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 20 。 。年的春光在新绿的柳枝和盛开

的桃花中鸣唱的时候
.

笔者正坐在疾驶南

下的列车上
。

列车由北京开往笔者此行的

目的地之一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
.

笔

者怀着崇敬的心情
,

去苏州寻找一条名叫
“

渡僧桥下塘
”

的街道
。

据考证
.

清代著名

医家
、

中医温病学的莫基人叶天士的故居
,

就坐落在这条街道上
.

看着手上的一份

19 80 年出版的苏州地图
,

上面标有渡僧桥

下塘的的位置
。

然而
,

20 年光阴茬再
,

想

必苏州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叶天士的

故居是否依然存在? 这答案
.

只有到了苏

州才能揭晓
。

到达苏州车站
.

买了一份最新出版的

苏州旅游图
,

看到上面有一条街道恰在渡

僧桥下塘的位置
,

而且附近还有一条
“

西

叶家弄
’ , ,

心里真是很高兴
,

此行的计划看

来能够实现了 !

幽深小巷的碎石路上
,

曲留下叶天士拜师求学的足迹

叶天士故居所在地
.

是在苏州间门

外
。

笔者对苏州并不很熟悉
、

为了便于寻

访叶天士故居
,

特意在阎门外找了一家旅

馆
。

稍事休息后
.

走出旅馆大门
,

按照地

图标示的方向信步前行
。

只走了 100 多米
,

抬头一看
、

居然看到了渡僧桥下塘的蓝色

路牌
。

俗话说
,

心诚则灵
。

诚心诚意来寻

访叶天士大师的遗迹
,

就这么容易
、

这么

便捷地找到了 !

渡僧桥下塘不仅是叶天士故居所在

地
,

而且也是他开始拜师学医的地方
。

在

医林享有美誉的
“

叶天士学经十七师
”

的

故事
·

就是从这里开始演绎的
。

在渡僧桥

下塘附近
,

笔者看到了数条保持着古朴风

韵的小巷
。

幽深的小巷中
,

碎石铺成的路

面上
.

或许都曾留下过叶天士当年拜师求

学的足迹
· · · · · ·

一

叶天士 (公元一6 6 7~ 一7 4 6年 )
,

名桂
,

号香岩
。

他的祖籍是安徽欲县
,

先世自欲

县迁居江苏吴县
。

叶天士的祖父和父亲都

是医家
,

祖父叶时搜长儿科
,

父亲叶朝采

也精于医术时天士之兄叶又凡也是医家
.

幼年的叶天士
,

曾随父亲学习医学
。

在他 14 岁那一年
,

父亲去世了
。

叶天士拜

父亲的门人朱某为师
,

在渡僧桥附近学医
。

由于叶天士勤奋好学又聪明顺悟
.

常常
“

闻言即解
,

见出师上
” .

不仅老师一讲就

恤
,

而且有许多见解还超出教师之上
。

此

后
,

叶天士广泛地求学于诸多医家
.

只要

听说某位医家有专长
.

就叩门求教
。

到他

2 4 岁时
,

已先后求学于 17 位老师
,

其中包括王

子接
、

徐时进
、

马元仪
、

周扬俊
、

祁天明
、

张路

玉
、

柯韵伯
、

魏荔彤等医家
。

叶天士虔诚求学的

态度
,

使他的老师们深受感动
.

都对他推心置

腹
,

知无不言
。

叶天士能博采众家之长
,

这就为他后来在

医学上的高深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他虚心

好学的精神
,

亦在医林传为佳话
,

并被奉为典

范
。

间门外渡僧桥下塘
,

叶天士居住和惫壶之地

叶天士故居临近苏州阎门
。

在明清时代
,

阎

门是极为公华热闹的地方
。

唐寅曾写过一首《阎

门即事》
,

诗云
: “

世间乐土是吴中
,

中有阎门更

搜雄
;
翠袖三千楼上下

,

黄金百万水西东
;
五更

商市何曾绝
,

四远方言总不同
;
若使画师来作

画
,

画师应道画难工
。 ’ ·

由此诗可以想见当年阎

门的盛景
。

据考证
,

叶天士故居就坐落在间门外

渡僧桥下塘48 ~ 54 号
.

