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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桂 考 略
金庆江 金庆雷

△

吴县人 民医院 (1 215 01)

主硒词 医学家 叶 桂

△ 吴县东山地 区人民医院 (21 5 1 07 )

叶 桂
,

字天士
,

号香岩
.

晚号上 津老人
.

吴县

人
,

世居苏州间门外下塘上津桥畔
.

生于清康熙六年

( x 6 6 7 )
,

卒于乾隆十一年 ( 17 4 6 )
,

投年八+
.

祖
、

父俱

精医
.

追桂声大振
,

创立温病学说
,

发明杂症论治
,

贡

献卓著
,

堪称吴 中杰出医 家之最
。

本篇即于 叶氏世

系
、

生平
、

轶闻
、

故居
、

师承
、

著作
、

学术思想
、

后世影响

诸方面作一初浅的探讨与介绍
.

1 世系

尝考《吴中叶氏族谱 》
,

谓
“

世次不详
” .

据叶桂侄

叶大椿《疽学真传 》凡例
,

先世系唐代越国公
.

查《旧

唐书 》卷 19 1《方伎 》
: “

道士叶法善
,

括州括苍县 (今浙

江丽水 )人
” , “

有振养占 卜之术
” , “

高宗闻其名
,

征诣

京师
,

将加爵位
,

固辞不受
” , “

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

之士
,

合炼黄白
.

法菩言金丹难就
,

徒费财物
,

有亏政

理
,

请核其真伪
.

帝然其言… … 因一切罢之
” . “

奋宗

即位
,

称法善有冥助之力
,

先天二年拜鸿肺卿
、

封越国

公
” , “

又赠其父为软州刺史
” .

法替之后资料罕见
,

存

待后考
.

《苏州府志》谓叶桂先世徽之撤县人
,

自高祖叶封

山徙居苏州
,

乃占藉昊中
.

曾祖叶崖 山
,

攻举业
,

明末诸生
,

早逝
。

沈德潜

《叶香岩传 》
: “
诸生参 山公

,

曾祖也
. ”

祖父名时
,

字紫帆 ( 《古今医史续增 》作子蕃 )
。

有

孝行
,

人 以孝子王哀臂之
。

《苏州府志 》谓
: “

时幼孤
,

鸳龄居丧
,

即能为僻踊状
,

读书至
`

无父何估
’ .

涕泣沾

襟
,

不能竟读… …
”

通医理
,

而 于仲景伤寒研究颇深
.

搜儿科
,

行医生涯在四十年之上
.

(见《叶评伤寒全生

集》凡例并批注 ) 汪钝庵尝赞其治疗小儿病症医德高

尚
:

虽委卷矮屋
,

贫病交困
,

不持一钱者
,

必下车亲诣
,

欣与善药
,

未尝有吝色也
,
虽极裸呼号

,

便溺狼藉
,

他

人弃避者
,

必样视颅卤
,

细询饥寒
,

未尝有倦容也
。

是

以全活甚众
,

名噪吴中 (见 《钝翁文录》卷十一 )
.

叶桂父朝采
,

字阳生
,

医术益精
,

读书尤多
,

其所

治症亦 广
。

据沈德潜《叶香岩传 》载
: “

昔范少参长倩

无子
,

晚得伏庵太史
.

生无谷道
,

啼不止
。

延 医视之
,

皆束手
。

阳生翁至
,

日
: `

是在膜里
,

须以金刀割之
’ 。

割之
,

而谷道果开
.

伏庵太史既长
,

为紫帆公作传 以

报焉
. ”

于是
,

名声大播
.

汪瑰钝庵与阳生有唱酬 之

作
.

据其《钝翁文录 》谓
: “

吴中诸属 邑
,

闻阳生名
,

争延

致之
,

日夜肩踵不绝
。

又善饮酒赋诗
,

尤其喜蓄古书

画
、

鼎彝 基洗之属
,

罗列几案间
.

故士大夫争欲与阳

生交
,

愈于紫帆在时
。 ”
又与当时吴中名医张路 玉

、

沈

明生
、

程郊倩等往来会诊
,

切磋医道
,

如《张 氏医通 》汪

五符会诊案即是
.

康熙十九年 ( 1 6 8 0) 卒
,

年寿未满五

十
,

叶桂时尚十四
。

叶桂配浮孺人
,

子二
:

奕章
、

龙章
。

奕章字又帆
,

亦菩医
,

唯 以其父盛名所掩而未见经传 (见 《叶香岩

传 》 )
.

叶桂孙三
:

叶堂
、

叶坤
、

叶坚
。

长孙叶堂
,

字广明
,

号怀庭
,

生卒未详
.

