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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昌!公元 ",-, ."''/ 年#$字嘉言$晚号西昌

老人$江西省新建人% 学术上$喻氏崇尚&内经'(

&伤寒杂病论'% 其医学著作主要有&尚论篇'(&医

门法律'及&寓意草'% 这 % 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学

术思想$并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有较大的影响%

&尚论篇'是喻昌研究&伤寒论'的代表著作$原

名为&尚论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后人为

方便起见$简称为&尚论篇'% "'/- 年初刻&尚论

篇'时为 - 卷$至 "0'% 年经江西陈氏重刻时并为 /

卷$且别刻喻喜言&尚论后篇'/ 卷$与原书共合成 -

卷$亦名&尚论篇'% 严格来说$&尚论篇'与&尚论后

篇'是喻氏的两部著作$只是流传时合并在一起而

已% 前 / 卷&尚论篇'主要论述伤寒六经证治大法$

首论仲景伤寒大意$突出了)风伤卫*()寒伤营*(

)风寒两伤营卫*的观点$提出了三纲学说"次辨王

叔和之编次与林亿(成无己校注&伤寒论'中的错

误"再论春温等证% &尚论后篇'/ 卷$前 # 卷主论温

病$后 # 卷论&伤寒论'诸方%

"!主张错简重订

喻氏认为&伤寒论'成书年代久远$历经战乱劫

火$原著早已散失$仅凭读者口授而流传% 虽至晋代

太医令王叔和编次整理而得以保存$但已是篇目先

后差错而且不全% 诚如喻昌云+)太医令王叔和$附

以己意$编集成书$共二十二篇% ,,究竟述者之明

不及作者之圣$祗令学者童而习之$白首不得其

解%*后来虽有林亿校正(成无己注解$但喻氏认为

此)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见为仲景之功臣也%

,,殊不知林(成二家$过于遵信叔和$往往先传后

经$将叔和纬翼仲景之辞$且混编为仲景之书$况其

他乎- 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

驯$反首列之$以错乱圣言$则其所为校正$所为诠注

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到方有执著&伤

寒论条辨'$)始先即剥去叔和序例$大得遵经之

旨*% 因此&尚论篇'依从方有执错简之论$在条文

次序上加以改动% 喻氏在推崇方有执理论的同时也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首先辩论王叔和编次的过失$然

后辩驳王叔和&序例'的错误$再次谈论王叔和四变

错误$层层深入剖析$主张后人不要过度遵循王叔和

的理论%

#!倡导三纲学说

喻氏在&尚论篇'中的体例编次方法$与方有执

大体相同% 喻氏的伤寒三纲之说即+四时外感$以冬

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

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

例如&尚论篇'太阳经部分便分作 % 篇$风伤卫为上

篇$寒伤营为中篇$风寒两伤营卫为下篇% 每篇中又

分若干部分$在每一分类前面$都冠以全篇证治大

意$在每一部分前后$有小标题和小结% 他解释说+

)夫足太阳膀胱$病主表也$而表有营卫之不同$病

有风寒之各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受$则营

卫两伤$三者之病$各分疆界$仲景立桂枝汤(麻黄

汤(大青龙汤$鼎足大纲$三法分治三证% 风伤卫$则

用桂枝汤"寒伤营$则用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则用

大青龙汤%*大纲既定$他将伤寒六经各自为篇$每

一经之前$都叙述证治大意$次则以法为目$法下分

列条文$加以注释$并将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四类

附于三经之后$而过经不解(差后劳复(阴阳易等附

于三阴末尾% 这样的编次$条理清楚(纲举目张$对

理解内容具有提纲挚领的作用$的确给后学者带来

了很大的方便% 其所倡导的三纲学说有一定学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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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阐微'为清康熙年间儒医马云从编著的

