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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溪及其学术的理学渊源

"

!焦振廉!!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西安 "#$$$%"

摘要!朱丹溪为元代著名医家!为金元时期养阴派的代表!其"滋阴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章就其生平及其学术的

理学渊源进行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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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溪#元代医家#主%滋阴说&#对后世影响较

大( 关于朱丹溪学术已有很多讨论#文本兹就其生

平为人及其学术的理学渊源略述一二管见(

朱丹溪是享誉当时并在后世受到广泛推崇的医

家( 当时学者戴良称%丹溪翁者#婺之义乌人也#姓

朱氏#讳震亨#字彦修#学者尊之曰丹溪翁& !戴良

)丹溪翁传*#下作%)丹溪翁传*&"#是由于%先生所

居曰丹溪#学者尊之而不敢字#故因其地称之曰丹溪

先生云& !宋濂 )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下作

%)石表辞*&"( 宋濂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与朱

丹溪交厚#朱丹溪去世后#宋濂%中心尤摧#咽不自

胜&!同上"#撰)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其中对朱

丹溪的先世追溯到了西汉后期留下%朱云折槛&故

事的槐里令朱云( 不过朱丹溪家族到宋元之际已非

名族钜姓#朱丹溪的祖父朱环只有一个%乡贡进士&

亦即举人的身份( 宋濂称朱丹溪%尚侠气#不肯出

人下( 乡之右族咸陵之#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

!同上"( %右族&即大族#为%右族&所陵#可知为普

通人家#朱丹溪称自己%穷而在下& !同上"#大约由

此( 后来#许谦在八华山讲学#朱丹溪%复往拜焉#

益闻道德性命之说#宏深粹密#遂为专门&!)丹溪翁

传*"( 许谦#字益之#自号白云山人#与朱丹溪同

郡( 宋代朱熹总结理学#传于黄?#黄?传于何基#

何基传于金履祥#许谦则是金履祥的弟子( 这样#许

谦可算是承朱熹四传之学( 实际上#朱熹之学虽经

此传承#但至金履祥去世#%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

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适& !脱

脱)元史+许谦传*#下作%)许谦传*&"#所以#真正

发扬光大朱熹之学的是许谦#朱熹之学传承的世系

是因为许谦的成就而反推出来的( 许谦在八华山讲

学#%不出里闾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

!同上"#但朱丹溪竟他是最优异的弟子( 朱丹溪也

从此与理学结下了不解的因缘#即使在成为享誉四

海的医家后#也终于不能脱离理学的影响#他甚至力

图以理学的观点解释医学( 据说朱丹溪得闻许谦之

学后#%自悔昔之沉冥颠沛#汗下如雨& !)石表

辞*"#从此%理欲之关#诚伪之限#严辨确守#不以一

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数年#而其学坚定矣& !同上"(

朱丹溪大约参加过两次乡试( 古时参加乡试中式#

是取得入仕资格的最低门槛#但朱丹溪两次都没有

跨过这个门槛#所以宋濂说他%再往#再不利& !同

上"(

朱丹溪步入医林#缘于母亲患病#也缘于许谦建

议( 许谦曾对朱丹溪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

不能以起之( 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

!)丹溪翁传*"朱丹溪慨然承命#说$%士苟精一艺#

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 !同上"可知

古时读书人以%仕&为人生目标的观念是何等执着(

朱丹溪医术精进#得益于刘完素再传弟子罗知悌的

传授( 在遇到罗知悌之前#朱丹溪曾对当时局方流

行的弊端发出感慨#认为%古方新证#安能相值乎&

!)石表辞*"#但%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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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难*诸经乎&!)丹溪翁传*"( 可知他当时即

