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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桂传略 (续 )

金庆江 金庆雷
△

吴县人民医院 ( 2 1 5 1 0 1) 么吴县东山地区人民医院 ( 21 51 0 7)

主题词 医学家 叶 桂

6 著作

叶桂贯彻古今医术
,

毕生忙于诊务
,

少所著述
。

其晚年七十九岁时尝拟刊《本事方释义 》
,

惜于开春谢

世而未竟
。

投后
,

弟子后人集其遗稿遗案编辑整理医

著多种
。

姑分之三类
:

遗著本
、

注释本
、

医案本
。

分述

如下
:

6
.

1 遗著本

温热论 初名 《温热论治 》
.

首刻于 《吴医汇讲 》卷

一
,

唐大烈序云
: “
《温热论治 》二十则

,

乃先生游于洞

庭山
,

门人顾景文随之舟中
,

以当时所语信笔录记
,

一时未加修饰
,

是以词 多信屈
,

语亦稍乱
,

读者不免

晦 目
。

烈不揣 冒昧
,

窃以语句少为条达
,

前后少为移

缀
,

唯使晦者 明之
,

至先生立论之要旨
,

未敢稍更一字

也
” 。

由此观之
,

本篇实为叶桂语录著作
,

经唐氏稍事

修饰
。

后来叶桂门人华帕云刊《续选临证指南》
,

复将

本篇更名《温热论 》而列于卷首
。

两种版本文字略有

出人
,

而大体相同
。

后人刊刻甚多
,

这次《昊 中医集
·

温病分册 》亦予点校刊载
。

医效秘传 据叶桂门人陆得 全便乾隆七年 ( 1 7弓2)

(跋 》
,

本书为陆 氏据桂生前著说附以 己见而成
。

道光

子卯年 ( 1 83 1) 吴江吴金寿子音据同门徐雪香抄藏副

本校刻
。

书凡 三卷
,

前二卷辨析伤寒诸证
,

兼论多种

温病
,

并附录《温热论 》
,

后一卷摘择经旨
,

申明脉要
。

吴氏序云
: “

法取应验
,

理贵简明
,

不泥古
,

不好奇
。

真

如月印千潭
,

只是一 月
。

非学有本原
,

何能臻此 ! 因与

司志者重为校
,

付诸梨枣
,

以广其传
” ,

叶选医衡 二卷
,

采金元迄清初诸家医论数十

篇
,

编篡成集
。

叶序谓
“

汇采前人论病论脉论治 精确
不磨之说

,

以成上下卷
.

标其目为
`

医衡
’ 。

垂作楷模
,

nl] 三阴辨
,

虚实分
,

自无笼统用药之弊
” 。

本书在 道光

前已有刊刻
.

但传未 广
.

据曹元桓叙云
: “

庚申之变
.

板

毁于兵
,

识者病焉
” 。

光绪 二十年 ( 1 8 9们常熟缪尊联

于家藏书麓中搜获原 书
,

经场滨石太常校订 后补刊
。

尚见 《 医衡 》四卷者
,

署名沈 明生著
,

内容与叶本大多

相同
。

考沈明生
.

华亭 人
,

徙吴中
,

居桃坞唐寅故居
,

与桂父阳生有往来会诊
。

当时医集付梓不易
.

师友互

相传抄盛行
,

故是著系沈袭叶或叶承沈
.

殊难 定论
,

存

待续考
。

叶氏明医论 亦名《病机选论 》
.

为家藏旧抄本
。

四卷
,

额题
“

古吴叶佳天士氏纂
” 。

个别字句及卷末数

页蛀蚀
,

序跋阅佚
,

询以为憾
。

内容包括 《叶选医衡 》

大多论文
,

并收录 叶桂 《六气全书 》一篇
、

叶案 2」 则
,

及昊县角直名医阂曙公
、

徐时进医论等
,

总共 1 96 篇
。

其中《六气全书 》约二万字
,

详细讨论了风温
、

春温
、

温

毒
、

感冒
、

伤风
、

疫病
、

温疟
、

中暑
、

中喝
、

湿 温…… 四时

外感病
;
引用各家学说二 十余种

,

方剂 1 22 张
。

该抄本

系祖授师传秘不外泄
,

世所 罕见
,

近请南京中医学院

有关专家考证中
。

三时伏气外感 篇 系章虚谷选辑 (( 幼科要略 》中

部分论述 内容所成
.

