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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如羽” 之要

,
在乎

“
轻

” 。

“治上焦如羽
,
非轻不举

” 《温病条

辨 白话解》译注为
: “

凡属上焦的病
,
适

用于如羽毛那样的轻清升浮之剂
。 ”

此解

实字义之释
, “

轻清升浮之剂
”
亦是泛论

说法
。

“
如羽

” 之要
, 当以 “

轻
”
字为核

心
。 “轻” 之涵义

,
应以 《温病条辨》辛

凉平剂银翘散方后文字为凭
,

加以理解
。

依银翘散之药物组成看
,
花

、

皮
、

热” 是阴液亏损的病理体现
。

正虚者
,

可

益气
、

可养血
、

可健脾
、

可补肾等等
,
皆

因证候而定法
。

虚热者
, 只能复阴为治

,

此即 “阴复则阳留
,
庶可不至于死也

。
”

三
、

舌白之议
。

《温病条辨》 上
、

中
、

下三篇有
“
舌

白”
条文总计12 条

。

归纳起来
,

舌白涉及

的病种为伏暑
、

暑瘾
、

湿温
、

温疟
、

寒湿

等
。

诸条罗列之病因病理
,

可见
“ 吸受秽

湿
” 、 “湿郁三焦

” 、 “风暑寒湿
” 、 “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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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条辨
?

读后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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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

根之药质轻灵
, 从 “

香气大

出
,

即取服
” 的说叫

,

知其不可久

煎 , 据
“
病重者

,

约二时一服
,

日

三服
,

夜一服 , 轻者
,

三时一服
,

日二服
,

夜一服 , 病不解者
,
作再

服
”
仿

“
普济消毒饮时时清扬法

”

的强调
,

取频服法, 按
“上柞为每

散
,

每服六
‘

钱
,

的记载
,

可 知药量微

少
。

总之
, “轻” 者应以药质 ( 轻

灵 )
、

药量 ( 微少 )
、

煎法 ( 急

煎 )
、

服法 ( 频服 ) 来体现
。

组方

服药
,

全面以 “轻” ,

治上焦温

病
,

方可 “
有轻 以去实之能

” 。

二
、 “邪少虚多

” 解
。

近代 《温病学》
,

对于春温病

末期热邪久羁
,

动烁肝肾阴液
,

而

致邪少虚多证候
,

一般解释为
“邪

少” 即邪热少
, “

虚多
” 即正气虚

(多 )
。

实际吴鞠通原意并非如此
。

吴 氏在 《温病条辨》 下焦 篇 第 ¹

甚为热
” 、 “湿久不治

”
等记载

。

从中 可知
,
舌白系湿热 温病之体

征
。

其病因
,

主要在于
“
湿

” , 病

机
,

基本属于 “湿重于热
”
或

“
寒

湿” 。

结合以上病因病理之简述
,

“白” 当指 “白腻
” 。

至于
,

舌

白是否还有非
“白腻

” 之涵义呢 ?

观 《温病条辨》 “
舌白腐

” 、 “舌

白滑
” 、 “

舌灰 白
” 之舌象记载

,

足可除外之
。

若问
“
舌

”
者

,

是指苔? 指

质? 显然是舌苔之称谓
。

薛生 白

《湿热病篇》 写到
“
湿热证

,

始恶

寒
,

后但热不寒
,

汗出
, 胸痞

,

舌

白
, 口 渴不引饮

。 ” 叶天 士 《温热

论》
: “

舌 白而 薄者
,

外感风寒

也
,

当疏散 之
” 两位医 家皆未言

“
苔

”
字

,

可为佐证
。

技叶天士
、

吴

鞠通等名家之著
,

亦有偶言舌苔时
,

笔者试想
,

可能彼时医者舌苔
、

舌

质之称
,

尚未严格
。

随着中医学术

条 自注中
,

明确写到
: “邪热少而虚热

多
” 。

故虚多当以
“虚热多

”
为是

。

其临

床见证
,

以 “脉虚大
,

手足 心热甚于手足

背 者
”
为加减复脉汤施治之主要证候标

谁
。

“正虚
” 与 “

虚热
”
概念不同

, “
虚

的发展
,

望舌之诊
, 时至近代方苔

、

质称

谓分明
,
趋于谨严

。

四
、 “喝” 字音释

。

《
素问

·

生气通天论
》云

:

汗
,

烦则喘喝
,

静则多言
。 ”

“因于暑
,

吴鞠通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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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收辑在 《温病条辨》原病篇中
,

以示

署邪所引起的病证
。

t’1 喝” 字音释
,

按 《辞海》说
,

应有

三解
:

¹ 读h。, 喝水义与凉讶声 ; º读

h己,
大声呼喊义 ; À 读y “,

声音幽咽解
。

张景岳 曾注释说
: “因于暑汗

,

言暑之阳

者也
,

故为汗出
,

烦燥为喘
,

为大声呼喝
,

⋯ ⋯”
可见张 氏所注

, “喝”
字按

“贺”

音读
,

从 ,’I 呼喊”
义

。

吴氏借引
《
内经

》
原文后

,
自加注明

:

“
烦则喘喝者

,

火克金故喘
,

郁遏胸中清廓

之气
,

故欲喝而呻之
。 ” 此处

“
欲

” J

,’) 申” 二字明 白表示
, “喝 ”

应读
“
夜

,

而作
“
声音幽咽

”
解

。

即喘喝有声
, 细小

短促之意也
。

为什么
“欲喝而呻之

” ,

关键是暑性

酷烈
, 人因于暑

,

必致暑伤津气之故
。

若

署热蒸腾
,

汗出过多
,

反成津气欲脱之候
。

津气欲脱证的出现
,

意味着肺之气阴 重

伤
,

以致将绝之征兆
。

假若如此
,
患者 岂

能大声呼喊
。

笔者以为 《素问
·

生气通天

论》
“
喝

”
字音释

,

当从吴说为善
。

五
、

逐邪就近说
。

吴鞠通提出
: “凡逐邪者

,

随其所

在
,

就近而逐之
。 ” 这是 吴氏在 《温病条

辨》 中焦篇第¹ 条自注中
,

所明确的观

点
。

风温
、

温热
、

温疫
、

温毒
、

冬温阳明

温病者 ,’3 水浮洪燥甚者
,

白虎汤主之 , 脉

沉数有力
,

甚则脉体反小而实者
,

大承气

汤主之
。 ” 其原文选用清法与下法 之 界

限
,

焦点在于脉象浮
、

沉之分
。

若脉浮洪

燥甚
,

其 “邪气近表
,

脉浮者不可下
”
以

“
脉浮则出表为顺

” ,

故治以白虎汤辛凉

重剂
,

透热外解
。

相反
,

脉沉或脉体反小

而有力者
,

说明
“
病纯在里

,

则非下夺不

可矣
。 ” 即有形热结

,

病在肠道
,

腑实形

成于里
,

当从下而攻之
。

遂治 以大承气汤

苦寒泄热
,

通腑攻下
。

吴氏
“
逐邪就近

” 的观点
,

寓有
“因

势利导
” 的治疗思想

,

此说应视为祖国医

学治热逐邪之要 旨
。

《素问
·

阴阳应象大

论》
: “其高者

,

因而越之 ; 其下者
,

弓t

而竭之 , 中满者
,

泻之于 内
。 ”

的提法
,

实为昊氏逐邪就近说之本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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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黑苔属虚寒的
,

王梦英说 的好
: “凡属

寒证
,

虽见黑苔
,

其舌必润而不紫赤
,

识

此最为秘诀
” 。

此外
,

现代医学
,

对黑舌苔也有一些

研究
,

因丝状乳头增生
,

呈黑毛状
,

所以

叫着黑毛舌
,

认为与金霉素青霉素的经常

应用
,

有一定关系
。

最后
,

苔 色的变化顺逆有一规律
,

凡

白苔由白而黄
,

由黄而退
,

由退复生新簿

白苔
,

此为顺象
。

如果舌苔由白而黄
,

由

黄而灰
,

由灰而黑
,

由活舌变成 死舌
,

此

为逆象
。

骤退骤无
,

不由渐退
,

这是属于

陷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