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葛洪对古代化学和医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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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字稚川
,

江苏句容人
,

约生于公元二八三年
,

卒于三四三年本右
。

他一生为人

性钝口访
,

言语率直
,

人们都称他为抱扑之士
,

所以他也就自号抱扑子
_。

世称小葛仙翁
。

他的祖父葛系
,

是三 国时吴国的大鸿加官职名元交亲葛涕在晋朝任过邵陵太守
。

他的从祖葛玄
,

世称葛仙翁
,

精于炼丹
,

曾将炼丹秘术传授弟子郑隐
。

后来葛洪从郑隐

那里学得很多的炼丹技术
。

以后琴向精于医学和阵丹的南海太守鲍靓学习
。

鲍靓对葛洪

的才能
、

品德和好学精神极为赞赏
,

不仅精心对他培养
,

而且还将自己的女儿妻洪
,

从

此葛洪便开始了炼丹与行医的生涯
。

在晋朝门阀士族把持政权的时代
,

葛洪在政治上是

不得志的
,

加之家道中落
,

炼丹行医
,

著述不级
。

在生活上也是 比较穷困的
。

.

晚年到了广东罗浮山
,

就在那里

葛洪是一个非常虔诚钓道教捷
,

是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
。

在欧洲的中世纪
,

宗教家

兼修自然科学
;

在中国
,

道教徒兼修自然科学
。

`

对葛洪来说
, 一

论道
、

炼丹和行医
,

是他

一生中三件不可分割的大业
,

他的道教理论与他的炼丹术在思想体系上 是有 密 切 联系

的
。

葛洪一生勤于学习
,

.

勇于实践
。

他既博览群书
,

虚心求教于人
,

又不停留在前人的

水 平上
,

而是在自己实践中大胆创新
。

他在化学和医学两个领域中都声俘得了 突出的成
,

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化学家和医学家
,

而且也算得上是古代世界的化学家和医学果家

葛洪的著作很多
,

约有三十八种
,

数百卷
。

著有

内篇主要谈炼丹求仙之事
,

其余属社会政治观点
,

《 抱扑子内篇 》 和 《 抱扑子外篇 》
。

名曰 《 外篇 》 。

大凡 《 内篇 》 二十
,

《 外篇 》 五十
,

共七十篇
。

·

此外所著 有碑诛诗赋百 卷
,

逸
、

集异等传各十卷
,

又抄五经
、

史
、

汉
、

百家之言
、

移檄 章表三十卷
,

神仙
、

良吏隐

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
,

与医有关

的 金医药方 ( 又称 《 玉函方 》

丰富
,

是古代历史上少有的
。

) 一百卷
,

肘后要急方四
一

卷等
。

其著作数量之多和内容之

葛洪对古代世界化学的贡献

一
、

中国的炼丹术与葛洪在古代世界化学史上的地位
。

炼丹术是我国近代化学的前驱
,

是我国古代化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

早在公元前四世

纪或二世纪时
,

炼丹术就在我国开始萌芽了
。

东汉朝的魏伯阳所著的 《 周易参同契 》 ,

是古代世界最早一部炼丹著作
。

葛洪继承了魏伯阳的炼丹事业
, 在长期反具实践的基砷



上
,

.

不仅总结了以前的炼丹成果
,

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炼丹术
`
他集炼丹术之大成

,

写

出了炼丹术的著名著作—
《 抱扑子内篇 笋

,

这对以后炼丹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
。

古代的欧洲
,

化学是以炼金术的原始形式存在的
。

据可靠史料的考查
,

这种炼金术

起源于中国帅炼丹术
,

经阿拉伯再输入欧吟 约在公元七军九世纪时
,

中国的唐朝和阿

拉伯是世界文化的两个中心、 两国之间在经济
、

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有广泛的 交流活

动
。

中国经 哩绸
一

之路
”
向:阿拉伯

,

输出了 大量的 科学技术
,

如造纸术
、

制火药术
、

医

学
、 ·

天文学和包括炼丹术在内的化学等等
。

阿拉伯由此才诞生了自己的炼金术
。

阿拉伯

最著名的炼金家盖培尔
·

( G eb
“ r

一

约公炭7 8,1 一 81
呼 之的科学活动是在八世纪

,

比葛洪晚

四百年
。

中世纪的欧洲朴在十字军东征后 、
加速了欧洲各民族与东方各国的交往 ` 许多

攀洲
】

学者学习
、

翻译和宣传阿拉伯科学技术成界
; 其中也就把炼金术带到了卿仁 由此

开始了欧洲的炼金术时期
、 才

一 _ ·

二 `
二 了

一
`

一声们就欧洲的炼余术和中国的炼丹产的出发点 哲学思想和具体方法上来看
,

二者

大体相同
,
在串发点上

,

二者都是宗教唯心丰义
。

中国的炼丹术是为 了寻求长生不老之

药
,

想使服者
“
寿如金

” ,
.

“
寿如玉

” 户
一

“
人寿无穷

” ; 欧洲的炼金术则是为 了 制 备
·

·

“
哲人五竺

, :

使贱金属转变成黄金 、 一
嘴人石

”
也可服用

,

使人增长聪 明
,

高尚道德
,

转移运气 等等
。

在哲学思想体系上
之

二者都是以
_

介性薄
”
为第一性

,

持件质决定物质的
观点

。

我国的炼丹家都是道教徒
,

他们都认为阴
、

阳
卜

两个
“
原性

” , 、

或者再加金
、

木
、

水
、

火
、 ·

土等五行作为产原性” 、
` .

这些原性是第州性的东西 ; 欧洲的炼金家则认为自然

界有兰种 ,’ 厚性
” ; :盐代表

·

“可终性
” 件 硫作表

_

“ 可燃性
” ,

汞代表
“
金属性

” 。

任何

物质都由这些
“
原性

”
按适当比例组合而成

。

在研究方法上
,

二者都使用某种媒介物来

实现物质间的相互转变从而制得特定的金属 ; 如二者用来制备
“
黄金

” 的原料皆大同小

异
,

都是一些无机物如硫
、

汞
、

盐
、

丹砂
、

硝石石雄黄口矾石和水等
、

’

匕者所使用的原
,

始仪器设备也沐体相似
;
甚军二者都丰张在炼丹或

)

炼金时必项举行隆重仪式
。

葛洪主张
一

“
合丹 当于名山之中

,

无人之地
,

结伴不过三人
`

.

