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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载证治杂论14篇，多从病证误治分析，辨论明

确，颇能举一反三。对不究病因、不问病状，概以平稳方

药治疗的态度尤为反对。本书收入《中国医学大成》中。

内　容　提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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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隐庐医学杂著》，是清代医家王德森所年撰，全

书载证治杂论14篇，多从病证误治分析，辨论明确，颇能

举一反三。对不究病因、不问病状，概以平稳方药治疗的

态度尤为反对。本书收入《中国医学大成》中。现存有作

者自刻本等多种版本。

首列《苦口婆心语》篇，指出写此书的目的：当时

太仓的医生无论伤寒温病，有汗无汗、六淫七情、劳伤杂

证，稳当之方投之，均有栀豉汤，豆卷、桑叶等数味；苏

城的医生，不辨阳虚阴亏，全用洋参、石斛等味治之。作

者感慨误治之风，无能为力，于是用心良苦来阐发著此书

的初衷，以告诫当时有良知的医生和不明就里的病患。

接着用13篇来说明各种病证的误治。①湿温证用药之

误：湿温虽属伤寒门，但根据湿热特征和舌脉特点应辨证

用药，医者却仍用豆豉、豆卷、生地黄之类来助湿生热。

②麻证喉痛以喉证误治：治麻证之喉痛误当郁火之喉痛用

犀角、羚羊角、黄芩、黄连治之，使邪无出路，麻证不能

透发，毒邪攻喉而死。所以当首辨喉证是否属于麻证，属

导　 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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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麻证喉痛，用天保采薇汤加减治疗。③急慢惊风之误

治：误认实热为虚热，而投以温补；误认虚热为实热，而

投以寒凉，皆必死。④妇人产前为安胎不敢投药而殆治：

因病胎不安，病去胎安，要当断投药去病。⑤妇人产后虚

证却以实证之误治：产后气血两虚，误认风寒表散之。瘀

未净，则以行瘀为主；瘀已净，则以补血为要，补血先补

气，要及时迅速治病。⑥虚弱人及幼孩治实证，遇当用克

伐之药却犹豫而误治：虚弱人当初病时，其正气尚可支

持，当用重药以直攻其病，一二剂可愈。医者和病家都要

立断。⑦小儿四难治之证有治法却因怯难不治之误治：慢

惊、痧、痘证、脐风小儿四难，有可治之法，因为难而不

治。治得其法，则难者亦易；治不得法，则易者亦难。难

易之别，亦视其治之如何。这还是要看医生的态度。⑧男

子夹阴证邪说之误治：本无夹阴证之说，医者以夹阴证来

害人，病者勿轻信夹阴而自害。⑨阴证用实热药之误治：

内外科之阴阳证，从脉而辨，阴证虚热，表热里不热，宜

补宜温，即甘温退虚热，忌用寒凉。⑩血证皆以火治之误

治：血证应审其证因而治，一概从火治，用寒凉，致血不

归经，终成虚劳病。⑩喉证不敢用温药之误治：喉证风热

居多，但有肾经中寒，阴证喉痹，宜四逆汤治之，否则以

寒凉必致死。⑩暑病当补不补之误治：暑病汗出过多，热

伤气，必用补气之人参。⑩伤寒正名：伤寒传变，不要混

之伤寒，反对惟以豆豉、豆卷、洋参、石斛等味，为治伤

寒之良剂之说。

通过分析这些误治，论据充分，论点明确，指出无论

哪种误治，都是医生不识病情，不辨病因，不改治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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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药性，不明医理而为之。其也反映出当时医生的医德素

