未去世。同
一人同一问题，前后牴牾，到底哪
句是真？有人辩解说，古代高官的
著作，多由别人捉刀，张之洞是高
官，所以他的著作也是别人捉刀，
张之洞健在时，缪荃孙不敢直说。
这种逻辑显然是不严密的。

其次，金梁在《清史稿·校刻
记》中说：“《土司传》为缪荃孙
稿。”缪荃孙在 《艺风堂随笔》
中，也说自著 《土司传》。对此，
史学家方国瑜说：缪荃孙精于版本
校勘之学，对边疆地理之学并不擅
长，《清史稿》完成之前，缪荃孙
已死，未必就是《土司传》作者，

《艺风堂随笔》未必可信。方国瑜
认为，《土司传》 与 《书目答问》
的作者问题，同出一辙，缪荃孙在
不同的著作里，前后不一，可见缪

氏有掠美之嫌。方国瑜还举出他在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处所见张之洞信
札，以推翻缪荃孙自言代撰《书目
答问》的说法。

陈垣，启功先生知遇恩师，被
誉为“国宝”，与陈寅恪、钱穆、
吕思勉一起，并称“史学四大
家”。1936年，他在北京厂肆得到
张之洞写给王懿荣的这封信札。王
懿荣是张之洞妻兄，著名爱国学
者，甲骨文发现者。这封信被收录
在河北版、湖北版 《张之洞全集
里》，吴剑杰 《张之洞年谱长编》

“光绪二年闰五月条”（1876 年 7
月） 亦有述评。信札大致内容是：
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在重庆专门
就《书目答问》给王懿荣写信，自
述编著此书的目的和甘苦，并将书
稿寄上两本，一本请王懿荣补正，
一本请王转交在京的新进士缪荃
孙，也请其补正。为摆脱自我炫耀
的嫌疑，也可由王把书稿转给礼部
右侍郎潘祖荫，请他指点一二。同
时，寄在蜀中著述的《輶轩语》书
稿，只让王自己一览，不必流传。

陈垣得此信札后，撰文甚详，
一时遏制众流，“缪荃孙代撰《书
目答问》”的说法偃旗息鼓。但事
过数十年，或因地方主义、或因见
识所限因袭旧说，这种说法又尘嚣
直上，充斥网络和地方史料，令后
人迷惑。其实，缪荃孙 1876 年中
进士，没中之前在四川总督吴棠幕
府中，助理张之洞编著 《书目答
问》；中进士后，又受托进行补
正，襄赞之功并不在小。晚年自作
年谱“掠人之美”，却大不应该。
缪荃孙是学问大家，是不是《书目
答问》的作者，并不影响其学术成
就。或许，“缪荃孙代撰《书目答
问》 ”的说法更凸显了 《书目答
问》在中国学术史上无可替代的重
要地位。

最后，张之洞治学既反对当时
琐碎的考据之学，又反对空疏的心
性之学，主张学兼汉宋，通经致
用，并放眼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
鼓励天下学子砥砺品行，关注实
际，以图自强，救民族于危亡。带
有鲜明的革新色彩。缪荃孙以版本
目录学、史学等为主，在张之洞的
影响下，也接受了部分近代思想并
被张推荐开创京师图书馆，为近代
图书馆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但缪荃
孙的学术，并未完全脱化士大夫治
学旧习，开放、革新的气度和识
见，与张之洞不可同日而语。况
且，在吴棠幕府中时，30 来岁的
他还基本是个循规蹈矩的旧学中
人。《书目答问》开出大量翻译西
方自然科学的书目，是张之洞号召
天下学子放眼西方、实务救国理念
的具体体现，对此，缪荃孙或许赞
同，但未必比张之洞强烈，从这个
角度上，说他代撰 《书目答问》，
也是极勉强的。

总之，《书目答问》是清代末
期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在教
育、文化上的归结性和开拓性巨
著，影响了数代学人；在当代，
面对更加复杂的世界格局，如何
继承传统、学习先进，依然是重
大课题。张之洞说“世运之明
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
里在学。”这句话，至今都应引起
足够的深思。