一部眼科专著% 马云从$字化龙$山东淄青!现益

都(淄川一带#人% 自幼读书$颖慧过人$中年因自

患目疾而改专岐黄$曾得王覆万传授&眼科秘诀'$

而后造诣日深$治目疾每多奇效$名驰东海%

&眼科阐微'全书共分 / 卷$卷 " 为总论$主要

阐述眼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及用药注意点等问

题% 卷 # 专述老年眼病$主要摘录&老年眼科书'(

&孙真人眼科总理七十二症秘诀'(&明堂七十二问

答论'和&明堂七十二眼症治法'的部分内容% 据作

者介绍+)孙真人秘传$治少年(中年气血壮盛者$屡

有奇效% 若年老日久$气血衰弱$外而翳膜遮睛$内

而瞳神昏暗者$俱不能治% 至丙辰年$遇逢左熊飞张

公$授余老年眼科书一册% 凡遇老年诸症$按方加减

调理$果有奇验%*该篇为老年性眼病的防治$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 卷 % 主要论述感染性眼病$

%%%%%%%%%%%%%%%%%%%%%%%%%%%%%%%%%%%%%%%%%%%%%%

外伤性

值$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后世医家如张璐(吴仪

洛(周扬俊(沈明宗等$均宗其法$并对&伤寒论'作

出进一步发挥和补充%

%!以伤寒法统括温病

喻氏认为仲景的&伤寒论'虽是详寒略温$但辨

治温病之法实已包含在内% 他在研究&伤寒论'的

基础上$结合&内经'的学术思想$提出温病三纲$从

伏气学说立论而自成一家% 如他把温病也划分 % 个

类型$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一类"冬不藏精$春必

病温为一类"既冬伤于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时

发病为又一类% 并把这 % 种类型与伤寒三阴三阳加

以对照% 在&营卫论'中$则谈到了卫!气#(营!血#

的深浅问题$认为营卫二气)深浅不同也$邪入之

浅$气留而不行$所以卫先病也"及邪入渐深$而血壅

不濡$其营乃病$则营病在卫病后矣%*这个问题的

提出$对后世温病学派卫气营血辨证产生了重要影

响% 尤其是他提出的保阴为主的治疗原则和伤寒方

治温病的思想$对后世温病学者有一定的影响%

喻嘉言是研究&伤寒论'的著名医家之一$其研

究&伤寒论'的学术观点宗方有执$但更有发展% 与

方有执相比$尤重大)法*% 在具体归纳条文时$喻

氏十分强调)法*的问题$以此作为划分&伤寒论'条

文的重要标准之一% 喻嘉言曰+)&伤寒论'十卷$想

亦劫火之余$仅得之读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后差

错% 赖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为

校正% ,,举三百九十七法$分隶于大纲之下$然后

仲景之书$始为全书%*各条文之首$均冠之以)法*$

)法*下分列诸方证$诸方证的组合则突出病因病机

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 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可突出

&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髓% 例如阳明经篇分上(

中(下 % 篇$上篇是外邪初入阳明地界$太阳之邪未

尽者!太阳阳明#之条文$中篇为凡外邪已离太阳(

未接少阳!正阳阳明#之条文$下篇是外邪已趋少

阳(未离阳明!少阳阳明#之条文"少阴病分上(下 #

篇$以寒化(热化之证分类归纳条文"其他如合病(并

病(坏病(痰病(过经不解病(差后劳复病等$也都是

将同类证候汇聚一处$进行分类编排的结果% 然后

法随证立$证法相应% 由上可见$喻嘉言以纲统领三

百九十七法$又结合类证汇聚而归纳原文$使法随证

立$证法相应$类证互辨$纲举目张$体现了&伤寒

论'辨证论治的精华所在% 使医者掌握治病大法$

处方用药方能灵活多变%

由此可见$喻嘉言在&伤寒论'的研究中$师古

而不泥古$注重实际$具有革新精神% 他提出的许多

独到见解和发挥$对后学者颇有启发% 给后人提供

了研究资料$开创了各家学派争鸣的局面$推动了

&伤寒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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