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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虞山医派是江苏医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常熟地区发展绵延数千年。明代赵开美版《仲景全书》出版为虞山医

派成熟的标志，此书对后世江南乃至全国医家研习仲景之说具有重要意义。虞山医家不拘泥原书，根据江南实际情况，

知常达变，促进了温病学的诞生。虞山医家医儒结合、广交贤友、兼容并蓄、知常达变、不墨守成规的特点，以及精诚合一

之临证、治学精神，对传承发展仲景学说及促进温病学的诞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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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shan Medical Schoo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Jiangsu medical school，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angshu are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publication of Complete Book of Zhang Zhongjing，which was written by Zhao Kaimei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a sign of the maturity of Yushan's medical school． This boo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Zhongjing's theory by medi-
cal scholars in Jiangnan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Physicians in Yushan School did not stick to the original book，but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Ｒiver，they knew how to develop the TCM theory and promoted the birth of the study
of febrile disea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ushan's medical family is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the wide range
of virtuous friends，the inclusiveness of medical thoughts，the flexibility in medication，and the creativeness，as well as the clinical
and academic spirit of sincere integration，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Zhongjing's theory and the pro-
motion of the birth of febrile disease．
Key words: Yushan School of medicine; physicians of Yushan School; Jiangsu School of Medicine; Zhong Jing Quan Shu; Zhao
Kaimei; typhology; febrile disease study

虞山医派是江苏常熟地区形成的医学流派，代

表人物可追溯至殷商时期之巫咸。据《江苏省志·
卫生志》载，巫 咸 亦 为 江 苏 最 早 从 事 医 疗 活 动 之

人［1］。宋元时期，受儒家文化影响，此派医学逐渐

成形。代表人物有宋代独创仰手曲肘取穴灸法之潘

琪，有元代精于养生和“治痰”之王珪，其所创礞石

滚痰丸沿用至今［2］。此外，元代尚从善与常熟亦有

渊源，甚有学者认为其即为常熟名医［3］，其所著《伤

寒纪玄妙用集》《本草元命苞》较为有名，尤其是《本

草元命苞》，为元代时任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班惟志

主持刊 刻［4］、作 序［5］，并 为 清 代 常 熟 藏 书 大 家 钱

曾［6］、瞿镛所收藏［7］，张金吾在其《爱日精庐藏书

志》亦载《本草元命苞自序》［8］。自明清时期，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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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派学术思想开始成熟，尤其是赵开美版《仲景全

书》刻印，仲景之说逐渐开始出现北学南移，且非墨

守成规。江南医家结合当地气候、环境及人群体质

等因素，适当调整变化仲景辨治思路，逐渐形成温病

学派，而虞山医派对此有着重要贡献，为此，本文通

过多种路径展开研究。

1 缘于虞山藏书文化，仲景之说刊刻传播

常熟文脉源远流长，藏书刻书蔚然成风，冠绝全

国。至明清时期，随着一大批藏书大家的出现，此地

逐渐成为当时中国藏书、出版及学术研究的中心之

一。其中，脉望馆主人赵开美为虞山藏书的重要代

表人物［9］，其在 1599 年对宋版《伤寒论》重新校勘

出版，此书由于刻工精致，与北宋原刊本版式及书体

酷似，故又被后世称为《翻刻宋版伤寒论》［10 － 11］，后

又获得《注解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及《伤寒类

证》，合为《仲景全书》［12 － 13］，此书为虞山医派对仲

景之说最大贡献之一。
《仲景全书》问世后便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虞

山医派历代医家无不因此获益，江南诸师亦以此研

习仲景之说，虞山在明清时期被视为中医经典圣

地［14］。常熟与杭州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多相互影

响，而医学之间亦是如此。杭州钱塘医派医家多深

受《仲景全书》影响，对《伤寒杂病论》研究呕心沥

血［15］，其与虞山医派交集甚密，古代如此，现代亦如

此。笔者亦常游医传道于虞山、钱塘之间，对古人传

播经典之说感同身受。
明末清初( 1624 年) ，钱塘张卿子参照赵开美版

《仲景全书》，并结合其临证经验，编著张卿子版《仲

景全书》，为钱塘医派研习仲景学说之重要典籍。
此书分为三部分，除十卷张卿子著《集注伤寒论》之

外，其余《金匮要略方论》三卷及宋云公《伤寒类证》
三卷皆源自虞山版本。此书后传入日本，清末民初

又经一日本医家由上海返传入我国［16］。
此外，《仲景全书》不仅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

