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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堂，字升阶，号云台，清末无锡锡山人。幼年

随父学习《灵枢》《素问》《伤寒杂病论》，后为名医

缪松心之门生，在吴县、无锡等地行医，其名被载入

《江苏历代医人志》，有《三余纪效》《黄氏纪效新书》

《黄氏医案》等著作存世。

《三余纪效》曾附于《吴中珍本医籍四种》[1]中

《缪松心医案》之后出版，《吴中珍本医籍四种》的编

者记述该书为缪氏门人锡山黄堂之书，但未明言此

书是黄堂抄录缪氏之医案，抑或是其本人之医案。

陈传[2]等认为此书为缪松心所著，但在无锡市中医

医院图书馆存有徐湘亭抄录的《三余记效》影印本，

书首注有“无锡黄升阶医案”字样，上海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河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三余记效》手抄

本，作者也皆注明为黄升阶，书名与本书仅一字之

差。而从《黄氏纪效新书》[3]自序“三余之暇，摘取

多方，名曰纪效”，可见两书有相同的命名渊源。加

之《三余纪效》与黄堂另两本著作共用多个相同医

案，说明《三余纪效》的作者当为黄堂本人。

黄氏三书中患者多为本地过氏、华氏、又氏，其

医案抄本既来源于同时代名医黄寿南，也有近代无

锡医家徐湘亭、虞山医家黄伯谦[4]抄录，可见黄氏精

研本地疾患，医术得到了本地医家的普遍认可，医案

地域特色明显。现分析其医案，探讨苏南中医药特

色如下。

1 病多湿热阻滞气机，清热祛湿用药独特

苏南多雨、水域密布，病湿热者多，黄氏医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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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证的记述也颇多，其根据湿热多阻滞气机的特

点，用药注重清热不失顾护脾胃，配伍活血药物及本

地盛产的养阴祛湿药。

1.1  湿热体质妙用石膏  湿热致病，清热则脾易伤

而湿难去，祛湿则恐助热，《三余纪效》中“岳  肺

萎”等案使用糖炒过的石膏，这样既保留石膏清气分

热之性，又可免寒伤脾胃影响祛湿。《本草纲目·石

部卷九》石膏条曰：“古法惟打碎如豆大，绢包入汤

煮之，近人因其性寒，火煅过用，或糖拌炒过，则不伤

脾胃。”《邢鹂江临床实验录》[5]中将此类苦辛健脾

兼具的方法称为“流气化湿之法”，认为可使热去而

不留湿。《临证指南医案·咳喘案》认为在小青龙汤

等辛燥药中加用糖炒石膏可宣通气分而不壅滞，如：

“哮  朱（五一）  宿哮咳喘”“徐（氏）  痰饮上吐”

等，可见此法苏南医家常用。

1.2  清热活血不可偏废  湿热日久缠绵瘀滞、如油

入面，治疗常需配伍活血之药。《三余纪效》“华  血

淋”案中提到的虎杖散方及“李濒湖治柳桥之症”即

为此例，“柳桥”案载《本草纲目·牵牛子》中，为李

氏之外甥柳桥因酒色过度，湿热之邪壅胀精道隧路，

医用通利药不效之案，其处方所用药物以活血导气

为主。

《临证指南医案》分析“虎杖汤”病案时说：“淋

属肝胆，浊属心肾。据述病，溺出混浊如脓，病甚则

多；或因遗泄后，浊痛皆平；或遗后痛浊转甚。想精

关之间，必有有形败精凝阻其窍，故药中清湿热通

腑，及固涩补阴，久饵不效，先议通瘀腐一法。”并称

“考古方通淋通瘀，用虎杖汤”。黄堂“华案”秉承此

意，认为若无形之湿热壅滞腑气，可取淡渗苦寒；但

若有精血之伤，有形败浊阻于隧道，随溺而痛，则徒

进清湿热利小便无用，需用活血通淋的虎杖散方能

取效。可见苏南医家治疗湿热血淋，在淡渗祛湿的

同时，常佐以活血行气之法。

1.3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中医讲究对立平衡、消长

制约，从地域论之，为疾病与治疗药物的相制相生关

系，苏南湿热的环境，也造就了此处盛产利水而不伤

阴之药。如无锡地区一直有“清明螺蛳顶只鹅”的

说法，认为螺蛳养阴散结，在《三余纪效》“鲁  白

浊”等案中有白螺蛳壳入药，其他医案少见。此药为

田螺科动物方形环棱螺或其同属动物的陈旧螺壳，

于破败的墙壁内及螺壳堆积处，收集年久色白者，洗

净晒干而成。功能化痰散结、止痛敛疮，治热痰咳

嗽、反胃、胃痛、吐酸、瘰疬、溃疡、汤火伤。他如方诸

（一种大蚌）等水产亦为养阴利水之要药，在黄氏医

案中也多有涉及。

叶天士、王孟英常用的雪羹汤中的主药荸荠主

产区就在苏南，黄氏常用雪羹汤代水熬药，取其养阴

化痰的作用，如“华  中风”“荣  肝风”等案用以

化厥阴风痰，“钱  结气”“刘  中虚”化中焦伏痰，

“王  血淋”解痰瘀结聚等。

2 结合运气思维诊治

五运六气思想多艰涩深奥之处，历史上多有断

层，苏南地区发达的经济，兼容并包的地域特色及医

人勇于钻研的精神，有利于五运六气思想在此传承。

本地医家多有运用运气思想诊治的病案，在黄堂医

案中也可见一斑。

2.1  注重司天在泉  司天在泉是六气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黄氏医案中多次出现如“今年木运，湿土司

