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捷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明·徐春甫 著

张志斌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医学指南捷径六书/ (明)徐春甫著;张志斌校注.—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3
 (珍逸小医书)

 ISBN978-7-5132-1683-8

 Ⅰ.①医… Ⅱ.①徐… ②张… Ⅲ.①中国医药学-中国-明

代 Ⅳ.①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第254788号

中 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64405750

三河双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25 字数184千字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132-1683-8

*
定价 28.00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64065415 010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导 读 1    

导 读

明·徐春甫 《医学指南捷径六书》 (以下简称 《捷径六

书》) (1586年),为普及性医学丛书。全书共6卷,按阴、

阳、风、雨、晦、明6字名集。卷各一书,即每卷 (集)分别

独立成书,计有 《内经正脉》《雷公四要纲领发微》《病机药性

歌赋》《诸证要方歌括》《二十四方》《评秘济世三十六方》。徐

春甫乃明代著名医家,具有丰富的医疗经验与精深的理论修

养。该丛书内容虽然浅近,但却非常实用,充分表述了徐氏的

许多临床诊疗见解。所以,此书既适合于初学医者作入门的参

考书,也适合于久行医者作临床参考之用。

为了广大读者能更为方便地阅读学习此书,特将六书的内

容特点及阅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一简述,遵编辑先生所嘱,

姑称之为 “导读”。

1. 《内经正脉》

该子书论脉学。书名 “内经”与 “正脉”,是表明其中脉

论是以 《内经》为本的正统脉学。书中将常见脉学问题分别赋

予标题,依次罗列。其中既有 《内经》中的脉学基本理论问

题,也有后世诸家脉学精论及诸多临床实用脉学问题。《内经》

的脉学理论包括 “《内经》气口诊候”“《内经》三部九候脉法”
“四时脉候”等。诸家脉论主要采自 《脉经》,也包括宋·庞安

常、元·滑寿等医家的脉论。该书论脉以26脉为准,即浮、

沉、迟、数、滑、涩、虚、实、洪、细、长、短、紧、缓、

促、结、代、牢、弦、革、芤、微、弱、动、伏、濡。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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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脉察六字 (上、下、来、去、至、止),脉明表里虚实、

二十六脉主病、统属脉法候病、脉分三部主病、脉病逆顺、脉

法部位表里虚实主病提纲等等,都比较切合实用。然该子书也

大谈 “南北政脉不应”,未免虚玄。

该集内容虽然比较全面,但述而不作居多,少有作者自己

的临床运用脉诊的心得。

2. 《雷公四要纲领发微》

该子书为中医基础知识入门。所谓 “四要”,指诊脉、审

证、治要、处方,也就是涉及临床的诊脉、辨证、立法、处方

四大关键问题。至于雷公,并无实指。明代人崇尚雷公,无论

炮制、脉学,都好拉扯上黄帝时臣雷公。

所谓 “纲领”,是指整个医学的基本知识,其中包括阴阳、

表里、荣卫、三焦、五脏、六腑、十二经络、十二官等人体生

理知识,也包括组方、用药等问题。作者强调,学医先要熟谙

人身的基本生理知识。临证则重在诊脉、审证、治要 (即各种

主要治法)、处方。然后设 “《内经》《灵枢》纂要”一节,摘

取其中关于诊脉、藏象等原文。其后则为临证审表里,以及各

种常见的药性歌诀等。其中的 “病机略”一节,很少见于

他书。

该集采用四言歌诀体裁,讲述诸病病机及治法,乃为方便

童蒙而设。本子书内容简要,歌诀甚多,浅近易诵,但新见解

不多。

3. 《病机药性歌赋》

该子书全为歌诀体裁,主要内容为 “病机歌”“药性赋”。

“病机歌”中将中风、伤风、痛风、伤寒、伤暑等70多种病证

的病机、辨证、治法编为七言歌诀。这些歌诀大多简明扼要,

介绍诸证临床诊治的要紧之处。例如:“心痛候:心痛须分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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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暴婴寒气必须温 (理中加萸、桂、良姜)。若还痛久多

