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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中妇儿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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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由元代时期伊利汗国合赞汗统治期的宰相拉施特组织编撰，是迄今发现

最早的一部系统介绍宋元时期中国科技发展情况的波斯文著作。此书现存残抄本一部，主要为宋元时期与中国脉

学相关的文献。以此书中妇儿脉学内容为例，通过梳理相关文本，从目录篇章、异文阙文及引文情况等方面，与

《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脉诀刊误》三部宋元时期脉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此书

编撰者拉施特对中医脉学的理解与认识，以及此书在中外医学交流中的重要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以期为相关研

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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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ānksūqnāmeh was organized and compiled by Rashīd ad-Dīn, Prime Minister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Ilkhanate’s Ghāzān Khān in the Yuan dynasty, regarded as the earliest Persian work till today to have introduced 

systemically ancient China’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re is one 

surviving fragment manuscript of this book, and the content mainly involves documents related to Chinese pulse 

diagnosi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women’s and children’s sphygmology, this article 

complete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spects of catalogue and chapters, different and lost texts and quotations by sorting 

relevant texts in this book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counterparts from three Song-Yuan pulse monograph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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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zhenzi Bu Zhu Wang Shuhe Mai Jue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 of Wang Shuhe’s Pulse Verses by Tongzhenzi), Jiegu 

Laoren Zhu Wang Shuhe Mai Jue (Annotation of Wang Shuhe’s Pulse Verses by Elderly Jiegu / Zhang Yuansu) and Mai 

Jue Kan Wu (Revision of Pulse Ver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pulse science 

by the author Rashīd,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documentary and historical values of this book in the med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es.

【Keywords】 Tānksūqnāmeh; Wang Shuhe Mai Ju (《王叔和脉诀》Wang Shuhe’s Pulse Verses);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phygmology; Persian

《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简称《珍宝书》）由元代时期伊利汗国合赞汗统治期的宰相拉施特组织编

撰，成书于 1313 年，是一部系统介绍宋元时期中国科技发展情况的波斯文著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医

药文献波斯文译本，是中国医学西传的直接物证和重要标志。惜因保存不善，此书现仅存残抄本一部，

约为原书的五分之一，所载大多为宋元时期中国医学内容。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此书作了

简要介绍，认为书中内容包括“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物学和其他医药上的论题”[1]，且以

脉学内容最为丰富。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岳家明关注到此书，其对《珍宝书》的成书背景和主

要内容作了介绍，并认为此书是《王叔和脉诀》的波斯文译本 [2]。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者对此书的研

究相对较少，日本学者羽田亨一、遠藤光暁等对此书略有涉猎 [3-4]。至 21 世纪初期，中外学者 a 通过合作

研究的方式，对此书的研究方法、成书背景、编者考证、内容鉴定及现实意义作了详细论述，并提出中

医西传有史可证的观点，认为可选用元代戴起宗所著《脉诀刊误》与《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进行对

照研究 [5]，部分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外期刊 [6-9]。

此书中文译本《〈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于 2016 年出版，国内学者对此书的关注与研究逐

渐增多，主要对《珍宝书》的著者翻译者 [10]、附图来源 [11] 以及中国与伊朗的医药交流史料价值 [12-13] 进

行研究，其中对脉学内容的专题研究仅见于“《王叔和脉诀》在伊朗”一文，文中对《珍宝书》与《王叔

和脉诀》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14]，总体研究成果较少。现以《〈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一书为

原文依据，以书中妇儿脉学内容为例，分析此书脉学内容特点及宋元时期中阿医学交流的情况。

一、《珍宝书》所载妇儿脉学内容概述

学者认为现存《珍宝书》所载脉学内容或源自高阳生的《王叔和脉诀》[15]40。高阳生《王叔和脉诀》

原书已佚，此书撰者及流传情况见《高阳生并非六朝人》[16] 一文，此处不再赘述。《王叔和脉诀》虽原书

已佚，但内容大多保存于刘元宾《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17]、张元素《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17]、戴

起宗《脉诀刊误》[18] 三书中。北宋刘元宾《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一书的主要特点是以经注诀，援引

