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各家学说研究
·

叶 桂 及 其 学
`

说

各家学说教研 组 张 志 远

金 元以来
,

热性病流卞丁
,

新的病种不断

发现
,

促选了人 汀J对临床的研究
,

产生了各

种 利司的 于说
。

他们的特点是
:

;人为 “ 古方

今病 {沛日能 也” ,

主张化裁 古 方
,

广 寻 药

源 ; “ 、 ’

洲、 从火化 ” ,

江屯 治 以 寒 凉
;

吓日常有余
,

阴常不址 ” ,

提出增液生津
。

在清代
,

这种思潮对江南门影响最大
,

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人内
,

一

首推 行医于太湖之滨的

叶桂
。

他承先启后发展了温病学说
,

被炸为

一 f弋宗
`J币

。

叶桂
,

宇天士
,

号香岩
,

原 籍 安 徽 款

县
,

后迁居江苏吴县
,

约生于康熙五年 ( 1 6 6

6年 )
,

卒于花隆十年 ( 1 7理5年 )
,

享年八十

岁
。

从其祖父紫帆开始就以医为业
,

父朝彩

擅 长儿科
。

f也在十四 岁时父亲逝世
,

随父之

门人朱某学医
,

初 习儿科
。 一

卜},可一二十四 岁

十年当中
,

刻苦力学
,

孜孜不港
,

前后共求

教过十七位名医
, “

几更十 七师 ” 之 说
,

传

为医丰{之佳宝舌
。

叶氏泊学 愁度
、

颇 为谨严
。

但他一 生忙

于诊务
,

茗 作 }民少
。

现在所见之 署 名 叶 桂

者
,

一是在池直接指导下 整理的
,

二是受其学

说影响的人代为笔记的
,

三是根据身后言行

流传编写的
,

四是托名的
。

《 临证指南医案 》

十卷
,

为无锡华南田 ( 灿云 ) 收集他的晚年

医案编辑而成
,

能反映他的一些学术思想
。

《 温热论治 》 一卷
,

是由士妇 {授
、

门人顾景

文 记录的
,

前半邵份章虚谷改框与 《 外感温

热篇 》 ,

后半部份为 《 三 时伏气外感篇 》 ,

对后世影响较大
,

乃学医者常戍之书
。

《 幼

科心法 》 一卷
,

相传系其圈阅鉴定
。

《 未刻

本叶氏医案 》 ,

虽语焉不详
,

而临证随笔
,

真实性大
。

《 木 事方释 义 》
, 《 景矫全 朽发

挥 》 , 《 幼科要略 》 , 《
/

卞 草任 解 要 》 ,

《 叶天士女科证 治 》 , 《 叶 大 七秘 方 》 ,

《 叶 氏医案存真 》 等
,

恐不 ;也咔氏的作韶
、 。

一
、

发展了温病学说

温病
、

热病
、

伤寒
,

在公元前 《 内经 》

时代
,

指的是一般热性传染病
。

(一 )热病

字说明证状表现
。

《 素问
·

热论 》 云
: “

今

夫热病者
,

皆伤寒之类 也
。 ”

(二 )伤寒为致病

因素
。

《 生气通天论 》 云
: “

冬伤于寒
,

春

必病温
。 ” (三 )从邪伏时 间 上 区 分

。

《 热

论 》 云
: “ 凡病伤寒而成泥者

,

先夏至 日者

为病温
,

后夏至 日者为病著
。 ” 经过多年

,

直到宋代
,

对厉寒温病灼看法
,

均不超出以

上范围
。

在温病 的发展 阳治序原则方而
,

是

根据 《 内经 》 “
体若播 炭

,

汗 {
_

匕而 故
” ,

“
三 日以前 汗之

。

三 日以后下之
” 的时间表

处理的
。

到了金元
,

刘完素出来进一步提出

不要死搬 《 伤寒论 》 以辛温药物治疗温病
。

他的四 传弟子王履通过实践
,

认为如果
“ 汗

之 ” ,

则应用辛凉解表的方 法
。 一

卜八 世 全矛
初

,

叶氏在前人的指引 与启发之下
,

经 长期

临床观察
,

逐渐验证了温病 的两种类型
:

一

是 “
伏气

” ,

也称 “ 伏邪 ” ,

为冬天感受寒

邪了替伏到一定时间 日夕
、

}七热的内艾性温病
,

即 “
冬伤于寒

,

春必病温
。 ”

汉人张 冲景从

证状上 已经描述了
“
太阳病

,

发热口 渴
、

不

恶寒者为温病
,

发汗已
,

身 灼 热
,

则 曰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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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 。

另一种是外感温病
,

又名
“
新感

” ,

系感受外界风热之邪引起的
,

没有较 长的潜

伏期
,

随时即可发病
。

叶氏对温病 的研究
,

就其学术思想言之
,

重点是外感温病
,

他不

仅具有独到的见解
,

而且还有重大的发现
,

均反映在 《 外感温热篇 》 中
。

矛盾
,

而且是一致的
。

(二 )辨证分卫气营血

(一 )提出十二字纲领

外感温病发生的致病因 书
,

是属阳的热

邪 ( 既有物理性
,

也有生物 因子 )
,

最易伤

人之阴
。

其传入途径
,

过去一直 卡被人们所

注意
。

叶 氏在吴又
,

丁《 瘫疫论 》 “ 邪之着人

有 自天受之
,

{行
了

仁受之
,

由 日 奔而入 ” 的启

示下
,

通过实践观蔡
,

几人为胃韶丙之邪侵入人

体先从上焦开始
,

是上 ’ 资吸道感染的
。

《 外

感温热篇 》 明确地说
: “ 温邪上受

,

首先犯

肺
,

逆传心包
。 ”

这一发现
,

是 他对祖国医

学最杰出的贡献
。

肺上开窍于奔
,

鼻气下通

入肺
,

上呼吸道感染通过 {{J
几吸 { }口可 迸 入 )jj !了

内
; 肺外主皮毛

,

从而又引 坦卫分证状
。

这

是发展规律的必然
。

如果病邪较重
、

发展很

快
,

也有的不循着一般的传变归 向 依 次 进

行
,

还可陷入心包
。

因心包代君 ( 心 ) 受邪

( 前人经验论证
,

心主神明
,

不能受邪
,

受

邪便即死亡
,

故病邪只能陷入心包中 )
,

所

以反映都是心之神明
一

i正状
。

心包的位置
,

居

于胸部擅中
,

热邪陷入后
,

既不外解
,

也不

下行
,

称作
“
逆传

” 。

此时神明被扰
,

就会

发生神昏的现象
。

治疗
:

1
.

不可 解 表
,

发

汗伤阴
,

加重病情
; 2

.

常行清热药物 用 之

无效 ; 3
.

按阳明腑证采取攻下措 施
,

大 便

虽通
,

意识不清仍然如 旧
。

只有以解毒逐秽

芳香开窍
,

醒神回姓的特殊 疗 法
,

才 能 治

愈
。

在一般人考虑投与 四 大 法 宝
— 紫雪

、
、

至宝丹
、

神犀丹
、

牛黄丸的情况下
,

而

叶氏常用郁金
、

犀角
、

金汁
、

银花露
、

石葺

蒲等治之
,

经济
、

易觅
,

给广大芳动人民提

供了方便
。

只有在严重的情况下
,

他才
`

使用

四大法宝
,

预防昏颐发生抽滴
。

这与沈德潜

《 叶香岩传 》 称其反对当时医界流炸
“
假兼

备以幸中
,

借和平以藏拙
” 的不正之风并无

营卫气 hlJ
.

,

是人休生命活动的动力与物

质
。

前者主要指功能作用
,

后省重点体现于

物质基础
。

通过气血
.

运行
,

才能发挥营卫的作

用
。

叶 氏根据营卫气血的概念
,

进一步扩大

了应用范围
,

作为温病的辨证纲领
,

划分四

个阶段
,

说明发展过怪不同的 护
。叹孑、现

: ` .

