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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椿（

1693-1772

），又名大业，字灵胎，因隐居

洄溪，自号洄溪老人，清代江苏吴江人。徐氏治学，具

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善于吸取前人经验，对医学研

究主张从源到流，首先熟读《内经》《本草》和《伤寒》

《金匮》等古典著作，继而博览《千金》《外台》，取长补

短，以广见识，然后通过临证，务使理论联系实际

[1]

。

他著有 《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

砭》、《医学源流论》、《伤寒类方》、《兰台轨范》、《慎疾

刍言》、《洄溪医案》等著作。 其中《洄溪医案》为徐氏

晚年撰著，由其弟子金复村珍藏，尔后王士雄对原书

进行编次附按后， 于徐氏逝世

85

年后首次刊刻问

世。 书中分中风、恶风、周痹、痱、伤寒等

56

种病证，

共记载了

91

则医案。这些医案短小精练，夹叙夹议，

均是颇具代表性的典型医案， 其中大多是急危重症

及奇症的诊疗回忆录。徐氏医案重在说理和法，医案

中诊疗细节大多简略，多数案中仅载治法、方名或主

药数味， 但对我们今天开拓学习视野和临床治疗仍

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将医案三则分析如下。

1

外感停食案

淮安大商杨秀伦，年七十四，外感停食。 医者以

年高素封，非补不纳。 遂致闻饭气则呕，见人饭食辄

叱曰：此等臭物，亏汝等如何吃下

?

不食不寝者匝月，

惟以参汤续命而已。慕名来聘，余诊之曰：此病可治，

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则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

亦死，不如竟不立也。 群问：当用何药

?

余曰：非生大

黄不可。众果大骇，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

意盖谓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药成而私弃之

可也。余觉其意，煎成，亲至病人所强服，旁人皆惶恐

无措，止服其半，是夜即气平得寝，并不泻。明日全服

一剂，下宿垢少许，身益和。第三日侵晨，余卧书室中

未起，闻外哗传云：老太爷在堂中扫地。余披衣起询，

告者曰： 老太爷久卧思起， 欲亲来谢先生……早膳

至，病者观食，自向碗内撮数粒嚼之，且曰：何以不

臭

?

从此饮食渐进，精神如旧，群以为奇。 余曰：伤食

恶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则食自进，老少同法。今之医

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补中气，以待其自消，此

等乱道，世反奉为金针，误人不知其几也。 余之得有

声淮扬者，以此。 此案精妙之处有三：

1.1

慧眼识病求因 徐氏在《兰台轨范·序》中说：

“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

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 而病状所由

异，然后考其治之之法。 ”此案患者虽年事已高，但

正气未衰，虽近一月未进食，因以参汤续命，并未见

虚像，反见不寝不食。 可见此证为外感后肺气不宣，

宿食积滞，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宣则腑气不通，

遂成太阳阳明合病。 时医误以为年高多虚证而滥进

温补，致积滞更深，壅滞肠胃，扰乱心神，故应釜底

抽薪，荡涤积滞。 且徐氏力排众议，认为伤食恶食众

所周知，宿食去则饮食自进，无论老少治法都是如

此。 当今医者认为，老人年老体虚不可消停食，只宜

补益中气，以待其自消，反致误人。 临证不可拘泥，

有是证，则用是药。 其《用药如用兵论》亦提及宿食

治法：“挟宿食而病者， 先除其实， 则敌之资粮已

焚。 ”宿食去则新食进，邪气退则正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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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胆大重用大黄 伤食用下法、 消法人所共知，

然老人食积一月后仍用单味大剂量大黄实属少见。

既辨明何病，确立治法，用药上徐氏认为非生大黄

不可。 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认为：大黄，味

苦，寒。 除血中热劫之滞，血中积滞之寒热，凡腹中

邪气之积无不除之，凡腹中饮食之积，无不除之。 邪

积既去，则正气自和。 因此，重用大黄则食积易消易

下。 大多数医家都认为大黄乃将军之药，易耗伤正

气。 徐大椿

[2]