《难经》《素问》《诸病源候论》等著作条文对《王叔和脉诀》作阐释。金代张元素《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

诀》在《王叔和脉诀》基础上增补了部分注释和方药，集脉法药证为一体，是将《王叔和脉诀》向临证

转化的重要著作。元代戴起宗《脉诀刊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王叔和脉诀》进一步整理和刊误，

是《王叔和脉诀》研究的集大成者。以上三书中，戴起宗《脉诀刊误》成书晚于《珍宝书》。

根据《珍宝书》序可知，原书共有 4 部分，现仅存第一部分“医学、脉诊以及人体器官知识”[15]119

方面的内容。现存《珍宝书》引录《王叔和脉诀》歌诀 802 句，歌诀下引用宋元及以前医学典籍和诸家

论述，对每个脉证进行阐释，“是目前已知最完整的外文《王叔和脉诀》点评著作”[15]76。现存《珍宝书》

a　 此处中外学者主要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朱明教授和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亚非研究所弗利克斯克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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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妇儿脉证歌诀 10 首，分别为“诊妇人有妊歌”“妊娠漏急候歌”“妊娠心腹急痛歌”“妊娠扑倒损伤

歌”“产难生死候歌”“新产生死歌”“产后伤寒歌”“妊妇伤寒歌”“小儿生死候歌”“小儿外证十五候歌”。

在引录《王叔和脉诀》歌诀基础上，每条歌诀下均有释文，释文内容除编撰者拉施特个人的阐述分析外，

亦记载了我国 2 部医籍和 4 位医家的相关医论，2 部医籍为《素问》《诸病源候论》，4 位医家分别为通真子、

池大明、李子野、Siu sāia（亦写作 Sū sāi，以下全文统一作“Siu sāi”）。其中 Siu sāi 医家或为宋代御医孙尚，

其撰有《传家秘宝脉证口诀》一书，通真子即上文所及北宋刘元宾，撰有《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池

大明为南宋医家，撰有《脉诀注解》（已佚），李子野即南宋医家李駧，撰有《脉诀集解》（已佚）。

二、《珍宝书》所载妇儿脉学内容文本梳理

《珍宝书》所载妇儿脉学歌诀 10 首，包括妊娠歌诀 5 首、临产及产后歌诀 3 首、小儿歌诀 2 首。其

中妊娠歌诀有“诊妇人有妊歌”“妊娠漏急候歌”“妊娠心腹急痛歌”“妊娠扑倒损伤歌”“妊妇伤寒歌”，

临产及产后歌诀有“产难生死候歌”“新产生死歌”“产后伤寒歌”，小儿歌诀有“小儿生死候歌”“小儿

外证十五候歌”。在对《珍宝书》妇儿脉学文献进行分析研究之前，需要对其文本进行梳理，现以刘元宾

《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张元素《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戴起宗《脉诀刊误》三书为参考，对书中

相关目录篇章、异文阙文、引文情况等加以梳理分析。

（一）目录篇章

现存《珍宝书》分为 12 卷，每卷皆有目录，从目录上看，妇儿脉学内容主要收录在第 12 卷，其他

卷未见妇儿脉学相关内容。第 12 卷目录名为“讲解妊妇、哺乳期妇女与胎儿情况”，下又细分 10 章，

各章名称分别为“妊妇脉搏的诊断”“妊妇经期过短的疾病”“妊妇的心腹疾病”“孕妇跌倒后肋部与腹

部着地所导致的疾病”“在难产时胎儿生死的诊断”“难产与产后婴儿生死的诊断”“孕妇所患热病的诊

断”“在产后发热之后出现的一种被称为伤寒的疾病”“对婴儿所患疾病是生是死的诊断”“从身体的颜

色、斑点等诊断婴儿患病以及对该婴儿是生是死的诊断”[15]131。

将目录与正文核对，发现二者存在以下差异。一是正文中第 12 卷仅收录 8 首妇儿脉证歌诀，包括

“诊妇人有妊歌”“妊娠漏急候歌”“妊娠心腹急痛歌”“妊娠倒扑损伤歌”“产难生死候歌”“新产生死

歌”“妊妇伤寒歌”“小儿外证十五候歌”，且其中“妊妇伤寒歌”仅载歌诀名称，具体歌诀内容被误抄在

第 10 卷“脾脏歌”之末尾。二是“产后伤寒歌”“小儿生死候歌”两首歌诀整体被收录在第 10 卷正文

中，然第 10 卷目录中未载相关名称。以上两处目录与正文的差异疑为抄写或装帧时所造成的错简现象。

又《珍宝书》与上文所及三书目录比较，分别发现了部分差异。与《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对比，