卫

之后方言气
,

营之后方言血
,

在 卫 汗 之 可

也
、

到气才可 i青气
,

入营犹可达热转气
,

入

血就恐耗血动 血
,

直须凉血 事比胡
.

。 ” 温邪
_

L

受
,

首先犯肺
,

是那气开 始浸夕
\ ,

处于轻浅

阶段
, “ 月、 {」主气

,

其合皮毛
、 ;

牧云在 友
。 ”

卫气行于表
,

初起在卫分
,

反映体夜抓状
,

可以辛凉解表
,

治 “
上热 为创

” 的方法来宣

散之
,

常用药物有桑叶
,

薄荷
,

牛芬子
。

病

向中焦发展
,

入里化热
,

育专归气分
,

热势稽

留者用石膏
、

知母
,

或以期
“
亡知 }, 而解

;

邪停胸院
,

用苦寒的黄答
、

贫连 ;
热结于肠

道
,

则用芒硝
、

大药迅速攻 下 由 气 分 入

营
,

乃邪气内陷
,

发展深重 阶 段
,

投 与 犀

角
、

元参
、

羚羊角
,

清营分 之 热
,

凉 肝 熄

风
。

虽然有神识不清
、

斑疹隐现的证状
,

仍

可
“
透热转气

” ,

促 其 “
旋流口舟

” ,

从气

分而解
。

营是血中之气
,

内通于心
,

二
一

笋气深

入还会发生和
“
逆传心包

” 同样的后果
。

血

分属最后阶段
,

此时人体不支
,

病势淋漫
,

以伤阴
、

耗血
、

血热妄行为特点
,

恶化程度

有增无已
,

危险性最大
,

用二口乞
、

丹皮
、

赤

芍
、

阿胶
、

凉血护阴
,

为了控制病情不再发

展
,

兼清心包之热
,

并有解 夸作用
。

犀角一

味仍要继续使用
,

对出血 也可取 得 治 疗 效

果
。

叶氏的卫气营血辨 证
,

不 沿 用 《 伤 寒

论 》 六经传变的规律
,

是临床一大发现
,

促

进了仲景学说的发展
:

1
.

温病
“ 逆传心包

”

与 《 厉寒论 》 阳明 “
腑 证

” 承气汤治疗对象

不同
。

阳明腑证澹语是燥屎聚结
,

习称自家

中毒
,

通大及即愈
, “ 邪陷心包

” 为神昏
,

一般与大便无关
,

如弧下之
,

反 会 倩 况 恶

化
。

2
.

温病发展到营血阶段
,

常有 发 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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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的证状
,

说明邪气入营伤血
,

所以采用

营血之名作为辨证 沦治的 依据
, 《 伤寒论 》

记述之病
,

虽六经传遍
,

不致发斑
,

就出血

现象而言
,

也是不多见的
。

( 三 )战汗为正气来复

战汗之证
,

最早见于张仲景 《 伤寒论 》

小柴胡汤条
, “

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
,

若柴

胡证不罢者
,

复与柴胡汤
,

必蒸蒸而振
,

却

复发热汗出而解
” 。

是战汗临床观察的原始

记录
。

此种现象
,

乃正邪二者交争
,

正气逐

渐恢复
,

邪气处于被克制的外在表现
,

并常

伴有脉象 ( 一侧或双侧 ) 沉伏
,

四肢厥冷
,

爪甲青紫的证状
。

患者若抵抗力
、

修复力上

升
,

正能胜牙队则病随汗出而解
,

是一种好的

情况 ; 也有的在战汀过程中抵抗力
、

修复力

下降
,

正气未有战胜病邪
,

虽战栗而不能出

汗
,

可导致邪气内陷
,

正气随之外脱
,

又属

危险的征兆
。

因此
,

对战汗现象要 一 分 为

二
,

做好准备
,

以防发生不测
。

明代方隅所

辑 《 医林绳墨 》 在伤寒篇中说
: “ 当战不得

用药
,

用药有祸无功
。 ”