先斋百 日
,

沐浴五香
,

勿近秽污及勿

与俗人往来
,

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乙
.

” ①尽洲则主张在炼全前必须进行严肃 的 祈 祷等

等
。

一 此外
, :

二些科学史家还考察了阿拉伯炼金术 A卜K i m i ya 一词的渊源
、
认为这个词

是从中国金丹术衍生而来
。

其中
。

的 K 叹而 ya 或耳i哪的读音很近于中国字的
一

“ 金 ”
或

“
金

液 ” , ( 1A是阿拉伯语中的冠语 )
.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 A I一 K i m i y “ 指的是金液学
。

事实

么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确实是指 , 种熊达到点化他物成金的液体
。

后来当
「

炼金术由阿拉

伯传到欧洲时
、

·

五 l一 K i“ (y
“
就进二步衍生成法语的化学 C ih m ie

、 ;

德语的
·

化学 C h e m ie

和茱语的化学 C he m is , r
ay

、 、 -
一

: :
_ 、

一 …
·

,

粽上所述
,

虽然对中国炼丹术演变
·

到欧洲炼金术的历史
, ·

还有待更丰富的材料来论

证它
,

但我有又由此可基本上确认为
,

_
_

中国的炼丹术是世界上最早
、

最发达的
,

其中所包

含的化学知识是对全人类科学事业的贡献
、
炼舟史上的关键人物葛洪所著的 《 抱扑子内

篇 》 是古代世界化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
、

事实上
,

许多外国学者 已持这种着 法或赞同这种

肴法
只 如羡国学者丁匙良一九 O 一年在纽约出版的 《 中华古道 》 一书中

,

即认为我国炼

冬要



丹术起源很早
,

后来传到阿拉伯
,

成为近代化学的最早根源 ②
。

美 国 传 教 士 约 翰 生
( 0

·

.5 J o h n s o n ) 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 《 中国炼丹术考 》 中
,

也认为欧洲的炼金术是 由

中国传去的③
。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 ( J
·

D
·

B e
nr al ) 指出

:
t’.

· ·

… 中国
,

许多世

纪以来
,

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宜大中心之二
” , “ 阿拉伯人不是最初的化学家

,

他

们的工作依据是那些 已种深根于埃及初色比伦的文明褚统和
,

匀惯一他们也能吸取印度
和中国的广泛

一

的化孚知识
,

.

至于 吸取勤何种程度
,

却还难于确定
。 ” “

道教把这二元素 (指

阴
、

阳 ) 等同于一般化的雄雌两性
,

即木身来源于图祷阳和阴
,

从而发展了炼丹术
。

最

初的印度炼丹术
,

以及此后的阿拉伯炼丹术
,

一

大约都由此而来
。 ”
由澳国著名科学史家

李约瑟 (J 。 s七p h N 。 。 d h。向不仅非常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的炼丹九 而月
.

还对阿拉伯人来

中国学炼舟的情况作了绘声绘琶的描写
。

他说
: “

随唐代一有一个故事款述一个穿道

士服装的波斯人
,

招募青年道士帮助他炼丹
,

好炼成长生木老的药
。

有些中国化了的波斯

人后裔可能在波斯与中国的科学交流中
,

起过重要的作用
。

他们的姓名被流传下来
,

其

中有几家姓李的
。

诗人李询的第弟李珍是一个著名的道家炼丹士兼章药家
。 ” ⑤英国科

学史家 斯蒂芬
·

.F 梅森 ( 5 t e p晚
n ·

.F 入几 s o n
) 也指出

:

葛洪是
“

公先四世纪最著名的炼

丹士
” ⑥

,

阿拉伯人还曾经
“

把硝石称为
`
中国雪歹

`

:,, ⑦
。

一些英国
、 一

美国和苏联学者还

发表了研究中国炼丹术和研究葛洪的文章
。 `

美 国孚者 T
·

I
·

D
a v i s和昊鲁强还把 《 抱扑子

内篇 》 中的 《 金丹 》 及 《 黄白 》 两篇译成英文
。

我国学者陈国符和 D a v is 还把 《 抱扑手
内篇 》 中的 《 释滞 》 及 《 仙药 》 两篇译成英文

, ’

发表于美国
一

刊物
。

.

科学技术具有国际性
。

在古代
, ’

欧洲和阿拉伯从我国学习较多的科学技禾
; 现在

,
`

我们又反过来向先进 国家学 习不少新的科学技术
。

祖互学匀
、
共同提高

,

这是人类科学

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
。

`
’ -

一
`

二
、

葛洪对古代世界化学科学的贡献
。

在葛洪的众多著作币
, `

《 抱扑子内篇 》
,

比较集中地记录示他自己以及前人炼丹的种
种实践

,

反映了他对古代化学的研究成某
。

在此韦的
《 金舟夯篇中

,

着重桥究了一般无

机物的化学变化 ; 在 《 黄白 》 篇中
,

着重研究了人造黄金和白银的各种方法
; 在《仙药》

篇中着重研究了一些植物性的药物
。

《 抱扑子内篇 》 一书包着于精华写糟粕相互掺杂的内容
。

这部书从惠想体系来说
,

是唯心主义和殆而上学的
。 一

葛洪制取和研究种种金丹的出发点; 纯粹是为了求得
一

长生不

老不死的神仙禾
。

他在总结前人和 自己炼丹成果的基础上
,

认识到自然界的
“

黄金入火

百炼不消
,

埋之毕天不朽
” ⑧

,

认识到自然界药一些化学物质具有升华性
,

因此就企图
一

在模拟自然界这些物质属性的基础上来达到人为的超自然的
一

自的
。

他
“
假求 外 物 以 自

固 ” ,

企图把黄金的稳定性
、

.