道光乙 酉年 ( 1 8 2 5 )改题 《三时伏

气温热篇 》收载 章 氏《 医 门棒喝 》中
。

咸丰壬 子年

( 1 8 5 2 ) 王 孟英刊《温热经纬 》时亦于 《幼科要略 》选辑

其要
,

更名为《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 》
。

王氏认 为此

篇为叶桂亲定
。

叶天士家传秘诀 一卷
,

原无刊本
,

19 2 9 生回澜

吐据道光戊戌抄本影印
,

汪绍达序谓该本
“

系先生晚

生追忆平生治 儿科诸证
,

并祖传心得方法
,

笔之于书
.

传于后世者也… … 末载治其孙走马瘩症
,

足见此书 乃

先生晚年 所记
” 。

内 容以 小几虫
、

胀
、

疮
、

积等杂病证

治为主
,

每篇并附医案数则
。

仙
、

滑石
、

丝瓜络等
。

或酌加蓝香
、

白范仁
、

惹芭仁等

宣气利湿
。

6 邪陷痴阻致痉— 祛邪通络
,

化痛熄风

温病后期
.

四肢强直
,

震颤瘫痪
,

或肢体疼痛等
。

证由温邪久
,

正虚邪陷
,

络脉寮阻
,

属 虚实夹杂
.

可选

用吴又可三甲散 ( 鳖甲
、

龟板
、

山甲
、

蝉蜕
、

僵蚕
、

牡妨
、

鹰虫
、

白芍
、

当归
、

甘草 )
。

或王季儒氏龙牡镇痉汤 (龙

齿
、

牡蛹
、

桑寄生
、

威灵仙
、

地 龙
、

度虫
、

桃仁
、

赤白芍
、

石解
、

甘草 )
。

笔者 曾 用三 甲散加减
.

治疗 乙脑 后遗

显
、

神志呆钝
、

四肢强直
、

瘫痪等
,

获得一 定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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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妇科证治 四卷
、

又名《叶天士女科证治秘

方 分
。

托名清叶桂撰
,

内容以妇产科治疗方剂为主
,

论

述较少
。

1 8 17 年曾以《竹林女科 》之名刊行
,

并经多次

翻刻
。

1 , 1 3年鸿文书局将此改叶氏之名石印
,

此殆商

贾图利作伪之产物也
。

此外
,

陈修园《医学三字经 》与《医学从众录 》二书

初亦托名叶桂者
,

后来予以申明收回
。

前者则 曰前曾

托名叶天士
,

取时俗所推崇者以投所好
,
后者则 曰 是

书 曾托名叶天士
,

今特收回
。

尚见 《叶天士女科全

书 》
、

《叶氏伏气解 》
、

《 叶氏伤寒家秘大全 》
、

《叶氏眼

科 》
、

《轩岐心印 》
、

《叶天士医方集解 》
、

《香岩经 》之书

目
,

而未 睹其序例内容
,

容后续考
。

c
.

