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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瀛鳌教授的中医之路

关键词 中医之路余瀛鳌

余瀛鳌教授是我国著名中医

文献学家，同时又是享誉京城的临

床大家。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现

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

员、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中

华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主任委员

等职，是我国中医临床文献学术带

头人。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

学术委员会委员，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传承导师、博士后导师，全

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

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

名誉主任委员、当代中医药技术中

心顾问、中国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

2008年8月我们在北京参加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会中有幸与余教

授相遇。因余老还是上海中医文

献馆主办的《中医文献杂志》编委

会学术顾问，相互见面倍感亲切。

会后我们相约前往他的府上专

访，得到了余老的热情招待。他

说他经常回沪，探望那里的亲友。

他还回忆起2006年应邀回沪参

加J二海中医药杂志社主办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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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和更名《中医药文化》的隆重

大会，与“上海三老”(张镜人、裘

沛然、颜德馨)相聚的情景，真是

旧情难忘啊!

l 出身世医 由西返中

余瀛鳌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

祖籍江苏阜宁，其先曾祖父赞襄

公、先祖父奉仙公均是苏北名医。

19世纪末，奉仙公与兴化赵海仙、

淮安张子平，并称为“晚清苏北三

大名医”。其父亲余无言在上海长

期业医，深受谢观、陈无咎、丁福保

等前辈之教益，经治疑难重病和伤

寒、温病甚多。他是民国时期国内

著名的经方派医家，学验俱富。由

于崇尚经方，用石膏、大黄者多不

胜数，因此有“石膏大黄先生”的美

称。余无言与张赞臣的友谊缘于

在30年代中医大兴办学之风盛行

之时。他们合作于1937年创办上

海中医专科学校，请名中医陈无咎

任校长，只办了三届，后因为抗战

和经费问题于1942年停办。1947

年，余无言又创办上海大同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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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自任院长。1952年余无言编

写出版《金匮要略语译》，完成他系

统整理、研究仲景著作的夙愿，因

此被认为是上海市研究仲景学说

“三大家”之一。1956年春，余无

言应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之请，赴京

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室(数年后改

为文献研究室)，1958年，调至北

京中医学院任教，并参加北京中医

学院“十大经典医著”的编纂设计。

还承担一些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

和会诊工作。

余瀛鳌1933年出生于上海。

在上海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学

业。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

院，完成的是西医学业。1955年

冬报名参加卫生部主办第一届全

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系统学习

中医药学，以优异成绩结业，实现

了由西返中的“回归”。之所以称

之“回归”，因为他的家庭是中医世

家，他由学西医而转回中医，这是

青出于蓝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毕

业后被分配于中央直属机关第二

医院，后医院改为北京医学院附属

医院，这时他从医院调入中国中医

研究院(今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于是他就这样生活、工作在北京，

落脚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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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师指点 受益终生