则认为“大黄极滋润达下，故能入肠胃

之中，攻涤其凝结之邪，而使之下降，乃驱逐停滞之

良药也。 ”可见徐氏对大黄的认识之深，非一般人能

及。 单味大量大黄，功专力宏，极滋润达下，攻涤肠

胃之宿食，宿食既去，新食方纳。 且徐大椿善用单

方，取其功专力宏，药效迅捷。 其在《医学源流论·单

方论》中提到：“单方者，药不过一二味，治不过一二

症，而其效则甚捷”；“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则

以一药治之，药专则力厚，自有奇效”。 此案之妙，可

见其用单方之善。

1.3

细察病家心思 此案中病人近一月未进食，每

日服参汤续命却不曾用攻法、消法，徐氏因此察病

家心思：畏攻喜补，必不用生大黄。 故要求亲自煎

药，亲视病者服药。 而且从病家听到徐氏说用生大

黄的反应可以印证徐氏的判断是正确的。 可见临床

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不仅在于医者医术高明，能识

病求因，果断用药，还在于医者能察病家心思，对病

人有耐心，掌握医患沟通技巧，做到胆大、心细、行

方、智圆。 平日药不显效，医家多从辨证用药反思，

却常忽视诊疗过程中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从而无

法了解其真实想法，以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影响到

自己诊病的疗效和声誉。

2

肠红案

淮安程春谷，素有肠红证，一日更衣，忽下血斗

余，晕倒不知人，急灌以人参一两，附子五钱而苏。

遂日服人参五钱，附子三钱，而杂以他药，参附偶间

断，则手足如冰，语言无力，医者亦守而不变，仅能

支持，急棹来招，至则自述其全赖参附以得生之故。

诊其六脉，极洪大而时伏，面赤有油光 ，舌红而不

润，目不交睫者旬余矣。 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

不可视也。 春谷曰：我以命托君，止求效耳，方何必

视。 余用茅草根四两作汤，兼清凉平淡之药数品，与

参附正相反……服一剂，是夕稍得寝，二剂手足温，

三剂起坐不眩，然后示之以方，春谷骇叹，诸人请申

其说。 余曰：血脱扶阳，乃一时急救之法，脱血乃亡

阴也。 阳气既复，即当补阴。 而更益其阳，则阴血愈

亏，更有阳亢之病。 其四肢冷者，《内经》所谓热深厥

亦深也。 不得卧者，《内经》所谓阳胜则不得入于阴，

阴虚故目不眠也。 白茅根交春透发，能引阳气达于

四肢，又能养血清火，用之，使平日所服参附之力，

皆达于外，自能手足温而卧矣。 于是始相折服。 凡治

血脱证俱同此。 雄按：论治既明，而茅根功用，尤为

发人所未发。 此案诊治成功之处有二：

2.1

去伪存真， 反对滥用温补 患者素有便血之

证，阴血暴脱，昏不知人，阴阳俱脱，急以参附回阳

救急，本无过错，但由于病者无知，医者不敏，日进

参附，久则热踞更深，清阳不得外达四末，故手足如

冰，所谓之热深厥亦深。 且《内经》有云：“少火生气，

壮火食气”，服参附日久，则耗损清阳之气，故语言

无力，并非虚证，实为“大实有羸状”。 徐氏诊其六

脉，极洪大而时伏，面赤有油光，舌红而不润，目不

交睫，实乃浊阳上亢。 不得卧缘阳胜不得入于阴，阴

阳不和，故目不眠也。 其《用药如用兵论》中提到：

“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 ”本病经

医误治而致“大实有羸状”，并非表面的寒证、虚证，

故用清凉之法，寒因寒用。 徐氏生活的时代受明代

温补遗风影响较大，平庸之医不加辨证，滥用温补

而致病者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的例子不胜枚举，徐大

椿《洄溪医案》中多有记载。 徐大椿反对滥用温补，

认为“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而毒药

则以之攻邪。 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

也。 ”可见用药不当，药虽平和，亦可致害。 对于人参

的滥用，徐氏

[3]