发现二者在章节名称上存在两处差异，《珍宝书》卷十二“妊娠漏急候歌”“妊娠伤寒歌”二首歌诀，与

《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卷三“妇人杂病生死歌”“怀妊伤寒歌”[17]9 内容基本相同，但歌诀名称不同，

其中“妊娠伤寒歌”与“怀妊伤寒歌”名称基本一致，“妊娠漏急候歌”与“妇人杂病生死歌”含义相

差较远，从内容分析，此歌诀属于对妊娠漏急方面的论述，推测“妇人杂病生死歌”之名或有讹误。与

《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对比，发现二者目录存在部分差异，《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无“心腹急痛

歌”“妊娠倒扑损伤歌”两首歌诀名称，而是将这两首歌诀内容归入卷十“妊娠杂病生死歌”[17]231 中。同

样情况，“新产生死歌”“产难生死候歌”两首歌诀名称被删去，内容则归入卷十“产难生死歌”[17]231 中。

从以上差异推测，张元素在撰写此书时，可能对《王叔和脉诀》部分内容做了增删合并。与《脉诀刊误》

a　“Siu sāi”为《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编译者根据波斯文字母及特殊符号撰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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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亦发现二者存在两处差异。一是《珍宝书》“妊娠漏急候歌”名称，《脉诀刊误》载为“妊妇杂病

生死歌”[18]112，二者歌诀内容完全一致，属于对妊娠漏急方面的论述，所以《脉诀刊误》载此歌诀名为

“妊妇杂病生死歌”，似乎延续了《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之讹。二是记载“诊妇人有妊歌”[18]106 的内

容次序存在较大出入，《脉诀刊误》载此歌诀前 5 句次序与《珍宝书》全同，然而后面 17 句所录次序与

《珍宝书》全不同，如《脉诀刊误》载此歌诀的第 6 句，《珍宝书》同句却在歌诀的第 16 句，又如《脉诀

刊误》载此歌诀第 7 句，《珍宝书》同句却在歌诀的第 21 句。参考此歌诀在《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

《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中的记载，次序与《珍宝书》全同，推测《脉诀刊误》记载此歌诀次序有误。

（二）异文情况

在目录篇章对比基础上，进一步做 10 首歌诀内容的比较。通过对比，发现《珍宝书》与《通真子

补注王叔和脉诀》《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脉诀刊误》三部医籍之间存在较多异文（详见表 1）。与

《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对比，共发现二者 18 处异文，这些异文大多意义相近，不影响对歌诀的理

解，如《珍宝书》所载“小儿之脉已见形”[15]387“血衰气旺定无妊”[15]386“数月怀胎犹未觉”[15]387 中“见

形”“妊”“胎”，《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分别记为“形见”“娠”“躭”[17]72。有部分异文存在讹误情

况，如《珍宝书》所载“土手太阴沉细女”[15]390 中“土手”、“冷汗气绝命必光”[15]394 中“必光”、“脉稳

只是不消乳”[15]341 中“脉稳”，《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分别记为“右手”[17]72“必倾”[17]75“脉缓”[17]78。

与《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对比，发现二者共有 31 处异文，这些异文中，延续《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

诀》旧例者 15 处，其他 16 处中差异较大者数例，如《珍宝书》所载“心腹冷闷定伤身”[15]394 中“心腹”、

“虚濡邪气惊风助”[15]341 中“邪气惊风助”，“实大弦急死来侵”[15]398 中“侵”，“气急冲心弱如血”[15]339

中“弱”、“上生斑点赤黑时”[15]339 中“上”，《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分别记为“四肢”[17]313“惊风邪