余老从年轻时开始从事临床

文献研究，终生治学，他的学术成

就主要反映在临床文献研究方面。

而追根溯源，与著名中医学家秦伯

未的指点引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伯未(1901m1970年)名之

济，号谦斋。全国名中医。建国

后，历任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内科

主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华医学

会副会长等职。与无言先生有莫

逆之交。秦老著作等身，所编撰的

中医论著近60种，尤其对《内经》、

《金匮要略》深有研究，被誉为“秦

内经”。1956年10月，秦老参加

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

任教期间，余瀛鳌经父亲余无言

(是年春从上海膺聘到中医研究院

工作)引荐，拜秦老为师，与秦老成

为道义上于公于私的双重师生关

系。在1985年1月27日秦伯未

逝世15周年时余老撰写文章《秦

伯未老师谈治学》纪念老师，专门

回顾总结了秦老在治学方面对他

的谆谆教诲，将对自己影响之深对

后学有益的经验公之于众。

聆听名师的一席话，胜读十年

书，妙如醍醐灌顶，不失为治学的一

条捷径。秦老是著名中医教育家丁

甘仁的高足，余瀛鳌就学于秦老，就

属丁氏门派的再传弟子。丁氏教勉

学生积累学问要“勤求古训，博采众

方”。秦老也要求余瀛鳌应深切注

意前贤独特的医疗经验。1959年

仲夏某日，秦老在住处接诊一位因

患“带状疱疹”前来求治的中央某

部负责同志。秦师索阅前医处方，

大致属于清肝解毒的治法。秦老师

为他另疏一方：“大瓜蒌一枚(连皮

捣烂)，红花一钱半，生甘草三钱”。

后接到患者电话告称：服药后当天

晚上胁腰部疱疹的疼痛即见缓轻。

总共才三味药，共服4剂，病证向

愈。问秦老何以用此方?他答称：

“此方非我所创用，系明代医学家黄

古潭的经验方。我过去习惯从中医

外科专著中寻求治法，但效果不太

满意。后来我从《赤水玄珠》中看

到此方并在临床加以运用，效验出

乎意料的好。”黄古潭的名望虽不如

汪机、孙一奎，但对缠腰火丹却有其

独到之处。后此方成为秦老治疗此

病的经验方。秦老总结此经验时

说：“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要丰富个

人的治疗手段，应适当在阅习本专

业的优秀论著之外，看一些其他科

别的著作，以充实自己。”秦老总是

教勉学生应以“勤求古训，博采众

方”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父辈的荣耀于余瀛鳌看来是

父辈对自己事业的一种激励。余

瀛鳌回顾父辈在学术研究方面尤

其在研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的成果。那时在30、40年代和50

年代，对伤寒、金匮研究有重要著

作问世者主要为三家，一是曹颖

甫，一是陆渊雷，一是余无言。陆

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

今释》在国内外、在解放区产生重

要影响。而余无言的《伤寒论新

义》1940年出版，由谢利恒撰序进

行隆重推荐，也是伤寒论研究方面

的一家之言。其《图表注释金匮要

略新义》也于1940年写成，但直到

解放后才面世，书名题字出自秦老

的亲笔墨宝。后来《伤寒论新义》

陆续出版十多版，当余瀛鳌一次访

问宝岛台湾时在书肆上也曾见到

此书，深感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余瀛鳌回顾说：在学习、工作之

暇，他经常向秦老请教有关学习中

医的途径和方法。秦老指出：学问

的增长，学术经验的丰富，主要靠八

个字“学习，钻研，积累，探索”，“热

爱中医事业，是我们学好中医的思

想基础。只有热爱，才能真正学

好。”秦老的话对今天的中医教学仍

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秦老主张，

从事文献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临床

实践，要学以致用；同时又要求临床

医生也不能脱离文献研究，这样可

加深对于文献的认识，将历史经验

为现实服务，发挥历史文献的作用。

秦老还要求学生除了白天看病，晚

上查阅资料，找答案以外，还应该向

有经验的老中医请教。所谓山外有

山，“你不应该只学老师，只学父亲，

还应该更广泛地学习汲取。”在秦老

的指导下，余瀛鳌将所读书中的精

论、方药治疗，分类摘记(笔记或资

料卡)，这样便于检索。余瀛鳌在实

践中尝到了甜头，再加上西医教育

有益于他开拓眼界，使他终身获益。

3 潜心研究 著述颇丰

自从1955年余瀛鳌教授进入

中国中医研究院，五十余年来，他

潜心研究，从事古籍整理、文献研

究及临床诊疗，殊多建树。余氏业

医，除家传师授外，青壮年时期在

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就泛览历代医

书三千余种，能遵师嘱博采诸家之

长。他著述宏富，从早期有《(重

订)内经类证》出版以来陆续领衔

编著、包括审订他人医著等约30

种，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重

订)内经类证》，是秦老与余瀛鳌师

生合著，而在原著基础上学生重新

修订，因而更臻成熟和完善。师生

合著是历史传统，有利于中医事业

的继承与发扬。最初有祝味菊与

陈苏生师生问难对答形式的合著

《伤寒质难》。以后张赞臣与张重

华师生合著，编撰了《传承张赞臣

喉科经验精粹》，此情可嘉，余瀛鳌

为此书还撰写了序言。

在余老编著刊行的20余种中

医书籍中，由他领衔而自选比较重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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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出版物有6部：《历代中医名

著精华丛刊》、《新安医籍丛书》、

《中医文献辞典》、《中华文化通志

·医药学志》、《宋以前医方选》、

《现代名中医类案选》。其中《新

安医籍丛刊》累累15分册，与王乐

匀、李济仁等合纂，由安徽科技出

版社出版，从20年前开始出书，直

至1993年才出齐。《现代名中医

类案选》此书与高益民合作编撰，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83年，

另有日译本。但仅中文版的印数

达到近8万册，为建国以来中医医

案类著作印数之最。

自1978年起，先后培养硕、博

士研究生26名。目前他作为“著

名中医药专家”，正在中国中医科

学院招带“博士后”研究生，传承他

的学术经验。1992年，他的事迹

被收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所编《国

际知识分子名人录》，对外学术交

流主要受聘于美、日等国。

4 勤于临证 独具匠心

余瀛鳌l临床诊疗擅长于诊治

肝肾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情志

病、癫痫等病。临床诊治主张辨证

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并对常见

多发病或疑难重证进行通治效方

的研究。他认为临床经验不能单

靠父传师授，主张临床离不开向古

人学习，但更离不开向临床学习，

要不断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他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经验吸收了