抗腐性和一些化学物质的升华性机械地转移到人体中去
,

从而使人长生不老不死
。

他根本不了解人的生死运动规排与金
、

银的化学穗定性之间具

有本质的区别公他不了解
:

第一
,

前者是生物学运动形式
,

后者是化学运动形式
,

二者

各有其特殊的矛盾
,

不能进行机械的逻辑推理
。 ’

第三
,

为了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
, _

.

人体

虽然需要某些金属物质
,

但这些金属物质不是以单质的状态存在
,

而是以化合物或离子

状态存在
;
而且并非所有金属化合物或金属离子对人体都有益

。

其中只 ,h-某些才有益
,



某些有售甚室会毒死人休
。 ’

所
一

以丫他把黄
,

金等当作仙丹灵物是荒谬的
。

但是
,

这部著作

也包含了比较丰富的化学知识
, ’

包含了辩证法的活生生的事例
。

葛洪炼丹的主要 目的是

为了制取长生的仙丹
,

次要 自的是为 了求得治病的丹药
。

为了要实现这两个目的
,

他就

泌须承认自
、

然界
.

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
,

这些物质是可变的
,

.

并且还可以用人工来实现这

种物质间的相宜转变
。

他指出于 “ 变化者、 :
方关地之自然

,

何嫌金银之不句以异 物作

乎 ? I ” ⑨葛洪就在坚信自然可变
、

物质可变的基拙上
, 、

花了多年的精力
,

亲自去实现

变革物质制取仙丹药物的种种设想
,

从他那许许多多的炼舟实验中
,

为古代世界的化学

料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

为近代化学做
:

了一些并创性的工作
。

遗憾的是
,

后来的炼丹家

愈来愈抛弃了料学实验的根本方法
,

而是走向了脱禽卖验的
一

神秘主义道路
。

我们对 《 抱

扑子丙篇 》 = 书应采取科学的
、

历史的态度
,

应该在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中剖取其合

理的内核
,

把那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仙术 与科学的化学知识区别开来
,

把它留给人

类的珍贵遗产发掘出来奋
、

《 抱扑子内篇 》 对化学的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下歹d几个方面
:

’

( 1 )定性研究
,

成果卓著
。

第一
,

认识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
。

他在总结魏伯阳对硫

化汞研究的基础上
,

深刻地指出
一

: “

丹砂烧之
一

成水牛威 积变又还成丹砂
。 ” L这就是将天

然硫化汞加热
,

能分解出汞
,

将汞与硫作用
,

又能生成硫化汞
。

这时的硫化汞开始时是

黑色
,

然后变成红色
。

葛洪还认识 了铅的可逆性
,

他说
:

铅性白
,

而赤之以为丹
,

丹性

赤也
,

而白之以为铅
, ”

@ 这就是说
,

、

自色的铅可以变成红色的四氧化三铅
,

而这种红

色的四氧化三铅又可转变成白色的铅
。

第二
, ;

认识了一些物质可发生取代反应的现象
。

他说
: “ 以 曾青涂铁

,

铁赤色如铜
。 ”

’

L这就是将蓝铜矿或孔雀石等碱式碳酸铜物质与

金属铁发生作用
,

铁与其中的铜离子相互置换
,

生成亚铁离子和金属铜
。

上面两种类型 的

化学变化告诉我们
,

经过这种可逆反应或置换反应
,

.

就能实现用人工方法制得与天然物

质完全相同的新物质
,

这就标志着人类认识 自然和变章自然的一个胜利
。

第三
,

认识了

一些物质可以肴并华作用
。

葛洪说
: “

取雌黄
、

雄黄烧下其中铜
,

铸以 为 器
,

覆 之 三

岁
,

淳苦酒上百 日
,

此器皆生赤乳
,

长数分
,

或有五色琅纤
。 ” ⑥这就是说三硫化二砷

与四硫化四砷
,

这两个砷的硫化物加热都升华
。

其中所谓赤乳
,

就是升华的晶体
。

以上

三成就
,

从现代化学的观点着来份都是非常科学的
。

第四
,

在前人认识到 汞 能 与 铜
、

锌护铅
、

氮 银等生成汞齐合金的基础上厂葛洪为力求制得黄金或白银而作 了许多化学

实验
,

在这些卖验中
,

、

用了大小戮干种药品 除了上面所涉及的几种外
,

还有诸如硫酸

铜 才石胆 )
、

硝酸钾
、

钠
一

( 硝石 )
、

石膏 (
`

寒羽涅 )
、

赤铁矿 ( 赤石脂 )
、

白明矾 ( 矾

石 )
、

氧化赔 ( 黄丹或胡粉 )
、

氯化钠 ( 塞盐 )
、

云母 ( 铝云母或铁云母
、

镁云母 ) 、

乙醇丈酒
、

醇 ) 和酷 ,( 醋
、

酿
、

苦酒 ) 等等` 葛洪以各仲比例将这些物质进行配料
,

以

各种方式进行化学反应 、 企图制得纯金
,

但实际上
,

仅仅制得了有黄金颜色和光泽的合

金或者甚至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黄色混合孤 从今天化学观点看来
,

它们是没有多大价值

的
, “

因为在那些配料中连金的成份都没有
,

金最多只能以杂质的状态包含在 那 些 配 料

中
,

所以不句能产生出真正的金子来
。

但从人类对化学的认识史来说
,

这就是从不知到

知
,

从知之不多到知乏渐多的一个必经过程
,

在化学史上有二定积极作用
。

其意义 就在

于
:
其一

,

通过这些众多的反应
,

葛洪认识了许多物质的化学特征
,

有的认识已由感性

羚



上升到物质内部的木质认识去了 , 并且认识到通过一定的化学变化
,

一定的物质属性是

可以改变的
。

如他认为
“
黄者金也

,

白者银也
” , 一 “

黄金中表如一
” ⑧ 、

一

“
黄金入火百

炼不消
,

埋之毕天不朽”
。

这是从金的表面颜色进入到它的化学稳定性的认识 ; “
青铜

涂脚
,

入水不腐
。 ” L这是对铜有杀

一

菌特性的认识 ; 介黄丹胡粉是化铅所作
, ”

⑥再加

上前面那句关于铅的可逆反应的话
*

这是对铅的颜色及其化学变化特性的认识 , 又如
“

诸

越礴丹方甚多
,

然作之有浅深
,

故力势不同
。

犹一醋之酒
,

不
.