《辞海 》称其清代戏曲音乐家
。

毕

生研究音律
,

注重于南北曲的唱法并唱腔之运用
。

自

谓
: “

弱冠至今
,

靡无他好
,

露展月夕
,

侧耳摇唇
,

究心

于此事者
.

垂五 十年
. ”

于乾隆五 十七年 〔 1 7 9 2) 编订

《纳书楹曲谱 》二十二卷
,

附《西厢记曲谱 》二卷
,

系研

究清代昆曲之重要资料
。

次孙叶坤与兄叶堂幼年俱

患痘
,

叶坤 以痘闭
,

不治而夭
,
叶堂身甫热

,

桂诊谓闷

痘
,

急疏方与服
,

危而后安
。

叶坚其三
.

习儒业 (见 《叶

香岩传》 )
.

曾孙叶锉
、

叶钟
、

叶钧等
.

亦习儒业
。

叶锉以名诸

生献 赋
.

授官中书
,

惜亦早逝
。

叶钟字肇康
.

号澹安
.

儒而通医
,

校刊叶桂遗著《叶评伤寒全 生集 》
、

《本事方

释 义 》
.

叶钧系钟之从弟
,

号羽壶
,

嘉庆八年 ( 1 8 0 3 、整

检先祖遗著
,

获见叶桂 《本事方释义 》残恢并序文 (见

《本事方释义 》石序
、

吴序
、

钟序 )
。

桂之学说得以保存

流传
,

是皆有功者也
。

元孙滋
、

潮
、

2管
、

灌
、

漆
、

源
、

淳
、

溥
、

润
、

沉
、

准
、

泰
,

见诸《本事方释义 》等著参校者列
。

叶滋字培之
,

叶铃

之子
,

能文
,

嘉庆十九年 ( 18 1减 )邮寄 《本事方释义 》请

同里吴云为之序
.

叶滋疑即万青者
,

待考
。

叶万青号

诵人
,

取家藏叶桂方案及 《天元医案 》所载叶案等辑成

《叶案存真 》三卷
.

于道 光十 二年 ( 18 ) , 刊行
;
尝 于道

光二年 ( 18 3 2) 参 校周扬俊 《金匾玉函经二注 )
.

叶潮

字脊来
,

号半帆
,

亦通 医理
,

与叔 叶钟校刊《叶评伤寒

全生集 》四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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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孙才永
、

榕
、

耘
.

叶相之校刊叶佳《景岳全书发

挥》
,

并作后序
。

叶才水尚与叶榕参校《本事方释义 》
.

叶

耘系万青翻子
,

有《叶案存真》后毅
.

大凡古人取单名

为多
,

且行辈有其既定之法则
.

疑前述法善
、

封山
、

隆

山
、

朝采
、

奕章
、

龙章者
;

皆属字
、

号
,

似亦当为单名
.

再观叶桂以下辈行
,

命名似依五行为序
,

取生生

不息之义
.

如桂以木辈
、

奕章 (凝其字而非名 )窝火

辈
、

堂以土辈
、

牲以金辈
、

滋以水辈
,

而 等复循木辈
,

之下当依火
、

土
、

金
、

水为边傍部首取名可测也
.

梁章

矩 《浪迹丛谈 》 : .

令人好以五行命名
,

递及子孙
,

盖取

相生之义
” ,

此亦时尚之佐证
.

2 生平

叶挂生于清康照六年 ( 1 6 6 7 ) (此据 《叶香岩传 》

“

卒年八十
” ,

又 《本 事方释义 》钟序谓乾隆十一年

( 1 7 4 6 )春谢世
,

折而推知 )
,

祖
、

父两代俱精医业
,

叶

桂出生于这样一个世医家庭
,

从小便秉受家学之燕

陶
。

幼年时叶阳生便很重视对儿子的培养
,

《叶香岩

传 》云
: “

君少从师受经书
,

菩归
,

阳生翁授以岐黄学
”

。

而叶桂案赋颖悟且 又热爱医学
,

其 (本事方 释义 》自

序
; “

予幼 习举子业
。

丹铅之暇
,

喜涉猎岐黄家言
. ”

因

此未及弱冠之年便已通读了 `内经 》
、

`难经拟父及唐宋

各家中医著 作
,

为他 日后医学生涯打好 了坚实的荃

础
。

康熙十九年 ( 1储的
,

阳生翁遮归道山
,

叶桂
“

岁十

四
,

遭先君子优
,

既孤且贫
,

不能自给
,

因弃 举子业
.

而一意肆力于岐黄
” ( 《本事方释义 》自序 )

。 “

君乃从

翁门人朱君某专为学医
.