应根据
J

清况灵活对

待
,

否则会发生事故的
,

凡汗出热退
,

脉转

和缓是邪去正复
;
反之汗出 肢 冷

,

脉 搏 细

数
,

烦躁不安
,

为正不胜邪
,

有 虚 脱 的 可

能
。

叶氏说
: “

若邪始终在气分流连者
,

可

冀其战汗透邪
,

法宜益胃
,

令邪与汗并
,

热

达膝开
,

邪从汗出
。

解后胃气空虚
,

当 ]JJ : 冷

一昼夜
,

得气还 自温暖如常矣
。 ” 少砂J机方 }i日也

作了补充
: “ 盖战汗而解

,

邪退正虚
,

阳从

汗泄
,

故渐肤冷
。

但诊其脉
,

若虚软和缓
,

虽倦卧不 语
,

却非脱 证
。

若脉急疾
,

躁扰不

宁
,

肤冷汗出不止
,

便为气脱之证矣
。 ” 他

的经验告诉
,

有的患者因为邪盛正虚
,

无力

作汗
,

驱邪外出
,

不能一汗而解
,

尚有停一

二 日再战汗而后愈的
,

也不 可 不 知
。

或 者
“
骤云虚寒而投补剂

,

恐炉烟虽熄
,

灰巾有

火也 ” 。

这里应予指出
,

若邪始终在气分
,

是
“
气分病有的不传血分

,

而稽留于三焦
,

犹之伤寒中少阳病也
,

彼则 和解表里之半
,

此则分消上下之势
,

随 i正变法
。 ”

促使发生

战汗转机
,

以开战汗之门户
,

在前人常用的

白虎汤加味外
,

叶氏说还有
“ 杏

,

朴
,

菩等类
,

或温胆汤之走泄
。 ”

关于益 胃问题
,

除药物

外
,

不 能理解为大量的进
一

食
,

而是要水患者

吃流质的软食
, 如稀粥

、

烂而
、

肉汁
、

浓米

汤等
,

有助胃气
,

且可 滋 补 汗 源
。

袁了凡

说
: “

煮粥饭中有厚汁滚作一团者
,

此米之

精液
,

食之最能补益
。 ” 赵恕轩 《 本草纲 目

拾遗 》 云其
“ 滋阴之功胜过熟地

。 ”

二
、

重视养胃之阴

脾胃学说的理论研究
,

从 《 素问
·

太阴

阳明篇 》 就 已开始
。

后世进行专题探讨者
,

首推金元四家之一的易州学派李东垣氏
,

在

所著 《 脾胃论 》 中
,

提出了很多创见
:

(一 )

认为人身的元气来源于脾胃
,

言
“
脾胃之气

伤
,

元气不能充
,

此诸病之 所 由 生 也
。 ”

(二 )脾胃之气有正常的升降运动
,

来维持生

命活动
,

脾气上升
,

娜气下降
,

才能使食物

下行变为营养输送全身
,

无用的糟粕得以排

出体外
,

故
“
清 阳出上窍

、

独阴走下窍
” ,

“
清阳实四肢

,

浊阴归六腑
。 ” 尽管如此

,

但其论点中
,

强调升发脾胃之 阳的一面
,

补

中益气
,

升阳散火
,

善用升麻
、

柴胡之类
,

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

而且详于治 脾 略 于 治

胃
,

也是一大缺憾
。

叶氏对 《 脾胃论 》 推崇

备至
,

又发展了 《 脾胃论 》 的学说
。

他可能

意识到李氏赏用的二术燥湿
,

升柴上腾
,

一

派刚燥耗阴药物只适于阳气不振之人
。

若脾

川不虚
,

胃有燥火者
,

不能投用
,

因不仅无

流
,

反而等于抱薪枚火
。

他认为纳
一

食主 胃
,

泣化归脾
,

脾升则健
,

胃降则和
,

是一般的

常识 ,
脾属太阴湿土

,

得阳 始 运
,

性喜 刚

燥
,

尽人皆知
。

惟胃属阳明 阳 土
,

得 阴 则

安
,

性喜柔润
,

则 为人们所不注意
。

这里华

晒云曾总结了叶氏一段论述
,

意思是
: 《 伤

寒论 》 阳明病的治疗准则
,

以存津液三字为

主
,

攻下保津
,

其治在 胃 ( 包括肠 )
,

用三

承气汤
,
东垣之大升阳气

,

用升麻
,

柴胡
,

其治在脾
。

徐大椿读后非常感慨
,

尾评说
:

“

名言至论
,

深得内经之 旨
,

此老必有传授其

学
,

不尔未能如此深造也
。 ” 此言出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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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批评他的人之 口
,

充分说明了香岩翁学

有成就
,

是实践丰富 的临床家
。

叶氏治胃的

方法
,

既非辛开苦降
,

也不用苦寒下夺以损

胃气
,

而是通过甘凉濡润滋养胃阴
。

令津液

恢复
,

有利柔降
。

事实证明
,

胃气上逆能引

起生理反应
,

即不上逆而下难通降者
,

也是

病态
,

起不到
“
传化物而不藏

” 的作用了
。

有鉴于此
,

他在王肯堂 《 证治准绳 》 养胃方

的启发下
,

提 出了养胃阴法
,

开辟了新的治

疗途径
:

和胃治本
:

用梗米
、

山药
,

白篇豆
;

润 胃生津
: 用麦冬

、

沙参
,

玉竹
,

芦根
,

蔗浆
、

石解
,

生地 ,

降胃开下
:

用麻仁
、

瓜篓
,

醒胃化浊
:

用省头草 ( 佩兰 )
。

叶氏对 胃的治疗
,

和李东垣对脾的研究

一样
,

是很有经验的
。

如果把他们的养胃阴

与燥脾阳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

应用在临床

上
,

以之治疗脾胃疾患
,

就比较全面了
。

须

要升脾阳燥湿而助运化者
,

则师东垣
;

反之
,

胃燥液亏者
,

用天士甘凉濡润的方法以养胃

阴
.

乱予燥热及苦寒药物
,

而用芳香淡渗
“
疏肺

气而和膀肤
” 。

芳香之品
,

有化湿
、

升提肺

气
、

使水道通调的作用 ;通过 醒脾
,

还可促进

运化
,

解除
“
湿困中州

” 的情况
。

常用者
,

计有杏仁
、

省头草
、

厚朴
、

囊香梗
、

白款仁等
。

淡渗
,

就是用气轻味薄
,

比较平淡的药物
,

不

刺激脾胃
,

也不峻烈利水
、

伤阴耗津
,

而达

通利小便
,

促进人休对水分吸收的作用
。

常

用者
,

以 苗仁
、

芦根
、

竹叶
、

通草
、

获荃
、

泽

泻
、

滑石
、

大豆黄卷为多
。

四
、

临证不开大方

三
、

治湿长干淡渗

湿是病因
,

也是病理产物
,

分外湿与内

湿
。

病因学中六浮之一的湿
,

均系感受外界

水湿之邪
,

如气侯潮湿
,

久居湿地
,

涉水淋

雨
,

雾露远行
,

长期在水下作业
,

即泛指外

湿
。

内湿则是脾失运化水湿停留引起的
,

属

于病理产物
。

临床治疗
,

一般常采用三种办

法
,

(一 )是宣散
,

「

宜于体表和上焦之湿
,

用

麻黄
、

独活
,

荆芥之类
; (二 )是燥化

,

宜于

中焦之湿
,

用苍术
、

草果
、

干姜之类
; (三 )