气助”[17]316“亲”“溺”“止”[17]314。与《脉诀刊误》对比，发现二者共有 26 处异文，其中延续《通真子

补注王叔和脉诀》《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异文之旧例 23 处，仅 3 例为其独有，包括《珍宝书》所载

“遍满胸堂皆逆气”[15]390 中的“堂”、“下贯瞳人”[15]399 中的“人”、“痢下宣肠急痛时”[15]341 中的“痢”，《脉

诀刊误》分别记为“膛”[18]111“仁”[18]119“利”[18]118，多为异体字，不影响文义。

表 1　《珍宝书》与其他医籍所录歌诀异文对比

歌诀名称 《珍宝书》 《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 《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 《脉诀刊误》

诊妇人有妊歌 血为营兮气为卫 血为荣兮气为卫 血为荣兮气为卫 血为荣兮气为卫

两藏通和皆类例

血衰气旺定无妊 血衰气旺定无娠 血衰气王定无娠

血王气衰应有体

流利用来并雀啄 流利往来并雀啄 流利往来并雀啄 流利往来并雀啄

小儿之脉已见形 小儿之脉已形见 小儿之脉已形见

数月怀胎犹未觉 数月怀躭犹未觉 数月怀躭犹未觉

己形亦在前通语 已形亦在前通语 已形亦在前通语

用来三部通流利 往来三部通流利 往来三部通流利 往来三部通流利

阳实阴虚脉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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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诀名称 《珍宝书》 《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 《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 《脉诀刊误》

土手太阴沉细女 右手太阴沉细女 右手太阴沉细女 右手太阴沉细女

母乘子兮纵气露 母乘子兮纵气雾

精神结惫其中住

牢紧强弦滑者安 弦紧牢强滑者安 弦紧牢强滑者安

妊娠心腹急痛歌 冷汗气绝命必光 冷汗气绝命必倾 冷汗气绝命必倾

四肢冷闷定伤身 四肢冷闷定伤身

堕胎倒扑或举重 堕胎倒扑或举重

产难生死候歌 细沉而滑也同名 沉细而滑也同名 沉细而滑也同名 沉细而滑也同名

反舌上冷子当死 及舌上冷子当死 及舌上冷子当死

面红舌青细寻看 面赤舌青细寻看 面赤舌青细寻看 面赤舌青细寻看

母活子死就应难 母活子死定应难 母活子死定应难 母活子死定应难

子母俱死总高 母子俱死总高摒

不信若能看应检 不信若能看应验 不信若能看应验 不信若能看应验

实大弦急死来亲

新产生死歌 长须向此念心经 长须念此向心经 长须念此向心经 长须念此向心经

若得沉重小者吉 若得沉重小者吉

小儿外证十五候歌 都不转转睛睛 睹不转睛 睹不转睛 睹不转睛

用药速急 用药速急

气急冲心溺如血 气急冲心溺如血

止生班点赤黑时 上生点斑赤黑时

壮热不止致胎灭 壮热不止致胎灭

脉细四支暖者生

小儿生死候歌 脉稳只是不消乳 脉缓只是不消乳 脉缓只是不消乳 脉缓只是不消乳

虚濡惊风邪气助

归纳以上异文现象，主要存在以下 4 种情况：一是使用义相近而字不同的近义字；二是存在文字次

序颠倒的乙转现象，这种情况与近义字现象一样，大多不影响文义，推测其产生原因或为翻译时，译者

选字遣词差异所致；三是内容明显讹误，可据他校和义理明确其错讹，这种情况可能为翻译或抄录时不

慎失误所致；四是对异文无法判断孰是孰非，这种情况相对较少，仍待进一步考证。

（三）阙文情况

通过对比发现，《珍宝书》《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脉诀刊误》均有阙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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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现象，可互为补充参考。如《珍宝书》“小儿外证十五候歌”：“第一证：眼上赤脉，下贯瞳人。第二证：