2 注释本

本事方释义 十卷
,

宋
·

许叔微原著
,

清
·

叶天

士释义
。

叶桂曾孙钟序云
: “

右 《本事方释义 》十卷
,

先

曾祖香岩府君所著也… …是书成于乾隆十年
,

方谋付

梓 (此据叶桂 自序 )
,

遮 以明春谢世
,

遂不果
。

从弟钧

偶检遗书
,

获见残帜
,

则序文及补传哀然存焉
” 。

残缺

部分 借吴门顾西畴孙顾大 田副本抄录
,

并借著名藏书

家黄 王烈收藏叶阳生手批宋刻旧本对校
,

嘉庆十八年

〔 18 1 3) 姑苏扫叶 山房刊印
。

叶 氏往释《本事方 》的重

点是该书所载方药配伍
、

药性和归经等内容
。

叶评伤寒全生集 四卷
,

明
·

陶节庵原著
,

清
·

叶天士评定
。

扫叶山房刊于嘉庆间
,

此前是书已有山

阴刘宇参所刻评本行世
,

而叶钟 以为叶桂评本较之早

三十余年
,

故校刊时以家塾本为底本
,

刘本为参校本
,

凡刘 氏详注精辟者亦予收载
,

冠以
“

刘云
”
别之

。

陶节

庵原著内容以论述伤寒诸症包括温病病机诊法
、

辨证

施治 为主
,

叶桂研读评注当属事实
,

原著有关温病论

述后 为叶桂《温热论 》引录
、

借鉴与发挥
,

笔者曾撰《论

<伤寒全 生集 )对叶天士温病学说之影响 》一文
.

予以

论证 (详见《上海 中医药杂志 》 1 9 9 3年第 3 期夕
。

柯氏来苏集评批 一卷
,

慈溪柯韵伯原著
.

叶夭

士评批
。

版本数种
,

刊年不详
。

额题
: “

古吴叶天士评

订
” ,

卷端 叶氏题记谓
: “

慈溪柯韵伯注伤寒
,

曰 《来

苏 》 ,

四卷
,

又疏著 《附翼 》二卷
。

独开生面
,

透彻详明
,

精而不乱
,

予深得其味
。

今评批十余条
,

余条并 《附

翼 》无可动笔评论也
” .

人 皆以伪托 目之
,

吾意未 必
。

叶桂读书 颇傅
,

尚谓读 万卷书
,

且有随笔评注之 习

惯
。

柯年岁长于叶
,

而 叶成名早于柯
。

据季诺《来苏

集 》序谓柯 氏
: “

鼎革后
,
焚弃举业一志医学

,

博览精

思
,

会悟通彻
。

游京师
.

无所遇 归
,

过 吴门
,

值叶桂行

医有盛名
,

因慨然曰
:

斯道之行亦由运会乎 l 于是闭

门著书
,

得《 内经合璧 》 ;《仲景伤寒论注》四卷
、

《伤寒

附翼 》一卷
、

《伤寒论翼 》两卷
,

都七卷
,

名 《来苏集 》
。 ”

可见两人不但有所交往
,

且柯氏《来苏集 》缘起名实俱

与赴苏遇叶相关
。

故柯氏著作既成
,

或函书稿请叶校

订
、

或蜡刊本与叶交流
,

是合常情之举
。

再从叶桂题

记看
,

乃桂得柯著后存心予作评批
,

奈柯著精彻
,

仅十

数条予简要评注而作罢
,

本无付梓传世之意
。

书贾但

慕盛名
,

不察实际内容
,

遂与刊刻
,

难免后世因其简拙

而视属伪托也
。

景岳全书发挥 四卷
,

额题
“

清
·

叶桂撰
” 。

刊于

道光甲辰年 ( 1 8利 )
,

桂五世孙口材泳校
,

并作后序
。

本

著对张介宾《景岳全书 》有关章节内容加以评论与发

挥
,

其中对张 氏温补学说持有不同见解
,

属于读书笔

记类著作
。

今人亦视属 伪托
,

有谓姚球所撰
,

未可轻

易论定
。

此外
,

尚见 《南阳经解》
、

《删补慎斋遗书 》 (见王宏

翰《古今医史续增》 ) 、

《本草经解 》
、

《本草再新 》
、

《本草

三家注诊
、

《 叶批本草纲 目》
、

《叶批华佗玄门脉诀内照

图 》等书 目
,

容后续考
。

6
.

