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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病指南"主要学术特色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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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成书及作者

$察病指南%" 卷&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诊断学专

著' 施发作于宋(淳元年!'%,'#' 施发&字政

卿&号桂堂&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人&生平不详'

年轻时习儒同时开始学习医学&中年以后放弃科考

专门从事医学研究' 该书自序称)*余自弱冠即有

志于此&常即此与举业并攻&迨夫年将知命&谢绝场

屋&尽摒科目之累&专心医道'+并撰成$续易简方

论%$ 卷&另外&还撰有$本草辨异%一书&今佚' 施氏

在深入研究经典著作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临床

经验&将$内经%,$太素%,$甲乙经%,$难经%以及各

家方书脉书中有关脉学,诊法的内容相互参正&分门

别类&撰成此书'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内以脉诊为主&而兼及一般

诊法' 上卷主要论述三部九候脉法&五脏六腑的四

季常脉,平脉,贼邪脉,相克脉,虚实脉以及脉诊的基

本理论,基本技巧,男女反脉等"中卷按七表八里九

道脉分类法&具体论述了浮,沉,滑,数等 %, 种脉象

的脉形主病以及七死脉"下卷论述伤寒,瘟病,热病,

水病等诸病的生死脉法&妇人小儿杂病脉法以及听

声,察五脏色,考味等一些望诊,闻诊内容' 书中并

绘有 "" 幅脉象示意图'

%!主要学术特色及贡献

%-'!简易实用继永嘉之风!施发为陈言!陈无择#

的门人弟子&也是永嘉医派的代表人物' 其学术思

想始终体现着简便实用的鲜明特色' 这种学术特色

的形成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的' 如贾得道$中国医

学史略%所述)*两晋南北朝医学&以-方书.的大量

出现为其特点&至唐代的$千金方%和$外台秘要%&

可以说已集方书之大成' 但到北宋&这种趋势&仍有

继续发展' $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就是这种

趋势的集中表现' $太平圣惠方%收方 '$.", 首&

$圣济总录%更超过两万首//这种情况&不但使病

者无法选择&就是专业医生&也常有无所适从之感'

而更重要的是疾病与治疗之间失掉了理论的联系&

使治疗成为试方的手段' 这是方书无限发展的一种

很不良的结果//宋代&就更有许多医生&想从实际

上纠正这种倾向&使漫无边际的方书&向系统和简约

方面发展' 如陈言的$三因方%企图把各种疾病都

归入三因&然后按因施治//想从理论上的系统化

而使治病方法纳入有理可循的途径&从而达到简约

的目的'+

0'1永嘉医派出自南宋温州&学术带头人是

陈言&字无择&青田鹤溪!今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

镇#人' 他长期客居温州&从事医学理论研究和临

床工作&也收徒授业&开展医学教育&著有$依源指

治%和$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主张从病人的脉象,临

床表现入手&根据发病原因来判断疾病&并且应用这

些理论对方剂进行归类&使方药趋于简明,精要' 由

此为*永嘉医派+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后

其得意门生王硕!字德肤&永嘉人#作$易简方%' 此

书在选方用药上&以简便有效为首要原则&全书仅收

录了三十首验方及其加减变化&用于治疗临床各种

疾病' 由于书中选方,用药&方便明了&疗效独特&实

用性强&问世后很快被推广&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易简方%将务实的永嘉医派推向发展高潮&王硕也

成为医派的中心人物' 随后陈氏的另一位学生孙志

宁&也是南宋时温州名医&编著了$增修易简方%&在

$易简方%的基础上添加方剂&使之更切合临床实

际&并对书中的条文进行注释' 由于$易简方%追求

简明扼要,取用方便&而在认识疾病,选方用药中&难

免有粗糙和简略处' 同是陈无择门人的了$续易简

方%&在全面分析$易简方%的基础上&批评王硕一味

追求易简&忽视了辨证论治的中医精髓&进一步充实

和完善了$易简方%' 二书并行&相得益彰&促进了

学术的发展&丰富了*永嘉医派+的内涵' 永嘉卢檀

!字祖常&号砥镜先生#著$易简方纠缪%&后改名为

((/(

!江西中医药 %##/ 年 , 月第 , 期总 ". 卷第 %(% 期

http://www.ajutcm.com



!

!

读
经
典
学
名
著
!

