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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遗珍系列》旨在搜集、整理我同近现代著名中医生前遗留的

著述、文稿、讲义、医案、医话等等这些文献资料．有的早年曾经出

版、发表过，但如今已难觅其踪；有的仅存稿本、抄本，从未正式刊

印、出版；有的则是家传私藏，未曾面世、公开过，可以说都非常稀

有、珍贵。 从内容看，有研习经典医籍的心情、发微，有个人学术思想

的总结、阐述，有临证经验的记录、提炼，有遣方用药的心得、体会．

篇幅都不是很大，但内容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

值，足资今人借鉴与传展。

寻找、搜集这些珍贵文献资料是一个艰难、漫长而又快乐的过程。

每当我们经过种种曲折得到想要的资料时，都如获至宝，兴奋不已，尤

其感动于这些资料拥有者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 他们大都是名医之后

或其门生弟子，不仅和盘托出，而且主动提供相关素材、背景资料，很

多人还亲自参与整理、修订。 他们的无私品质和高度责任感，也激励、

鞭策我们不畏艰难，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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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巴蜀自古出名医”。 巴蜀大地，山川俊秀，物产丰富独特，

文化灿烂悠久，不仅群贤毕集，而且名医大家辈出，代有传人，医书诊

籍充栋． 分量十足，不愧为“中医之乡，中药之j草飞因此，我们特别

推出《巴蜀名医遗珍系列丛书》，精心汇集了陈达夫、吴榨11l1 、李斯炽、

熊寥笙等 1 6 位现代已故巴蜀名医的珍贵遗著、文稿‘以展现巴蜀中医

的别样风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由巴蜀名中医马烈光教授亲任主

编，年且在九旬的中医泰斗李克光教授担纲主审，确保了这套丛书的高品

质刷高水平。 另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巴蜀名医资料正在搜集整理中，会

在近期集中出版

今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类似的专辅。 真诚希望同道和读者朋友提

出意见，提供线索，共同把这套书做成元愧于时代的精品、珍品。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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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以重庆为中心所辖地区称为“巴”，以成都为中心的四

川地区称为“蜀”．合称“巴蜀”或“两蜀”。 隋代卢思道曾云：“西蜀

称天府，由来擅沃饶J’巴蜀大地，不仅山川雄险幽秀，江河蜿蜒回绕，

物产丰富独特，而且文化灿烂悠久．民风淳朴安适，贤才汇聚如云。 现

代文学家郭沫若曾谓：“文宗向肯出西蜀。”“天府”巴蜀，不仅孕育出了

大批横贯古今、闪耀历史星空的大文豪．如汉之司马相如、扬雄，宋之

“三苏”等．也让“一生好人名山游”的李白、杜甫等恋钱不舍。

更令人惊叹者，巴山蜀水，不仅群贤毕集．复名医辈出，代有传

人。 早在 《山海经》 rp已有“神医”巫彭、 巫戚，其后，汉之情翁、 郭

玉，唐之咎殷、杜光庭、宋之唐慎微、史裕，清之唐宗梅、张骥、曾童1ti

等，举不胜举。 尤其在近现代，名噪一时的中医学家，如沈绍九、郑钦

安、萧龙友、蒲辅周 、 冉雪峰、熊寥笙、李重人、任应秋、杜白明、李

斯炽、吴掉仙等，均出自川渝巴蜀。 如此众多出类拔萃的中医前辈名

宿，其医德、医术、医学著述、临床经验、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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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氏、开放在巴蜀这块大地上的瑰丽奇昭，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增