3 医案木

临证指南 医案 十卷
,

清
·

华帕云所刻
,

书 成千

乾隆丙戌 ( 1 7 6 6 )
。

本著系 叶桂弃世后
,

华帕云等门人

后学 收录购求叶桂遗案编辑而成
。

参加编辑者 尚有

李大瞻
、

邵新甫
。

书凡十卷
,

其中内科诸病医案八卷
、

妇科与幼科各一卷
。

编次 以病为纲
,

分 89 门
。

各门之

后每附按语一篇
,

执笔者除上述三人外尚有邹滋九
、

姚亦陶
、

邹时乘
、

华玉堂
、

蒋式玉
、

龚商年
、

陆履安
、

郑

望颐等
。

陆以 穿恬《冷庐医话 》云
: “
《临证指南 》虽成于

叶氏之门人
,

采录冗繁
,

诚为可议
。

然其审证立方
,

实

多可法可传
” .

由于治案切于临床实用
,

流传甚广
,

刻

本多种 (包括《徐批叶天士先生方案真本 》 )
,

1 9 5 9 年

上海科技出版社曾刊铅印本
。

幼科要略 二卷
,

原系《临证指南医案 》卷十部分

内容
。

主要论述小儿病症如伏气
、

风温
、

夏热
、

厥逆
、

疮
、

胀
、

瘩
、

痘
、

惊等辨证方药与医案
。

上半部分以理

论方药为主
,

下半部分以病案为主
。

后经周学海补注

增订
,

分为二卷
,

1 8 9 6年辑入《周 氏医学丛书
·

二集 》

中
。

续选临证指南 种福堂公选良方 查《中医大辞

典》
: “

续选临证指南
,

书名
。

四卷
,

清
·

叶桂撰
,

华娘

云校
。

卷 1续选《临证指南 》漏编之叶氏医案
,

并附《温

热论 》 ;
卷 2~ 4介绍叶氏平生所集经验方

,

分科叙述
.

大多属民间流传间便效方
.
” 《种福堂公选良方 》四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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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题
“

清
·

叶天士原著
,

华帕云编
” ,

刊于乾隆四十年

( 1 7 7 5 )据杜玉林序文
: “

壬辰岁
,

(华帕云 ) 又将其续补

医案
、

《温热论 》与平生所集种种经验奇方会刊
,

以备

救急
,

其愿甚诚
。

忽于癸秋谢世
,

其方已刻十之二三
,

半途而废
,

见者咸为惋惜
。

华君好友岳君延璋不忍淇

视
,

力劝徽苏义商程
、

叶两君子授梓
,

完璧以公 同志
。

一 日流川程君来蜀
,

出此编丐余作序
”

。

可见两者内

容一致
,

似属一书两名
。

吾因为但见 《续选 》书 目
,

朱

睹实册
,

未敢论定
,

续考
。

叶氏 医案存真 三卷
,

清
·

叶万青辑
,

刊于道光

十二年 ( 183 2)
,

现存光绪丙戌 ( 1 8 8 6 )刻本以及周学海

评点本
。

本著系叶桂元孙叶万青童年检故纸得家藏

叶案一册
,

谓必 《指南 }选刻所遗
;
嘉庆丙子于姨丈家

获《天元医案》所载叶案
;
道光辛卯于城东陈顺庵家复

见方案百十条
,

汇辑成编
。

以其
“

简洁文妙
,

询为门诊

之精华
,

不胜遗珠之 叹
” ,

名之 《 医案存真 》 (上见叶万

青 自序 )全书不分类别
,

以 内伤虚劳病案为主
。

卷末

附马元仪《印机草 》一卷
、

祁正明
、

王子接医案数则
。

眉寿堂方案选存 《中医大辞典 》注
: “

医案著作
。

二卷
,

清
·

叶桂撰
,

郭维浚编
。

原系抄本
,

后收入 《 中

国医学大成 》中
.

上卷包括春温
、

时疫
、

署
、

操
、

寒
、

冬

温
、

疟疾等各类时症
;
下卷记述妇

、

儿
、

痘疹
、

外科
。

其

中妇科治案记述尤详
。

三家医案合刻 三卷
,

清
·

吴子音辑
,

门人凌铭
、

侄吴右校
,

刊于道光辛卯年 ( 1 8 3 1 )
。

第一卷为叶天士

医案
,

额题
: “

叶桂天士著
,

后学吴金寿子音纂
” 。

其凡

例云
: “

叶氏方案散播人间者不少
,

然所存俱当时门诊

为多
,

余收罗二十余年
,

不下八九百案
,

惟楔湖毛 氏
、

邱氏本皆系及门
,

汇存赴诊之案
,

案中议论超迈
,

立法

精到
,

尤足启迪后人
,

故采取独多于他本
” 。

卷二为缪

遵义 医案
,

卷三为薛生白医案
。

本书后亦收入 《中国

医学大成 》中
。

未刻本叶氏医案 抄本
.