对日本亦有深远影响。日本最初引入《伤寒论》大

概在 13 世纪，然未得普及，直到 1659 年日版《仲景

全书》出版后才真正开始流传，而此书问世，亦深受

赵版《仲景全书》影响［17］。
遗憾的是，目前存世之赵版《仲景全书》仅有五

部，分别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一部，上海中医药

大学图书馆一部，上海图书馆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一部，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一部［18］，其中上

海就有两部，此可能与其临近常熟有一定关系。

2 不拘伤寒知常达变，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虞山医派历代医家皆崇古而不泥古，多在传承

经典思想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发挥，知常达变。虞山

医家对仲景之说多有衍生，并结合时代、地域、气候

及人体体质等因素，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根据临证

实际，补充新方，为仲景活法之体现。
明代缪仲淳( 缪希雍) 所创“伤寒时地议”思想

是虞山医派温病思想开始形成的雏形，亦是其对仲

景之说的创新认识，在后世温病学派诞生发展过程

中起到重要作用。其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言:

“况南北地殊，厚薄不侔，故其意可师也，其法不可

改也。循至今时，千有余年，风气浇矣，人物脆矣。
况在荆、扬、交、广、梁、益之地，与北土全别，故其药

则有时而可改。非违张仲景也，实师其意，变而通

之，以从时也”［19］。
缪氏注重理法而灵活变通仲景方药，如针对仲

景《伤寒论》中所载阳明寒呕之吴茱萸汤，认为其并

不适合于阳明热证，故补充养阴、清热、降胃之竹茹

汤，方由竹茹、麦冬、枇杷叶、芦根组成，为后世养胃

阴之法开辟了先河［20］; 又如缪氏所创之羌活汤，以

辛味解表之羌活、葛根为主药，是对《伤寒论》汗出

乃散治则思路之延续:“若药后患者不得汗，则加麻

黄一钱，生姜四片( 共前七片) ”，并秉承仲景中病即

止思想，提出“得汗，勿再服”; 而若兼有阳明，则大

剂予之石膏、知母、麦冬，以求太阳阳明两解，缪氏之

方虽方药与仲景有异，然理法实则相通［21］。
虞山医派灵动之治学思想为当代名医陶君仁所

延续 ［22］，其推崇医圣张仲景之说，亦传承先贤缪氏

法则，临证遵师而有发挥，继承创新。正如其所创柔

肝和胃之经典方柔肝饮，即是化裁于仲景之四逆散，

方中茵陈代柴胡以防柴胡劫肝阴，麦芽代枳实以防

枳实破肝气，并保留芍药、甘草以柔肝健脾，此方在

陶氏生前所在医院已制成胃炎合剂，被广泛运用于

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中［23］。笔者临证常喜用

此方，治疗各种肝脾不和，且伴肝血不足之内伤杂

病，每多奏效。

3 医派交流遍及江南，医者游历启促学术

虞山医派游医者颇多，缪仲淳为其中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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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自幼体弱多病，立志学医，初学时常沉浸于赵氏

