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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前 言

叶橘泉先生是中国近现代中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祖籍

为浙江省吴兴县 (现湖州市)。他年轻时随吴兴名医张克明学医,以后

一边在家乡开业行医,一边参加上海恽铁樵中医函授学校的学习。

1935年,39岁的叶橘泉先生受聘于苏州国医专科学校,任中医学讲

师,同时在苏州挂牌行医。1949年以后,叶橘泉先生历任江苏省中医

院院长、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南京药学院

副院长等职。

叶橘泉先生在其一生的临床诊疗中善于使用经方,积累了很多成

功的经验。例如从他发表的165例医案中可以分析出,共使用方次220
次,其中使用经方原方75次,经方与其他方合方55次 (经方与经方

合方43次,经方与后世方合方12次),经方加味方51次,后世方39
次。由此可见,叶橘泉先生在诊疗中既侧重经方原方,又不乏使用经

方与经方及其他方合方,同时也不薄时方。

叶橘泉先生还是采用现代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经方疗效的第一人。

他认为,中医学是实用之学术,绝不是纸上谈兵式的研究所能成功的。

证候之鉴别、病型之断定、药物之疗效等,均在于临床之探讨,用实

验统计之方法归纳其特点,才可以说是科学方式的研究。1935年他率

先提出 “整理中国医药必须开设有病房的医院,进行临床研究”,主张

建立设备完善的医院,根据临床观察和病历记载,统计治疗成绩,并

将成果公开发表,教授给青年医师。这种学术观点推动了当时中医的

发展。

1939年,当时堪称国内领先的拥有病房的正规中医院———苏州国

医医院成立后,时任该院医务主任的叶橘泉先生带领其他多名学有专

长的医师进行了中医药疗效的统计工作,即采用表格形式进行分析统

计。他将自己使用中医 “经方”后的132个病例进行了十一个角度的

统计研究 (在医治结果之总统计表里,有效率达到93%,其中痊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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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有一定疗效者31%),实现了以统计来核定经方疗效的目的。

1988年,年逾九旬的叶橘泉先生在 “坚持中医特色,把握辨证施

治”一文中仍继续强调 “方证学”是中医学的灵魂和根。他认为,具

有上千年历史的仲景经方已被众多医家证实其具有科学性及临床的可

操作性和规范性,因此,让中医更科学而不虚玄的首要任务就是在

“方证”上的 “规范化”。

叶橘泉先生亦十分关注从辨证应用角度对本草学的研究。他不但

写有大量关于中药的研究论文,主张统一中药名称,并不断对各种中

药进行考证。他提倡改良制剂以提高有限的中药资源的利用率。他率

领研究小组进行了 “精简处方组合”“定型方剂及小剂量研究”等临床

实验,很早就建议人工种植一些重要的药用植物。1960年,他研究开

发出能够替代名贵中药的202种冷门草药应用于临床,为中药的可持

续发展做了很多工作。

“人不能与草木同腐”“要用小跑步走完人生”,这是叶橘泉先生终

生 “身体力行之”的信条。叶先生一生行医不息,著书不止。在给后

人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后面,跃动着的是老先生对中医药事业矢志

不渝的至爱情怀。

我们整理出版 《叶橘泉医集》丛书,为的是将叶橘泉先生的临床

经验和学术体系完善地保存和继承下来,这对于振兴祖国中医药事业,

推广普及中医药知识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该丛书不仅对中医药专

业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西医师以及爱好中医药的人士也有

很大的参考价值。

《叶橘泉医集》丛书在策划、整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医集》丛书编委会全体人

员尽心竭力,精工细琢。这一切使 《医集》丛书得以如期出版。在此,

一并谨致诚挚的谢意。

叶加南

2013年8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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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的 话

叶橘泉先生———“方证药证”学说临床家

叶橘泉先生 (1896-198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现称院士)、

一级教授。 “方证药证”学说倡导者、实践者,杰出的中医经方临床

家、教育家、中药学家。

叶橘泉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首次提出了 “方证学”的概念,

此后他不断地向中医界呼吁 “应该重视中医方证学的研究”。从他的经

方临床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他不但具备临床经方家的一般特性,而

且有他自己独到的学术思想和风格。他认为:“中医的主要特色是辨证

论治,以及辨症求 ‘证’,论治施 ‘方’,方证相对,疗效卓著。”他提

出的 “方证学”,是现代经方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的 “全国经方论坛”上,诸多与会专家们

认为:叶橘泉先生作为 “方证药证派”的代表,与 “脏腑经络派”的

代表刘渡舟先生、“谨守病机派”的代表胡希恕先生,构成中国现代伤

寒学术史上的三座高峰。

叶橘泉先生一生著作颇丰,至93岁辞世时,先后编著出版44册

著作,并发表了500多篇文章。最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经过全面整

理,归纳出叶先生的学术著作主要包括 “医话三书”“方证三书”“药证

三书”:其中 “医话三书”包括 《叶橘泉方证药证医话》 《叶橘泉临证

直觉诊断学》《叶橘泉点滴经验回忆录》;“方证三书”包括 《叶橘泉近

世国药处方集》 《叶橘泉经方临床之运用》 《叶橘泉临证实用方剂》;

