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御纂医宗金鉴
此套《御纂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帝敕命吴谦（宫廷御医）等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医学丛

书。全书共九十卷，收医书十五种，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进行了考订诠

解，对中医辨证、诊断、经络、脉象、针灸、运气等学说加以论述。对内外、妇幼、

正骨等有详尽解说，书中还附有大量插图。此为清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

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国力鼎盛，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乾隆皇帝务求标榜

文治，于乾隆四年（1739）下谕太医院编纂医书：“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

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任命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相当于主编），

陈止敬担任该书的经理提调官。为保证医书的质量，选派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

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设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武维藩等作为纂修官参加了

编写。此外，还有审效官、誊录官等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编撰中，不仅

选用了宫内所藏医书，还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乾隆七年

（1742年），《医宗金鉴》纂修完成，乾隆帝赐名为《医宗金鉴》，并御赐编纂者每

人一部书、一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自1749年起，清太医院将《医宗金鉴》定为

医学生教科书。

本书对医学经典著作《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进行了考订、修正、纠讹、补漏、

注释诠解，对中医的辨证、诊断、经络、脉象、针灸、运气、方剂、药物等学说均分

门聚类，加以系统的论述。对内、外、儿、妇、正骨等病症及治疗方法均予详尽解说。

方论大多归纳成诀并加以注释，便于记忆诵读。书中附有大量插图，以便于读者领会。

该书内容丰富实用，取材全面，论证周详，将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理论、临床经验加

以整理和总结。（介绍参考）

卷首：奏疏、表、诸臣职名、凡例、总目

卷一至十七：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

卷十八至二十五：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

卷二十六至三十三：删补名医方沦

卷三十四：编辑四诊心法要诀

卷三十五：编辑运气要诀

卷三十六至三十八：编辑伤寒心法要诀

卷三十九至四十三：编辑杂病心法要诀

卷四十四至四十九：编辑妇科心法要诀

卷五十至五十五：编辑幼科杂病心法要诀

https://old.shuge.org/ebook/yu-zuan-yi-zong-jin-jian/
http://baike.baidu.com/view/275896.htm


卷石十六至五十九：编辑痘疹心要诀

卷六十：编辑幼科种痘心法要旨

卷六十一至七十六：编辑外科心法要诀

卷七十七至七十八：编辑眼科心法要诀

卷七十九至八十六：编辑刺灸心法要诀

卷八十七至九十：编辑正骨心法要诀



吴谦（1689～1748年），字六吉，清朝安徽歙县人。宫廷御医，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

《医宗金鉴》是乾隆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8288/7975360.htm


最完善简要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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