有为医学%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的心志#但%吾

乡诸医鲜克知之者&!同上"( 于是#他外出求师#在

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终于在武林!今浙江杭州"得

遇罗知悌( 罗知悌从学于荆山浮屠#而荆山浮屠是

刘完素的弟子#其学术渊源是清晰而明确的( 罗知

悌不是性情随和的人#宋濂称其%性倨甚&#戴良称

其%性褊甚#恃能厌事#难得意&#大约属于恃才傲物

一流( 但朱丹溪不仅使罗知梯%修容见之#一见如

故交&!)石表辞*"#而且%授以刘张李诸书#为之敷

扬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 !)丹溪翁传*"( 朱丹溪

拜别罗知悌后#他的学术已非昔日之比#亦非寻常医

者所及#于是戴良才有%乡之诸医泥陈裴之学者#闻

翁言#即大惊而笑且排&的说法( 但这种%笑且排&

并不影响朱丹溪学术的精进和声名的传播#最终的

结果是#朱丹溪以%倒仓法&治疗许谦的痼疾大获效

果后#那些%大惊而笑且排&的医者不仅对朱丹溪

%心服口誉&#甚至请求做他的弟子#朱丹溪从此声

名远播#以至%四方以病来迎者#遂辐辏于道& !)丹

溪翁传*"(

朱丹溪是许谦的%高第弟子& !)许谦传*"#但

其主要成就还是在医学方面( 他曾说$%义理精微#

礼乐制度#吾门师友论著已多悉#吾可以无言矣( 故

其所述独志于医为多(& !)石表辞*"因而其著作主

要为医书#今传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

衍义补遗*( 但朱丹溪声望又不仅来自医学( 朱丹

溪去世后#戴良称%翁之卓卓如是#则医又特一事而

已( 然翁讲学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为

翁墓志#兹故不录#而窃录其医之可传者为翁传#庶

使后之君子得以互考焉&#可知朱丹溪一生成就既

在于医学#还在于%讲学行事&( %吾友宋太史濂所

为翁墓志&即宋濂所撰)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

其间虽亦涉医学之事#但更多记录了朱丹溪%讲学

行事之大方&( %大方&一词出)庄子+秋水*#即%大

道&#后以指儒家所奉行的修身齐家经国济民之学(

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载述朱丹溪事迹若

干#如建造家祠%以奉先世神主&#因%苛敛之至&而

代表里人向官府直面陈词#倡议修筑蜀墅塘以利灌

溉田地#乃至%县令长或问决狱得失#先生必尽心为

之开导&#等等#可知朱丹溪虽遁迹于医林#却时时

从%士&的角度关注着民生#参与社会( 由于如此#

%方岳重臣及廉访使者#闻先生名#无不愿见#既见#

无不欲交章荐之& !同上"#但朱丹溪皆力辞不就(

古时受到朝廷或地方官府征聘而未曾就职的人#被

称为%征君&或%聘君&( 朱丹溪显然是有这种经历

的#宋濂在)赠医师葛某序*中所称%家世习儒#至聘

君始以医鸣#医家诸书无不精览&的%朱聘君&#应当

就是朱丹溪( 朱丹溪又是恪守儒家信念的人#其为

人%简悫贞良#刚严介特( 执心以正#立身以诚#而

孝友之行#实本乎天质( 奉时祀也#订其礼文而敬泣

之'事母夫人也#时其节宣以忠养之( 宁歉于己#而

必致丰于兄弟'宁薄于己子#而必施厚于兄弟之子(

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 好论古今得失#慨然有天

下之忧&!)丹溪翁传*"#虽是概括之语#但一位忠谨

克己而敢于任事的士人形象已跃然纸上(

朱丹溪不是迁就敷衍的人#所以宋濂称他%少

负任侠之气#不少屈挠#及闻道德性命之说#遽变之

而为刚毅&!)石表辞*"#戴良称他%苟见枝叶之辞#

去本而末是务#辄怒溢颜面#若将浼焉& !)丹溪翁

传*"( 求见罗知悌#%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益坚#

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石表辞*"#可见其坚

忍之心'为患者出诊#%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

为止&!同上"#可见其勤勉之心'%窭人求药#无不

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

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 !同上"#可见其恻隐之心'

%居室垣墉#敦尚俭朴#服御唯大布宽衣#仅取蔽体#

藜羹糗饭#安之如八珍& !同上"#可见其节俭之心'

%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同上"#可见

其果敢之心'%清明坦夷#不事表?#精神充满#接物

和粹#人皆乐亲炙之&!同上"#可见其平和之心( 戴

良称%若翁者#殆古所谓直谅多闻之益友#又可以医

师少之哉&!)丹溪翁传*"#虽稍嫌有贬损医学的意

味#却概括了朱丹溪处世为人的特点(

朱丹溪出于许谦门下( 许谦为元代理学大家#

弟子甚众#影响甚大#以至%及门!谓做弟子"之士著

录者千余人&!)许谦传*"#而朱丹溪%清修苦行#绝

类古笃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成为许谦弟子中惟

一被列入附传的( 朱丹溪得许谦之传而通于理学#

得罗知悌之授而精于医术#不仅%四方以病来迎者#

遂辐辏于道&#而且%或以医来见者#未尝不以葆精

毓神开其心( 至于一语一默#一出一处#凡有关于伦

理者#尤谆谆训诲#使人奋迅感慨激厉之不暇&!)丹

溪翁传*"#所以戴良说%翁在婺得道学之源委#而混

迹于医&( 所谓%混迹于医&#是由理学而从事医学

的意思( 由于如此#才每每对%以医来见者& %以葆

精毓神开其心&#才每每对%凡有关于伦理者#尤谆

谆训诲&#而%使人奋迅感慨激厉之不暇&#正所谓

%所至人多化之&( 可知朱丹溪在临证诊治的同时#

更注重将理学的%天理人欲&及%三纲五常&观念与

医学和养生防病联系起来#希望人们加强性情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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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或杜绝疾病的发生(