天，化风化火，牙龈痛肿，咽喉窒塞”、“湿土司令，宜

顾脾胃”、“值风木在泉，上有少阳火亢，食入易吐，木

横之征”等，将运气特点与病情相结合，指导临床诊

断及治疗。

2.2  注重阴阳开阖枢  气化阴阳的离合过程形成

开、阖、枢不同状态，黄氏遇病情变化时常用心体察，

结合开阖枢理论细致分析，如《纪效新书》中“前从

运气司天立方，胀泄均减……少阳为枢，又为游行之

部，经训昭然”，“诸恙稍减，惟右耳尚鸣，胃知纳，仍

通太阳之开，兼调阳明之阖，斯尽善矣”，将开阖枢与

疾病从化及治疗方法相结合。

黄氏还从《灵枢·根结》“合折则气无所止息而

痿疾起矣”出发，将气化运动开阖枢“太阳为开，阳

明为合，少阳为枢”中阳明合的作用与痿病相联系，

使“治痿独取阳明”落到实处，运用《金匮要略》治

疗胸痹的枳实薤白桂枝汤治疗痿病，云：“痿躄软麻，

脘痞气壅，大便不爽，脉弦中阳不运，仿胸痹法，亦独

取阳明之义也。”

2.3  重视交节影响  季节交汇，天地之气为之转

变，人在天地之间，亦有所应，病情未解恰逢交

节，黄氏必随之变化或提前预防，如：“失血屡发，

发则盈碗，此冲阳升逆过胃……中乏坐镇之权，恐

交节变剧耳”，“今交大节，人身一小天地，亦随之

而变迁，此所谓开而复合，合即闭之意也。扶正

开痰利窍，以尽人工”，体现了运用运气治未病的

思想。

2.4  重视亢害承制  运气亢害承制变化对自然界影

响较大，人体亦不免受害，黄氏将亢害承制结合阴阳

表里枢转，运用于疾病诊疗，如：“肠风之症，值风木

在泉之月，少阳火化，经所谓亢则害也”，“细绎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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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牙龈腐烂，继而便血，发作有时，其为郁勃之火

奚疑。经旨亢则害也，厥阴与少阳为表里，冀其由枢

转阳”

进一步将五行生克乘与诊疗相结合，吴谦在

《医宗金鉴》中注解《金匮要略》首篇“十七句”时曾

言，“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化生不病之理，隔二

隔三之治”。黄氏在《纪效新书》朱某小便艰涩案中，

根据“水亏火炎，水火未得既济之功……人身则金能

生水，水生则肝火制，而胃有资矣”，运用丹溪隔二之

治，使金水相生，而不以通利为念，深得“亢则害承

乃制”个中三昧。

3 传承先贤

苏南自古为交通枢纽，人口往来频繁，有利于

各种医学思想的传播，黄氏医案中多有参照伤寒、温

病、脾胃论、仲淳法、丹溪法、钱仲阳法等前贤思路之

处，在各家理论为我所用，针对不同病症融会贯通的

基础上，也为药物及医学名词考证提供了依据，有利

于前贤思想的传承。

3.1  考证新绛来源  新绛此药最早见于《金匮要

略》“肝着”旋覆花汤，有研究者根据陶弘景“新绛

即今染绛茜草也”，认为“新绛”与“茜草”是一物异

名，新绛者新刈之茜草也。但从《黄氏纪效新书》中

“唐  痛经不调”案中新绛与茜草同时出现于一方，

可知其非茜草别名。

新绛收录于本草，起于陈藏器《本草拾遗》，《本

经疏证》云：“诸本草皆不载此味，惟《本草拾遗》

于虫鱼部下品附有故绯帛、绯绵等味，所主大率多

疮肿诸患。盖取其出自蚕，故入虫部；而染绯必以

红蓝花，故能入血；合而绎之，则通络之物也。新绛

之义应不外此。”认为是绯帛，即大红色蚕丝织品，

清代江南药局确以红花染帽帷者作新绛用。另有

郑金生[6]认为“新绛”当指茜草初染，尚未经洗涤使

用之丝织物，用于煎剂中可能赖茜草汁及染色配料

的共同作用。

苏南历来是蚕丝产区，纺织业发达的同时，蚕

丝入药也由来已久，《纪效新书》中有“刘  尿脬下

脱”案用黄丝绢，即未经染色的天然黄丝所织绢升

清降浊治疗膀胱脱垂。《本经逢原》认为：“自然黄

丝绢煮汁服，止消渴及产妇胞损，为补膀胱要药。”

孙思邈曾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九·发汗吐下后第

九》感慨“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金匮要略》

“俞桥本”、“徐镕本”等长期收藏于江浙一带，苏南

医家喜用此药，对此药的记载有相当的可信度。因

此新绛当为新染之红色丝织品，其染色主料为红花

或茜草。

3.2  阐释避年本意  “避年”，现代多解释为：身体

无病，而月经定期一年一行者[7]，但其最初是指初潮

后停经一年者。晋·王叔和《脉经·卷九·平带下

绝产无子亡血居经证第四》载：“师曰：有一妇人将

一女子，年十五所来诊，言女子年十四时经水自下，

今经反断，其母言恐。师曰：此女为是夫人亲女，非

耶？若亲者，当相为说之。妇人因答言：自是女尔。

师曰：所以问者无他，夫人年十四时，亦以经水下？

所以断，此为避年，勿怪，后当自下。”在《黄氏纪效

新书》中的“杨  经来复断”案保留了此种理解，可

见当时江南医家对王叔和的医学思想认识较深，也

为现代了解“避年”本意提供了医案参考。

4 小结

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的社会环境条件使得本区域

名医辈出，但目前对此的研究多从个人学术思想入

手，而其中多数医家长期多地行医，不利于地域疾病

的研究。黄堂长期在本地行医，对黄氏医案的研究

有利于了解地域医学特色，从而传承中医药学术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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