$续易简方后集%' 认为医生要根据病情变化合理

用药&决不可仅以*易简+为选药的唯一标准' 永嘉

王玮&撰写了$续易简方脉论%&以诊法,治法为主自

成体系&形成了完整的理法方药内容&批评了王硕放

弃四诊&过分追求易简的错误' 永嘉医派由陈无择

始&至王硕的$易简方%行&历经孙志宁增修&施发续

作&卢祖常纠缪&直到王玮&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简略统计&大约有名有姓可查考者十余人&有著作

%# 部&现存 '# 部' 永嘉医派的形成填补了南宋时

期江南医学学派的空白&并在金元之际与北方的河

间,易水两大医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后因战乱等

原因&永嘉医派至明以后&逐渐销声匿迹&但所倡导

易简务实的医风&一直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0%1

'

$察病指南%一书同样体现了施氏作为永嘉医

家的学术特色' 在本书自序中&作者介绍该书的编

写时说到)*//取$灵枢%,$素问%,$太素%,$甲

乙%,$难经%及诸家方书脉书参考互观&求其言之明

白易晓&余尝用之而验者&分门纂类&裒为一集&名曰

$察病指南%'+可见本书的编写原则就是简明实用'

从内容上来看&卷上开篇*十二经总括+即阐明左右

手寸关尺脉的十二经归属和神志,方位,声音,色嗅

味,卦数等的配属以及主病' 其余脉学基础知识涉

及四季常脉,四季相克脉,四时虚实脉及下指轻重,

下指疏密等法&此外还有观人形性脉法,察平人损至

脉法,男女反脉,诊暴病脉法等&这些内容莫不切合

临床实际&以临证需求为出发点' 其论述也是简单

明了&有些甚至只有一两句话' 如*诊暴病脉法+下

言)*脉来急大洪直者死&细微者无害+&*诊病内外

法+下云)*脉洪大者病在外&沉细者病在内+&*诊症

病脉法+下曰)*左手脉横&症在右&右手脉横&症在

左&脉头大者脐上&脉头小者脐下+

0"1

' 卷中首列

*辨七表八里九道一死脉+&在浮,芤,滑,实,弦,紧,

洪七种表脉的论述中&先列各脉指下特征&每脉都详

述左右手寸关尺出现相应脉象的主病及症状' 卷下

选取伤寒,瘟病,热病,水病,消渴等临床常见的一些

疾病&分列各病症状与脉象的预后关系&更兼及妇

人,小儿和各种常见病状这种针对性强切合实用的

论述方法对于后学者在临证时学习掌握无疑是大有

裨益的'

%-%!以图示脉开后学之先!施发把脉搏跳动的情

况绘制成 "" 幅脉象示意图附于各脉脉名前&这是一

项重要的科学探索&是将脉诊标准化,客观化的初步

尝试&在世界上创造了以图示脉的先例' 欧洲直到

'.$# 年&才由法国人马瑞!0-1-23456#发明脉搏描

记器开始以科学仪器记录脉形' 而施发早在六百多

年前就开始了这种研究&是创制脉象图的第一人'

长期以来&历代文献主要以语言,文字&通过比

喻和描绘来叙述各种脉象的特征&例如&浮脉7如水

漂木7&芤脉7如按葱管7&滑脉7如盘走珠7等等' 虽

然这些描述形象生动&亦为人们所熟悉&但在概念上

尚不够明确和完整' 如弦脉的脉象特征&有的形容

为7如按琴弦7&也有比喻为7如循长竿末梢7者&在

反映弦脉端直以长的特性方面有相似之处&但琴弦

和长竿的粗细,质地等方面均有不可比拟的方面&以

致后学者往往容易产生误解&有人认为弦脉是粗大

的&有人认为是细小的' 为了弥补语言文字表述的

不足&很早就有人用图象示意方法来表述各种脉象'

$察病指南%是现存最早运用图解来说明脉象特征

的书' 之后明代张世贤著$图注脉诀%&载七表八里

九道脉"明代沈际飞编著$人之脉影归指图说%&载

有七表八里九道十六怪脉脉图' 这些脉象示意图&

比较形象地表述各种脉象的主要特点&对当时脉诊

的传授和推广起了一定作用&不仅有助于对各种脉

象的理解&而且有助于现代对脉诊客观检测的研究'

近代刘冠军著$脉诊%一书&所绘制的示意图&吸取

了波示图的许多特点' 陈家旭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

脉搏在多维空间的动态变化&介绍脉象特征时&运用

指压!8# *指感!9#趋势图,脉宽图,脉长图,脉波图

四组图像组合&表述各种脉象的多种特征' 将这四

组图综合起来&比较具体地表述二十八脉的形态特

征0,1

'

"!主要版本及及流传

$察病指南%于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现存最早的

传本为日本正保三年丙戌!'$,$#中野小左卫门的

仿宋刻本&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 页#记

载本书现有版本及收藏单位如下)!'#日本正保三

年丙戌!'$,$#中野小左卫门刻本"!%#日本安庆二

年己丑!'$,(#刻本"!"#日本刻本"!,#日本活字本"

!&#抄本"!$#'(%&,'("%,'(,( 年中华新教育社石印

本"!/#'(&/ 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年

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年上海技术

出版社铅印本"!'##见$三三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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