添了光辉篇章，是一份十分值得珍惜、借鉴和弘扬的、独具特色的宝贵

民族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自古巴蜀 tJ:\名医”，何也？

首先． 巴蜀“君王众庶”历来重视同学。 巴蜀地区历史文化厚重，

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等，不断有考古学新发现揭示着本地文化的

悠久 两汉之文翁教化为巴蜀带来了中原的儒道文化，使巴蜀文化渐渐

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 」 而汉之司马相如、扬雄之文j吨，又深深体现着巴

蜀文化的独特性。 巴蜀人看重同学，文风颇盛，即使在清末民罔之初，

传统文化横应蹂躏时．巴蜀仍能以“同学”之名将其保留 另外，蜀人

喜爱易学，宋朝理学家程颐就说“易学在蜀

的重要特征。 “医易同源”，易于在在巴蜀的盛行，使巴蜀中医尤易畅晓医

理并发挥之。 就这样，巴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生于斯、民于斯的巴蜀中

医营造 I－块沃土，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濡养。

007 



其次，巴蜀地区中医药资源得天独厚。 四川素有“中药之库”的美

称。 仅药用植物就有 5000余种，中药材蕴藏量、道地药材种类、重点

药材数量等，均居全国第一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丰富

的中药材资源，巴蜀中医就有了充足的“利器”，药物信于拈来．临床

疗效卓著，医名自然远扬。

最后，巴蜀名山大川众多，风光踊腕，道学兴盛，道教流派颇多．

“｛山气”氨氧b 鲁迅先生曾谓“I扫国文化的根抵全在i直教

与中华文化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中医学更具“血肉联系” 于道

而言，史有“十道儿医”之说；于中医而言．中医“至道”中有很大部

分内容直接源于道，不少名医精通道学，或身为道教中人，典型者如晋

代葛洪及唐代孙思盟。 巴蜀地区，道缘尤深。 且不说汉成帝时，成都严

君平著《老子注》和《道德真经指归》，使道家学说系统化，对道学发

展影响深远。 仅就道教名山而言． “蜀同多仙山”，如四川大邑县鹤鸣山

为“道教祖庭”，东汉张道陵于此倡“正一盟威之道”，标志着道敦的形

成；青城山为道教“第五洞天”，至今前山数十座道教富观完好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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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屑 LI I 为迫教“第七洞天’＼今仍保留有诸多道教建筑。 四川这种极为

浓厚的道学氛围，向为名医成民之深厚底蕴

l'I 甘于巴蜀出名医，后人本应I民继其学．发扬光大。 然而，即使距今

尚近的现代巴蜀名医，其学术经验的发掘整理现状堪忧。 有的名医经验

濒于失传；有的以前虽然发表、出版过．但如今难觅其踪；间或有一些

得以檀理问 i盐，也多由名医门人弟子完成．呈散在性，难保其全面、系

统、 完善 如现代巳故巴蜀名医~r .成部李斯炽、重庆熊寥笙、达县龚

益斋 、 大邑叶心情、 内江黄济） , ，、 ＝：： fl宋畸冰等，这些医家，虽有个人

专著行世．但一直缺乏一套丛阳将其学验进行系统汇总与整理。

此外，现有的名医经验整理专苦，多将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分册

IM版．较少贩子一书，全面反映名医的学术特点。 而有些名医在生前喜

手走医情、医论与医方、 医案，因未得出版，遥留赠门人弟子，几经辗

转噜终濒临失传如 20 多年前去11t的名医彭宪彰．虽有 《叶氏医案存

点疏注》－ p）于 1 984 年出版．但此 t5仅为儿万字的注解性专著，只反

映了彭老在温病学方面的学术成就而他利用业余时间，手录的大量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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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验案、至今未得到全面发掘整理，近于潭投无闻，追论II＼版面世 痛

夫！这些乃巴蜀持林的巨大损失！

吾从小跟名师学中医，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参加民疗卫生T.作， 70

年代在成都中医学院毕业留校从事医、 教 、 研工作至今在此期间． 与

许多现代巴蜀名医熟识，常受其耳提面命和谆谆教诲 1 几十年来，深感

老前辈们理用俱佳，心法独到，临床卓有良效，遗留资料内容丰富多

彰，具有颇高的学术和1应用价值，若不善加擅集整理，汇总出版．则有

绝薪之危。 有鉴于此噜我们早冀系统搜集整理出版一套现代已战巴蜀名

医丛书，这也是巴蜀乃至全国中医界盼望已久的大事。 适逢中同中医药

出版社亦有此意愿．不谋而合，颇为相惜。 此套丛书的出版幸蒙年逾九

旬的巴蜀中医泰斗李克光教搜垂青、担纲主审，并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重庆市中医药管理局、四川省中医药科学

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等的政策支撑．以及重庆金阳等企业的资金支持。

尚得到不少名医之后或其门生弟子主动提供文献资料和相关素材之鼎力

相助，更因成功申报为四川省杜科课题而顺利完成了已故巴蜀现代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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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资料的搜集、 整理研究工作。 对此．实感幸甚，诚拜致谢！

恰逢由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 15 个部委主办的“第五届中

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在成都隆重召开及成都中医药大学 60 年华

诞之际，双喜临门，盛事“重庆”，愿以是书为贺，昭显巴蜀中医名家

近年来的成果，尤可贻飨同道，不亦快哉！

丛书付梓之际，抚稿窃思，前辈心法得传，于弘扬国医，不无小

益，理当欣喜；然仍多名医元继，徙呼奈何！若是丛书克竟告慰先贤，

启示后学之功，贝lj多年伏案之苦，亦何如也！

纸牍有尽，余绪不绝. A卢陈管见，谨作是叙！并拟小诗以纪之：

巴蜀医名千载扬，济赢获安久擅长；

川渝杏林高毒日，岐黄仁术更辉煌。

丛书主编马烈光

2016 年 8 月于成都中医药大学

。l I 



内容提要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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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渭J ll ( 1 898-1988），号鲁同．江苏省丹徒县人。 白幼习岐黄之