可 以方 ( 比 ) 九酷之 醇

耳、 ” ⑥这是对酒 与醇的差别在于其中所含酒精浓度多少不同的认识 `
、

此外
,

葛供还对

一些物质的聚集状态
、

升华性能和表面结构等均较前人有新的进一步的认识
`

这些正确

的认识
,

都为化学科学的大厦增添了砖瓦
。

_

其二
,

.

从葛洪反复制取黄金的失败教训中
,

也就给后人指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
,

而性质是第二性的东西
; 只有物质决定性质杭

不能由性质决定物质
。

要制作黄金
,

从一般化学反应来说
,

必须要有含有真金成分的原

料
,

并且必须具备反应的种种条件
。

葛洪那种由性质决定物质的
J

恩想虽然是错误 的
,

·

但
.

从人类认识的长河来说
,

没有这种前人的失败
,

就没有后来的成功
,

错误成了正确的先

导
。

其三
,

葛洪这种从汞
、

铅等金属中制取黄金的思想
,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美妙
·

的科学幻想
。

当然
,

在那样的科学水平下是根本不可能实
,

现的
。

要实现化学元素的人工

转化
,

这是二十世纪原子核物理学和放射化学所研究的内容
。

一
,

九四一年
,

人们用中
一

子

轰击汞
,

汞便转化成放射性金
,

葛洪的科学幻想才在一定程度上变成 了事实
。

` 、
、

二

( 2 )定量研究
,

开启了先导
。

葛洪在制取仙丹或黄金的过程中
,

很重视配料之间要

有严格的量的比例
,

很讲究操作顺序 ; 反应的温度和反应的时间等等
。

他在许多实验 中

对反应物的量关系和反应条件的量的规定性分都作出了详细的说明
,

现试举三例如下 ,
-

如
“
第一之丹华当先作玄黄

。

用雄黄水矾石水
_

( 汞 ) 戎卤盐矾石牡砺赤石
,

脂滑石胡粉

各数十斤
,
、

:以为六一退
。

火之三十六日
,

,

成
·

服之
, 一

七日仙 ` 又以玄膏丸此丹
·

置猛火

山
,

须臾戍黄金。 又以二百四十铁
,

合水银百斤
,

火之 、
一

亦成黄氨
” L 华以矾石水二

分
,

内铁器中
,

加炭火令沸
,

乃内汞多少 自在 、 搅令相得犷 六七沸注地上
,

成白银
。 ·

乃

取丹砂冰 曾青水各一分
,

雄黄水二分
,

于蜘中加微火上令沸
,

数搅之令相得
,

复加炭火上

令沸
,

以此白银内其中
,

多少自在
,

可六七沸
,

·

往地止凝
,

成上色紫磨令也
。 ”

L
,

“
作

大铁筒成
;
中一尺二寸

、

高一尺二寸
,

一

作小铁筒成
,

中六寸
,

一

莹磨之户 赤石脂一斤
,

泞肖

石一斤
,

云母一斤
,

代储一斤
、

、

流黄半斤
,

空青四 两
,

凝水石一斤
, 一

皆合捣细筛
,

·

以酿

和涂之
,

小筒中厚二分
, `

汞一斤
,

丹砂半斤
; _

良非半斤
。

取良非法
, ,

用铅十斤
, .

内铁釜

中
,

居炉上露灼之
,

铅销
, ,

内汞三两
,

早出者
,

以铁匙抄取之
,

名日良 非 也
。

扮令 相

得
,

一

以汞不见为候
, ·

置小筒中
,

云母复其上
,

铁盖镇之
,

取大筒居炉上
,

销 铅 注 大
`

筒

中
,

没小筒中去上半寸
,

取销铅为候
,

猛火炊之
,

三 日三夜忠 名
.

日紫粉
,

取铅十斤
,

于铁器中销之
,

二十日上下
。 更内铜器中

,

须铅销
,

内紫粉七方寸七
,

.

搅之
, ’

即成黄金

也
。 ” L等等

。 ,

从现代化学观点看来
, .

这些反应都显得不大科学
, 一

除 了得不到真金夕卜

配料的比侧
、

操作过程
、

反 应 的温 度 和时间等条件也都是简单和低级的
,

甚至是粗糙

的
。

一

但是
,

它毕竞是人类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迈开
一

的第一步
。

他是化学史上定量 研究

化学的开创性的人物
,

他的这些记载是化学史上定量研究化学的第一个文献
。

葛供为化

学的发展 指出了一个方向
,

那就是配料之问要有严招的量的关系
,
择作手续必须准确

,

歼



反应条件必须具备
,

只有这样
,

.

才能完成一个化学反应七 若从当时的条件来看
,

葛洪的

定量概念已有一定的水平了
,

如配料之间关系大至有数百斤
,

小至几分 , 操作过程已经

不算简单了
;
反应温度有

“
微火 ,’’

、 “ 马通火
” 、 .

“
猛火

”
`

和常温的区别了 , 反应的时

间有
“ 百 日” 、

数十日
、

几小时和瞬时的不同等等 ` 这些实验知识的积累为后人定量研

究化学奠定了基础 O’
、 ·

-

一
-

·
·

,
.

-

_

二

(3
5

) 提供化学研究的原始设备
。 一 `

葛洪在总结前人的和群众成果的基础上
, 卜

设计了一

些新的反应仪器
, 《

一

内
.

篇 丫中记载有
“

鼎
” ; 召炉

”
、

、
、

“
竹筒 ” 、 “

赤土釜
” 、 “ 铁筒 ,,c

`

、

: “ 铜筒
” 、

、

只娜
” 、

和 “
铁匙

”
等等

。

从名称上可知
,

它们的形状各异
,

性质也各异
。

这些仪器设备虽然简陋
、

但在化学史上也有它的历史作用
,

应该加以肯定
。

、 一

( 4 )研究科学的良好作风
。

葛洪学习炼丹的知识和技术是 比较虚心谨慎的
,

他说
: “

余

少好方术
,

负步请 问
,

不惮险远
,

每有异闻
,

则以为喜于
二

虽见亥契
,

亡沐议为诫o" ⑧在从事炼

丹实验的时候
,

他提倡要有认真
,

_
一

踏实和仔细帅作风
,

他说 ` “
凡事无 巨细

,

皆宣得要
,

若不得其法旁作
,
酒酱醋类隔优不成竺@

。

这些好的作风
,

都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
。

户 , :

葛洪对古代世界医学的贡献
.