朱君即举翁平 日所教教之
,

君闻即彻其组
,

见出朱君上
,

因有闻于时
` ”

( 《叶香岩

传》 )

叶桂非但聪明绝世
,

读书过目不忘 (见《古今医史

续增 》 )
,

而 且
“

宿学虚心
,

为一时之冠
”

(见 《浪迹丛

谈》 )
。

乾隆进士王友亮`叶天士小传 》云
: “

叶年十二

至十八
,

凡更十七师
.

闻某人善治某证
,

即往
,

执弟子

礼甚恭
,

既得其犬
,

辄弃去
,

故能集众美以成名
。

虽其

聪敖过人
、

然学之心苦而力勤
,

亦非人所能几及突
” 。

盖康熙年间
,

吴中已是经济繁华
,

人杰荟萃之地
,

中医

界更是名医辈出
,

高手云集
.

如成扬俊
、

王子接
、

马元

仪
、

沈明生
、

张路玉
、

程郊倩
、

蒋示吉
、

尤生洲
、

柯韵伯
、

叶横山
、

顾松澎等皆一代名流
,

饱学之士
,

云叶桂从十

七师者
,

谅非虚言
.

案庆进士粱章矩 《浪迹丛谈
·

叶

天士遗事》亦有是语
。

《古今医史续增》尚谓
: “
得周扬

俊四名家之精
” .

此外
,

叶桂所读医书尤多
,

他 认识到医学关乎性

命
、

自谓
: “
医可为而不可为

,

必夭资敏悟
,

又读万卷

书
,

而后可借术济世
” ( 《叶香岩传 》)

.

幼年即
“

自《家

间》
、

之难经 》及唐宋诸名家所著书靡不旁搜博览
,

以广

见闻
” (《本事方释义 》自序 )

.

成名之后
,

虽医事繁忙
,

必于诊务之暇不断重温古人医著
,

又对明清医家如陶

节庵
、

李时珍
、

张景岳
、

喻嘉言
、

缪仲淳
、

李士材
、

柯韵

伯等大 t 著作进行研读
,

至老不辍
.

一有心得见解
,

即随笔评批或注释
.

如《本事方释义 》钟序所云
: “

府

君精于医
,

于医家书多所发明
,

单辞只义
,

门弟子互相

抄录
. ”

其于前人之经验主张师古不泥
,

兼收并蓄
.

反对

那些盲目效仿
,

偏执一隅
,

及以人试药等流弊陋习
。

尚云
: “

剂之寒温
,

视疾之凉热
.

自河间以署火立论
,

专用寒凉
,

东垣论脾胃之火
,

必务温养
,

习用参附
,
丹

澳创阴虚火动之论
,

又偏于寒凉
.

嗣是
,

薄丹溪者多

寒凉
,

宗东垣者多温 养
。

近之医者
,

茫无定识
,

假兼备

以 中
,

借和平以藏拙
;
甚至朝用一方

,

晚易一剂
,

而无

有成见
.

盖病有见证
、

有变证
、

有转证
,

必灼见其初
、

终
、

转
、

变
,

胸有成竹
,

而后施 以方
。

否则
、

以药治病实

以人试药也
”
( 《 叶香岩传 》 )

。

持论如斯
,

其治学之严

谨可见
.

由于叶氏聪颖好学
,

医道 日精
,

因而未满三十岁

便闻名于世
.

《叶香岩传 》
: “

叶切脉望色
,

听声写形
,

言病之所在
,

如见五脏症结
.

桂治病多奇中
,

于疑难

症
,

或就平日嗜好而得救法
.

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法
,

或毫不与药而使饮食居处消息之
,

或于 无病时预知其

病
,

或预渐数十年后 皆验
.

病之极难捉摸者
,

一经诊

视
,

指示灼然
,

以是名著朝野
,

即贩夫竖子
,

远 至邻省

外服
,

无有不知叶天士先生者
” .

《本草再新 子陈修园

序
: “

吴门叶天士先生 以医术搜名于世者五十余年
. ”

叶桂
“

居家教伦纪
,

内行修备
.

文友以忠信
,

人以

事就商
,

为剖析成败
,

如决疾然
,

洞 中玄会
;
以患难相

告者
,

倾囊拯之
,

无所顾藉
”
( 《 叶香岩传 ))

.

囊桂应诊

之余
,

兼善怡印
、

今有
“

俭德瑞芝印
”
一方

,

经吴中金石

家矫毅考证为叶桂所刻
,

章法刀法
,

颇见功力
.

叶桂晚汪尝游于 洞庭山
,

门人顾景文随之舟中
,

桂将积年论治温病经验讲授顾氏
,

顾氏即信笔录记
.