是通利
,

宜于下焦之湿
,

用木通
,

防己
、

椒

目之类
。

[咔氏体会到
“ 肺为水之上源 ” ,

能
“

通调水道
” 、 “ 下输膀既 ” , 在五行中肺属

金
,

金能生水
, “ 金水同源

” 。

燥热的药物
,

虽有温化
,

耗灼涅邪的作用
,

然伤人体之 阴
,

苦寒之品不仅损人阳气
,

而且伤脾败胃
。

以

之治疗
,

湿邪虽随之而去
,

但人体的阴液
、

阳气也要遭受重大的损伤
。

因此
,

他不主张

处方遣药
,

是在辩证基础上进行的
,

根

据说理
,

确立治法
,

选方组药
.。

叶氏所开的

复方
,

有三大特点
:

(一 )虽两方合用
,

药味

不多
,

仅取其主药
,

如治气营两病 用 白 虎 汤

的知母
、

石膏
,

犀角地黄汤的犀角
、

生地等
。

(二 )处方所选药物
,

一般是六味
,

多者九味
,

除配制丸散外
,

很少超过十二味
。

`三 )再诊

时药味加减
,

不轻易作重大修改
,

或另起炉

灶
,

改弦更张
,

只损益二三味
,

保证
.

原方的

主治作用不 变
。

通过分析
,

对照
,

不难看出
,

叶氏对药物的临床应川
,

虽然和张仲景不同
,

但在思维方法上
,

则是受 《 伤寒 i仑》 影帅.]的
。

仅就其方小药少
,

主次分明
.

这一
l

氛诊牛
,

还

是脱胎于前人之法的
。

五
、

用药平中见奇

药物是临床战斗的武器
,

不 仪针对病邪
,

而也调节人体
。

所起的作用
,

是根据它的选

择性能决定的
,

即人体生理功能 扫!药物作用

二者结合的效果
。

叶氏临床用药
,

均属普通

者
,

除在特殊情况下
,

一般不开贵重药物
,

也很少大 量地 使用香燥和金石之况
1 ,

因此人

们 说他是清风凉雨
、 “

平中见奇
” 。

就其处

方归类
,

把习惯上常川者
,

即所谓得心应手

的药物
,

进行配伍研究
,

可 以引出他部份的

用药规律
。

暑湿身重体倦
:

用茵仁
,

丝瓜叶
,

白通

( 下转第 5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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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2 5 日来诊
:上 药服一 剂

,

病 势益

增
,

辗转不安
,

痛呕无 已时
,

脉 紧弦
,

证又

如前
,

唯 大便尚 调
,

复用 2 0 日方
,

二 剂
。

11 月26 日
,

其子未述
:

病己
、

善饥
,

不

敢一次多食
,

采取 少给 多餐办法
。

唯休惫不

堪
,

病久初愈必 然也
,

逐停药
。

随访 已愈
,

能从事轻微家务劳动矣
。

按本例 囚怒伤肝
,

+}J 那 化 火
,

涉及于

胆
。

在病理
_

h 月于为贼脏
,

窜犯如龙
,

犯脾则

腹疼
,

犯 胃则烦 热
,

瘩 热交加
,

则 逆 上 作

呕
。

此即 《 伤寒论 》 云
: “ 脏腑 相连

,

其痛

必下
,

邓高痛下
,

故使呕也
。 ”