不分卷
,

额题
“

古款叶

桂天士著
,

古吴小狂周 显仲升集
” 。

上海张耀卿先 生

收藏
,

程门雪先生借得校读
,

认为真属叶天士手笔
,

于

19 6 3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校刊出版
。

朱周燮序云
: “

仲

升周子
,

日侍左右
,

每见方案
,

无不荡而集之
,

积成卷

恢
” .

考周仲升系叶桂门人无疑
,

参见前篇
。

程门雪校

读记云
:

抄本
“

时去叶氏未远
,

流传有绪
,

真确不疑
,

虽

系寻常门诊之作
,

寥寥数语
,

而处方之妙
,

选药之精

严
,

有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者
” 。

本著与《临证指南 》
.

一则过于简朴
,

是为门诊所录
,

未经修润
;
一则有嫌冗

繁
,

多属赴诊脉案
,

并予整理
。

要在无字处探头绪
,

杂

议中寻原旨
,

方能明彻叶案而不惑也

南阳 医案 四卷
,

抄本
。

曹炳章 《 中国 医学大成

总 目提要 》谓
: “

叶 氏尚有 《南阳医案 》四卷未刊抄本

为古越何 氏所藏
,

惜其遗失一卷 (第二 卷 )
,

犹特征

求
” 。

钱寿余序云
“

南 阳先生者
,

姓叶讳香岩
.

字天

士
,

为吾苏近代之先达也
”

。

刘克庭医师谓
: “

此书辑

录年代始于 乾隆二十二 年 ( 1 7 57 )
,

成于乾隆三十七

年
” ; “

真属叶氏手笔
,

非伪托者可比
” 。

又谓
“

南阳先

生乃叶 氏之别号
,

可补记载之 缺
。

此书 《 南阳 医案 )

者
,

本于此也
”

。

(见《浙江中医杂志 》 1 9 81 年 11 期 ) 尚

考《百家姓氏郡望源地 》
:

南 阳者
,

系叶氏郡望地
。

以

郡望代姓 氏
,

反映 了古人尊宗观念
,

亦是明清文笔之

时尚
,

例吴中医家吴又可署延陵
,

薛生白署河 东皆是

故南阳先生并非 叶桂别号
, 《南阳 医案芳即寓 《叶氏医

案落
。

此外
,

尚外有《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
、

《叶香岩先

生医案 》 (附病机选要 )
、

《叶天士幼科 医案 》
、 《叶天士

女科医案 》
、

《叶氏医案 》〔苏州市图书馆抄本 )等数种
,

容后续考
。

7 学术思想

7
.

1 温病学说

首先
,

叶氏指出了温病与伤寒之区别
:

1) 病 因不

同
。

伤寒 由感受风寒所致
,

而温病之病因是温邪
。

2)

感邪异途
。

伤寒病邪初从皮毛膝理而入
,

先犯足太阳

经
,

由表入里循六经传变
;
温病之邪多由 口 鼻而入

,

先

犯上焦肺卫
,

由浅入深循卫气营血传变
。

3 ) 症候 殊

别
。

伤寒之邪留恋在表
,

由寒化热人里
,

易伤阳气
;
温

邪则热变最速
,

表里俱属热证
.

易损阴津
。

们治法大

异
。

伤寒在表用辛温汗剂
,

疏散风寒
,

以救护阳气为

本
;
温病在表用辛凉轻剂

,

透泄热邪
,

以顾护 津液 为

主二

其次
,

揭示了温病卫气营血的辨证 纲领
。

《温热

论 》指出
: “

大凡看法
,

卫之后方言气
,

营之后方言血
” 。

叶氏该段文字
,

阐明了温病卫气营血浅深层 次传变的

一般规律
。

卫 气营血
,

由浅人深
,

是为温病传变的一

般规律
。

然叶桂 又提出
“

逆传心包
” , “

再论气病
.