成郁,郁久因而作热蒸 (栀子仁汤)。大实痛时难以按 (沉香

化滞丸),按之痛减是虚论 (六君子汤)。但凡蛊痛能多食,脉

涩须知死血因 (玄胡索、牡丹皮、郁金之属)。真痛在心无药

治,讹将胃脘当心疼。”
短短5联诗句,就将 “心痛” (胃脘痛)的寒、热、虚、

实、郁、死血等不同病因病机及鉴别要点介绍得一清二楚。最

后还点明真正的心痛在当时是难以救治的,一般说的心疼就是

胃脘痛。
该子书在 “病机歌”之后穿插了 “五运六气要略歌”“六

气司天在泉主病歌”,接着就是本子书的另一重要内容 “药性

赋”。该赋分寒药性治 (72药)、平药性赋 (41药)、温药性治

(45药)、热药性治 (24药)4类,共介绍182味药物的主要

功用,内容非常简要。例如:“人参:益元气以补三焦,肺火

颇忌;生津液而止烦渴,热嗽休求。黄芪:补元气而卫表虚,
并收虚汗;退火热而实腠理,内托须谋。陈皮:去白消痰理

气,留白补胃和中。白术:健脾补胃,君枳实乃消膨妙药;止

泻行湿,佐黄芩为安孕良图。”
该子书的病机、药性歌诀看似简单,却非常实用,尤其适

合初学医者。由于这些歌诀并非抄袭前人著作,可以理解为此

乃徐氏根据本人经验所编,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4. 《诸证要方歌括》

该子书也是歌诀体裁,按病分门,计43门。每门列举要

方若干首 (从2首到35首不等),共计276方。每方的歌诀长

短不一,但以四句七言为多见。也有的方歌只有寥寥两句。其

歌诀的长短取决于能否用最少的字,说清楚该方的组成与作

用。例如 “喘门”中的两首方歌为:“苏子降气汤 (七味,治

气急喘嗽,不安卧):苏子降气汤,陈皮厚朴制。半夏与前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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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甘草继。定喘汤:定喘原来有妙方,麻黄桑杏草芩良。冬

花白果同苏子,半夏先宜制用姜。”
该子书只列方歌,除偶或附出小字注外,大多不谈辨证,

所以要与前面的 “病机歌”结合起来学习或诵读,可能效果会

更好。

5. 《二十四方》

该子书本卷原又名 “医家关键二十四方治法捷径”。其中经

常提到的二十四方,实际上是二十四剂。这里的 “剂”也不是

药剂学里的剂型,而是24类各具功效的方剂分类法。《捷径六

书》除总序外,唯独在该子书中有专门的序跋,可见它完全具

备独立成书的条件。徐春甫在该卷序中,提到他的撰书目的:
“方书丛出数千百家,汗牛充栋,观者如望海之茫然。方

愈多而治愈舛,何也? 即一门一证,群方百种,益浩繁无约,
四顾无隅,万径千蹊,莫知所适……而欲活人之司命,济人于

疾苦,得乎 《汤液本草》大约十剂,简而易知,易而易从,余

不自惴而益之,为二十四方。俾初学及乡村僻野,所乏明医,
藉此而推求之,或亦少为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

可见该子书是将方剂由博返约加以归类,而使之便于学习

与掌握的一种形式。徐春甫这24剂的来源主要有:见于唐代

陈藏器 《本草拾遗》中的 “十剂”①,金代刘完素的 “七方十

剂”②,徐春甫将之合起来,再加简略,而成本子书的24剂。

①

②

十剂:李时诊 《本草纲目·序例》称: “徐之才曰:药有宣、通、补、
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是药之大体。”后世据此有 “之才十剂”之

说。但据宋代 《证类本草·序例》引陈藏器 《本草拾遗·序例》云:“诸药有宣、
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说明 “之才十

剂”乃时诊引书之误。
七方十剂:刘完素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本草论》: “是以制方之体,

