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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丕谟从1982年1月《历代题画诗选注》处女作出版以来，才思喷涌，在此后的二十三年里，竞一鼓
作气出版了一百二十多种著作，其中书画创作类14种，书画文玩类16种，随笔散文类16种，医学养生
类7种，谈佛说禅类16种，神秘文化类7种，法律杂著类13种，诗词选注创作类7种，古籍整理类16种，
还有主编、副主编及参编参写类12种。
不仅著作多，涉及书画、文史、中医、饮食、养生、命理、风水、儒、释、道，以及法律古籍整理等
多个领域，而且往往选题角度独特，善于化深奥为浅显，可读性强，故令世人叹为&ldquo;奇
才&rdquo;。
　　那些年，人们都惊诧于丕谟的出书速度，但作为与他朝夕相处的妻子，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一本本
著作的背后，凝聚着更多的是丕谟厚积薄发的学问、创造性思维，以及他的勤奋和毅力。
　　仔细看一看丕谟的所有著作，除随笔、饮食外，书画、诗词、中医、命理、风水、儒释道、古籍
等，基本上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
书画对他而言是家学，自幼浸淫其中；根植于国学中的中医是他最初所学专业，是他的出身，况且古
时医、卜、星、相，似乎怎么也难分清楚。
有了客观条件，加上从小便迷恋国学的种种主观努力，使得他在传统文化领域中游刃有余，唐诗宋词
耳熟能详，脱口而出，古文根基更是同时代人中的佼然出众者。
在上海图书馆、藏书楼的频繁出入，又使他获取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和快速查找资料的本领，后来为了
节省去图书馆的时间，他更是花钱买回大量资料，以便著书时随时备用。
当第一本书问世时，丕谟已四十二足岁了，其实在此之前，他已有了三十年的苦学。
这三十年的苦学该积淀了怎样厚度的学问？
和他一起共同生活的二十年中，丕谟一直保持着每年平均出3～4本著作的速度，可却从未看到他才思
枯竭的窘态，往往一本书尚未写就，第二、第三本书已经开始酝酿，今天一本书刚刚脱稿，明天马上
又开始了下一本书的撰写。
人们形容的&ldquo;才思泉涌&rdquo;，用在丕谟身上，一点也不为过。
有时连他自己也惊奇地说，人家说写到后来，没东西可写，我怎么越写越感到有很多东西要写？
除了厚积薄发的学问，丕谟创造性的思维也十分令人赞叹。
他著书的选题往往能想常人所未想，比如他的《历代题画诗选注》，就属于填补题画诗空白的著作。
古时文人学问好，一般诗、书、画俱能，作画之余，再据图配上一首诗，看画读诗，趣味盎然。
然而从古到今，这些题画诗宝库却没人想去整理，去发掘。
丕谟却独辟蹊径，开发了这个选题，书出之后，获得相当高的评价。
再如《中国古代算命术》，也是新中国解放后，作为中国传统命理文化整理的第一本书，其他再如《
中国名尼》、《淑女诗三百首》、《中国古代养生术》、《佛道修性养生法》、《佛教生活风情
》&hellip;&hellip;都是选题角度比较独到、可读性很强的著作。
　　二十多年，百余种书，一字一字地写出来，需要何等的勤奋与毅力！
每年新年伊始，丕谟即开始制订本年度几本书的写作计划，然后便是奋力地付诸实践。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丕谟&ldquo;十年面壁&rdquo;著书立说阶段，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分割成三块：清
晨起床到早餐前，写短小的随笔文章，应对社会各方纷至沓来的约稿，在约莫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可写成一篇千字文，文章虽然短小，不过长年累月的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他那一
本又一本的散文集如《吃福》、《墨池散记》、《禅者的态度》、《霜秋红叶》、《读书是福》、《
人生有味》、《天下美食》等，就是他这些日常随笔的汇编；早餐以后的白天整段时间，是他用来著
书立说的黄金时段，为了不受外来各种干扰，他曾在《汲绠书屋约法》（汲绠书屋是丕谟曾经用过的
书斋号）中特地强调：&ldquo;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本书屋主人以笔耕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由于脑力劳动有着思维连续性的特点，故而凡在白天工作
时间，诸君若非要事，请勿来本书屋空坐闲聊，误人误己。
&lsquo;尺璧非宝，寸阴是金&rsquo;，古人早已有过说教，否则谋财害命，莫此为甚。
&rdquo;并把《约法》张贴在书屋的大门上；最后的一段工作时间是在晚饭后，此时丕谟不再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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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翻一会儿报刊，看一段电视新闻，然后便看书查阅资料，为第二天的写作做准备。
那时屋里没装空调，冬天冷，一个晚上总得换上好几次热水袋；夏天太热，看书查资料丕谟往往赤膊
上阵，即使如此也是汗流浃背，看在眼里，真觉他很是辛苦。
可是他却说人生苦短，活在世上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把人家唱歌跳舞、打牌搓麻将等休闲娱乐的
时间用到工作上来。
真是板凳坐得十年冷，&ldquo;梅花香自苦寒来&rdquo;。
　　如今丕谟已经辞归，在生生灭灭轮回不断的娑婆世界，人的肉身消亡是不可抗拒且无可奈何的，
可是我以为，肉身的丕谟虽已消亡，但神魂的丕谟依然与我们同在，这一百二十多种的著作就是他神
魂的安身之处！
我们读他的书，即能感受到他神魂的存在和神魂魅力。
可惜丕谟很多著作由于出版时间较长，市面上早已不复再见。
非常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适时地推出这套《洪丕谟精品集》，这不仅是丕谟的大幸，也是读者的大幸
，社会的大幸。