指出：“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

即破其家。 破其家，未必杀其身。 先破人之家，而后

杀其身者，人参也。 ”更何况附子乃大辛大热之品，

参附同用，久服则其害大也。

2.2

巧用茅根，发前人所未发 徐氏采用清凉滋阴

之法，以茅草根四两作汤，佐以清凉平淡之药为治。清

代以前，白茅根多用于淋渴、出血、呃逆、黄疸、痈疮、

瘀血，取其凉血止血、清热利尿之功，未论及其透发之

性，徐氏则认为：“白茅根交春透发，能引阳气达于四

肢，又能养血清火，用之，使平日所服参附之力，皆达

于外，自能手足温而卧矣”，巧妙之至，发前人所未发，

启发后学者思路。 如清代张秉成《本草便读》云：“茅

根，甘能益血……去内风而外达，散热除风……”又如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说：“至内有郁热，外转觉

凉者，其性又善宣通郁热，使之外达也。 ”都是对徐大

椿关于茅根透发之性的继承和拓展。

3

试胎案

余往候族兄龙友，坐谈之际，有老妪惶遽来曰：

无救矣。 余骇问故，龙友曰：我侄妇产二日不下，稳

婆已回绝矣。 问：何在

?

曰：即在前巷。 余曰：试往诊

之。 龙友大喜，即同往。 浆水已涸，疲极不能出声，稳

婆犹令用力迸下。 余曰：无恐，此试胎也。 尚未产，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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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之，扶令安卧，一月后始产，产必顺，且生男。 稳婆

闻之微哂，作不然之态，且曰此何人，说此大话。 我

收生数十年，从未见有如此而可生者。 其家亦半信

半疑。 余乃处以养血安胎之方，一饮而胎气安和，全

无产意。 越一月，果生一男，而产极易。 众以为神，龙

友请申其说。 曰：凡胎旺而母有风寒劳碌等感动，则

胎坠下如欲生之象，安之即愈。 不知而以为真产，强

之用力，则胎浆破而胎不能安矣。 余诊其胎脉甚旺，

而月份未足，故知不产。 今已摇动其胎，将来产时必

易脱，故知易产。 左脉甚旺，故知男胎。 此极浅近之

理，人自不知耳。

本案体现徐氏对疑难病症把握有度， 重视脉

诊，准确预后。 徐氏认为此妇人浆水已涸而仍未产，

且诊其脉而月未足，因强下之而胎气不安，非真正

临产之象，实为试胎。 并指出其病因病机是“胎旺而

母有风寒劳碌等感动”。 关于试胎，历代医书有相关

论述，如《女科经纶》卷五：“有一月前，忽然腹痛，如

欲便生，名曰试产。 非当产也。 ”又如唐桐园《大生要

旨》二卷云：“受胎六、七个月或八、九个月，胎忽乱

动。 二、三日间或痛或止，或有水下，但腰不甚痛，是

脉未离经，名曰弄胎，又曰试胎。 ”李长科《胎产护生

篇》：“凡临月忽然腹痛，或一日、二日、三五日，胎水

已来，腹痛不止者，此名弄胎，非当产也。 ”

[4]

由此可

见此妇并非临产，实为试胎，徐氏辨病与之相符。 稳

婆不识此病，不明此理，故束手无策。 且徐氏能在识

病求因基础上准确判断疾病预后，其医道之精深可

见一斑。 徐氏并非以胡言取悦病家，实有辨证依据：

从其脉象，知其未足月，故不当产；左脉甚旺，故为

男胎；胎已摇动，故临产则易产。 这些经验并非荒

谬，若通医理，临证多，见闻广，则为极浅近之理。

4

结语

三则医案集中体现了江苏名医徐大椿临证重

视辨病求因、反对滥用温补的学术思想，及其胆大

心细、别出心裁的用药特色。 徐氏在其医案中多次

强调医者临证应辨病求因，不可拘泥于时见而不循

根源；同时还应注重医患沟通技巧，能够说服病人

遵医；再者，医者要坚持自己的诊断和用药，做到胆

大、心细、行方、智圆，否则不知其中原委，则难知疗

效。 《洄溪医案》所载医案简练，所述医理精深，所倡

医道淳厚，对于启发临床辨证论治用药、规范临床

诊疗行为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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