欲成七方十剂之用者,必本于气味生成而成方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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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4剂又与一年有24个节气对应起来。名目如下:宣、通、
补、泻、轻、重、滑、涩、燥、湿、调、和、解、利、寒、
温、水、火、平、夺、安、缓、淡、清。其中前十项即古老的

十剂 (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后16剂

是作者综合各家之分类以后做出的新归纳。
在上述24剂的分类下,除宣剂之外,其他每剂仅列举一

方,共计26方。每方分别详细列举适应证、方剂组成,以及

颇为详细的加减法。也就是说,该书的24剂下的26方,大致

可以看成是26首主方。通过对这些主要方剂的加减,可以达

到治疗不同疾病的目的。运用主方加减,以适应基本病因相

同、兼症不同的各种病证,是明代及其以后常见的现象。徐春

甫的24方,实际就是不同主治大法的24剂主方。
本卷最后一部分是 “二十四剂药方歌括”,即将前面24剂

型主方编为歌诀,以便记诵。从徐氏对24剂主方先详后约的

表述方式,可以窥知徐氏对掌握临床主方的重视。该子书之后

有其弟子汪腾蛟跋,汪氏在跋中说:“医方之浩繁,而用之者

苦无要……如涉海无津。于是徐老师出所集二十四方以示小

子,受而细阅之。”可见这是徐氏授徒的教本。汪氏认为这24
方 “何其简易,详而且明,诚为医家之纲领也,视昔之约方而

未尽法者不侔矣”。在汪氏看来,这样将 “方”与 “法”紧密

结合起来的做法可以作为医家临床用药的纲领。

6. 《评秘济世三十六方》

该子书是 《捷径六书》最后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子

书。该子书前有徐春甫的一则总评,其中提到他 “业医五十余

年,积久频验”。他反对保密医方,因此只要他遇到秘方,总

是用高价买来,再将此秘方刻印,公诸于世。这在以个体为行

医单元的古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那时候,秘方往往是取

效、致富的捷径。徐氏讲述了两个靠秘方发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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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吴柳泉者,制黄连紫金膏一药,点热眼极有效。海

内寓京师者,无不求赎,日获数金,辄成富室。盖方药贵精不

贵多,从可知矣。
余先族人名第者,病泻痢久之,诸药罔效。人传与香连丸

加肉蔻,数服病愈如割。后自制以售人,凡病脾胃湿热腹痛泻

痢者,一二剂即愈,自此著名。今子孙世藉此方,以供衣食。”
为了求得秘方,徐氏 “每厚赂求之,用梓以公天下”。他

认为 “医不必禁秘,但能体仁。精制一方,名出便可……而亦

不必以多方为贵”。
对于药方,徐氏的观点是求精不求多,如果能 “精制一

方”,就可以 “救贫于世世,胜如积金以遗子孙”。对方剂组

成,徐氏认为以简为贵,“药味简而取效愈速,药品多则气味

不纯,鲜有效验”。正因为徐氏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他将平生

所得最有效果的36方集中贡献于世。
《评秘济世三十六方》收方36首,另有补遗经验方4首,

合计40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徐氏自家效方 (眉批作 “保元堂方”,10首):大健脾养

胃丸、香砂枳术丸、香连丸、斑龙百补丸、八珍益母丸、固本

肾气丸、琥珀安神丸、宁嗽琼玉散、加味左金丸、四神消

积丸。
诸家名方 (20首):即保和丸、驻车丸、参苓散、牛黄清

心丸、清气化痰丸 (和剂局方)、天王补心丹 (道藏经方)、明

目益肾还睛丸 (启微方)、启阳固精丸、木香槟榔丸 (圣惠

方)、壮阳固齿散 (兵部集方)、奇效肥儿方 (幼幼方)、脾泻

丸 (东垣方)、四神治痢丸 (经验良方)、秘验止久泻痢丸 (本
事方)、上清丸 (永类方)、沉香滚痰丸 (王隐君方)、沉香至

珍丸、十全抱龙丸 (百一方)、竹沥导痰丸 (丹溪方)、神应万

灵膏 (奇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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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传方 (5首):秘验血崩丸、秘验带下丸、仙灵酒、定