缪荃孙代张之洞撰
《书目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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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一部由吕旺编写的
《中医辨治疑难危急重症百案
精选》 引起了业界专家的关
注，书中用作者 12年 8个月亲
历的 100个经典案例，详细真
实地记录了中医药在心梗、脑
出血、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
衰竭等危急重症中的确切疗
效。

这是一位中医，总结自己
几十年临床经验的呕心沥血之
作，代表着我市中医研究的最
新成果，更是得到了中国工程
院院士吴以岭、国医大师李佃
贵、全国名中医黄煌等业界知
名人士的鼎力推荐。

尽管本书的价值得到了专
家认可，但吕旺心里还是有些

忐忑：“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工
作人员曾提醒，销售较好的医
学书籍作者多是业界知名专
家，其他作者的作品能否得到
市场认可，还需时间验证。”

让吕旺没想到的是，3个月
之后，《中医辨治疑难危急重症
百案精选》实现了二次出版发
行。“这本书是我总结了数十年
的临床经验，精选百例疑难危
急重症，如实记录，详细解
析，甚至是失败的、具有代表
性案例，我也编入其中，希望
能为中医的发展贡献一份力
量。”

吕旺认为：“中医学有着
2000多年历史，古代大医是在
临床一线摸爬滚打历练出来

的，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
症、危急重症样样拿得起来。
而目前，中医界涉及的往往都
是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
较少，危急重症涉及得更少，
至于疗效好、得到大家公认的
更是凤毛麟角。不在危急重症
方面打几场硬仗，是很难摘掉
中医是‘慢郎中’的帽子的。”

纵观中华文明史，中医药
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成果璀璨夺
目，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
论》到《本草纲目》等不胜枚
举。有数据显示，清代之前，
同时期欧洲人的平均寿命要比
中国人短。这说明在中华文明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对人
们的身体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

12年呕心沥血
证明中医不是“慢郎中”

医学史上，中医曾几次面
临被废除的困境，但凭借顽强
的生命力一次次重新站了起
来。无数次的临床实践，让吕
旺一次次反思这样一个问题：
中医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

“是疗效，也只能是疗效。
疗效是中医的根，也是振兴中
医的关键所在。没有疗效，中
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中医是一门实用科学，不
是挂在墙上的字画，好不好都
不会害人，中医是有效就有
用、无效就有害。我认为这是
中医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并
且在实践中必须解决好的问

题。简单地说，只要能达到让
病人满意、认可，中医必兴。”
吕旺说。

“确保中医疗效最关键的前
提，就是要坚持辩证地医治。
这种治病的基本原则不会过
时，而是正当其时。”这是吕
旺临床实践过程中最深切的体
会，“在我的诊疗过程中，无
一不坚持这一原则，曾多次
成功救治了急性心梗、脑出
血、重症肺炎等重症病例。
另外，对于肠粘连、肠梗阻
这类病人，西医多采取手术
治疗，然而手术本身就是一
种创伤，可引起甚至加重粘

连，造成恶性循环。此病中
医称之‘结胸’‘关格’，我自
创一方六法，自拟通腑汤为主
方，再配伍攻下、活血、理
气、温通、益气、化饮，取得
明显效果。”

坚持辩证地医治不仅是中
医施治原则，也应在中西医结
合的探索中把握好这一原则，
而不能简单机械地融合。“如
果简单地将清热解毒药当作抗
生素，将活血化瘀药当作血管
扩张药来应用，只会落个‘邯
郸学步’的结果。”吕旺说，
这既是中医原则，也蕴含哲学
智慧。

吕旺感慨，世间病苦如此之多，只要能减
轻病人痛苦，何必再有中西医的成见。更何
况，理论和实践都已渐渐证明，中医西医同
源，只是施治有所分别。

“从医学发展的本质上来说，中西医学同
为治病救人而存在。二者一源两歧，而又殊途
同归，面对的是相同的病人，相同的症状、体
征，相同的辅助检查，达到相同的目的——治
愈疾病。只是方式不同，二者各有所长。”采
访时，吕旺曾多次表明中西医应互相结合的思
想。