养的低下和医术水平的有限，作者因当时胆大心粗的庸医

误治而心哀之，对病患无知而心怜之。

王德森（1856—1943年），字严士，号鞠坪，晚号

岁寒老人，江苏昆山人。幼习儒，29岁科试高第，补廪膳

生，肆志诗文，兼习歧黄，精研《素问》《灵枢》，并悬

壶疗病数十年，精内、外、妇、幼各科。著有《保赤要

言》《市隐庐医学杂著》等。

另著作《保赤要言》在《市隐庐医学杂著》也有提

到，是一部儿科著作，分八卷，刊于1910年，系摘录数种

清代儿科著作中的重点内容编辑而成。其中卷一急惊、卷

二麻证，系摘自夏鼎《幼科铁镜》；卷三慢惊、卷四痘

证，系摘自庄一夔《福幼编》；卷五脐风，摘自廖积性

《广生编》；卷六琐语；卷七、八小儿便方，均为马炳森

所续补。现存清刻本等。

校注者

壬辰年初春



岁寒居士，夙好儒书，素研医术。不因人热，靡顾世

非，随证处方，惟求其是，往往奏效甚奇。一日，出示所

撰《医学杂著》一卷。荡涤肤辞，独标精义，针砭痛下，

药石交投。虽全豹未窥，而一斑已见。余因怂恿登梨，出

以问世。所谓医行仁术，亦恻隐之心所不能已耳。岂以求

名哉？

癸丑初夏扬子赵永年谨叙

赵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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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和①家学传三世，彦伯②奇方聚一龛。垂老着书耽

市隐，不将鸿宝例淮南。保赤应在养老先，人心慈孝本同

然。请将彭氏③延年术，并入庄家《福幼编》④。非关人世

亦炎凉，心气元来自感伤。省识性情中有药，医和医缓⑤具

真方。多君一片活人心，三绝韦编字字金。对客不妨弹古

调，天涯到处有知音。

癸丑俗佛日拳石山人谢逢源⑥题

①王叔和（201—280年），名熙，汉族，西晋高平（今山

东省邹城市）人。魏晋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医书编纂家。曾从游

与张仲景。亦有一说是张仲景的亲授弟子。在中医学发展史上，

他作出了两大重要贡献，一是整理《伤寒论》，一是著述《脉

经》。

②彦伯：王彦伯，唐代医生、道士，荆州（今湖北江陵）

题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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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善医术，常以煮药散发救济贫民，服者无不瘥。尤精于脉，

以之断生死，鲜有不中者。彦伯即将行医，列三四灶，煮药于

庭。老幼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

饮此，气者饮此。”各负钱帛来酬，无不效者。（出《国史

补》）。

③彭氏：即彭祖，一作彭铿，或云姓篯名铿，传以长寿见

称。原系先秦传说中的仙人，养生家，后道教奉为仙真。

④《福幼编》：儿科著作，作者是清代庄一夔（1743 —1827

年），武进人，字在田，号让斋。

⑤医和医缓：春秋时秦国良医。医和，春秋秦景公时御医，

其 “六气致病说”，指出疾病的发生非鬼神所致，而是由于自

然界气候异常变化、生活失调引起。他所提出的阴、阳、风、

雨、晦、明的六气致病说，为后世中医的六淫的病因学说奠定了

基础。医缓：给晋景公治病，详细诊察了晋景公的病情后说：

“病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之

不至，不可为也。”晋景公称赞：“良医也。”正如医缓所言，

不久晋景公便昏厥，“未尝新麦”而死。此即“病入膏肓”成语

的由来。

⑥谢逢源，（1837-1885年），又名谢平原，字石溪，号拳

石山人，晚清扬州人，太谷学派李光炘（龙川）入室弟子。编有

《李龙川年谱》。善书画，所作花鸟画远师徐崇嗣没骨法，且有

所创新，不乏士气。



不父兄师友，莫不知医。自幼见闻，略识门径，中

年以往，糊口四方。稍稍涉猎方书，窥测《素》《灵》微

旨。家人有恙，借以自治。亲故见招，不能固却。世方多

故，遂弃青毡。二十年来，渐深阅历。爰抒心得，用告病

家。不能阿传时流，安敢背违先哲？亦聊资考镜云尔!