　　《洪丕谟精品集》首先推出的6本著作，虽说不能涵盖丕谟涉及的所有领域，却也尽可能地从书
法、佛道、中医、养生、风水等多个方面体现他的文化贡献。
在这些著作中，丕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入浅出、灵动自如的文笔，或高屋建瓴，或纵横捭阖，
充满智慧地从不同的角度，把读者带入到一个个别具姿彩的洞天福地。
尽管这些著作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至今却依然熠熠生辉，散发出无穷魅力。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著作出版距今毕竟已有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
以丕谟当年在书中所举一些事例或某些当年的行政称呼与我们现今有了较大的不同。
如有的书提到灵岩山寺僧人收到施主红包一律上交，然后年底统一分红的例子，其中每人50～100元那
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具体数额，如今肯定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由于无关灵岩山寺僧严于律己、克
己奉公、一心修持的大碍，所以我们便依然尊重原作，不作任何变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希望读
者诸君见谅。
另外，《中国书法史话和名作赏析》是由《中国书法史话》和《中国历代书法名作赏析》两书合编而
来，主要也是从读者的阅读需要和节省购书成本的立场考虑，希望读者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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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洪丕谟精品集》首先推出的6本著作，虽说不能涵盖丕谟涉及的所有领域，却也尽可能地从书法、
佛道、中医、养生、风水等多个方面体现他的文化贡献。
在这些著作中，丕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入浅出、灵动自如的文笔，或高屋建瓴，或纵横捭阖，
充满智慧地从不同的角度，把读者带入到一个个别具姿彩的洞天福地。
尽管这些著作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至今却依然熠熠生辉，散发出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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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丕谟（1940－2005），浙江宁波人，被学术界誉为“奇人”、“江南才子”、“上海滩上一枝笔”
，曾任华东政法学院文学院文学与法研究所所长、华东政法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书法家协
会第一届学术委员、上海市大学书法教育协会会长、香港中医专业学院客座教授、第一届中国书法家
协会学术委员。
他还是一位勤奋的多产作家，一生创作撰写了百余部、2000万字文史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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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宝藏丰富，象征着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和疾病斗争的睿智。
　　《史记&middot;补三皇本纪》说：&ldquo;神农氏以赭鞭（一种红色的竹根）鞭（意为采掘）草木
，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rdquo;可见早在原始社会，我国先民们就已经有了医药活动。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逐步改进，原始人类逐渐认识到了可以治病的药物，摸索出了一些
原始的治病方法，并学会制作骨针之类可供医疗的原始工具，构成了我国医药史上的起源阶段。
　　医药活动离不开人，原始时期，史载神农之外，有史可稽的传说中的医药人物，大致有伏羲、黄
帝、僦季贷、岐伯、雷公、桐君、鬼臾区、俞跗、少俞、伯高等人。
这些人准开洪基，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原始医学开出了一线光明。
　　春秋时期，巫术盛行。
医巫原自不分，《尚书》有云：&ldquo;周公祷武王之疾而瘳。
&rdquo;其时以殷王朝的贤大夫巫彭和巫咸最为有名，以至《说文解字》有&ldquo;古者，巫彭初作
医&rdquo;的说法。
然而巫医治病，也并非全然不用药物，如《山海经&middot;海内西经》就说：&ldquo;开明者，有巫彭
、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hellip;&hellip;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rdquo;　　周王朝时，随着社会发展和医药知识的积累，以及巫师队伍本身的分化，巫、医开始分道
扬镳，其显着标志是出现了专职医生和医疗分科，以及设立了医事制度。
《周礼&middot;天官冢宰》记载，当时有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
人，到年尾则考查他们的医事，以核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在药物剂型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了治病用的药酒，并有所谓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
