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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国山西《医学杂志》研究乔尚谦

中医之路

朱建华１　李华荣２

【摘要】　山西祁县乔家乔尚谦为我省著名的诗人、书法家，现存诗集《息影园诗存》，其在清末至
民国年间的官商之路已为众人周知，然其卓有成就的中医之路鲜为人知。乔尚谦少年多病，受其父乔

超五的熏陶，留心医学，钻研医籍，勤学善思，并常与从事中、西医的好友交流，最终在医学方面有所成

就。乔尚谦晚年任中医改进研究会理事、名誉理事，在《医学杂志》刊文２３篇，内容涉及辨证施治、方
药、论说等方面，其学术见解对现代临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中医改进研究会有功理事。通过对

民国山西《医学杂志》中乔尚谦的文章，研究总结乔尚谦行医经历，一则可为山西祁县乔家历史研究

提供史料，二则以期中医学子能够参考、借鉴其中医成才之道，领悟其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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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祁县乔家乔尚谦为我省著名的诗人、书法
家，现存诗集《息影园诗存》，其在清末至民国年间

的官商之路已为众人周知，然其卓有成就的中医之

路鲜为人知。乔尚谦晚年任中医改进研究会理事、

名誉理事，在《医学杂志》刊文２３篇，其学术见解对
现代临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总结乔尚谦行

医经历，可为山西祁县乔家历史研究提供史料，同

时可以借鉴其中医成才之道，领悟其学术思想。

１　乔尚谦生平

乔尚谦（１８６５－１９２７），字筱山，祁县乔家堡人，
丁酉（１８９７年）科举人，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任
兵部主事，赏戴花翎［１］。民国年间曾在祁县中学任

教，并担任保晋公司董事，山西省银行董事，榆次晋

华纺织厂董事等职［２］。著名的诗人、书法家，现存

诗集《息影园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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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乔尚谦与中医

史志资料中对乔尚谦行医的记载较少，仅有

“任山西省中医改进研究会理事”［２－３］的记载。山

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四月成立，
在中医改进研究会筹备之初，《中医改进研究会组

织简章》［４］规定“设会长一人……理事长一人、理事

十人、会员无定额”“理事长及理事均由会长选聘”；

《中医改进研究会拟定研究暂行规则》［５］规定“本会

选聘理事、名誉理事若干人，分科担任，研究医药学

术，编成讲演稿件，并于开会时将研究所得详细讲

演，前项讲演稿件先期由理事、名誉理事送交本会

编辑处，经理事长审查列入会议日程”“审查由理

事、名誉理事分别担任，并将审查结果开具意见书，

交理事会议详细讨论，共同决定”；同时，中医改进

研究会还不断聘请各地中医名流为名誉理事，如

《本会会长覆徐相宸先生书》［６］中“敝会简章，理事

列于会员之上，先生海内名宿，医林泰斗，未便以会

员相屈，如荷不弃，敢请袒任敝会名誉理事”。“先

生学识精到，对于本会，尤具热忱，惜山右地僻，交

通梗阻，未必能屈高之驾，皍特函聘执事担任本会

名誉理事，遥相协助，共底于成”［７］。可见，唯有在

医学界具有一定的学术建树，方能被选聘为中医改

进研究会理事或名誉理事。

乔尚谦于民国八年五月被选聘为名誉理事［８］，

在《医学杂志》出版第三年之始，中医改进研究会对

“名誉理事、理事、会员、名誉会员”进行重新编审，

乔尚谦为理事［９］。自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六月《医
学杂志》刊行以来，至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乔尚谦
离世前的６年间，其以“理事”身份在《医学杂志》发
文２３篇，第一篇文章发表于１９２２年第５期，最后一
篇文章发表于１９２６年第２９期。由于中医改进研究
会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及充足的经费，其成员几乎