痛太乙膏、内传瘰疬丸。
经验方 (3首):明目紫金膏、仙方点白还玄丹、内消瘰

疬丸。
来源不明方 (2首):金花明目丸、应效酒。
以上诸方之下,详细介绍方剂组成、制备及服用法,并加

以评论。最后是一药店仿单,上书 “新安徐氏:保元堂”某某

方,后列主治、服法用量等。与一般药店的药目相比,这部分

内容最有特色的是评论。例如保元堂的 “大健脾养胃丸”后有

“评曰”:
“人之有生,以脾胃为主。脾胃健盛,则恒无病。苟有六

气七情,少可侵藉,则亦不药而自愈矣。脾胃虚者,谷气少

资,元气寝弱。稍有微劳,则不能胜而病矣。至于六气七情,
少有所伤,则病甚而危矣。医不察其虚,顿加攻击之药,鲜有

不伤正命而殒生也。余故首集大健脾丸,为医家之主药,人生

之根本,不可须臾离也。余寓京师,惟藉此以著名。海内咸

知,罔不求赎,缘治未病养生之要药也。”
从此评说,可以知道徐春甫重脾胃的学术见解,也可以知

道这是徐氏借以出名的一个看家方。
该卷与众不同的是,36方的每一方之后,都有一广告式

的牌记。如 “香连丸”方后书: “新安徐氏保元堂制香连丸:
和脾胃,除湿热,止泻痢,解宿醒,吐酸嘈杂腹痛,并治男子

淋浊,女人带下。空心白水吞八十丸。”说明徐氏的 “保元

堂”,未必仅是一文人的堂号,而且是一家药店的名称。从这

一角度来看,保元堂可能就是徐氏自己的药铺,出售自制的成

药。而本子书所载的36方,也可以看成是药家的药目,实际

上是徐春甫起家、看家的良方。徐春甫是一名临床经验丰富的

太医院医官,他所集录并制备的这40首方剂,是遴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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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方,值得后人重视。
该子书每一方的体例大致是:方名、出处、方组、制法与

剂型、服用法与剂量、徐春甫的评语。评语中讲述该方的适应

证、组方意义解说、加减用法及注意事项等。今仍以香连丸为

例,以明各方体例: “香连丸 【保元堂方】:川黄连 (净一斤,
切豆大,吴萸用汤泡,良久去汤,以湿萸同连闷过,方炒连,
赤色去吴萸),广木香 (四两),白芍药 (四两,醋炒),平胃

散 (四两)。上为末,醋糊丸梧桐子大,空心米汤下百余丸。
评曰:黄连去湿热,有厚肠胃之功。脾胃受饮食为水谷之海,
每每湿热所伤,致有腹痛泻痢胀闷之证作矣。惟黄连、木香之

苦辛,佐以芍药、平胃散调中和气,则腹痛泻痢自愈。其不嫌

加味以宜方,有加肉蔻者,只宜久痢之人收涩之效矣。”
徐氏保元堂的香连丸,自然不同于 《和剂局方》的香连

丸。徐氏的先辈族人徐第,曾病泻痢日久,诸药罔效。后来有

人让他吃香连丸加肉豆蔻,数服病愈。从此以后徐第就自制此

药出售,对治疗脾胃湿热腹痛泻痢者非常有效。后来徐第的子

孙就靠这个方子 “以供衣食”。徐春甫受此启发,以 《局方》
香连丸为基础,再加白芍、平胃散,成为新组成的保元堂香

连丸。
但必须指出的是,世易时移,该子书的40个方剂,也并

非个个都值得信赖。例如该子书的 “仙方点白还玄丹”,据说

是 “湖广李当该在京以此为秘,每传一人索谢仪数十金。此其

原师方士至京传予,仅酧以五金,制之果效”。但从整个方剂

的药物及使用方法来看,虽然可能有染黑发的作用,但其用

法、日期及 “永不白”之类的江湖语气,难以尽信。
总之,此书为徐春甫晚年所著,集中体现其一生行医的实

际临床经验。从徐春甫中年所集的大部头医学丛书 《医统正脉

全书》到 《捷径六书》,反映了他晚年由博返约、由人及己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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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取向。因此,可以说 《捷径六书》最能简明精要地反映徐