父子脉望馆浩瀚典籍中，深受《仲景全书》启迪，加

之孜孜不倦临证实践，渐成一代大医。因其一生游

历，足迹遍布大半华夏，学术思想广为传播［24］。缪

氏与钱塘医派多有交集，与其派卢复、卢之颐父子往

来密切，因受缪氏学术思想影响，卢氏不仅对本草深

有研究，亦对仲景之说体会颇深［25］。
福建陈修园深受钱塘医派学术思想影响，尤其

推崇钱塘张卿子、张隐庵、张令韶之伤寒学思想［26］，

而缪仲淳对其亦有所启迪，在陈氏《医学从众录》
中，博采历代名家之言，其中缪氏秘传膈噎膏即载于

此书［27］。《伤寒论》蜜煎方为仲景润法之代表，《医

学从众录·膈症反胃》中言仲景“即以白蜜润阳明

之燥”，而缪氏深得其中精髓，其膈噎膏选药皆为鲜

品汁液，为仲景润法之继承。
缪仲淳与金坛王肯堂亦为挚友，两人常秉烛夜

谈，探讨医术，二者学术思想自然多有交集。缪氏曾

将资生丸介绍于王氏，此经历在后者《证治准绳》中

有所记载［28］。此外，王肯堂之伤寒学思想亦深受缪

氏启发，其《伤寒证治准绳》中部分学术观点与缪氏

有所类似，如王氏认为当注重对《伤寒论》的补亡研

究，完整辨证内容，并补充了温病相关研究内容［29］，

此与缪氏寒温互补之思路如出一辙。
此外，亦有不少外地医家移居虞山，大大充盛了

此派之学术思想。如柯韵伯祖籍慈溪，后移居虞山，

所著《伤寒来苏集》即是其在姑苏虞山行医时对仲

景思想之领悟; 又如余听鸿祖籍孟河，亦曾寓居虞

山，有“余仙人”之美誉，所著《伤寒论翼注》《外症医

案汇编》及《诊余集》等为其对仲景学说继承发展代

表之作，且对《伤寒杂病论》外治思想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总结［30］。

4 儒医相通风气盛行，经典传承民间土壤

常熟古人重视读书求取功名，学儒识字者居多，

唐代至清代 1 300 年间的科举时代，此地共出了 486
名进士，其中状元 8 名，榜眼 4 名，探花 5 名，传胪 3
名，在全国算是屈指可数。此外，学而优则仕，其间