有不

传血分而 邪留三焦
” , “

其邪始终在气分留连者
”

等温

病急进或缓进变化
,

故临诊尚须具体分析
。

在温病诊法方面
,

叶桂十分重视察舌
、

验齿
、

辨斑

疹白痔等客观指征的检查
,

并作出较详细的总结
。

针对温病卫气营 血不 同阶段的治疗
,

叶桂制订了
“

在卫汗 之可也
,

到 气才可清气
,

入营犹可透热转气

…… 入血就恐耗血动血
,

直须凉血散血
”

的原则
,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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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治疗过程中
“

须要顾护津液
”

。

在救治神昏重症

方面
,

其用清营解毒
,

芳香开窍方药可谓得心应手
。

从此
,

温病学说从病因病机到辨证施治有了较完

整的理论体系
,

成为一门与伤寒并列的专门学说
,

对

祖国医学的发展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
。

如章虚谷《医

门棒喝 》云
: “

邪之寒热不同
,

治法迥异
.

岂可混哉 ! 二

千年来
,

纷纷议论
,

不能辨析明白
。

近世叶天士始辨

其源流
,

明其变化
,

不独为后学指南
,

而实补仲景之残

缺
,

厥功大矣
” 。

7
.

2 杂病发挥

叶桂不但对温病学说卓有贡献
,

且于杂病证治亦

心裁独出
,

颇具创见
。

养胃阴说 脾胃理论
,

启始于 《内经 》
,

大倡于《脾

胃论 诊
。

唯李呆之论详于脾而略于 胃
,

方药偏于 温燥

而轻于柔润
,

主于 阳升而次于阴降
。

叶桂认为脾胃互

为表里
,

脾气主升
,

得阳始运
;
胃气主降

,

柔润则安
,

因

而治当有别
。

《临证指南医案 》谓
: “

胃为 阳明之土
,

非

阴柔 不肯协和
” ; “

阳土喜柔
,

偏恶刚操
,

若四君
、

异功

等
,

竟是治脾之药
。

腑宜通即是补
,

甘凉濡润
,

胃气下

行
,

则有效验
” 。

常用药物如
:

沙参
、

麦冬
、

花粉
、

玉竹
、

乌梅
、

石解
、

白芍
、

甘草之属
,

尚善用谷果食 养
,

如粳

米
、

山药
、

扁豆
、

莲肉
、

大枣
、

水梨
、

蔗浆
、

蜂蜜等品
。

华

帕云 尚称其师胃阴说
“

此种议论
,

实超出千古
” 。

(见

《临证指南医案 》脾胃门附论 )

中风病议 叶桂认为中风诸证
,

皆为
“

身中阳气

动变
”
所致

。

造成阳气动变的因素
,

一则 由肝风内动
:

因肝为风木之脏
,

性升发 而善动
。
内寄相火

,

一有激

动
,

易致升腾
;

体阴用 阳
,

其性刚躁
,

易致阴虚 阳亢
,

二则与心肾相关
:

因心主血
,

肾藏精
,

肝木
“

全赖肾水

以涵之
,

血液以濡之
” 。

故
“

精液有亏
,

肝阴不足
,

血燥

生热
,

热则风阳上升
,

窍络阻塞
、

头目不清
,

眩晕跌仆
,

甚则疮疚痉厥矣
” 。

在治疗用药方面
,

往重补肾水
、

养

心血
、

平肝木等法几对于中风闭脱重症的抢救
,

华帕

云总结谓
:

中风脱证
“
翻天复地急用大剂参附以回阳

,

恐纯刚难受
,

必佐阴药
,

以挽回万一
” ;闭证

“
治法急则

先用开关
,

继则益气养血
,

佐以消痰清火
,

宣通经隧之

药
” 。

(见 《临症指志医案 》中风门附论 》 )