在京名医施今墨的名医名方。余

瀛鳌治疗急性。肾炎风水症、尿毒症

应用中药祛风利水具有一定经验，

对于慢性肾炎应用中药温肾健脾

也有一定的经验。

在治疗心脑血管病后遗症方

面，他总结出比较独到的经验，采

用补阳还五汤经验是：用于脑梗塞

(腔梗)和脑溢血半身不遂的治法

34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eine Journal

应有所不同，区别在于用君药黄芪

的剂量上。腔梗引起的半身不遂

必要时生黄芪剂量可加大，而对脑

溢血刚发病时剂量则加以控制。

如果不慎而过用，往往可引起第二

次出血，而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

补阳还五汤是清代王清任创制于

1830年，在当时颇属于创意。在

此以前中医治疗杂病中风都用其

他方法，从张仲景到后代对于中风

半身不遂的辨证，一直从风从痰论

治，而王清任却提出从补阳补气、

活血通络论治，前者效果明显不如

补阳还五汤。王氏将生黄芪剂量

加大到120克。但是经余瀛鳌的

临床观察，认为这情况只适宜于久

病之脑梗偏瘫的患者，而对于脑溢

血病人则应慎用，避免引起已经敛

合的病灶重新破裂，造成第二次出

血。在临床如何应用补阳还五汤，

首先要区分是脑溢血还是腔塞性

梗阻，这就要参阅西医病理报告，

西医的病理报告对于临床具有重

要的意义，因此余瀛鳌强调提倡临

证辨病与辨证的结合。认为西医

的病理报告很重要，对于病人提供

的病理报告和化验指标都要认真

参阅，决不可漠然视之。根据余老

在诊治心脑血管病方面的盛名，余

老与广安门医院的谢海洲教授均

应聘在北京社会福利中心偏瘫医

院任顾问，每两周轮换一次参加医

院会诊。

5 生活勤俭 养生养心

来到余府，我们在他书斋兼会

客室里，见到余老。一张写字台，

一张大靠椅，一生笔耕的余老在家

时经常在此阅读和写作，就在此他

写下百万字的著作。

墙上隶书“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挂屏和牡丹图挂屏，两个

挂屏一个大富大贵，一个恬淡闲

适，反映主人的宽宏胸怀和雅俗兼

容的品格。一南一北两个藏书满

架的书橱，其中不少是余老自己的

著作。一个玻璃橱里不仅是摆设，

更多的是荣誉。东西位置上长沙

发相对的是直角平面电视机。墙

上的挂屏和家人合影的照片，令人

感到家庭的温馨。

我们就坐在长沙发上和临时

摆置的椅凳上，与坐在习惯位置上

的余老展开宾主交流。

余瀛鳌回顾小时候曾患麻疹，

当年父亲用常规麻杏石甘汤方法

治疗，后请张赞臣之父蓉湖名医张

伯熙会诊，又在原方上加了一味板

蓝根，病情豁然向好。原来板蓝根

除了清热解毒作用外还有抗病毒

的作用。

余老回顾父母的生活与父辈

的深厚友情，父亲老家在苏北，母

亲老家镇江，善烹饪，能烧得一手

镇江菜，充满扬州风味的家乡菜。

父母相亲相爱的共同生活，名医章

次公与余瀛鳌先生的母亲同乡，当

他客居京华想吃家乡菜时，就打电

话对余老的母亲说：“嫂子，我想吃

你烧的镇江狮子头(肉元的名

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章

次公的豪爽、爽朗和不拘小节，增

加了友情和家庭气氛。

在生活上余瀛鳌就是继承了

来自双亲的勤俭勤奋的美德。平

和心态和适度运动是他养生秘诀。

今年76岁的余瀛鳌，动作不

衰，记忆力好。余老生活俭朴，饮

食不搞特殊，不吃补品。我们请教

他的养生经验。他说养生首先要

有好心态，平时做到心境愉悦谦

和。饮食荤素搭配，饭量不过饱，

做到7—8分饱即可。他强调适当

的肢体活动的重要性，这使他能够

保持行动方便动作不衰。他作为

父亲的心时刻连接着远在大洋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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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女儿。两个女儿现在都在美