他的悬壶之地亦在叶宅

之中升天士是闻名遐迩的医家
,

叶宅又临近繁

华闹市
.

前来求医者当是络绎不绝
,

其盛况就可

想而知了
。

笔者沿着渡僧桥下塘的街道向前走
,

一边

留意着路边的门牌
,

很快找到了 48 ~ 54 号
·

这

里应该就是叶天士故居的所在了
。

据文献记载
.

叶天士故居坐北朝南
.

为东中西 3个院落
.

深达

七进
,

建筑构造精细
.

气势不凡
。

其中
.

中间院

落的主厅宽三间
.

前后翻轩
,

梁
、

仿
、

填空板均

作灵芝图案
,

别具风格
。

然而
,

在渡僧桥下塘的街面上
,

笔者已难

以寻觅到叶氏故居的风貌
。

莫非是由于岁月的

流逝
,

叶氏故居已不复存在了吗? 幸而
,

遇到了

一位热心的当地居民
,

听说是要观暇叶天士故

居
,

就很热情地带领笔者走进了位于 48 ~ 54 号

之中的一个院落
。

在这个院落里
,

笔者看到了现

存的叶氏故居建筑
。

这是一座门楼
,

建筑结构精

价



布

致
,

而且颇有气势
。

在另外一座建筑上 笔 十服甚至上百服药才能治愈
。

对这样的病

者果然看到了填空木板上精雕细刻的灵芝 人
,

他在认准病症
,

拟定方剂后
,

决不轻易

图案
.

历经数百年的岁月沧桑而丰韵犹存 更改
。

的这些灵芝图案
,

依然可使人感受到一代 有一位被疾病折磨多年的患者前来求诊
,

中医大师的生活氛围
。

置身于叶天士当年 叶天士给他开了处方
,

并且嘱咐说
: ` 4

服此百

的生息和悬壶之地
,

笔者感叹之余
,

不禁浮 剂
,

终身不复发矣
。 ”

病人回家后
.

服药至 80

想联翩
。

在大师的故居缅怀大师的卓著业 剂
,

病已霍然而愈
,

便停止了服药
。

一年后
.

绩
,

当是别有一番感悟的
。

该病人旧病复发
,

再次求诊于叶天士对天士

作为一代名医
,

叶天士精通内
、

妇
、

儿 感到很意外
,

经过询问
,

才知道是患者未遵医

及五官各科
。

在临诊时
,

他精于切脉望色
、

查 嘱
,

搜自停了药
.

于是
,

让病人再服原方 40

看舌苔及验齿等
,

分析病情丝丝入扣
,

患者 剂
。

患者照数服完后
,

顽疾果然不再复发了
。

无不点头称是
。

在处方上
,

叶天士师古而不 象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

在民间广为传诵
。

泥古
,

他最善于化裁古方
·

创制新方
。

往往 叶天士行医 50 年
,

直至 80 岁高龄时辞

将古方加减一二味药
,

就能收取神奇的疗效
。

世
。

在临终前
,

他留下了鳌醒后人的遗言
:

在当时
,

一些市井庸医们时常给患者
“

医可为而不可为
。

必天资聪颖
,

读万卷书
,

开出大杂烩式的处方
,

以此来掩盖自己医 而后可以济世
。

不然
,

鲜有不杀人者
,

是以

药饵为刀刃也
。

吾死
,

子孙慎勿轻言医
。 ”

这

一遗言
,

体现了一代名医的崇高医德
,

并应

该让世世代代的行医者们引以为警示
。

水叶家弄尽头的小码头相传

是叶天士乘船和病人泊舟之处

笔者离开叶氏故居的院落之后
,

又向前 出诊行船的小河
。

令人不禁感叹
、

经过几百年

行
,

看到了一条宽约 2米的狭长小巷
,

这就 风风雨雨
,

这条小河依然波光湘涟
。

而河边的

是西叶家弄
。

在西叶家弄的左侧
,

可以看到 一缕新柳
,

又平添出盎然的生机
。

叶天士在中

叶氏故居建筑的外墙
。

而西叶家弄的对面
,

医领域创立的卓著业绩
.