又有 10 位宰相，而钱谦益、翁同龢便是其中的代表

人物［31］。
虞山仕子学儒对医学多有兴趣，正所谓“秀才

学医，笼中捉鸡”，其中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者，

亦有两者皆为者。且由于平时生活多有游历，不时

与外地名医相互交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对虞山

医派学术发展具重要意义。
明末虞山大儒钱谦益，曾官至南明礼部尚书，一

生挚爱藏书，对医学亦甚感兴趣，曾邀江西名医喻嘉

言至虞山行医，喻氏晚年在常熟居住 17 年左右，求

医者络绎不绝，每每门庭若市［32］。喻氏著作颇多，

以《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最为出名，其中

《尚论篇》是喻嘉言伤寒学术成果之精华。其批判

王叔和、林亿、成无己篡改原文，继承和发扬方有执

三纲鼎立之说，坚持错简重订; 并单独列出春夏温热

病，专篇论述，其寒温统一思想，是对伤寒学理论的

补充发展。喻氏将《伤寒论》理论系统化，并加以推

广，正因如此，使此经典之作在清初中医学术界达到

空前高度［33］。清代虞山名医钱璜即师承喻氏，亦秉

承其三纲学说［34］，所著《伤寒溯源集》为后世医家研

习《伤寒论》必备入门之作。
清代两帝之师翁同龢亦为虞山人氏，由于自身

宿有肝疾，加之状元之才，学医自然信手拈来，其对

医学深有研究，实乃既为良相，又为良医之典范。据

《翁同龢日记》记载，其为救治“仆人王生染时气”，

且“转筋极剧”，曾挑灯夜读《医圣心源》( 又名《四

圣心源》) ，受“霍乱转筋必用附子”启示，遂仿仲景

四逆汤之法，以附子、干姜及生姜力挽狂澜［35］。
当然翁同龢亦有“医不自治”之时，其由于亲戚

或自 身 疾 病，与 孟 河 名 医 费 伯 雄、马 培 之 有 所 交

集［35］，而马培之曾为慈禧诊病，与翁氏多有交情，藉

此吸纳孟河医派诊治思路，丰富了虞山医派理论体

系。此外，翁同龢与常熟本地名医金兰升私交甚好，

金氏胆识过人，认为“温病下不厌早”，每用仲景“承

气汤”攻邪，治愈大量危重病患，深得翁公赏识，后

在刊刻其师江阴柳宝诒《柳选四家医案》时，特邀翁

氏为柳氏写序，此皆缘于金氏之关系［36］。
经典传承发展与当地民间的中医风气密切相

关。正因常熟书香飘逸，而中医又根植于中华传统

文化，故民间百姓接触中医机会较多，其中不乏自学

成才者，加之常熟自古富庶，地方经济宽裕，历代百

姓治未病之风盛行，常以读医书、服中药为养，此皆

为中医经典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

5 秉承精诚合一思想，仁术济人孜孜以求

精诚合一思想是医学亘古不变之追求［37］，源于

仲景道术合一理念。仲师在《伤寒论》自序中“感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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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鄙视“但竞逐

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之士。此

思想亦是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之

意，即医术与医德相结合［38］。
虞山医派历代医家秉承精诚合一的临证及治学

理念，如缪仲淳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好友

丁元荐言:“仲淳往往以生死人，攘臂自快，不索谢。
上自明公卿，下至卑田院乞儿，直平等视”，临证所

遇疑难之疾，他医拒绝，而缪氏“亟驰诊之”，有医案

载杭州陈赤石过劳感暑，遂下痢纯血，医皆难之，言

唯有仲淳可医，患者家属随即差人求助，缪氏此时正

在苏州出诊，闻及病情，立刻一日一夜策马赶至，投

药二剂，救其性命［39］。
又如清代虞山名医张省斋，临证用药精思独到，

医论阐述颇多发明，著有《张氏医案》三卷，又名《应

机草》［40］。此外，其品论医道之言，尤令今日杏林同

道称慕。张氏将医道之得行( 德行) 根据学问才识

及医德品行分为三等: 一等者行圣贤之道，正大光

明，二等者运气与人工两相赞助而成，三等者虽易得

声名，未免伪谲小人［41］。
清末民国初年医家方耕霞，先后师从王旭高、邵

杏泉，悬壶于虞山城内草荡街，医名远扬，曾任民国

时期常熟医学会会长，著有《王旭高临证医案》四

卷、《倚云轩医话》及《倚云轩医案》各二卷等。此

外，方氏忠于医道，其借用《左传》之语，认为医者须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所谓“尽忠”，即临证不可怠

慢，即便遇万难之疾，亦须尽 力 救 治，而 所 谓“补

过”，是言医者当每日静思，回忆所开方药是否错

谬，且平日须用功读书，揣摩古人方论，以供临时之

用［42］。
再如虞山陶君仁，传承虞山先贤学术思想，医术

高超，每每门庭若市，在当地享有“陶半仙”美誉，且

医德亦高尚，在其毕生行医生涯中，恪守“医乃仁

术，济人为本”的宗旨，不欺妇幼，不鄙童叟、不薄贫

贱、不厚富贵，尝谓: “予终身为医，以冀反躬自省，

无有愧疚乃安”［43］。

6 多种方法并驾齐驱，探索医派研究路径

除文献研究外，笔者亦通过临床调查、影像纪

录、医派教育、文旅建设及治未病中心建设等多种方

法，探索虞山医派的研究路径。

6． 1 临床调查研究，明晰传承发展 前期虞山医派

研究多停留于文献层面，并未广泛与常熟本地中医

临证实践相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缺乏临床疗效反馈，

大大影响了对虞山医派的全面认识，不利于明晰其

学术传承脉络。故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对当

代虞山医派代表人物的学术进行研究，还应将研究

成果及时运用于临证实践，并将相关研究成果与常

熟本地中医及时沟通交流，同时对相关患者进行问

卷调查，验证成果的合理性及实用性。在此基础上，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成果，通过一定样本量

的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论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以

虞山医派补肾膏方研究为例，笔者通过对龟鹿二仙

胶干预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研究，探讨中医“精生

髓”的内涵，为补肾生髓治法提供了临床依据［44］。
6． 2 影像抢救保存，纪录医派思想 随着虞山医派

相关资料日益遗失及学术传承人相继离世，尽快通

过影像纪录此派学术思想显得尤为迫切。结合近年

来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及时将研究成果数字化、网
络化，让普通百姓通过各种传统媒体或自媒体等传