术，勤求古训ii ，精研中医典籍，其学术思想溯源 《内经》《难经》《金

匮》，近师张锡纯、张山雷、丁甘仁、 悔铁樵等中西汇通派学者。 对

《金匮要略》造诣尤深，多有独到见解。 临证善用虫类药治疗各种内 、

妇科疑难重症，疗效显著。 是我罔著名中医内科、妇科专家。

本书为 《巴蜀名医遗珍系列丛书》 之一，全面总结了王老近 60 年

妇科临床经验。 全书将妇科疾病，从经、带、胎、 产四门中，突出其常

见病和疑难病，并把王老总结的妇科治疗六法、 四项治则熔于一炉，从

而结合辨证论治和随证施治的灵活方法，达到择精守约、纲举目张的目

的。 每一病证后，都附以验案，并根据病源、症状、辨证传变、脉象、

舌苔、疗效等综合详述，以方便后学品读、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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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四川万县筹办平民医院，认识王老渭） 11 。

那时，他悬壶万县，医名鼎盛，为当地群众所信赖。 新中国成立后，我

由重庆来首都，参加北京中医研究院筹备工作。 王老亦赴成都中医学院

任医职。 他在该院附属医院主持治疗时，对于疑难杂症治愈甚多，如阿

狄森病、风湿性心脏病、肠风赤荆（严重赤病与肠风下血合并症）等皆

能手到病除，为广大病患所称道。

王老鉴于人体脏腑功能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其病理形成常是互相

关联，井有共同的特点，掌握病理的发生及转归规律，往往可以推本求

源、异病同泊，因而创造性地订立六法，通治四十二类病。 例如，补虚

化痕理气法，可治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肝脾肿大、阿狄森病；息风

通络法，可治癫痛、子捕、精神分裂症、夜游症等。

王老晚年埋首芸窗，奋力写作，除著成 《王渭川临床经验选》井已

出版外，近年又编成《王渭川妇科治疗经验》一书。 书中首列绪论，次

总论及各论。 王老认为，妇科是内科的一部分，它与中医整个学术是不

可分割的。 它对妇科特有疾病，先总论，次选方，再作医案举例，并及

。13



前贤医案选。例如，治疗月经疾病中的痛经，王老说：“经前腹痛，多属

气滞血涩，宜八物汤、加昧四物汤等；经后腹痛，多属血寒血虚，宜归

脾汤、小温经汤等。 其中加昧四物汤，以四物和血，延胡索、香附、砂

仁、蕃术、桃仁、红花理气通络，用于经来腹痛拒按、脉弦、苔薄之症

颇有功效。 回忆我在本院内科研究所工作时，有随我学医的青年女生，

每次行经，腹部剧痛，在床上翻滚不已，虽用麻醉止痛针剂，亦不能完

全止痛。 当时如有王老此书，选方投药，定可止痛经调，得到根治。

攘攘、积聚、疲癖相当于现代医学妇科中的子宫肌瘤、输卵管囊肿

等，患者较多。 本书介绍了活血桂痕，调气疏肝的脯下逐撩汤；益气养

血，行血破瘾的葱白散；以及其他方剂， 可供肿瘤专科借鉴。

综观全书，对经、带、胎、疾病症，理论联系实际，作了简明扼要

的论述，成为现代中医妇科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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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悔铁樵氏曾说“中国有汗牛充栋之医书，其真正价值不在议

论，而在效方。 议论多空谈，方药乃事实”云云。 接之实际，我们还要

突出理论与方药，始能昭之后学。 所以，必然不能放弃从理论到实践。

因之理论与实践，只宜并重，而不应有所偏轻。

作者从事中医业务近六十年矣。 平时教学与临床同时并重，独对内

妇科掌握更有心得。 除内科另成专著外，特将多年来积累的妇科治验整

理成篇。 内容有多发病、 常见病等，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叙述妇科病的

起源和发展的大意及奇经八脉对妇科的重要性，从而说明中医在上古

时期对将藏象学联系到现代医学的内分泌学已有相当的认识，皆导源于

《内经》学术思想的形成。下篇分经、倍、胎、产四门，先列证，次列

方．突出理法方药，而便初学，后附验案，井酌选前人研究成果，详加

解释方义，以供参｜国

妇科病方面有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诊断时必须审证求因、标本论

证，既要辨病，更要辨证，病证结合，方能奏效。 例如，崩漏一病，有

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的证型；闭经一病，有血枯、血痕、冲任失调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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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但在红斑狼疮及阿狄森病的证型中，也会出现崩漏和闭经的证候，

还可能出现上述证型和兼证。 医者如何审证求因，标本论泊，本书中特

详为阐述。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学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子宫内膜肌瘤、

盆腔炎和输卵管阻塞等，我都基本参照西医诊断，结合中医辨证论治和

随证施治的规律，以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 这些治验的实例都评载于本

书中，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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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娃证治验案中，由学生罗兰所协助，特致谢忱。

作者学识浅陋，谬误必多，敬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王渭川

于成都中医学院附院

198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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