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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
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
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
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
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的创始人
。
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
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
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
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
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
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一代医宗--朱震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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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雪芹，女，1950年10月出生，陕西西安人。
1985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8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杭州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
出版著作12部（独著4部，参编、合著8部），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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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元统元年(1333)八月，朱震亨53岁。
这年，他的好朋友叶仪身体患病，先是胸膈胀满，接着又痢下不止，腹中剧烈疼痛，四肢困倦无力，
卧床不起。
实在没有办法，就给他在床上铺上东西，让他随意方便。
这时朱震亨正好在金华，听说了叶仪的病情，立即过去诊治。
叶仪吃了朱震亨开的药以后，不但没有见好，反而病情加重，引起了朋友们的非议。
但一向谦虚谨慎的朱震亨这次却一反常态，好像没有听见朋友们的议论一样。
过了几天，叶仪的病情更加严重，痰堵于咽喉，如同败絮，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昼夜呻吟，难受异
常。
朋友和家人都为叶仪捏了一把汗，叶仪自己也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在晚上与两个儿子诀别。
两个儿子看着父亲痛不欲生的状况，伤心得大声痛哭。
外边的人听见了，以为是叶仪死了，于是消息很快传了开去。
朱震亨听到消息后，非常肯定地说：肯定是有人在误传消息，叶仪不会死的。
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朱震亨就来到叶家，给叶仪诊脉之后，开了一帖小承气汤的方剂让叶仪服下。
叶仪服药之后，不一会就觉得肚内有声，下泻不止。
第二天又服了一帖，再泻，然后神志逐渐清爽。
再过了一天，居然能喝稀粥了。
以后就按照朱震亨的嘱咐，慢慢调养，病情竟逐渐痊愈了。
　　对于叶仪的病情变化，朋友们大为惊异，纷纷向朱震亨询问其中的奥妙。
朱震亨说：我第一次诊病的时候，发现病人的脉虚，形体虽然还称壮实但面色黄中发白，知道这是平
时和人说话太多的缘故。
说话太多的人容易伤中气，再加上他平时生活无规律，有时失之于太饿，有时伤之于过饱。
太饿则伤胃，使胃气虚弱；过饱则一时不能消化，容易形成积滞。
一般像这种病，用的都是泻法，先要清理干净肠胃中的积滞物。
但当时病人由于中气大伤，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如果先用小承气汤行泻，就会伤了元气，后果就不堪
设想了。
因而不能一开始就用泻药，要用丹参、白术、陈皮、芍药等药进补。
本来病人就是实症，还要进补，病情怎么会不加重呢?但如果没有这10多天的补养，就不能经受这两帖
小承气汤的攻击。
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先滋补胃气，使之能经受住攻击，然后再用攻击之法，就可以使病情彻底消除
了。
朋友们听后连连称道，佩服朱震亨对病情的分析和正确的治疗方法。
　　朱震亨治疗叶仪的方法，和当初罗知悌给那位四川籍僧人治病的方法一模一样。
叶仪的病情虽然不是忧思所致，但身体虚弱、腹内积滞的情况却和那位僧人的情况是一样的。
一开始如果先用小承气汤，使之下泻，必然要大伤元气，甚至会断送了叶仪的性命。
所以朱震亨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先滋补使之充实，经得起攻击，然后再行排泄，这样就万无一失
了。
　　有一个妇女，年近四十，为人做婢，性格沉郁而多忧。
一连3个月没有来月经，小腹中间有一个气块，开始时像板栗大小，后来逐渐大得如同烧饼，且有疼
痛之感。
朱震亨给她诊脉以后，发现她两脉皆涩，用手一按腹中的肿块，她就感到疼痛异常，难以忍受。
朱震亨根据病情，先给她开了千金消石丸，吃了四五帖以后，她说自己的乳头忽然发黑，而且有少量
乳汁，恐怕是怀孕了。
朱震亨很肯定地说：根据你的脉象，绝对不是怀孕。
又让她继续服用了几帖干金消石丸，服用以后再次诊脉，觉得脉象虚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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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亨一下子意识到前面的药力太过，伤了胃气。
于是赶快停用千金消石丸，改用四物汤，加白术、陈皮两药，不问断地服用了30帖。
候脉象完全恢复，再接着服用干金消石丸。
服用了四五次以后，病人说肿块消了一圈，朱震亨就停止用药。
半个月之后，月经来潮，流下很多黑血，并有一些小小的血块。
腹中的肿块小了一半之后，病人很高兴，又来求药，希望继续服用千金消石丸，彻底消除剩下的肿块
。
朱震亨告诉她，现在不要忙着服药了，等下次行经时肿块就会彻底消除的。
下个月月经来潮之时，果然又流了许多黑血，下了一些血块，肿块又消除了很多，只剩下板栗大的一
块。
这时病人又来求药，想尽快使肿块彻底消除，朱震亨诊脉之后说用不着再服药了，只要按照医嘱，严
守禁忌，下次经行，即可消尽。
后来情况的发展果然和朱震亨所说的一样。
　　通过对这位婢女和叶仪病情的治疗，朱震亨一方面在不断借鉴罗知悌的治疗思想及方法，一方面
对张子和的攻击论理论和治疗方法进行了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把攻击疗法和胃气的虚实紧密结合，胃
气实者攻击可行，而胃气虚弱者非唯不能实施攻击疗法，反而要先行滋补，使之廪实，然后再实施攻
击疗法，就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否则，不问病情如何，一概使用攻击疗法，就会使病人元气大伤，不但不能恢复，严重者还会使病人
失去生命。
正是朱震亨这种实事求是、灵活多变的医疗方法，才使得张子和攻击疗法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臻于完
美。
保护正气，在此基础上祛除邪气也成了朱震亨治病的一个特点，也是后来温补派形成的实践基础。
　　对于其他疑难杂症，朱震亨也都能够根据实际，对症下药，使病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得到康复。
　　P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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