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曲只应海上有！” 每当

目光接触到安插在书架中的

《疑难病证思辨录》 时， 我最想

说的就是这句话。

话说将近 40 年前的上海 ，

有柯雪帆老师撰写的 《医林掇

英 》 一曲唱响 。 该书用章回体

小说的形式来表述中医临床辨

证论治的精彩案例， 别具一格，

引人注目， 赢得杏林满堂喝彩，

其后余音不绝。

开始 ， 这些文字刊登在

《上海中医药杂志 》 上 。 这是

“文革” 结束以后， 百废待兴的

年代 ， 《上海中医药杂志 》 复

刊不久 。 连载到第 8 回时 ， 获

得了上海市和全国的优秀科普

作品奖。 当写满 20 回时， 1983

年 5 月 ， 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

版发行 ， 当时仅 8 万多字 ， 印

数却达到了 17600 册 ， 定价才

0.5 元 。 后来 ， 柯老师一度搁

笔。 1997 年 8 月 ， 书名改成了

《疑难病证思辨录 》， 由人民卫

生出版社出版 ， 增加到了 30

回， 字数扩展到 13 万多， 定价

10 元。 “疑难” 二字， 也许是

要突出中医临证治疗的不简单，

另外对读者的吸引力也更大 ，

但疑难其实是个相对模糊的概

念 ， 感觉还是 “医林掇英 ” 的

书名别致 ， 与小说体裁匹配 。

2005 年 4 月 ， 《疑难病证思辨

录》 增加到了 50 回， 另外还添

加了 30 回评释， 字数达到了 44

万 ， 还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 ， 定价 40 元 。 增添的 30 回

评释 ， 学术味道浓厚 ， 在小说

中无法充分表达出来的个人见

解 ， 此处全盘托出 。 这是柯老

师的真心吐露 ， 毕生的读书心

得和临证经验倾囊相授 ， 金针

渡人。

我没有仔细统计过该书 50

个章回中间一共出现了多少案

例， 涉及到了多少病证或疾病。

但知其中有危重病人的治验 ，

也有疑难病情的案例 ， 其实大

部分都是临床司空见惯的病与

证 ， 如心衰 、 心绞痛 、 心悸 、

眩晕 、 晕厥等 。 遣方用药是以

《伤寒论》 《金匮要略》 所载方

药为主的 ， 这充分体现了经方

的临床基础性 ， 当然这和柯老

的术业专攻也不无关系 。 但是

书中兼容并包 ， 时方的精要之

处也受到充分重视 ， 在柯老的

文字中畅游 ， 古今东西相聚一

堂 ， 真的能够使读者产生 “思

接千载” “视通万里” 的感觉。

书中所举的病例有的出自前辈，

柯老耳闻目濡 ， 深刻印象 ， 难

以磨灭 。 但我相信 ， 更多的应

该就是柯老自己的临床经历 ，

所以保存的资料翔实 ， 信手拈

来， 论说游刃有余。

书中的每一个案例都值得

细细品味 ， 这里仅提一头一尾

所出现的二个病案 。 开始的一

例为大叶性肺炎 ， 西医诊断明

确 ， 中医辨证论治用麻黄加术

汤加减 。 临床不能无视疾病的

诊断 ， 但中医辨证遣方用药又

必须遵循规矩 。 按照一般西化

的思路和做法 ， 已经确诊大叶

性肺炎 ， 也许很多人会直接投

用清热解毒剂， 以消炎抗菌了。

但书中用药守住 “寒湿” 二字，

尽管患者体温升高有炎症 ， 仍

然以经方温散表寒为主 ， 另用

时方加强祛湿化痰， 药用麻黄、

桂枝 、 杏仁 、 苍术 、 半夏 、 茯

苓 、 陈皮 、 枳实 、 瓜蒌仁 、 生

姜 。 此处经方时方相融 ， 辨证

辨病结合 ， 临床疗效满意 ， 有

相当的说服力 。 麻黄加术汤传

统用于身热 、 关节肿痛的太阳

湿病 ， 现代很少听说用在大叶

性肺炎上的 。 中医和西医 ， 治

病或治人 ， 都是治疗的方法 ，

都可能有效 ， 当然方法的取舍

最终要尊重患者的意向 。 最后

的一例为脊髓血管畸形 ， 患者

发病已有 7 年 ， 最初的 2 年间

症状较轻 ， 多方就医 ， 多种诊

断 ， 多样治疗 ， 四处奔波 ， 非

但无效 ， 反而病情愈加严重 。

这是一种古人难以深入了解的

疾病 ， 最后经磁共振检查找到

原因 ， 诊断明确 。 很清楚 ， 这

是器质性病变造成的功能障碍，

出现下肢瘫痪 、 小便失禁 、 大

便困难等 ， 中医尽管有说法 ，

但辨证论治效果会打折扣 。 结

合古今的认识 ， 主要投用活血

补肾之品 ， 药用赤白芍 、 炙甘

草 、 木瓜 、 当归 、 五味子 、 山