春甫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为使更多读者能够得睹此书,笔

者以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 “指南本”为底本,综合各版的优

势,将全书点校出版,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张志斌

2014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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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说明

一、本书的底本情况 (含作者、成书年代、卷次、版本、

收藏地点等),以及校勘诸书所依据的资料名称,见书后 “校
后记”。

二、本书采用横排、简体,现代标点。由于版式的变更,

原书竖排时为显示文字位置而用的 “右”“左”字样,均统一

改为 “上”“下”,不另出注。

三、原底本中的双行小字,今统一改为单行,字号较正文

小一号。

四、本书目录原分散在各卷正文之前,现将各卷目录汇集

到书前,形成总目录。凡目录与正文有出入时,一般依据正文

实际内容,调整目录,并加注说明。如目录正确而正文有误,

可据目录订正正文,并出注说明。本书卷之四略有特殊,目录

中每门标题后跟有本门所载方剂数量,而正文则每门标题前有

“第×”之序号,现保持原样,不作改动。

五、本书对原书内容不删节、不改编,尽力保持原书面貌。

但原书一些与内容无关的文字 (如 “××书卷第×终”之类),

或在校后记中可以反映的内容 (如附在目录、书尾等处的 “×
×年××堂刊刻”之类),则径删,不出注。但原书初版所附的

徐氏家店药单,因能反映当时徐春甫家族的用药情况,予以

保留。

六、本书校勘时,凡底本不误而校本有误者,不出注。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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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引文虽有化裁,但文理通顺,意义无实质性改变者,不改不

注。唯引文改变原意时,方据情酌改,或仍存其旧,均加

校记。
七、凡底本的异体字、俗写字,或笔画有差错残缺,或明

显笔误,均径改作正体字,一般不出注。但在某些人名、书

名、方药名中,间有采用异体字者,则需酌情核定。或存或

改,均在该字首次出现时予以注明。字形 (或字音)相似,意

义各别,然在句中又皆可通,如经考订选其中之一,则加校注

说明。
八、原书的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不加改动,以存原貌。

避讳字如不影响意义理解,一般不改。但在一书之中,同样意

义的文句中,用字不一 (如 “藏”“脏”之类),原则上按今通

行字统一改正。
九、凡属难字、冷僻字、异读字,以及某些典故、术语,

酌情加以注释。
十、本书遇医书,药名、穴位名等书写不规范,属于误名

(如药物 “防风”误写为 “防丰”、“黄耆”误写为 “黄蓍”之

类)及异写者 (如 “黄耆”与 “黄芪”、 “旋覆花”与 “旋复

花”之类)径改为正名,或按今通行正名统一。
十一、凡底本中的序、跋、题记等全部保留,顺序为序文

在前,目录随后。
十二、由于原书之文字图若按现代版式重排,可能导致左

右错误,故均用原图并保留繁体图注,不另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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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夫医,仁术也,生死托焉。精则活人,弗精则毙

人,故贵专贵讲。贵专,然后心手相应,百发百利,
术斯精而仁斯溥。晚近学者不务讲修,专以奇方搏名

寓内,稍侥尺寸之利,遂自满足,嗟嗟! 先圣仁术果

若是乎? 不佞业医五十余年,未敢欺罔。恒思学之不

工,误人性命之托。且于先时裒集 《医统》百卷,梓

行海内,稍为全书。又集 《捷径六书》,便于初学。是

亦博而约之之意。评定二十四方、三十六方,乃日用

秘验,应手取效,济急扶倾,夺奇奏捷之家兵也。计

以遗厥子孙,无心就梓,不佞老矣,以此起家矣。复

思先圣贤制方发秘,期以寿国寿民。不佞何人也,敢

以此自秘而逆先圣贤? 庸是付之梓人,公诸天下,俾

医业者,体慈仁心,济度无量,则人己兼成,物我两

利。不佞一念恻隐,藉此以不朽云。

新都七十四叟朱紫里人东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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