国定居，她们出门都有车，她们在

体力和行动上均不如老爸，因此他

经常叮咛女儿一定要加强平时的

肢体运动。

在谈到冬令进补问题上，他曾

经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文章

《膏滋方治未病》。认为膏滋药可

以用于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但他

遗憾地认为，膏滋药只在南方江浙

盛行，在名声堂堂具有全国影响的

北京同仁堂却不会煎熬膏滋药，因

此在北方推介不广，他认为应该在

南北药店制药技术经验方面开展

南北交流。

论泻南补北不可以治痿取阳明

《痿论》云：五脏使人痿，而本于肺热叶焦。终之日：治痿独取阳明。是痿病原于手太阴一经，以热相传而成，而治

之者，惟取足阳明一经以为要。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总宗筋而束骨以利机关。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手足不用

而成痿。是痿之来，起子肺经，而治则取于阳明。后人谓独取阳明，此“取”字有教人补之意。是以丹溪独引越人泻南方、

补北方之法，以发明“独取阳明”之旨。究未能尽所以取阳明之义，而意反有相戾者。夫南方，离火也；北方，坎水也。其

言日：金体燥而居上，主畏火；土性湿而居中，主畏木。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此

其论似为肺热叶焦者发明之，而于治痿取阳明之法，反未之悉也。阳明者，胃土也。补火可以生土，而反云泻南；滋水则

能助湿，而反云补北，则与取阳明之义有不合矣。夫足阳明为水谷之海，以为阳明虚而宗筋不用似矣，何以病痿之人，有

两足不任身，而饮食如故，其啖物反有倍于平人者何也?岂阳明之气旺，而水谷人海，独不能运化精微，以强筋骨乎?何

饮啖日盛，形体日肥，而足痿不能用也?则知阳明之虚，非阳明之本虚，而火邪伏于胃中，但能杀谷，而不能长养血气、生

津液，以灌溉百骸，是以饮食倍于平人，而足反为之不用。此所谓“壮火食气”，而邪热不杀谷也。阳明之邪热，原是肺热

中传来，故治痿独取阳明者，非补阳明也，治阳明之火邪，毋使于于气血之中，则湿热清而筋骨强，筋骨强而足痿以起。

张子和尝言痿病皆因客热而成，断无有寒。丹溪亦云治痿以清热为主，不可作风治用风药。诚得取阳明之义者矣。

(摘自明·张介宾《质疑录》)

秘 方

古圣设立方药，专以治病，凡中病而效者，即为秘方，并无别有奇药也。若无病而服药，久则必有偏胜之害，或有气血

衰弱，借药滋补，亦必择和平纯粹之品，审体气之所偏而稍为资助。如世所为秘方奇术、大热大补之剂，乃昔人所造以欺

人者，无不伤生。更有一等怪方，乃富贵人贿医所造者。余曾遇一贵公子，向余求长生方，余应之曰：公试觅一长生之人

示我，我乃能造长生之方；若长生者无一人，则天下无长生之方矣。其人有愠色。是时适有老医在其家，因复向老医求得

之。乃傲余日：长生方某先生已与我矣，公何独吝也?余视其方，乃聚天下血肉温补之药，故难其制法，使耳目一新者。

余私谓老医日：先生之长生方，从何传授?老医日：子无见哂，子非人世行道之人耳!凡富贵之人，何求不得，惟惧不能

长生纵欲耳，故每遇名医，必求此方，若长生方不知。何以得行其道?我非有意欺彼，其如欲应酬于世，自不得不然耳!

后果得浓酬。余因知天下所传秘方，皆此类也。此即文成五利之余术，万勿以为真可以长生也，速死则有之耳!识此，

以醒世之求长生而觅秘方者。 (摘自清·徐大椿《慎疾刍言》)

医中百误歌

病家误，早失计，初时抱恙不介意，人日虚兮病日增，纵有良工也费气。病家误，不直说，讳疾试医工与拙，所伤所作

只君知，纵有名家猜不出。病家误，性躁急，病有回机药须吃，药既相宜病自除，朝夕更医也不必。病家误，在服药，服药

之中有窍妙，或冷或热要分明，食后食前皆有道。病家误，最善怒，气逆冲胸仍不悟，岂知肝木克脾元，愿君养性须回护。

病家误，好多言，多言伤气最难痊，劝君默口存神坐，好将真气养真元。病家误，染风寒，风寒散去又复还，譬如城郭未完

固，那堪盗贼更摧残。病家误，不戒VI，口腹伤人处处有，饮食相宜中气和，鼓腹含哺天地久。

(摘自清·程钟龄《医学心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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