:

古代的道教徒兼行医术
,

葛洪
一

也不例外
。

葛洪之所以能在医学上取得突出的成就
,

是因为他能将炼丹的化学实验与医术紧密结合起来
, .

能够应用他的化学知识于医学的实

践
,

、

因而不仅能使他在诊断疾病时站得高
、

看得远
,

而且使他在对药晶性能研究和制剂

方法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

能继承前人
t

而又超越前人
。

我们认为
,

葛洪可以算得上古代将

医学与化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最早收医学化学边缘科学家之一
。

,

.

葛洪对医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

我们在这里只简单总结他具有世界性贡献的一些成

就
。

一

下
. 1

…丫
1 -

-

一

欢
_

肘后分
》

的人篇性J
与县有神秘主义 的炼丹思想比较起来

,

葛洪的医学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

`

尽管他

错误地认为吃丹药治病是下策
, 、

只有吃仙丹成仙才是上策
,

但从总体上说来
,

他的医学

思想具有鲜 明的人民性
,
了充满了贵贱不分

、

救死扶伤
.

的人道主义精神
。 r

葛洪在他一生的

医学实践中
,

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遗产要算 《 肘后方 》 一书了
。

《 肘后方
_

》 即 《 射后备急方
》

.

之简称
,

,

是葛洪晚年在广东罗浮山根据古代名医秦越

人肘后方遗愿
二 ,

摘录自著的 《 玉函方 》 中可供急救医疗
、

实用有效的单验方及简要炙法

撰辑而成的
。

、

初名 《 肘后救卒方 》 ,

后经南北朝著名医学家
、

道家陶宏景
一

增 补
,

得二百

零一方
,

改名
: 《 补网肘后百一方 》 。

至金
,

杨用道又把唐慎微 ( 宋代著名医药学家
,

编

有 《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 一书
,
收药五7 4 6种 ) 证类本草所载的附方摘录增入

,
取名 《 广

肘后备急方 》
,

即后来流传的版本
,

也就是现存 《
一

肘后备急方 》 的定本
。 `

一

此书取名 《 肘后备急方 》 ,

就是随身常备
、

携带方便和救死扶伤 的 意 思
,

亦 即 相

当于后来的袖珍手册之意
。

其篇幅虽然只有八 卷 (
』

一说三卷
,

晋书称四 卷
,

定 本 是 八

参
,

但内容却非常丰富
;

.

慈是一本普及和提高相笋合
,
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医学文献

。

:孚舜



它的选方不仅有简
、

廉
、

验的特点
,

同时又是我国晋代以前医学成果和水平的总结
。

葛

洪编著此书的动机在他的自序中以及后来医学界的评价中
,

皆有叙述
。

他因为感到 《 玉

函方 》 长达百卷
,

篇幅浩繁
,

传抄困难
, 一

乃摘其简要实用部分
,

单独成 册
,

以 求 易 为

流传
,

易为群众所接受
。

其次
,

他认为珍贵的药品不是普通劳动人民所容易获得的
,

摘

要成肘后方
,

其中药品就多为容 易采到的
。

如果实在需花钱买时
,

亦多为贱价草石
,

所

在皆有丁并且这些药品还有很高的疗效
。

葛洪 曾经明确指出
: “
为道者

,

以救人危
,

使免

祸
,

护人疾病
,

全不枉死
,

为上功也
。 ”

.

一

L这种崇高的救死扶伤精神
,

颇为历代人士所

歌烦
。

正 因为 《 肘后方 》 具有鲜明的人 民性和广泛的普及性
,
所以在入民群众中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 一

流传至今 , 而那部大部头的 《 玉函方 》 ,

则失传了
。

二
、

一

古代世界传染病学研究的先驱
。

.

在中世纪时
,

世界各国对传染病研究甚少
,

直至快到中世纪之末的十三世纪
,

人们

对传染病的研究才略有起色
。

到了十九世 纪
,

法国巴德 (
、

L 。 u is P a s t e u r 18 2 2一 1 8 9 5 )

和德国虎克 ( H o ol 、
) 反复通过对微生物的研究

,

才将传染病学的研 究 推 向 高 潮
。

可

是
,

我国的葛洪在第三世纪那样低的科学水平条件下
,

对各种传染病就已有了相当程度

的认识 了
。 《 肘后方 》 一书中就记载了有关传染病的现象

、

诊断和治疗方法等等
,

这在

医学史上确实算得上开创性的工作
。

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
,

当时
,

世界各国尚 无系 统的认识 与记载
,

但葛洪在 《 肘

后方 》 中已经颇为详尽地记载了夭花的症状
、 一

体征和病期历程
一

了
。

葛洪认为
: “

此岁有

病时行
,

仍发疮头面及身
,

须臾周 匝状如火疮
,

皆戴白浆
,

`

随决随生
,

不即 治 剧 者 多

死
。

治得差后疤瘤紫黑
,

弥岁方减
,

此恶毒之气世云
:

永徽四年
,

此疮从西东流
,

遍于

海中
,

煮葵菜以蒜显吠之即止
。

初患急食之少饭下菜亦得
。

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
,

仍呼为虏疮
,

诸医条详作治用之有效方 … … ” ⑧对天花病的症状
、

发展的趋势
、

治疗的

后果和这种病传入 中国的两种途径都作了科学的描述
。

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第一个记 载天

花病的科学文 献
。

恙虫病是一种以恙虫的幼虫为媒介而获得传播的急性传染病
,

此病在

《 肘后方 》 中已记 载得很详细
,

」

并且其见解与目前临床所见基本一致
。
这种病在当时称

为沙虱毒
。

葛洪认为
: “ 山水间多有沙虱

,

甚细
,

略不可见
。

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
,

此

虫在水 中著人身
,

及阴天雨行草中亦著人
,

便钻入皮里
。 ·

一若觉犹 1咧咨见
,

是其已太深

便应依
· · ·

… …
。 ” ⑧现代医学认为

:

恙虫多集居于杂草丛生的野地或丛林中
,

洪水为患

时 易于流行
。

受染之患虫幼虫咬人后
,

皮肤局部发生丘疹
、

溃痴及溃疡等
。

立克次体先

在局部繁殖
,

继经淋巴系统而侵入血液
, 门

热度迅速上升
,

持续不退
,

伴有寒颤
、

剧烈头

痛
,

疲乏思睡
。

严重患者每有澹妄
、

昏迷等
。

由此看来
,

葛洪对恙虫病的传播媒介
,

恙虫

的幼虫 ( 恙瞒 ) 的生活场所
、

传播方式
、

症状以及治疗方法皆有过比较详细的研究 了
。

破肘后方 》 中还指出了肺房病的传染性和传播方式
,

较之国外 V川
e m in 于十七世纪用动

物接种证明结核病的传染性要早一千四百多年
。

葛洪在 《 肘后方 》 中 称 结 核 病为
“ 尸

住
” 、 “ 鬼住 ” ,

说是
“ 鬼邪气

”
所染

,

可传染给旁人
。

,

葛洪指出
: “ 尸注鬼注病者

,

即是五尸之中尸注
,

又挟诸鬼邪为害也
,

其病变 动 乃有三 十六种至九十九种
,

大
一

略使

人寒热淋沥
,

`

恍优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
,

累年积月
,

渐就顿滞以至于死
。

死后



复传之旁人扩乃至灭门
,

觉知此候者便宜急治之方 ` ” L从这里可以着出
,

葛洪单在第

三世纪就已指出肺结核症状
、

传染性和严重后果了
。

一

我国第七世纪的崔知拂在其所著的

崔氏笔录 中记结核病为
“
骨蒸

” 、
_

“
传尸

” ,

表示其有传染性
,

这些记载都源于 《 肘后

方 》 ,
`

而在国外
,

直到一 Z口又三年德国虎克才用染色法与培养法发现了结核杆菌为结核

病的致病细菌
。

狂犬病又称摸咬病
,

乃病毒所致
,

是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急性传染病盆

即使在近代医学中
,

其预防与治疗仍较之其他传染病为复杂而棘手
,

但在 《 肘后方 》 中

就已记载有预防和治疗的方法 o’t 葛洪指出
:

一

邹杀所咬犬
,

取脑傅之
,

后不复发
。 ”

@

这与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德取狂犬脑制成庵苗的接种法的见解在原则上是相同的
,

但

要比巴斯德早一千五百多年
。

葛洪还指出`
`

t’ 凡喇犬咬人七日= 发
,

过三
、

七 日不发
,

则脱也
。

要过百 日乃为大免耳
,

`
_

” L葛洪所说 “
过百日乃为大免

” ,

与现代医学家所说

的潜伏期一般在九十天以内
.

的看钱基本上是一致的
。

除了上述四种传染病外
瓦

葛洪还对

疟疾
、

马鼻疽等传染病作了些开创性的研究
,

一
`

二

三
、

对祖国医学的某些提高和独创
夕

葛洪除了对传染病有过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外
,
卜

_

还对其他许多病也作过认真细致而又

富于创造性的工作
。

在前人基础上提高
,

在前人基础上创造
,

这是葛洪对祖 国医学研究

的一个特点
。

由于这方面内容较多
,

涉及面较广
,

现仅举出几个富有典型性的特例
,

.

以

见一斑
。

一
_

:
, !

、

( 1 )在药物的剂型方面
,

以什 么形式给予患者服用才能 收到最佳效果
,

葛洪在他多

年的临床实践中是非常注意总结这个 I’ed 题的
。

一

例如以青篙治疗疟疾病来说
,

葛洪在 《 肘

后方 》 中总结出应
“
绞汁尽服之

” L口这几个简单明隙的字已蕴藏着对祖国医学的提高

和发展
,

’

但后人有不解其深刻含义的
。

这些年来
,

’

我国医学工作者才认真发掘 了葛洪的

关于青篙要 卒绞汁尽服之
” 的深刻意义

。

北京中
`

医研究 院季钟朴等同志指出
: “ ,.’’ 二 `

在

继承工作中要注意防浅
,

不能浅尝即山 深入探索则有可能挖出更大的宝藏
,

在这方面

青篙素的继承发掘经验
,

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 `

开始以常用的方法从青篙中提取一些成

份
,

: 实践证明无抗疟作用
,

一

科研人最并不
_

就此罢休
,

他们坚信中医传统用青篙治疟是一

定有道理的
, ,

于是广泛查古书
, ` _一

发现 了 肘后方 渔记载有青篙绞汁服用
。

受这一记载的启

发
,

他们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 ,.t 终于取出青篙素这一有效成份
, .

为防治疟疾走出一条新

路子
,

为国争光
。

扮L ( 2 )葛洪对水银在临床
.

治疗上的应用
,

较之他之前的 《 神农本

草经 》
更为丰富

、

具体和有所发展
,

他不仅在好几种皮肤病的洽疗上应用了水银软膏
,

而且还创造性地掌握了消水银的方法
。

葛洪指出
:

_

“
妇人颇上疮差后

,
’

每年又发 ;

…
`
·

胡粉一两水银一两半捣筛
,

·

一
二先以片许猪脂于瓷器内

,
.

熟研水银全消尽
,

更加猪脂并

矾石
、

胡粉… …大验
。

牛L这一例证
, `

’
一

也说明了葛洪将化学和医学结合起 来 的 事 实
。

( 3 )葛洪的热熨国等疗法也
,

是祖国医学 的一大宝藏
。

现代中医普遍认为热熨
、

蜡熨等物

理疗法有时可以配合内服药物增强药物效果
,

一

有时也可单独使用
,

.

这样能收到药品所不

能代替的效果
。

目前国内外的大中小型尽院
.

巾
,

都认为这是病员所乐意接受与信任的治

疗方法
。

这个方法
,

是葛洪在总结前人成果 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使用过和推广过的
,

医学

家们一直沿甩至今
,

· .