经历了几百年的风

又有一条更窄的小巷
,

叫水叶家弄
。

水叶家 云变幻和历史沿革
,

也依然熠熠生辉
.

恰如这

弄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码头
,

前面是一条小 波光湘涟的河水
。

河
,

直通大运河
·

这个小码头
.

相传是叶天 叶天士于 17 46 年去世后
,

他的著作和医

士出诊乘船和病人泊舟之处
。

案由门人和后人整理刊行
。

其中
.

主要著作有

笔者肃然伫立在小码头前
,

看河水静谧 17 64 年刊行的 《温热论》
、

《幼科要略》
、

训拓

无声地从码头的石阶前流过
,

冥想着叶天士 证指南医案》
.

1 8 3 2年刊行的 ((u 十氏医案存

大师在此登舟出诊的情景
。

笔者还想到
,

当 真》
.

等等
。

年叶天士该是在这里乘船出发 去游历了洞 自叶天士医案传世以来
,

全国各地医家

庭湖和洞庭山
。

叶天士一生忙于诊务
,

平时 宗叶氏为法
,

在临床上运用叶法治病者
.

2 0()

无遐著述
,

就在这难得的一段休闲时光中
,

余年间不计其数
,

遂被称为
`·

叶派
’ , 。

其中的

经他口授
,

由舟中随从的门人顾景文记录
.

知名医家有
:

尤在径
、

章虚谷
、

吴鞠通
、

吴坤

写下了不朽的温病学著作— 《温热论》
。

安
、

王孟英
、

王旭高
、

何玉田
·

何廉臣
、

张伯

叶天士以搜长治疗时疫称著
,

是明清温 龙
、

丁甘仁
、

夏应堂
、

金子久
、

周兰若
、

邵兰

病学派的巨擎
.

也是中医温病学说的奠基人 荪
、

张菊人
、

秦伯未
、

程门雪
、

章次公
、

严苍

之一
。

《温热论》是叶天士的代表性著作
。

在 山
、

蒲辅周等
。

叶天士的医术能得到这么多名

明清时期
,

国内曾发生数十次大规模的瘟疫 医的推崇
,

且 2 00 余年绵延不断 可见其造诣

流行
。

由于疫病猖撅
,

造成大批人口死亡
,

有 之精湛
,

影响之深远
。

的
“

阔门而殖
” ,

甚至
“

搜族而丧
’ , 。

当时的 新中国成立后
,

对叶氏医学成就的研究

一般医生墨守成规
,

大多采用前人治疗伤寒 和应用在继续进行
。

19 58 年
,

由黄文东选辑

病 (中医的伤寒病是指外感风寒为主的疾 的 《叶氏医案选》在上海中医学院刊印 ; 19 6 3

病 ) 的方法来治疗瘟疫
,

结果非但无效
,

反 年
,

程门雪校 《未刻本叶氏医案》 出版 ; 1 9 8 4

而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

叶天士在继承明末医 年
,

彭宪彰注疏的《叶氏医案存真注疏》出版

家吴又可温病学理论的基础上
,

阐明了温病 中国中医研究院陈克正先生
,

多年来对叶天

发生
、

发展的规律
,

并创立了温病卫
、

气
、

茸
、

士的诊治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其全面系

血的辨证论治纲领
。

在治疗上
,

叶天士反对 统地整理
.

编著了 和十天士诊治大全》
,

书

使用治疗伤寒的辛温药来治温病
,

而主张大 于 19 95 年出版
。

量采用清热解毒的寒凉药物
。

温病学说的创 、 站在叶天士当年出诊行船的河边
,

不由

立及临证应用
,

使许多生命垂危的瘟疫患者 、 得又想起叶氏的遗言
: “

医可为而不可为
。

必

获得了救治
。

叶天士在温病学方面的卓越建 天资聪颖
,

读万卷书
,

而后可以济世
。

不然

树
,

为中医学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
·

鲜有不杀人者
,

是以药饵为刀刃也
·

… …
”

立

叶天士出诊行船的小河依然波光湘涟 志以医生为职业的人们
,

请记住先哲的遗训

回旅馆的路上
,

笔者走过一座石桥
·

站 吧
。

O

在桥头凭栏望去
,

从桥下流过的恰是叶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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