“现在可以借助先进的医学理念和技术，
看到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早在
民国时期，盐山大医张锡纯就提出了中西医
结合思想，并用他的毕生心血著成了中西医
结合第一可法之书——《医学衷中参西录》，
可见这本书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吕旺认为，
今天要传承的，不仅是张锡纯的医术，更要
学习他在医学上不断开拓创新、包容并蓄的
精神。

“中医讲究宏观辨症，西医擅长微观辨
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收集资料，西医借助
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标准化检测，各有所长。
以中医为例，中医强调整体观念，提倡未病
先防，这些都为现代医学更好发展提供了更
全面的基础理论。西医借助微观体系以及先
进的科学技术，提高了整个现代医学的眼
界。比如之前，中医认为不能服药就失去了
治疗的机会，而西医的静脉注射就解决了这
一难题。疫情期间，国家倡导中西医相结合
共同施治，对疫情的防治和治疗起到了 1+1>
2的效果。这也用事实再次证明了中西医结
合是可行的。”

而吕旺所践行的，正是张锡纯在《医学
衷中参西录》自序中所说的：人生有大愿力
而后有大建树，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
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一枝独秀
不如春色满园，凭自己一人之力，穷极一生
能治愈多少病人？只有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
保留地传播出去，才能真正做到“济世活
人”。

疗效是中医的根
也是振兴中医的关键所在

中西医殊途同归
应兼收并蓄各取所长

《中医辨治疑难危急重症百案精选》书影

吕旺在沧州市第五届中医药论坛上发言吕旺在沧州市第五届中医药论坛上发言

近日近日，，由市中心医院中医一科主任吕旺编写的由市中心医院中医一科主任吕旺编写的《《中医辨治疑难危急重症百案精选中医辨治疑难危急重症百案精选》》再再

次出版发行次出版发行，，距首次出版发行仅仅过去了距首次出版发行仅仅过去了33个月个月。。一部来自一线医生编写的医案如此叫好一部来自一线医生编写的医案如此叫好

叫座叫座，，背后是作者的辛苦付背后是作者的辛苦付出出————

十年磨得丹方飘香十年磨得丹方飘香十年磨得丹方飘香
本报记者 刘 伟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搜集
18 个省市当代诗人的作品，校勘
上下数千年的诗歌名篇，自 2022
年年初以来，青县农民韩中清用
了一年多的时间，联系全国的文
化同道，主编 《中华韩氏古今诗
词选》，并在近期结集发行。

据了解，《中华韩氏古今诗词
选》收录了古今 174名诗人计 5300
多首作品。通过编辑书稿，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沧州诗词文化
界与全国诗词文化界的交流联
动。编辑过程中，韩中清搜了集
两 汉 、 唐 、 宋 、 元 、 明 、 清 、
民国时期近百位韩氏诗人作品
约 20 万字，然后分别打印寄送
给 全 国 范 围 的 有 关 编 辑 人 员 ，
请他们根据权威出版物甄别校
勘。校勘中发生了不少感人的
故事。 78 岁的退休编辑韩明华

老人，他在北京的家到首都图
书馆坐公交车需要 1 个小时。一
连许多天，老人早早起来就带
着午饭去赶车。从上午图书馆
开门到下午关门，他一直呆在
那里对照典籍校勘已辑出的宋
元明清诗稿，忘我工作的精神
令人动容； 75 岁的河北大学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韩成武教授带
病每天坚持工作七八个小时，进

行唐朝和五代诗作的校对工作，
将张冠李戴的作品和错字别字一
一修正。

自 2022 年 1 月征稿启事发布
后，有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贵州等 18 个省、市的诗人提
供了当代诗稿，这些诗稿被审定
后通过各种传媒平台陆续发表，
促进了传统诗词阅读和写作，丰
富了群众文化。

青县农民青县农民
搜集编写韩氏古今诗词搜集编写韩氏古今诗词

《《沔阳丛书沔阳丛书》》收录张之洞三种著作收录张之洞三种著作

几年前几年前，，韩中清在自家小院建起诗联墙韩中清在自家小院建起诗联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