二
.

、

二



葛洪对祖国医学的提高和发展是多方面的
,

从诊断
、

处方
、

药品性能到制剂方面都

有创造性的发展
,

他的 《 肘后方 》 的确是祖国医学的.-- 大宝库
。

与此同时
,

我们还必须

看到
, 一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的限制
,

葛洪的 《 肘后方艳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著

作
,

其中也存在着看法上和治疗上的片面性甚至错误之处
,

我们也必须以分析的态度
,

正确地加以区别
。

一

值得研究的一个问
一

题

葛洪既然是一个道教徒
,

又是一个科学人才
,

是一个知识分子
,

他在古代化学和医

学领域里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

对这样的人物
,

我们应读怎样评价呢 ?二
“ 金无足赤

,

人无完人
” 。

这句话既适用于今人
,

·

更适用于古人
。

任何一个人总是

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
,

总是具体的人
,

这个人的全部生活总是受一定社会条件

的制约
,

各种思想认识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

因此
,

我们评价人物必须具有历史的
、

唯

物的观点
,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一定不能脱离实际地提出过高的要求
。 一

古 代 的 中世

纪
,

在那样低的生产水平和认识水平之下
, ; 人们研究 自然科学不仅带有直观 性 租 猜 测

性
,

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陈 甚至阶级的烙 印
。

当时的许多自然科学家总是这样或

那样地与宗教唯心论有着千丝
一

万缕的联系
,

许多自然科学理论概括总受到宗教唯心论的

影响
,

甚至被神秘主义的外壳所包藏
。

恩格斯对欧洲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了 深 刻 的 分

析
,

他指出
: “

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蟀女
,

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
”
⑧

。

否

则
,

便不会有科学生存的权利
。

在中世纪的欧洲
,

托勒密的地心说就被利用成为宗教神

学的理论支柱 ; 物理学变成了玩魔术补 化学则盛行神秘主义的炼金术
。

在葛供所处的中
.

国晋朝
,

自然科学 的情况也与欧洲有类似之处
。

葛洪是一个身兼道教理论家和自然科学
、

家的知识分子
。

一方面
,

他 的宗教唯心论的思想必然要渗透到他的科学活动中去丈他之

所以要炼丹
,

纯粹是为了俪神仙方药不
一

鬼怪变化
,

养生延年
,

让邪却祸之事
” ⑧

,

这是

他炼丹化学中的糟粕和渣滓
,

应该彻底批判
。

·

但是
,

另一方面
、
宗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有

.

着本质的不同
,

科学家本人对宗教的信仰并不能因此就阻止他对科学的研究
。

恩格斯指

出
: “

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
, 二 :

他们在他们 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

的唯物主义者
,

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仪是唯心主义者
,

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 ”

L葛

洪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

尽管他炼丹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

但当他从事炼

丹实验特别是医学实践的时候
, 、

他是一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
,

是一个朴素的辩证法者
。

.

他积极地认识自然和研究自然
,

并力图按人类的意志去变革自然
,

所以才能在化学和医

学两领域中取得了开创性的贡献和独到的见解万 立下了科学的勋业
。

至于葛洪的道教思

想与他研究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

, t

这个问题还有待进 ` 步的探讨
。

’

但是
,

有的著作不仅对葛洪的社会观而且对他的自然观
,

·

不仅对葛洪的道教理论而

且对他的科学成果
,

都持全面否定的看法
。

他们认为金丹道书究竟有没有什么价值
, 、

其

他杂道书
,

究竟有用或无用
,

根本不值得研究
。

他们除了对葛洪的金丹道教思想抱彻底

检查与批判的态度外
,

还断言 《 抱扑子内篇 》 二十篇
, 、

全属神仙家言
,

一

是现有体系最完

整的关于神仙家的著作
。

甚至连葛洪在炼丹过程中对化学的种种实验研究
,
·

’

都被斥为某



种富有诱 惑性的谎言
,

对葛洪在医学上的贡献
、

提到的一些药物也斥之为神怪荒唐
。

我们

认为这未免太苛求于古人了
。

在古代刀}̀样低的生产水平和认识水平下
,

人们对自然界的认

识总是经历着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

正确与错误往住溶合在一起
,

真理与谬误往往渗透

在一起
,

精华与糟柏往往混杂在一起言在欧洲的中世纪
,

从事炼金术的学者
,

往往不是

主教
,

就是牧师
,

甚至是宗教收大首领
。

除了他们的荒诞妖妄的一面外
,

对于他 们在实

践中所获得的化学知识
,

恩格斯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

他指出
: “

在这一时期末
,

化学以

炼金术的原始形式出现了
。 ” L这些炼金家的名字至今还载入化学史册之中

。

宗教徒兼

科学家在历史 上大有人在
,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也大有人在
。

可以说
,

在全部 科 学 史 书

电
.

不可熊找到一个
“
完人” 。

_ _

就以与宗教唯
,

今诊作了坚决斗争的
、

近代科学史的奠基

人哥白尼来说
,

他也不是二个
“
完人哭:o 他本身就是一个牧师

。

他的 介太阳中心说
” 虽

然是二冰宇宙观上的革命
, ` ,

但他仍然摆脱不 了托勒密宇宙体系的娜绊
,

仍然相
.

信宇宙天

体的运动是
“
完美

”
的运动

,

他还把宇宙的中心仅仅局限在太阳系的范围之内
、
而且认

为太阳是永远不动的
。

很显终
,

在这个伟大的学说中就包含着错详的部分
。

但我们怎能

苛求于哥自尼呢 ? 我们后人无诊怎样歌颂哥 白尼 的勋业
,

也不能算得过分
;
而对于他的

不足之处
,

人们总认为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条件所 限制
,

不能苛求于他
。

「

如果要按照今人

的科学水平来说
,

一个小学毕业生也比哥 白尼高明得多
,

他至少知道银河系大得很
,

其

中存在着千千万万个太阳系
,

整个银河系都在运动等等
。

我们决不能因为今人胜过古人

而就苛求于古人
,

如果那样
,

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了
。

既然对哥 白尼是如此
,

那

么对葛洪就不能因为他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 的外壳
,

就否认其合理内核
。

对于葛洪
.