北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全文不过两百余

字#却开宋元理学之先河#其全文为$%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 一

动一静#互为其根( 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

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万物生生而

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形既生矣#神发

知矣( 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圣人定之以

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

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君子修之

吉#小人悖之凶( 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

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又曰$原始反

终#故知死生之说( 大哉)易*也#斯之至矣(&

朱丹溪认为%)内经*之言火#盖与太极动而生

阳五性感动之说有合& !)丹溪翁传*"#显然关联医

学与理学的意味( 弟子赵良仁向朱丹溪请教%太极

之旨&#他则%以阴阳造化之精微与医道相出入者论

之#且曰$吾于诸生中未尝论至于此#今以吾子所问#

故偶及之#是盖以道相告#非徒以医言也( 赵出#语

人曰$翁之医#其始橐硁于此乎,&!同上"#可知理学

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医学( 所以#由理学而从

事于医学#从理学的角度看待医学#并力图将理学的

观点引入医学#是朱丹溪不同于其他医家的重要特

色(

朱丹溪学术的核心观点是%阳有余阴不足论&

和%相火论&#因而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其所以强

调%滋阴&#是因为人体多%阳有余阴不足&#而之所

以%阳有余阴不足&#是因为人体的先天禀赋以及

%相火&的戕贼( 就先天禀赋而言#%天地为万物父

母( 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

阴#天之大气举之( 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

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格致余

论+阳有余阴不足论*"( 由于日为实属阳#月常缺

属阴#而且是%禀日之光以为明者&#而%人以天地之

气生&!)素问+宝命全形论*"#所以人便不能不禀天

地日月之气而成%阳有余阴不足&之身( 就后天因

素而言#%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

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 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

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

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

足论*"( 人为万物之灵#是不能不%五性感动而善

恶分#万事出& !)太极图说*"的#于是相火之%易

动&是经常的#甚至是会%翕然而起&的( 但是#这种

由%五性感物&而生的相火%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

者&!)格致余论+相火论*"#于是不能不是%元气之

贼&了( 要使相火不成为%元气之贼&#朱丹溪提出$

%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 彼五火之动

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

耳#何贼之有,&!同上"在这里#%人心&当是人之情

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彼此无差的#%道心&则需要经

过一番修炼的工夫而后方可具备#而这番修炼工夫

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于是#朱丹溪提出

%主之以静&#提出%收心养心&#撰写%饮食色欲箴

序&#皆本%滋阴&而出(

朱丹溪的%滋阴&学术思想既基于临床实际#又

与当时官宦豪富之家的奢靡风习有关#更受到理学

观点的巨大影响( 实际上#%滋阴&是用于救治其阴

已虚的#是补救之法#而要使其阴不虚#则在于%葆

精毓神&( 在朱丹溪看来#%葆精毓神&不仅是指节

制房事饮食等方法或技术#更是思想观念和性情修

养的结果#所以他才对%凡有关于伦理者#尤谆谆训

诲& !)丹溪翁传*"( 在这里#我们不难找到朱熹

%明天理#灭人欲&警言的影子(

由于人身本是%阳有余阴不足&#加之相火的戕

贼#于是病者多见阳盛及阴虚阳盛的病机( 朱丹溪

针对火热虚实病机#提出%实火可泻#黄连解毒之

类'虚火可补#小便降火极速& !)丹溪心法*卷一"(

在)格致余论+痘疮陈氏方论*中#朱丹溪有%从子六

七岁时患痘疮发热&用黄连解毒汤加白术治愈的案

例#是为%实火可泻&'在)本草衍义补遗+人尿*中#

朱丹溪有%一老妇年逾八十#貌似四十..人教之

服人尿&的案例#是为%虚火可补&( 综观朱丹溪医

案#这一原则始终是贯串其中的(

朱丹溪的学术以%滋阴&为核心#但又不限于

此( 仅一部)格致余论*便有医论 N' 篇#以养生言

之#有养老论-慈幼论等'以诊法言之#有涩脉论-治

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等'以病症言之#有痛风

论-疟论等'以病机言之#有夏月伏阴在内论等#以

治法言之#有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张子和

攻击注论等'以方药言之#有脾约丸论-石膏论等'以

妇女病言之#有难产论-胎自堕论等( 可知朱丹溪之

学绝不限于%滋阴&( 认为朱丹溪以)内经*等经典

著作为依据#以宋元理学观点为指导#以临床实践为

基础#以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三家论说为借鉴#开

创了以%滋阴&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应该是比较公允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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