该篇首刊于唐大烈 《吴 医汇讲 》卷 一
,

名之 《温热证

治》
,

后为华帕云 《续选临证指南》收辑
,

改名《叶夭士

温热论 》
.

乾隆十年 ( 1 7魂5 )十二月
,

叶桂为其《本事方

释义 》书序
,

并拟授之以梓
,

惜于乾隆十一年开春逝世

而未果 (后 田其曾孙叶钟等校刊于 1 8 0 3 年 )
.

卒年八十
,

卧段
.

戒其子 曰
: “
医可为而 不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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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天资敏悟
,

又读万卷书
,

而后可借术以济世
.

不然
,

鲜有不杀人者
.

是以药饵为刀刃也
.

吾死
,

子孙慎毋

轻言
” (《叶香岩传 ))

。

3 轶闻

叶桂诊断水平极高
,

诚如沈德潜言
: “

桂切脉望

色
,

听声写形
,

言病之所在
,

如见五脏症结
” . “

或于无

病时预知其病
,

或预断数十年后皆验
.

病之极难捉摸

者
,

一经诊视
,

指示灼然
。 ”
下录有关轶 闻数则

:

王友亮《叶天士小传 》载
: “

余幼游吴门
,

闻人道其

轶事
,

叶尝徒步自外归
,

骤雨道坏
,

有舆 人负以渡水
。

叶谓曰
`

汝明年是 日当病死
,

及今治尚可活
. ’

舆人弗

信去
,

至期疡生于头
,

异至叶门求治
.

予金遗之
,

曰
:

`

不能过明 日酉时也
. ’

已而果然
. ”

又有人患疾
,

桂诊之 曰
: “

此时尚可治
,

十二年后

复作则不可为矣
. ”
其人果历十二年而段

。

其治痘尤神
,

远立 而嗅之
,

死生立判
。

其次孙坤

出痘
,

桂揭帷即喀曰
: “

此死气也尸不治而出
,

卒不治
。

长堂孙幼时
,

身甫热
,

桂诊之惊曰
: “

此闷痘也 !
”

急疏

方与服
,

危而后安
。

及桂易赞时
,

执堂手 曰
: “

汝脉色

可得大年
,

唯终身不可服凉药
” .

后堂年逾七十
,

婴小

疾
,

偶服羚羊角
、

连翘等药
,

即汗出神昏
,

忽忆桂言
,

改

服温剂而愈 (上二则见《苏州府志 》 )
.

钱肇鳌 《质直谈耳 》 尚有
: “

古吴 叶天士桂
,

精于

医
,

能决死生
,

慕名者不远千里至
。

尝 以夏 日往一镇

中
,

人闻叶在
,

因谋托疾
,

以试其术
。

时某饭罢
,

跃鹰

而出
,

趋至叶所
.

问其疾
,

佯曰腹痛
。

叶按之
,

曰
: `

肠

已断
,

不可治也
, ’

其人匿笑而还
,

于市
,

言未 已
.

委顿

于地
,

反侧作可怜状
,

遂死
。

方悟饱饮而跃
,

肠垂断
,

当就诊时
,

特未绝耳
,

及桦而动
,

气乃裂
”

。

叶桂医疗水平亦超群
,

治病多奇中
,

沈德潜十分

钦佩
.

谓
“

于疑难症
,

或就平 日嗜好而得救法
,

或他医

之方略与变通
,

或毫不与药而使饮食居处消息之
” ,

可

谓
:

心裁独出常人外
,

胸有成竹效如神
。

谨录数例于

下
:

一富室
,

新娶妇
,

病如呆
,

医药阁效
。

桂往诊之
,

命空室掘地作池
,

贮不洁其中
,

班板异病者卧其上
,

静

伺之
.

俄而呻吟
,

逮天明移还内室
,

识清爽
。

或问其

故
,

曰
: “

此香闭也
,

臭可辟香耳
。 ”

一女子性嗜笋
,

卧病经年
,

如瘫痪状
,

投 以白凤仙

根
,

病若失
。

天官坊章松龄司马
,

老年致仕
,

患呢逆不能言语
,

延视
。

令用人参四两
、

附子 四两同煎一大碗
,

将水匙

频进
,

一夜药尽
,

呢止而安
。

是时
,

章 之子器商侍侧
,

桂熟视之
,

曰
: “
日内必疟作

,

势重 日久
. ”

疏方令服
.

明 日果患疟
,

医治百 日始愈
。

有富人
,

眠食如常
,

忽失音
,

百药无效
,

延桂诊之
。

曰
: “

此有痰
,

结在肺管阻其音
,

非药力所能化也
. ”
邀

针科尤松年至
,

令于肺俞穴一针
。

少顷
,

病者猛 嗽一

声
,

吐一痰核而愈
.