那些

从反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化学和医学成果
,

即使是那些属于不成熟
、

不全面的科学知识
,

都应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

所谓科学的先驱者
,

4

我们认为
,

就是有他们垂大贡献的一

面
, ,

也有他们不足之处
,

甚至有片面租错误的一面
,

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

有的著作对
r

葛洪学禅的功过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租评价
。

如 《 中国通史简编 ”

第二编中指出
: “

道教固然是妖妄的宗教 ( 凡是神道设教
,

都不免带着妖妄 )
,

但是
,

妖妄里面还含有一部分可取的成分
。

在金丹篇黄 白篇里
,

`

主要用矿物炼丹药炼金银
,

开

化学的远原
,

在仙药篇和其他不少篇里
,

主要用植物治疗百病
,

实是较为原始的药物学
。

.

道教徒主观上是为自己求不死
,

客观上却为这些科学开先路
,

削去刃}̀些妖妄语
,

抱扑子

内篇可 以供给不少的科学史材料
。 ” 该书还把葛洪和陶弘景的医学成就列入东晋

、

南朝

的重大科学成就项目之内
。

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是科学的、 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
。

但我们认为该趁还有一点不足之处
,

那就是还没有把葛洪的化学成果与医学成果一
视同仁

,

没有把葛洪的化学成果列入东晋
、

南朝的重大科学成
.

就项目之内
。

如果说
,

葛

洪的炼丹化学知识是他行医的基础理论之一
,

那末
,

他的炼丹化学就更不应该忽视 了
。

只重视他的医学成就
,

而不重视他的化学成果
,

这不仅对葛洪是不够
·

“
全面

” 的
,

而且

对整个科学史和中国历史也是不够
“ 公平

” 的
。

几
中国历史

、 `

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如何对待和评价像葛洪这样类型的科学人才
,

这是

一个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
。 ,

科学技术是社会的蛋产为
,

它对社会的生产方式以至上层建

筑和意识形态都会产生 巨大的影响
。

我们认为
,

一部历史
,

一部思想史
,

不仅要记 载这

些重大的科学抹术成果
,

而具应诱总结和研究这些成果对社会历史进展所产生的种种巨

多户



吮 精 去 粕 破 卷 取 神

— 学习郭老 《读随园诗话札记 》

张
.

志 烈

哎读随园诗话礼记 》 是伟 大 的 文 学

家
、

史学家
、

诗人郭沫若同志的一本文艺

理论专著
。

它以短小精悍的形式
,

生动活

泼的语言
,

深入浅出地讲说了一系列重要

的文艺理论问题
。

文章是以袁子才做
“
靶

子 ”
而写成

,

但实际上融进了作者毕生的

生活经验和创作体会
,

可说是折射出他全

部文学思想的一颗艺术明珠
。

袁枚
,

字子才
,

是清代中 叶 著 名 诗

人
。

其论诗标举
“ 性灵 ” ,

思想颇为活泼
、

解放
。 《 随园诗话 》 一书比较集中地表现

了他的见解
,

而 以谈欣赏者为多
。

由于他

对当时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有所冲

击
,

故在近代诗歌发展上颇有一些影响
。

然而时移世变
,

他的许多观点变得陈旧腐

朽了
。

郭老对 《 随园诗话 妙
,

喜其
“
标傍

性情
,

不峻立门户
; 使人易受启发

, :

能摆

脱羁绊
” ,

因此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为指

导
,

对它作子
“
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的

批判赏析
。

在七十七则《札记 》中
,

`

广泛而

深刻地涉及了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 中的许

多问题
。

由于郭老把论诗和论史
、

评文和

评人
、

诗歌理论和广博的社会科学理论
、

美学词题与自然科学问题等等和谐地结合

起来
,

以马列主义的气势磅礴之
“ 识 ” ,

运
“
游刃有余

” 的如椽之笔
,

对 《 诗话 》

取其糟粕而糟粕之
,

因此理惬词 当
,

发人

神思 ; 对一些艺术理论上的繁难 问题
,

往

往数语 即释
,

快如并剪
,

爽若哀梨
。

在批

判继承和文学欣赏两个方面
, 《 札记 》 都

锐 `奋饮` ; . ` 忱忘 侧 `
,

.

忽 ` ; 倪 `
.

倪`
.

哪白带自
,

衍 ` . ` 记 ,` 识 `
,

心 , `
,

谓 `
卜

娜公
喂 , `奋

`

祝 `
,

悦 `
.

.

蕊 ` . . 公倪
` 山祝 ` 昭由吧

` 口哪白郊公饮 公
.

次 ` 奋恨嘴
.

爪 ` 白妞` 山娜公

大影响和制约作用
,

的借鉴作用
。

这样既能真实地反映人类历史的全貌
,

又能对四个现代化起到正确

①⑧L⑥⑥L⑥⑧才包扑子 : 《 内篇金丹篇 》
.

甲

②③袁翰青 : 《 中国化学史论文集 》 28 页 , 29 页
。

④贝 尔纳
: 《 历 史上的科学 》 “ 为中文译 本写的序

” 16 6页
、

16 7页
。

`

⑤李约瑟
: 《 中国科学技术史 》 第一卷第

`

二分册 41 1
.

页
。

⑥⑦梅森
: 《 自然科学史 , 65 页 ; 88 页

。

⑨⑧L@LL@ 才包扑子
: 《

·

内篇黄 白篇 》 。

“
“

,

…
L才包扑子

: 《 内篇论仙篇 》
。

⑧才包扑子
: 《 内篇时俗篇 》 。 `

@ ⑥L@ LL⑧L才包扑子
: 《

_

月十尽备
.

急方 》 卷二 3 5 页卜卷七 l 明页 ; 卷一妙页 ; 卷七

1 27 页 , 卷七 12 7页 ; 卷三 44 页 , 卷五 10 2页 ; 卷一 21 页
。

L 《 新 医药学杂志
`

》 一九七 九年第四期
。

@ 恩格斯
:

·

《 社会主文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 》 英 丈版导言
。

⑧才包扑子
:

4

《 内篇 自序 》 。 ’

一 LL恩格斯 : 《 自然辫证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