论中此症 为

外邓 内传
,
由胆及奸

,

此则 为内因所致
,
由

肝及胆
,

病囚不 同
,

而 其横犯脾 胃 则 是 一

致
,

故可 师其治法 而 变通 之
。

《 伤寒论 》 中

治分 两 步
,

先 以 “ 小 朵胡汤 主之
,

服汤 已 渴

者属阳 明
, 以法 治 之

。 ” 大概在 痛呕之际
,

尚 未出现阳 明热 象
,

及服小 朱 胡 汤 后 痛呕

已
,

才现 口 渴
,

是转属阳 明
,

柒 胡 不 中再

用
,
当清胃热为主

。

仲景立法谨严
,

方药随

病 而转
,

绝不 马虎
,

真不愧为医学大师
。

陈

修 园拟 补白虎汤
, 以 解阳明经 热为主

,

是否

符合仲景本意
,

也很难说
。

本例痛
、

呕
、

烦
、

热
、

便结 同时并见
,

自可合并治 疗
,

仍按 小 朵胡汤意
,

去半夏
、

生姜
、

台参
、

大枣以兔助垛生 热
,

易 以 沙

参
、

花扮
、

双 花
、

公英苦寒柔润 之品养阴清

肝解热
,

重用何 首乌润通 大便
,

诸药合用
,

共奏清肝胆除 胃热通大便之功
,

迅速取效
,

一剂呕止疼定
。

本症 中途
,
只 凭其子代述

,

未曾进行四

诊综合分析
,

据 小 便不 利水入 则吐在状
,

误

认为水逆
,

施 以五答散
,

温操之药
,

适助 其

热 而伤其阴
,

孔使病情加 剧
,

几
一

于功 败 垂

成
,

幸及叶来诊
,

详细检 查
,

复 )jI 原方
,

方

得 病解
。

由是观 之
,

必须 有全 面 细 致 的 诊

断
,

才能有正确 的辫证
,

恰当的 治疗
。

( 本 文病案
,

承我院 有关人 员审校
,

特
此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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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西瓜翠衣
、

大豆黄卷
。

肺热咳嗽
:

用桑叶
、

沙参
、

花粉
、

川 贝

母
。

气阻院闷
:

用苏梗
、

积壳
、

郁金
、

香附
、

沉香
、

批把叶
。

肺气不降咳逆短气
:

用苏子
、

杏仁
、

紫

苑
、

半夏
、

厚朴
、

瓜萎霜
。

肝火上升耳呜
:

用菊花
、

薄荷
、

苦丁茶
。

气血两虚心悸不安
:

用小麦
、

大枣
、

炙

甘草
,

配入对证方内
。

固崩止漏
:

用牛角腮
、

乌贼骨
、

炒乌梅
、

椿根 白皮
。

火邪内盛
, 口燥

,

干咳无痰
:

用竹沥
、

柿霜
、

甜梨汁
、

甘蔗汁
、

芦根汁
。

阴虚阳亢头痛眩晕
:

用首乌
、

龟板
、

牡

砺
、

霜桑叶
、

黑芝麻
。

痰饮上泛胸闷呕恶
:

用干姜
、

桔红
、

半

夏曲
。

温化饮邓用桂枝
,

开破痰次用积实
。

虚损赢 弱
:

用 血 肉 有 情 吝 品
,

如 脐

带
、

胎 盘
、

人 乳 粉
、

鱼 膘 胶
、

牛 羊 猪 的

骨髓
,

滋肾养肝
、

预防厥阳萌动用淡菜
、

鲍

鱼
、

海参
。

久病入络
,

血癖为患
,

胁痛积聚
: 用桃

仁
、

乳香
、

新绛
、

当归须
、

旋复花
、

青葱管
。

虫类搜剔
,

既能活血
,

也可行气
,

用魔虫
、

地龙
、

蜕螂虫
,

此外还用山甲珠
。

以上所举
,

说明他的用药特点是长于养

阴生津
。

除此
,

应 当指出者
,

叶氏根据 《 金

匾要略 》 肝着用旋复花汤之意活血散癖
,

选

用虫类搜剔以治
“
久病入络

” ,

也是他的一

大成就
。

同时重视使用血 肉有
J

倩 之 品 的 经

验
,

也是值得重视的
。

总之叶桂在温病学派中继往开来
,

影响

很大
。

二百年来
,

关于他的著述不仅风行全

国
,

而且远达海外
。

江苏淮 阴吴塘在整理他

的经验的基础上
,

编写了 《 温病条辨 》 ,

浙
江海宁王士雄综合各家论述撰辑了 《 温热经

纬 》 ,

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学说
,

更加扩大了

叶氏学派的影响
。

当然
,

象金元以来其他流

派一样
, 11

一

1桂学说也有某些片面之处
,

如忌

用升散之药
,

不擅攻下之法
,

在 用药上也有

某些 偏颇之处
,

等等
。

但叶桂对促进温病学

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

在中国医学史上

的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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