又嘉兴 人卧病两月
,

遍服柴胡
、

葛根等解散之剂

不效
,

就诊于桂
。

桂于原方中加厚朴一钱
、

老姜三钱
,

一服而洞下宿垢盈器
,

寒热大作
;
再服大汗

,

至家已霍

然
,

其神效若此 (上五则见 《苏州府志 》 )
。

外孙甫一龄
,

痘不 出
,

抱归求治
,

叶难之
.

女愤

甚
,

以头撞曰
: “

父亲素谓痘无死症
,

今外孙独不得活

耶 ?请与俱死 !
’ ,

持剪刀欲自刺
。

叶不得 已
,

挽思 良久
,

裸儿键里空屋 中
.

自出与搏徒戏
.

女欲视儿
,

门不可

开
,

遣使数辈促父归
,

搏方酣
,

不听
,

女泣欲死
。

至夜

半归
,

启视
,

儿痘出
、

粒粒如珠
。

盖空屋多蚊
,

赖其瞻
肤以发也

。

邻妇难产
,

他医业立方矣
。

其夫持问叶
,

为加梧

叶一片
,

产立下
。

后有效之者
.

叶笑 曰
: “

前吾用梧叶
,

以值立秋故耳
,

今何益 ?
”

其因时制宜
,

不拘古法 多类

此
,

虽老于医者
,

莫能测也 (上二则见 《叶夭士小传》 )
。

至 于其他医疗轶事
, 《吴县志 》

、

《清稗类钞 》
、

《友

渔斋医话 》
、

《香 岩径 》
、

《聊斋续集 》等俱有所载
,

民间

口碑传说亦颇多
。

《本事方 释义 》石谧玉序云
: “

余生

晚
,

不及见先生
,

然吴 中父老皆乐谈其轶事
,

书之虽 累

犊不能尽
.

谓为当今之扁鹊
、

淳于意可也
。 ”

甚有 喧传

桂为
“

天医星
”

者
,

即如 《清 史稿 沙语
: “

当时名满天下
,

传闻附会
,

往往涉于荒诞
” 。

是以不复赘录
。

薛雪与叶桂同出吴中王子接师门
,

同鸣于时
。

唐

大烈 《吴医汇讲 》
: “

先生精于 医
,

与叶天士齐名
” 。

唯

世传彼此不相能
,

薛名其庄为
“

扫叶
”
以寓意

,

叶命其

斋
“
踏雪

”

以射影
。

其说源 出陆以恬 《冷庐医话 》
: “

震

泽吴晓征剑森言
:

乾隆某年
,

吴大疫
,

郡设医局以济贫

者
,

诸名医日一造也
。

有更夫某者
,

身面浮肿
,

遍体作

黄白色
,

诣局求治
。

薛生白先至
,

诊其脉
,

磨之 去
,

曰

水肿已剧
,

不治
。

病者出
,

而叶天士至
,

从肩舆中遥视

之
,

曰
: `

尔非更夫耶 ? 此 驱蚊带受毒所致
.

二剂可

已
。 ’

遂处方与之
,

薛为之 失色
。

因有扫叶庄
、

踏雪斋

之举
。

二 人以盛名相轧
,

盖由于此
。

其说得之吴中老

医顾某
。

顾 得之于其师
。

其师盖 目击云
” 。

《清史稿 》

亦有
“

薛生平与桂不相能
,

自名所居 曰扫 叶庄
”

语
.

窃

以为薛叶之隙或许有
,

庄斋之说无足凭
。

同行相轻
,

古昔有之
。

况 叶桂 以时病为擅
,

薛雪 于濡文见长
;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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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年长而敦厚伦纪
,

薛雪少盛并放诞风雅
。

两先生风

格不 同
,

身手 自必各异
。

再观薛雪尚且孤傲自负
,

自

喻横空老鹤之长峡
,

并不屑以 医自见
,

倘其诊治上之

失误为他人 当众披露
,

心存蒂芥亦所难免
.

然未至于

对侍也
,

故
“

每见桂处方 而善
,

未尝不击节也
”
(见 《清

史稿 》 )
。

叶桂较之谦逊平易
,

漫云 投师十七
,

交友忠

信
,

对同道亦能尊重合作
.

例《苏州府志 》载某富人痰

结肺管失音案
,

即清针科尤松年协治而获效
.