囟门肿起，兼及作坑。第三证：鼻干黑燥。第四证：肚大筋青。第五证：目多直视，都不转转睛睛。第

六证：指甲黑色。第七证：忽作鸦声。第八证：泄止不泄。第九证：丹透全身。第十证：虚舌出口。第

十一证：啮齿咬人。第十二证：鱼口气急，啼不作声。第十三证：蛔虫既出，必是死形。第十四证：身

上黑难。第十五证：儿叫时频。用药速救，十无一生。”[15]399-403 此歌诀中第八证“泄止不泄”、第九证“丹

透全身”、第十四证“身上黑难”、第十五证“儿叫时频”4 句，其他三书及后世相关医著中均未见。此 4
句在“《王叔和脉诀》在伊朗”[14] 一文中被译为“泄止不泄”“丹透遍身”“身上黑斑”“恶叫时频”，译文

略有差异。“泄止不泄”条下有进一步阐释：“小儿出现腹泻，停止之后又再次出现。医家 Siu sāi 说：此疾

病属胃，再次出现腹泻为复发恶化之表现，可诊断极度虚弱，克制力减弱失效，因此有死亡的危险。”[15]401

从释义来看，“泄止不泄”译为“泄泻不止”似乎更符合中医术语。“丹透全身（丹透遍身）”条下阐释：

“小儿全身出现红肿。Siu sāi 说：此疾病可诊断心脏热气增多，因皮肤属肺，皮肤会出现红色，为肺脏能

量丧失的表现，属于‘火克金’，因此有死亡的危险。”[15]401 此句中“丹”当指“小儿丹毒”。“身上黑难

（身上黑斑）”条下载：“小儿身上出现黑色。Siu sāi 说：疹疱源自热气，热气源自心脏，黑色源自肾脏，

此疾病属于‘火克金’，会导致死亡。”[15]403 此条或指“小儿斑疹”。“儿叫时频（恶叫时频）”条下载：“小

儿时常出现不同方式的尖叫。此疾病属于‘金克木’，为恶性。”[15]403 此条似“小儿惊风”或“痫证”，宋

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载：“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19]