萸肉、 白术、 生槐花、 肉苁蓉、

茜草 、 怀牛膝 、 炙龟板 、 菟丝

子、 旱莲草、 金樱子、 覆盆子、

枳壳 、 泽泻 。 处方用药看似杂

乱 ， 作为处理 ， 也许是勉为其

难 ， 但基本上也说得过去 ， 所

幸用药过程中病情趋向稳定 。

即便完全没有疗效 ， 也是可以

理解的 。 临床唯疗效是求 ， 中

医看重病体 ， 西医寻找病因 ，

认识和处理方法迥异 ， 但是 ，

殊途同归， 最终必须看重疗效。

可见 ， 临床的问题太复杂 ， 作

为现代中医， 思路不能局限。

探讨当今中医临床诊疗的

案例 ， 不回避西医方面的检查

结果和疾病诊断 ， 处处体现出

柯老所具备的中西医结合的意

识和思维 ， 也可以说这是对临

床现实的正视和尊重 ， 是一种

求实的态度 。 柯老在书中借钟

老之口 ， 是这样说的 ： “认为

中西医可以迅速结合 、 限期完

成不对 ； 认为二者只能各自发

展， 不可能结合， 都是片面的。

在较长时期内 ， 应该保持两个

体系 ， 不要勉强结合 。 但是在

具体问题上， 经过实践和研究，

应该鼓励逐步结合。” 如果说在

理论层面的结合比较困难 ， 不

能强求 ， 那么 ， 在临床实际问

题上的结合就相对容易 ， 不应

该回避 。 对于一个具体问题 ，

中医和西医具有不同的认识和

处理方法， 思路和方法的异同，

互相比较， 十分清楚。

中医的临床疗效客观实在，

当今中医面对的病患确实疑难

者更多 ， 中医要变 。 但中医遣

方用药的基础没变 ， 仍然以辨

证论治为主。 和古代不同的是，

中医对临床病证的认识和处理

可以参照现代知识了 ， 对方药

的把握也多少有了现代凭借 ，

临床现实中的中西医结合也就

成了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我认为该书最后追加的 30

回评释的内容 ， 阐释医理解说

方药 ， 融汇古今探索评论 ， 真

知灼见 ， 这是柯老毕生研究心

得的浓缩 ， 对于专业人士及临

床医生大有启发 ， 特别是有志

于 《伤寒论 》 和经方研究的学

者 。 在方药的层面 ， 既有对麻

黄汤 、 承气汤 、 小柴胡汤等具

体方药的剖析， 也有关于药对、

药物的配伍规律 、 对药物的认

识途径等的议论 。 在病证的层

面， 较多篇幅讨论心衰的概念、

内容和治法方药 ， 讨论水湿痰

饮 ， 讨论神经精神病证 。 在辨

证论治方面议论较细 ， 话题除

了脏腑辨证之外 ， 有中西结合

辨证 、 经典辨证 、 仲景方法 、

思维方法等 。 对仲景脉诊的内

容也作了梳理 ， 结合临证的分

析合情合理 。 这些都能够成为

我们继续思考的基础。

发煌古义 ， 融会新知 ， 是

海派中医之精髓 ； 求真务实 ，

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兼容并包 ，

在临床处理上善于推陈出新 ，

是海派中医之精华 ； 守传统而

不固步自封 ， 重创新又章法俱

在 ， 则是海派中医也是当代中

医之追求 。 所以如何在现实中

做到古为今用 ， 追求更好的效

果， 如何把中医的事情讲明白，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 值

得我们后辈继续动脑筋做下去。

无疑， 柯老师的实践堪称楷模，

感人至深的是柯老最后的 10

年 ， 以病后羸弱之躯 ， 对学术

始终不弃不离 ， 呕心沥血 ， 反

复打磨出这部专著 。 柯老晚年

为此还学会并熟练了电脑的文

字输入与编辑方法 ， 得力于现

代科技神器 ， 轻松行走在文字

中间 ， 逢人说到此事 ， 柯老喜

形于色！

从《医林掇英》到《疑难病证

思辨录》，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

书橱中排列的都是柯老的签名

本。这些文字记下了柯老的心路

历程 ，每次翻看每有新意 。柯老

一生的践行，体现着海派中医的

追求，《疑难病证思辨录》是海派

中医作为的一个亮点！

各位读者 ， 如果你身处上

海 ， 且对中医临床抱有浓厚兴

趣 ， 无论你已经工作或正在求

学，不妨把柯雪帆老师的这本书

放在案头经常翻翻，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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