另有

《听雨轩笔记 》载叶母病
,

延街后章某诊治见愈
,

叶酬

以杯缎百金致谢
.
后有求天士治病者

,

叶谓之曰
: “

章

某术过于我
,

可请治
。 ”
又《江苏历代医人志》载有扬州

医家程信者
,

时叶天士尝见其方
,

叹谓病者曰
: “

江北

有此 名医
,

何庸远涉耶 ! ”
是皆佐证其大家风范

。

或其

行止过于直率
,

无意间开隙于薛而 尚未自知耳 才 余搜

览叶桂资料多年
,

唯见居有种福
、

眉寿二堂
,

而踏雪斋

终未见著旁及
。

扫 叶庄诚有之
,

但据 《湿热论 》薛雪自

序
: “

扫叶庄一瓢耕牧且读之所也
. ”

吴县名士沈德潜

比叶桂小六岁
,

与薛雪则同出横山叶燮门
,

与叶
、

薛俱

交善
。

其《扫叶庄记 》云
: “

扫叶庄在郡城南园
,

薛徽君

一飘著书所也
。

地 在俞家桥沿流
.

面城
,

树木菇郁
,

落

叶封径
,

行人迷迹
,

宛如空林
.

呼童缚帚扫除
,

静中得

忙
,

久矣成课业矣
。

昔有元时俞臾石涧隐居
,

注 《易 》

于此 … …今瓢注《易 》
,

又能补俞《易》所未及
.

屡定屡

更
,

荃汰疵漏
,

与扫除落叶相似
,

则
`

扫叶
’

颜其庄者
,

意成在斯乎
” 。

是 以有关扫叶庄
、

踏雪斋传闻
,

当属附

会无稽之说
。

浦 故居

唐大烈稍晚于桂
,

其 《吴 医汇讲 》谓叶氏
“

世 居间

门外下塘
” 。

《吴 r了补乘 》卷七载
: “

叶桂
.

字夭士
,

号香

岩
.

居上津桥
” 。

黄王烈 《盏圃藏书题识 》云
: “

尝 晤先

生后 人呐人
、

半帆于上津桥眉寿堂
” .

又叶桂门人华

帕云编有《种福堂公选良方 》
,

后学郭维 了奋选辑《眉寿

堂万案 》
。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
:

叶氏故居当在苏州阎

门外下塘街与上津桥之间
,

住宅有种福
、

眉寿二堂
。

1 9 5 5 年苏州市文管会胡觉民
、

陈涓隐曾对叶桂

故居作过调查
.

其原始记录 云
: “

阎门外渡僧桥下塘街

叶家弄 口倪姓房屋 为一 巨宅
,

先为清初苏州名医叶天

士住宅
,

叶残后
,

其后 人将房屋售与张廷济
,

由张后 人

售与倪远甫
,

现为倪之后人所有
。

宅中有面积约半亩

之小花园
,

部分房屋构造甚精 … …
”

张廷济
,

字叔 未
.

嘉兴 人
,

嘉庆举人
,

寓居吴中
,

有《桂葬堂集》等传世
。

傀远甫
,

天津人
,

兴办钱庄实业
,

辛亥革命后南迁上

海
。

当时购买此宅
,

用以安置家属
。

其孙倪慎武即出

生于此
,

现仍居住于该宅之东隅
,

仍谓此地原是叶天

士故居
,

此乃
“

世代相传
,

尽人 皆知
” 。

1 98 6 年
,

苏州市中医学会 医史学组举办纪念叶

天士诞辰 32 0 周年学术研讨会
,

会间学组并文管会有

关同志经资料分析
、

实地勘察与采访
,

初步论证
:

阁门

外渡僧桥下塘 48 号一 一 5月号建筑群为叶桂故居
。

叶桂故居座北朝南
,

东西三落
,

前后七进
,

明清建

筑
.

现半为苏州市药材批发站仓库
,

半为居民住宅
.

唯部分房屋经翻建装修
.

扁额或毁或损
,

然昔 日之规

模构造
,

厅堂居室大致格局犹存
。

其中落第二进大厅

面宽三间
,

前后置翻轩
,

四壁下部均用水磨贴砖
,

梁柱

仿板缀 以木刻浮雄
,

图案则以灵芝瑞 云为主
,

窃 以为

此处当属叶氏种福堂诊室之所在
。

至于眉寿堂
,

似在

宅后内室 之间
,

或者在上 津桥附近另有分宅
,

未可定

论
,

容而续考
。

又其住宅东侧有一弄堂
,

名
“

叶家弄
” ,

宽约二米
,

长百米许
。

叶宅进深占弄长之 70 %
,

并有

侧门通内宅
,

可供家人内眷出入之便
.