此 4 句歌诀释文中前 3 句注明引用了医家 Siu sāi 的医论，第 4 条虽未注明，但从句式分析，亦当是

其论述，可知医家 Siu sāi 的著作当载有此 4 句歌诀，且运用了五藏五行相生相克理论阐释病机，惜不知

其确切姓名，无法得知其著作。《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脉诀刊误》中未载

此 4 句歌诀，应是未参考或利用 Siu sāi 的著作。《珍宝书》为官方主持翻译编撰的重要书籍，其所据医籍

底本应为元代脉学主流著作，缘何此 4 句歌诀仅见于波斯文的《珍宝书》中，需进一步考察。

此外，《珍宝书》中妇儿脉学文献共有 4 处阙文，其中两处缺一字，“流利相通速■去”[15]388“审看■

候分明记”[15]398，据其他三书可分别补入“来”“此”。另两处缺文，“子乘■，夫乘妻兮顺气护”[15]391“■，

更兼脉乱无忧虑”[15]340，据其他三书可分别补为“母兮逆气参”“小儿乳后辄呕逆”。因未见原书，无法确

认造成此 4 处阙文的原因，大略因抄写不慎或保存不善所致。

（四）引文情况

现存《珍宝书》妇儿脉学文献中援引我国两部医籍和 4 位医家的相关医论，2 部医籍为《素问》《诸

病源候论》，4 位医家分别为通真子、池大明、李子野、Siu sāi。其中《素问》《诸病源候论》《通真子补

注王叔和脉诀》3 部医籍存世，池大明、李子野、Siu sāi 的相关著作已佚。

援引经典医籍《素问》4 处，如“诊妇人有妊歌”歌诀的释文中有 2 处，“在《素问》中记载：女子

至十五岁时会流出月经，每半日出现一次，这是由于肾脏获得能量，形成月经，因为我们说过血为阴、

气为阳，在此年龄二者完全形成，此时男子与其性交定会怀孕，然而可以如此通过经脉来知晓是否怀孕，

即对其把脉，尺部为六数脉，寸口为滑脉，可判断已经怀孕。”[15]387 此句源自《素问·上古天真论篇》

“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20]4-5。又“如何知道女子怀孕？回答说在月

经停止后经脉依然起作用，如果经脉存在，可诊断因月经停止而患有疾病，未怀孕。然而如果经脉正常

如同女子的基本经脉，为妊娠之表现。又问何为正常之脉，何为患病之脉？说道妊娠之脉在寸口为数脉，

在关部为滑脉，在尺脉亦为数脉，此脉为妊娠之脉，然而如果经脉为沉细之脉，可诊断患有疾病”[15]388。

此处第一问源自《素问·腹中论》“何以知怀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无邪脉也”[20]226。王冰注曰：

“病，谓经闭也。”[20]226 第二问未见直接相关的《素问》条文。另 2 处见于“小儿外证十五候歌”释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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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2 处，如“诊妇人有妊歌”释文载：“在《病源》中记载：左手经脉

为沉实之脉，说明是男孩，如果右手经脉为浮大之脉，说明是女孩，如果双手经脉为沉实之脉，说明腹

中有三子，如果双手经脉为浮大之脉，说明有三女，如果左手尺脉较右手强大，说明是男孩，如果右手

尺脉较左手强大，说明是女孩，如果双手尺脉为沉脉且宽广，说明为二女，如果双手为浮大之脉，说明

腹内怀有二子。”[15]389 此句或源自《诸病源候论·妇人妊娠诸病》“妊娠候”：“又，左手沉实为男，右手

浮大为女；左右俱沉实，生二男；左右俱浮大，生二女。又，尺脉左偏大为男，右偏大为女；左右俱大，

产二子。又，左右手尺脉俱浮，为产二男，不尔，女作男生；俱沉，为产二女，不尔，男作女生。”[21] 另

一处见于“小儿生死候歌”释文中。

《珍宝书》妇儿脉学内容援引“通真子”5 处，如“诊妇人有妊歌”释文载：“通真子说：孕妇具有之

前提到的四类经脉为良性，后面三种则会导致死亡。”[15]393 此处或源自《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前有

尺微、关滑，又太阴脉沉细之乏力，俱为有身，平安之脉。及此又以沉细而微为死脉，似乎相反。盖叔

和以娠妇之脉弦紧牢坚滑为平脉，其三部之脉，或俱沉细而微，则为死脉。”[17]74 又如“产难生死候歌”

释文载“通真子说：在待产时感到内脏及胎儿活动的剧痛，但腰背不痛，非待产之表现，然而在此情况

下若腰背疼痛，为待产之表现，但经脉为紧脉，即犹如线绳穿过，为即将生产之表现。”[15]396 此处或源自

《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若腹痛而腰不痛者，未产也。若腹痛连腰甚者即产。所以然者，肾候于膀胱，

系于肾故也。诊其尺脉转急，如切绳转珠者，即产生之脉。”[17]75

《珍宝书》妇儿脉学内容援引池大明、李子野、Siu sāi 医论，皆为佚文。其中援引“池大明”23 处，

池大明即宋代医者池荣，字大明，撰有《脉诀注解》，此书已佚。“妊娠心腹急痛歌”释文载：“池大明说：

记录的症状为缺血的表现，当孕妇缺血时会导致死亡。”[15]395 又“妊娠倒扑损伤歌”释文载：“池大明说：

此症状为血液寒凉的表现，孕妇有死亡的危险。”[15]395 又“妊妇伤寒歌”释文载：“池大明说：此疾病可导

致胎儿死亡，孕妇亦会有危险。”[15]339 援引“李子野”8 处，李子野即宋代医家李駧，字子野，号晞（希）

范子，撰有《脉诀集解》，此书已佚。如“小儿外证十五候歌”释文载：“李子野说：舌属心，濡结为心脏

能量失效之症状，因此有死亡的危险。”[15]402 李子野说：“声音属肺，当口部张开，呼吸急促时，为肺脏能

量殆尽的表现，有死亡的危险。”[15]402“小儿生死候歌”释文载：“李子野说：婴儿会出现多种疾病。”[15]341

援引医家 Siu sāi 医论 3 处，均见于“小儿外证十五候歌”释文中（见上文“阙文情况”）。

三、拉施特对《王叔和脉诀》的理解与认识

除援引他人或他书内容外，拉施特在阐释部分歌诀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我们抄写这些歌