玉峰岁居士书于吴门市隐庐时在癸丑清和月②

①弁言，音biàn yán，指序言、序文。

②清和月：农历四月。

①
弁　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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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口婆心语

古语云：对病发药。然则，药之当中乎病也，明矣。

夫病有寒热虚实，即药有温凉攻补，汗吐和下①。苟中乎

病，病自去矣。从未有不究病因，不问病状，而概以不着

痛痒，无甚寒温之笼统十数药，一例投之，可望去病者。

乃病家习闻其说，以为此稳当之方也。医者乐藏其拙，以

售其欺，亦以此为稳当之方也。于是乎桑、丹、栀、豉等

味，不待摇笔，而已毕集于腕下矣。不知此数味者，（病

轻者可服，而亦可不服。）即不病者服之，亦无害也。倘

病必以药愈者，而仅以此投之，迁延日久，使病益深，愈

治愈坏，至不可起，谁执其咎。无如积习既深，牢不可

破，即有对病之药，怯者惊焉，愚者惑焉，妄者议焉，忌

者谤焉。此病之所以不可治也。

炳按：桑叶辛凉泄表，去风泻火。丹皮辛苦微寒，入

手足厥阴②，泻血中伏热，治中风③惊痫④，除烦热，退无

汗骨蒸⑤，为吐衄⑥必用之药。山栀炒黑苦寒，泻心肺之邪

热，治心烦懊 不眠。

考：桑叶轻清，治上焦气分，主治风热，即风温⑦也。

（古方少用）至于丹皮、山栀两药，仲景方用者非一，何

可泥定三物必不可用？执哉!最可怪者，不问何病，皆称发

疹，皆用豆豉、豆卷以表散之。至十数剂不止，必使病者

汗出如浆，舌黑劫津，神昏热陷。不得已，乃用紫雪⑧、

至宝⑨等丹以开泄之，而不可救矣。夫偶感发热，膈间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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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清其热可愈。何至必出疹子？其所以必曰出疹者，盖

以此哄吓病家，欲用豆豉等味耳!岂知豆豉、豆卷，近皆用

麻黄汤制，与古人之桑叶，井华水⑩制者，温凉迥别。如果

出疹，而以麻黄温之，可乎不可，此温证之所以转展必重

也。且其所指为疹，皆痱子 （俗名痧 子）,耳、蚊迹耳，

水晶虚耳。故不曰斑 而独曰疹 者，取其易于混淆也。不

然，疹由热而发，必当清里热，必不当温散以助热。古方

俱在，本草可稽，奈何以豆豉、豆卷奉为治疹无上之妙品

哉？

炳按：豆卷用麻黄浸渍，《吴医汇讲》 中亦有此说，

然亦是耳食也。邵步青《四时病机》 载：一味豆卷汤，治

湿病一身尽痛，服之得汗，热解痛去，用之有效。淡豆豉

咸寒解热，与葱白头、苏叶同用则发表；与人中黄 、银花

同用解疫毒；与薤白同用治痢；与鲜生地同打名黑膏 ，治

热入营分 ，液干不能作汗，以养阴济汗。以上皆凿凿可验

之法，莫轻视豆为无用之物。如产后之豆淋酒，能治产后

虚邪身热，得汗热解。菜中黄豆芽，生外症人误食，其发

如鸡鱼。此格致变化之不可思议者。

今有以伤寒名家者，见人两三日发热，必指曰：此伤

寒也。及视所处之方，则仍豆豉耳，豆卷耳；不然，则牛

蒡耳，蝉衣耳；又不然，则浮萍耳，桑叶耳，枇杷叶耳。

佐之以陈、夏、藿、朴，进之以石斛、沙参，而其技毕

矣，其术穷矣。其病亦将不可为矣。然尚有背水之一战，

曰紫雪丸 、濂珠粉 、至宝丹、牛黄丸 也。

炳按：此言温证，何等温病 也，亦不指明。至疹子乃

时气温病，热入营分则发疹，疹与肤平，周身密密。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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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幼稚为多，形如疹子，而肤扪之头粒微尖，乃风热由肺