弄堂南伸段称
“

水叶家弄
” ,

因其靠临间门古运河
,

故名
。

河边有一

石砌 码头
,

相传为叶氏专用码头
,

以停靠病家求诊船

只和 叶氏出诊快船
。

明清时期
,

间门一带乃姑苏最繁华地段
,

当时的

府治县衙多设于此
,

人 口 稠密
,

商业发达
,

店贾林立
,

名医集中
,

药肆亦多
.

可谓
:

商贾客栈多林立
,

名医药

肆咸居集
,

有夭下第一码头之称
.

叶桂住宅即在老间

门外
,

渡僧桥与上津桥之间
,

两桥之下横贯运河
,

东去

与环城河道构通
,

西行与枫桥运河相汇
;
而 渡僧桥北

便是七里 山塘
.

甚 为熙闹
。

有道
:

一脉运河划龙舟
,

七

里山塘到虎丘
.

堪 称当时之水陆要津
.

医家在此枕运

河依山塘的渡僧桥畔设诊
,

诚为理想之地
。

窃以为叶桂故居当属苏州重要历史文物遗迹之

一
,

巫应予以重视整复与保护
,

此举对弘杨民族文化
,

振兴吴中医学乃为一大实事
。

5 师承

叶桂幼承家学
.

始以幼科为主
。

如汪绍达《叶天

士家传秘诀 》序云
: “

叶天士先生
,

本一祖传之专门儿

科医家也
。 ”

盖其祖紫帆公
、

父阳生公
、

蒙师朱君某
、

表

兄汪五符
、

侄 叶大椿俱精此道也
。

叶佳 《幼科要略 》

谓
: “

被裸小儿
,

体属纯阳
,

所患热病最多
. ”

临床所见
,

温病确以小儿发病率 著高
,

且因其案质未充
,

故发热

传变快
,

闭脱险症多
,

卫气营血证候典型
,

这对于叶桂

以后发明温病学说影响颇大
。

由干小儿主诉困难
,

俗

称
“

哑科
” ,

全凭医家诊察判断
,

因而 叶桂在医疗实践

中尤其重视小儿诊法
,

诸如验齿
、

察舌
、

辨斑疹白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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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疽气都是切用儿科的独特诊法
.

黄凯钧《友渔斋医话 》谓叶桂
“

初习幼科
,

后学力

日进
,

扩充其道于内科一门
。 ”
汪绍达则云

: “

自受学于

王子接
,

始能贯通各科
. ”
王子接

,

字晋三
,

清初太仓

产
、 ,

迁居长州
,

少年业播
,

制举之余从事于 医
,

前后行

医五十余载
,

积有丰富的医疗经脸
,

是一位饱学经史

而医道精博的长者
.

其于仲景学说
、

临床各科
、

方剂
、

本草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
一

瀚
。

著有 《绛雪园古方选

注 》
、

`伤寒古方通 》
、

《本草冀 》等书
.

叶桂
、

薛雪
、

吴蒙

等俱出其门下
,

所谓名师出高徒
,

诚非定言也
.

其《绛

雪园古方选注 》共三卷
,

上卷独明仲录方论
,

中下两卷

发挥内
、

外
、

妇
、

幼
、

眼各科之方
,

叶桂尝为之重编刊

辑
.

佐证汪绍达之说之可信
。

此外
,

叶桂尝参补王子

接《本草典》一书
,

可见王
、

叶师徒关系之密切
.

《古今医史续增 矛谓叶桂
: “

聪明绝世
,

复得周扬俊

四名家之精
” .

周扬俊
,

字禹载
,

清初苏州人
.

少攻举

业
,

多试不售
,

遂揣摩岐黄之术
,

凡十余年始成
.

康熙

辛亥 ( 1 6 7 1) 游京师
,

受业于林北海之门
,

极蒙提命
,

王

公贵人延治者 日不暇给
。

著作数种
,

其《温热暑疫全

书 》系继吴又可《温疫论 导之后的又一温疫病专著
。

周

氏倡言温热署疫与伤寒分开
;

谓伤寒仅在一时
.

温热

署疫每发三季
,

为时既久
,

病者益多 ;力主四证均为热

证
,

治当寒凉为主
,
并 渭

“

舍吴又可之言
.

别无依伤

也
. ”
叶桂投师周氏

,

受其学术思想及革新精神影响
,

结合 自己长期医疗实践
,

阐发温证论治规律
,

成为温

病学说的创始人
.

从炙 又可倡《温疫论 》
,

周扬俊著

《温热署疫全书 沙
,

至 叶天士心温热沦 》问世
.

即是吴中

温病学派逐步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
。

叶桂及门颇盛
,

此虽浅知而未见详载
。

今据有关

各类资料初步核证者
.

有十数人
.