诀并进行了释义”[15]119“本书作者仅记录一种疾病，此不应省略其他疾病的讲述”[15]341“我在此歌诀中做

了明确的解释”[15]392“按照我自己个人的认识来说”[15]391，这些都表明了《珍宝书》在编写中融入了拉施

特个人的见解与思考，这些观点很少是对他人论述的重复，而是建立在充分理解中医脉学内容基础上的

再发挥。如拉施特提出了“异食癖”的概念，“热气趋于上升，因此在怀孕初期会恶心呕吐，无食欲，总

是当患病时出现，这种状态称作异食癖”[15]390。其认为在前 3 个月出现发热、呕吐、食欲欠佳、脉象疾等

症状都是正常现象，这些现象的机制是身体上部热气上冲于心胸所致。又如对“土（右）手太阴沉细女”

一句提出了个人见解，“为何此处说此脉为妊娠之表现呢？按照我自己个人的认识来说：当属阴的右侧经

脉为沉广之脉时，为妊娠之表现，此乃真实情况”[15]391。其认为歌诀中“沉细”应为病理脉象，此处形容

妊娠的正常脉象是不妥的，应改为“沉广”，亦尝试通过辨别“热气”“寒气”来判断男女性别，他认为

“经脉属于热气说明为男孩，经脉属于寒气说明为女孩”[15]396。拉施特还归纳了“妊娠伤寒”的症状，“其

症状为头痛、骨痛、哮喘及血尿，身体上出现赤黑斑疹，持续发热、过敏及癫痫、体虚，当出现此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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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采取治疗措施，至第七日疾病消除，如果疏忽，第八日后产儿与孕妇会有危险”[15]339。

拉施特的观点中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诊妇人有妊歌”中“左手带纵两个儿，右手带横一双女。

左手脉逆生三男，右手脉顺生三女”，拉施特将此句解释为“当左手三处均自上而下行进，即逆向返回

时，说明怀有三子，如果右手经脉自下而上顺向行进，说明腹内怀有三女”[15]389。《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

诀》对纵横逆顺四字作了阐释：“假令左手寸口见肾脉为纵，见肝脉为逆。假令右手见肝脉为横，见脾脉

为顺。”[17]313《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六》载：“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

名曰纵……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

名曰横。”[22] 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载：“问曰：脉有相乘，有纵有横，有逆有顺，何也？师曰：水

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纵；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横；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

木行乘火，名曰顺也。”[23] 由上可知，歌诀所载“纵”“横”“逆”“顺”当是五行相乘的概念，而并非拉

施特所认为的脉象循行方向，从此例推测拉施特对中国的五行学说认识不深。此外，歌诀“尺微关滑尺

带数，流利用来并雀啄”[15]387 亦存在语句和释义的讹误。

从《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的残本内容可以看出，拉施特对中国科技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一定

的了解，此书对宋元时期颇具权威性的先进科技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翻译，并在伊利汗加以推广。“从

拉施特大力推广中医的情况来看，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显然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受到波斯人重视和欢

迎的……而由拉施特主持的翻译中国医学典籍的工作，则促成了中国传统医学在波斯和伊斯兰世界的传

播，在中医西传的历史上，拉施特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24]。拉施特将当时所见的《王叔和脉诀》内容

用波斯语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全书“共抄录《王叔和脉诀》歌诀 802 句，其中七言歌诀 637 句，五言歌

诀 143 句，四言歌诀 22 句”[15]75。从侧面辅证了《王叔和脉诀》在宋元时期的脉学领域具有权威性。如

此大规模的整理、翻译和推广中国医学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外文化科技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因

为文化差异，此书中存在着一些行文讹误和理解偏差，但这并不影响《珍宝书》是一部诠释严谨，包含

诸多医家客观点评的翻译著作，为后世学者保存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研究史料，是中外文化与科技交流的

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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