涵盖了山西全部医学精英，并选聘各地中医名流为

名誉理事，加之在《医学杂志》上刊登“外界投稿简

章”，使得《医学杂志》在中医界内影响逐步扩大，其

稿件来源也逐渐增多，只能择优录用。在此背景

下，《医学杂志》在第５期至第２９期间能够录用理
事乔尚谦２３篇文章，足见其稿件质量及学术水平非
同一般，对《医学杂志》来说确是“有功”之理事。

３　乔尚谦中医之路

翻阅史志资料，乔尚谦出生在山西富户之一乔

家，家中设私塾，不仅受到良师的教导，而且与其外

甥渠本翘、兄弟乔佑谦、学友刘奋熙共同学习，相互

切磋，最终走上官、商之路，并没有专门从事医学教

育的相关史料记载，概是因为其少年多病，受其父

乔超五、其友刘奋熙的熏陶，遂钻研医籍，并常与从

事中、西医的好友交流，最终在医学方面有所收获。

４逐篇细读其在《医学杂志》发表的２３篇文章，内容
多为临床实践中的真实病例，并有详细的分析及自

己的体会心得。从栏目来看，有３篇属“论说门”，
其余２０篇均属“纂述门”，其中治疗各稿１１篇，治
法３篇，病理类３篇，药物类２篇，卫生类１篇。可
以归纳为三类，即：辨证施治类（主要涉及胯疽、疫

痢、瘟疫、虚劳、痔疮、便血、痈疽等病症的研究）、方

药类（主要涉及甘草、当归、大黄、三春柳等中草药

及黄土汤）、论说类（有“脾胃一门当遵叶氏之治法

论”“前清医学大家之概论”“历年中西医药亲身阅

历谈”等）。结合文章内容，将乔尚谦中医之路总结

如下。

３．１　熟读经典，博采众长
乔尚谦“留心医学”，并谨遵“学贵虚心”之训，

认为“学医所以贵有阅历”，其所著的２３篇文章中，
引经据古，在文中多处提到张仲景、李东垣、叶天

士、朱丹溪、徐灵胎、吴鞠通、王洪绪等中医名家的

学术观点及相关著作，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

中对其评价“时贤乔尚谦，遵《内经》之旨……可谓

善读《内经》者矣”［１０］，然其在实践中，并不拘泥于

经典，而是根据辨证，引证分析各家所长，以期临床

疗效。

如《黄土汤治远血之研究》［１１］一文中阐述了尤

在泾、徐忠可、吴鞠通对远血病因病机的认识及治

疗，并结合黄土汤治愈其痼疾的经历，提出了自己

对黄土汤的分析；又如对于“虚劳”一症，“东垣则专

主升阳，丹溪则专重滋阴，立斋则专明补火”，乔尚

谦则“反复研究，举众说以参详，窃于《理虚元鉴》一

书，深为佩服，即其清金保肺一法，资其化源，实可

谓治虚火上炎之不二法门，且于肾于脾俱无妨碍，

而有相助为理之功，尤可谓独辟无古初也”［１２］；再如

《脾胃一门当遵叶氏之治法论》［１３］一文指出《冷卢

医话》引徐氏《医统》云：“古医十四科，中有脾胃科，

而今亡矣”，乔尚谦考究“我国之治脾胃者，如仲景

之急下以存津液……莫详于东垣，然东垣补中益气

升阳益胃等剂……善乎叶天土之论脾胃……徐灵

胎谓叶氏医案，此门可谓独得真传，深合《内经》之

旨”。

３．２　勤学善思，师古不泥
乔尚谦在对疾病进行研究和探索时“从未敢傲

然自足”，在学习经典临证实践的同时，他也善于向

·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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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名医友人学习，在其疗后若“病未减轻”而束