久病人络 初病气结在经
,

久病血伤入络
,

是叶

桂杂病证治的又 一著名论点
。

他认为络病不同于脏

腑病
,

因
“

经络系于脏腑外廓
” ;
也不同于经脉病

,

因

“
经主气

,

络主血
” ,

因而有其病症特点
。

如久病久痛
、

痞闷腹胀
、

症痕痴疾等
,

大都表现为病根深伏
,

气血沉

混
,

隐伏幽深的沉琦顽疾
。

治疗若一 味攻积除坚
,

则
“

徒入脏腑
” ,

一味理气泻实
,

则徒伤经气
。

叶氏经验
,

主用辛味及虫类走窜药物通其络脉
,

常用药物如
:

桃

仁
、

红花
、

新降
、

泽兰
、

桂枝
、

细辛
、

延胡
、

姜黄
、

察香
、

丁

香
、

全蝎
、

山甲
、

蜂房等品
。

对络病根深蒂 固
,

形成积

聚者
,

叶氏强调
“

宿邪宜缓攻
” ,

治用丸剂收功
。

他如奇经八脉
、

脏腑特性
、

妇科证治等方面亦多

有发微
,

限于篇幅
,

兹不赘迷
。

8 后世影响

叶桂创卫气营血温病学说
,

奠定了温病学的理论

荃础
。

继他之后
,

追随与师法者大有人在
。

稍晚于桂

之吴县名医薛生白
、

缪遵义
,

都于温病研究方面 卓有

成就
。

前者著《湿热论 》
,

着重于湿温病的探讨
.

堪为

《温热论 》之姐妹篇
;
后者著 《温热朗照 》

,

着重在整理

前人温病理论并阐发心 见
,

与叶
、

薛并称
“

吴中三大

家
” 。

由此
,

温病学之研究率先在昊中地 区形成 中心
,

并很快得到各地医界的响应
,

掀起了温病学术研究 的

高潮
。

如王凯钧哎友渔斋医话 》云
: “

近来习医者
,

案头

无不置一叶氏医案
’ ` 。 《叶氏医案存真 》石祖玉序称

:

“
至今谈方术者

,

必举其姓字
,

以为仲景
、

元化一流人

也
” 。

又据《清史稿》载
; “

大江南北
,

言医者辄以桂为

宗
,

百余年来
,

私淑 者众
。

最著者
:

吴 塘
、

章楠
、

王士

雄
” 。 “

塘字鞠通
,

江苏淮阴人
.

乾嘉之间游京师
,

有

名
。

学本于桂
,

以桂立论甚简
,

但有 医案散见于杂证

之中
,

人多忽之
,

著 《温病条辨 》以畅其义
,

其 书盛行
。

同时归安吴贞著《伤寒指掌 诊
,

亦发明桂案之 旨
,

与塘

相同
。

楠字虚谷
,

浙江划稽人
。

著 《医门棒喝 》 ,

谓桂
、

雪最得仲景遗意而他家不与
。

士雄字孟英
,

浙江海 宁

人
.

居于杭
,

世为 医
。

士雄读书砺 行
,

家贫仍 以医 自

给
。

咸丰中杭州战乱
,

转徒上海
。

时昊越避难者集
,

疫

病大作
,

士雄疗治多全 活
。

旧 著《霍乱论 》致慎于温

补
,

至是重订刊行
,

医者奉为圭桌
。

又著《温热经纬 》 ,

以轩岐
、

仲景之文为经
,

叶
、

薛诸家之辨为纬
,

大意同

章楠注释
,

兼采昔贤诸说
,

择善而从胜楠书
” 。

由此
.

温病学说经过叶桂卫气营血理论奠基
,

吴塘三焦辨证

施治充实
,

王士雄 《温热经纬 》之总结
,

使温病学说成

为一门独立完整的中医外感病治疗学
。

发挥叶氏杂病学说者
,

首推无锡王旭高
,

其 《肝病

证治》篇概括了叶氏治肝手法
,

渊雅而灵巧
,

可谓叶学

之传人
。

其他尚有育浦何书田
、

嘉善俞东扶等
,

对叶

氏学说都有较深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