胃气分，传入营络而发。白形如濂珠，晶莹光亮。初病即

见，乃湿郁卫分，汗出不彻之故。当理气分之邪。日久热

不解而发白，邪虽欲从外达，气液已伤，必得甘濡养中。

疹色不可紫萎，白不可白如枯骨。疹子、痧子发透，热减

神清，胸闷松，咳嗽畅，神安有寐为吉。若烦扰不寐，气

粗（为喘之兆），胸闷热焦灼，皆属危险难治。透疹方分

寒暖，痧子亦然。未见必用豆豉、豆卷。且二药各自为

主，断无连类而用者。

不知伤寒之论，倡自仲景。伤寒之方，亦传自仲景。

治伤寒者，宜必宗仲景矣。伤寒解表之剂，则有桂枝、麻

黄、葛根、柴胡等汤。伤寒清里之剂，则有芩连、白虎、

承气等汤。伤寒利湿之剂，则有五苓、猪苓、茯苓、甘草

等汤。伤寒温中之剂，则有四逆、理中、真武、附子等

汤。今伤寒家皆不用也。

炳按：罗谦甫 治冬温 ，谓秋燥 余气，上刑肺金，阴

气先伤。故邪得入少阴 之经。盖温则气泄，寒则气收，二

气本相反也。用葱豉汤 加枇杷叶、杏仁、象贝、花粉、甘

桔 。若先冬温，严寒外束，身热喘嗽，面目浮肿，喉仲介

介如梗。惟仲景麻杏石甘汤一方，散表寒，清里热。因先

生大恶轻清之药，故引此比例。

仲景《伤寒论》入手说：伤寒营无汗，发表用麻黄

汤；风伤卫有汗，用桂枝汤解肌；风寒两伤营卫，烦躁汗

不出，用大青龙，风寒双解。此言太阳经病证方药。葛

根，阳明表药。柴胡，少阳和解药。清里，芩、连清心胃

之热。白虎，清阳明经热。承气，下阳明府滞以下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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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苓、猪苓、茯苓、甘草等汤，是利水之剂。理中、温

中，四逆、真武、附子等三方，救逆法。今病非正伤寒，

不当用此法，故不用也。而独用一栀子豉汤 。不知伤寒方

中之栀子用生，用以探吐，非用以发汗。后世改用焦栀，

已非古法。然以之清肺泄热，亦属治温良品。近世复易以

麻黄水制之豆豉，则药性大变，利害迥殊。而伤寒家偏视

为不祧之俎豆。如果伤寒在太阳经，用以代麻黄，虽非正

法，尚为无害；至传入阳明 ，即不可用矣。况用以治温

热乎？乃何以不论有汗、无汗与汗多、汗少，又不论风、

寒、暑、湿、燥、火之六淫，喜、忧、怒、思、悲、惊、

恐之七情，并不论劳伤 、疮疡 之杂证，而谓栀豉一汤，

豆卷、桑叶数味，可以治百病。而四时皆宜，有是理乎？

此非余诬人之言也。请观于药铺中购药之方，其不曰发疹

子者有几，不用此数味者有几，亦可以哑然失笑矣。

炳按：炒黑栀用以除烦解热，使心肺之邪，从小便

解。亦无医以栀豉作表剂观者，豆豉不用麻黄汤浸渍，不

必哓哓不休。亦未见吴医不论温病六气七情，有汗无汗，

汗多汗少，三因内外，而皆用栀豉汤。豆卷、桑叶，可治

四时百病者，真诬人矣，无其实事，先生亦当哑然自笑

也。

或曰：诚如君言，病必无发疹乎？曰：否。夫轻者为

疹，发于肺；重者为斑，发于胃。

此皆肺胃热毒所蕴。不然，则为温燥之药所逼而出

也。然而此症亦不多见，治宜用石膏、犀角、生地、元

参、升麻、大青 等味，以清火透斑化疹。仲景之白虎化

斑汤 、《活人》之元参升麻汤 、节庵之青黛消斑饮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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