“药证三书”包括 《叶橘泉现代实用中药》《叶橘泉实用经效民间单方》

《叶橘泉食物中药与便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叶橘泉先生关于 “方证学”的理论和实践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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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只要大家能熟练掌握这种 “方证学”,中医必将

出现新的鼎盛时期,当今全世界悄然兴起的中医热就是证明。叶先生

在大半个世纪为中医发展而奔走呼号、身体力行、充满艰辛的一页将

永远留存在我国中医学的史册中。

今天我们整理出版 《叶橘泉医集》,为的是将其宝贵经验和学术体

系完整地保存下来,同时也为了让后继者永远怀念他。他的学术生命

将在一代又一代后学者的血液中延续。

刘观涛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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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搜集张仲景 《伤寒论》和 《金匮要略》二书中的重要方

剂计一百三十余则,每方分列方名、组成、调剂及用法、方意解说、

适应标的、运用范围、诸家治验等项目。因仲景方是中医方剂的鼻祖,

我们学习中医方剂,应从仲景方开始。至于汉以后的名方,容待日后

再行续编。

二、本书是为补充 《临证实用方剂》 (以下简称 《实用方剂》)而

写的,《实用方剂》的主治是综合的,活用时须加选择。本书依据仲景

原文以及诸家活用该方的治疗经验,体例上分门别列。二书参照便于

比照学习,灵活运用。

三、我们对古方剂的运用,首先要根据 《伤寒论》《金匮要略》的

主治条文,这是该方的 “适应标的”。由于原书条文文字古奥,含义深

远,往往片句只字之间,包含广泛,如能依据这个标的出发,尤可扩展

应用。日本汉医的革新派笃信古方,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我们有

参考学习的必要,故本书诸家治验项下,采取日本汉医记载较多,间

或附载编者治验实例,以供参证。

四、古代医方主治以证候为主,为了结合现代医学的诊断,故

“运用范围”一项里尽量采用现代病名,俾西医同志及进修后之中医同

志便于应用。

五、古方用量如照 《伤寒论》和 《金匮要略》原书而折合成现代

的分量,很难恰当,所以前编 《实用方剂》中的用量依照了日本汉方

医学会编的 《经验处方学》所订之公分 (克)制,虽然他们说是集合

了多人几经商榷而订,但我感觉到也未必完全适合我国应用。现在本

书仍照目前习用的分量,与临证使用方剂稍有出入。好在中药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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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中毒量相差得较远,如果对证的话,分量轻些也能奏效,即稍重

一些也很少流弊。试看中医处方一般习惯,大人小儿用量并无多大距

离,即可证明,读者幸勿拘泥。

叶橘泉

1952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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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国的医务工作者,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团结中西医,面向工农

兵,提高爱国主义思想,必须研究推广祖国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

中医中药学,开发自己的丰富资源。中医要科学化,首先要学习科学

的诊断;西医要中国化,是要在医疗上利用祖国器材,中药是国产的,

也就应充分利用。张仲景的 《伤寒论》和 《金匮要略》 (后文简称为

《伤寒》《金匮》)两书中的方剂,集古代经验方剂之大成,已为世人所

公认,后世许多方剂都由这些 “古方”演变而来,所以我们也称其为

“经方”。

这些古方的组成,颇有准绳法度可循,方中药物的配合,甚合现

代处方的意义。例如四逆汤之附子合干姜伍以甘草,大承气汤之大黄

配芒硝伍以枳朴。附子合干姜,大黄合芒硝,都能加强其药效,而甘

草之与姜附,枳朴之与硝黄,则更具深层的意义。药物的作用,常因

配伍的关系而有加强 (协同)作用和抑制 (拮抗)作用。不但如此,

一药因用量的多少不同,亦往往可呈相反的作用。众所周知,中药附

子的成分是乌头碱,乌头碱为镇痛药,对神经机能有麻痹作用。中医

习用修治后的生药,阿克尼丁含量极少,恰恰用作振奋药。在桂枝加

附子汤中附子用量为1.5g,治汗漏恶风,用以加强桂枝振兴机能。可

是另一个桂枝附子汤中附子的用量是4.5g,用得特别重,以治风湿烦

疼,正是采用了附子的镇痛作用。仲景方里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可

以看出古代医家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总之,这些古方是

值得我们钻研学习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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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只是做了一种搜集整理的初步工作,仅提供了古方研究的方

法和一部分临床应用的实例,编者自惭谫陋,对古方研究虽会努力发

掘,可是所知有限,恐多错漏之处,仍盼读者严切指正。

叶橘泉写于苏州西美巷

195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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