伊尹为商汤大臣，他所发明的汤药，为药物相互配合后降低毒性、提高药效，并由生药向熟药过渡，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一时期，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ldquo;病人膏肓&rdquo;的医学典故。
当年秦国名医医缓为晋景公治病，诊断结果，医缓认为：&ldquo;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rdquo;　　值得重视的是，中医临床六气致病的学说，这时也已渐露端倪。
当秦国良医医和为晋平公诊疗后，曾经这样议论说：&ldquo;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
声，淫生六疾。
六气日：阴、阳、风、雨、晦、明也。
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
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rdquo;同时指出晋平公的病是贪欲女色过度，而导致神志惑乱。
医和提出的&ldquo;六气致病说&rdquo;和情欲不节致病的见解，表明当时医家已开始摆脱&ldquo;鬼神
致病说&rdquo;的羁绊，这对医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中医病因学说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议论中阴阳、五味、五色、五声等概念的形成，说明早在春秋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已经向医学
领域渗透。
　　从战国到东汉将近700年间，中医学从实践经验的积累，进而到系统的理论总结，其标志是《黄帝
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划时代著作的问世。
医圣张仲景确立的理、法、方、药的辩证施治原则，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基础。
此外，名医扁鹊神奇的诊法，华佗在外科和针灸领域的高超医术，淳于意开病案记载的先声等等，都
是这一时期医学成就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
王叔和整理编次《伤寒论》和撰写《脉经》，皇甫谧编着《针灸甲乙经》，以及陶弘景的《本草经集
注》、雷数的《炮炙论》等，都在中国医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疫疠及外伤等疾患盛行，因此．着眼于简便廉验的实用急救方书和外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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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书便应运而生。
比较著名的有葛洪《肘后备急方》，陈延之《小品方》、《范汪方》，姚僧垣《直验方》和无名氏《
刘涓子鬼遗方》等。
其中《刘涓子鬼遗方》还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学专书。
　　由隋迄唐大约400年间，在医学理论、方剂药物、临床各科和医学教育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
　　隋唐间出现了一些名医和名著，如巢元方等编着的《诸病源候论》，分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因、病
理、症状等，是我国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着。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从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到养生保健，均作了较为系统
且又精辟的论述，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杨上善、王冰对《内经》的阐发，王焘《外台秘要》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都对后世医学产生
了较大影响。
药物学方面，唐政府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定的药典性本草，而且也
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
　　其时，外科、妇科、儿科、伤科等都已形成独立专科，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由政府开办的医药院
校&mdash;&mdash;太医署。
　　宋金元时期，在解剖学、诊断学、病因学、法医学，以及临床各科和对《伤寒论》的研究诸方面
，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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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苦学年来未有涯，青灯黄卷月笼纱。
诗文书画兼医学，千载学林一奇葩。
　　&mdash;&mdash;赵朴初诗赞洪丕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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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商品有两种封面，随机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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