播媒介，了解虞山医派的学术传承，以此激励更多文

化界人士及中华传统文化爱好者加入虞山医派的文

化抢救工作中。
为此，课题组请教国内知名纪录片导演周兵、朱

建宁等，由笔者担任总导演及总撰稿，联合组建纪录

片创作团队，对虞山医派相关专家及资料进行抢救

性拍摄，并将相关研究成果转化为视频模式进行传

播，亦可作为虞山医派的宣传片，片名《虞山医派》。
当然，此次纪录片摄制过程中，亦会存在一定的预估

问题，须提前认知并合理解决: 首先是对传播术语的

权威性论证，因参与纪录片的摄制人员大多没有专

业的中医学背景，而中医人员又无系统传播学的学

习经历，故需要双方在纪录片规划、采访、拍摄、后期

制作及推广等多环节全程配合，合理制定虞山医派

纪录片相关术语; 其次，拍摄时保护患者隐私亦是不

容忽视的关键问题，对于愿意接受正面采访的患者，

可正常拍摄，然部分患者不愿意将自己病痛呈现在

媒体面前，所以选择采访对象须提前筛选，并与之沟

通，对于甚为贴切虞山先贤思想的某些疾病患者，亦

可在片子 中 以 局 部 特 写 拍 摄 ( 如 舌 苔、皮 肤 疾 病

等) ，背影呈现或模糊处理; 再者就是纪录片的各种

媒体传播推广，此与本片传播价值的实现密切相关，

目前已在央视频、常熟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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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平台播出，获得良好的反响。
6． 3 加强医派教育，传承虞山医道 目前，国内对

于中医学生床边教学大多以常规的中、西医术教育

为主，教材亦较为统一，缺乏对具有地方特色的医派

传承教学。由于地域、气候、饮食习惯等差异，各地

患者疾病特征亦有所不同，而地方医派学术思想教

育正是因地制宜传承学术经验的体现。
为此，我们将此精神融入到虞山医派的教育工

作中，通过《虞山医派“术德合一”思想》课程建设，

落实具体教材( 撰写《伤寒琢》《虞医别录》《医经条

解》等多部论著) 、教学大纲等编写，以及将《伤寒

琢》课程制作成 MOOC，并在学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

等慕课平台推广传播，让更多中医学生、中医爱好者

等观看获益，促进虞山医派学术思想的网络传播，与

本课程线下教学的内容相互补充。
6． 4 以文旅为契机，促治未病建设 若要医派研究

长久及深入，需要可持续的动力，包括经费及人员保

障等，故我们选择将中医流派文化与文旅结合。通

过南京中医药大学、常熟市中医院及常熟中医药博

物馆等平台，进行纪录片的传播及医派文化宣传，以

此促进文旅建设，又以文旅进一步反哺流派的深入

研究。
此外，梳理虞山先贤治未病的学术思想，将研究

成果运用到临床实际中，为前期已开展的虞山医派

治未病中心建设提供参考，并将虞山医派的文化传

播及学术教学融入科室建设中，这样的流派研究才

能长久，亦更具备社会学价值。以此次新冠肺炎防

治为例，我们运用虞山医派等江南医派历代医家的

防疫思想，并结合现代医学的理论知识，探索中医药

干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防 － 治 － 养”模式，取得

很好的社会效应［45］。

7 结语

仲景之说虽诞生于南阳，然明清之后却在江南

地区广为盛行，其中虞山医派起到重要作用，此与常

熟历史人文背景密切相关。虞山仕子藏书、刊刻之

风奠定了虞山医派学术思想之基石，尤其是赵开美

版《仲景全书》，具有重要学术传播价值，此书促进

了仲景之说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广泛流传。而虞

山医家医儒结合，广交贤友，兼容并蓄，亦大大丰富

了此派学术体系，加之其知常达变，不墨守成规及精

诚合一之临证、治学精神，对传承发展仲景之说及促

进温病学的诞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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