如朱心传 顾景文
、

张挨亮
、

吴犀仁
、

华灿云之叶大椿
、

周仲升
、

吴正学
、

毛

王烈
、

陆得 手便
、

周浩
、

毛 氏
、

邱氏等
,

又有钟南纪为其

再传弟子
.

引证如下
:

家藏 《叶评伤寒全生集诊额题
: “

叶天士先生评
,

门

人朱心传
、

顾景文
、

张挨亮
、

吴厚存读
” .

又叶桂曾孙

叶钟于该著凡例中云
: “

先曾祖及叮颇盛
,

唯朱氏心

传
、

顾氏景文
、

张氏拱亮
、

吴氏厚存从游最夕
、 .

于是书

皆尝手校与有功焉
” .

顾景文尚为《温热沦 》笔录整理

者
.

华帕云
,

字南田 无锡人
,

为盆临证指南医案 》主要

编辑整理者
. 《四库全书提要 》云

“

是编 乃门人取其

方药治验
,

分门别类
、

集为一 书
. ”
气清史稿 余云

:

桂
“

吸

后
.

门人集医案为《临症指南 》
。 ”

《 中医大辞典
·

医史

分册 》云
”
《临证指南医案》十卷

,

清叶桂撰
,

门人华峨

云等辑录整理
” .

除华帕云外
,

尚有邵新甫
、

李大绪停

令与编辑校注
,

是属娜人抑或私淑者
,

殊难认定
,

存待

后考
,

叶大格
.

字子容
,

号怀古
.

无锡南延乡人
.

精于痘

科
,

著《痘学真传 》
.

该著额题
: “

师叶天士鉴定
,

梁澳

叶大椿子容甫著
” :

其凡例五云
: “

少时家君课以儒业
,

后始传以方书
,

兼得业师叔父天士 浑复之教
” ,

叶天

士为该著序曰
: “

吾家子容
,

播而业 医
。

退却子容
,

得

心应手
.

确然有据
,

当世之 医名者
,

吾未见 出其右也
. ”

陈道瑾 《江苏万代医 气志》云
: “

叶夭士门人甚多
,

顾景

文之外
,

尚有周仲升
、

吴正学
、

毛不烈等
。 ”

周仲升
,

名显
,

号小狂
,

吴县人
.

《未刻本叶氏医

案 》领题
: “

古欲叶桂天士著
,

古吴小狂周显仲升集
” .

该著朱周燮序云
: “

仲升周子
,

日侍左右
,

每 见方案
,

无不汇而集之
,

积成卷轶
。 ”
程门雪按曰

: “

朱周燮不知

何如人
,

文亦未甚高
,

但因此序而知此册实先生门人

所抄录
,

甚可信也
. ”

吴正学 字敬方
,

宜兴 人
.

《荆澳县志 》谓
: “
尝执

赞吴门叶天士
,

天士曰
: `

脉无可传
,

准子自悟耳
’ .

投

以
`

气运经界
,

天和岁气
’

八字
,

归麟隐居邑之大华山

中
,

熟诵 《灵 》
、

《食 》诸经
,

擎思积岁
,

至忘寝食
,

乃尽通

其学
.

自是诊视诸疾悉能究其受病之原与其客于何

经
.

后当患剧
,

叁始生迄衰老
,

了如指掌
。

毛 主烈
.

字元助
.

号懊夫
,

吴江黎里人
。

《黎里续

志少谓
: “

县诸生
。

年四十始习医
,

得叶夭士指授
,

五旬

外名始显
.

切脉 定方
,

无不 奇中
”

.

陆得 ;便
,

字禹 ) l {
,

藉贯不详
,

尝汇揖 <叶夭士医效

热传》三卷 并书 《后跋 》
.

落款
: “

乾隆七年五 月望 日门

少
、

陆得 全便禹川 百拜敬识
” 。

街浩
。

字冶平
,

常熟人
.

《常昭合志 》谓
二 “

少从叶

天士游
,

治病颇著奇验
,

人称
`

周怪
’ ” .

毛氏
、

邱氏
,

名字未详
.

《三家 医案合刻 》吴子音

《例言》之三
: “

叶氏方案散播人间者不少
· · 。

… 唯楔湖

毛 氏
、

邱氏
,

本皆系及门
,

汇存赴诊之案
,

案中议论超

迈
,

立洗精到
,

尤足启迪后人
。 ”

钟南纪
,

吴县人
,

叶桂再传弟子
.

《叶评伤寒主 王

集 》额题
: “

j
、

门人钟南纪佼读
” .

又 (吴县志孕云
: “

钟

南纪
、

为叶桂再传弟子
“ ’ ,

与同邑同时薛景 福
、

顾是初
、

管鼎皆良医
。

了

未完待续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