手无策时，它曾“延友人用西法燎治”、也曾“延京师

名下陆君子英医治”，若遇“医治不得其法”之症时，

他也曾“询之业西医之友人张君履”。他还提到“吾

乡老医董静居先生”“尝遵先生法”“将去风诸药炒

之使黑”以治风邪日久而转入筋络者。因此，乔尚

谦在面对患者未效的情况下，能够借鉴和思考前医

辨证思想、治法方药、治疗反应和结果，努力从中寻

找失败的原因或者疗效的教训，力求有所发现，以

免重蹈覆辙，任何一丝一点地可用之理、可效之法、

可用之药，他都积极地采用合理部分，认真总结，仔

细思考，在病因错综和证情复杂的情况下，精准辨

证，精到用药。

同时，乔尚谦常常对某些疾病病理“反复研究，

举众说以参详”，因此他对疾病病机和治疗也有着

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例如《胯疽之研究》［１４］一

文中指出：“产后胯疽一症，……考之古人医书，从

无治是症方法。盖亦后世新增之症”。他“考其来

原”，在此文中详述了该病的病因，病机，发病症状，

发病部位以及该病的外治之法并与时下之西医进

行对比，并依据辨证列举出８个对症的方剂，提出了
以日治疗胯疽之三方并开列于后，为后世研究该病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乔尚谦在２３篇文章中对胯疽、大头瘟等４种疾
病提到５种中医外治法，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民间奇
方、验方。同时《胯疽之研究》［１４］中外治之法提到

了“用三棱火针”以及“用火罐向刺处将毒血吸尽”；

《痈疽阴阳辩论》［１５］记录了治疗阴疽针刺之法即

“向肿处用银针斜刺一不出血针，刺后数日即消”又

用《火罐治病说》［１６］一文以一个真实病案详述了利

用火罐治疗噎症，这也说明了乔尚谦强调运用中

药、针灸、火罐各种治疗手段以期达到更好地治疗

效果。

３．３　筛方选药，知药善任
乔尚谦认为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如果选方不

当，用药不准或组方不严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疗效

不佳。在其有限的２３篇文章中，乔尚谦结合临证经
验详细论述了甘草、当归、大黄、三春柳４味中药的
运用，共提到了３７个方剂，并尤以黄土汤的临床应
用记载最为详细。

乔尚谦对药物性能功效，药力强弱都有纯熟深

刻的认识，可做到知药如知子，用药如用兵。例如

他在《当归救逆之治验》［１８］一文提出“当归一药，世

人只知为活血调血之剂，不知时症苟为凉药所误。

若重用此药，实有挽危救逆之功。”又以“同县乔君

玉亭”所治病例，说明“重用当归，竟获痊愈”的效

果。又如《甘草单独之治验》［１９］记录了“甘草单用、

独用之效甚大”病例一则，乔尚谦因误用燥热峻烈

之药，而致病者“骤发痉厥，角弓反张”，故以“甘草

一味，轮服数日，病竟霍然”，他受《内经》“肝苦急，

急食甘以缓之”的启发，充分发挥了“甘草能解药毒

抑”的功效。再如《风邪日久转入筋络之研究》［２０］

他总结前人经验提出“将风药炒黑，既可制其过猛

之性，又可直入血分”的用药之法，可“顿使沉疴立

起”。

在常用方剂的选择上，他十分注重方剂的出处

来源、适用症、煎服法以及辨证加减。如《便血之疗

治》［２１］中记载治疗便血的叶氏散方就详细地说明了

真阿胶（两石膏二两和炒成珠去石膏不用候冷研细

末）和棉子仁（一斤撩去外面花衣炒至逐粒爆开焦

黑色存性）的炮制方法，并嘱“每日空心服药末四

钱，白滚汤冲服”。这些详尽而全面的记录都保证

了方剂的对症用药和临床效果，这也充分体现了乔

尚谦用药遣方的极高造诣。

３．４　笃信中医，衷中参西
在临床实践中，乔尚谦虚心研习名医前贤的理

论与经验，对部分病症，常咨询西医诸友，参考西医

治法，但在实践中却不为西医所折服，其在《历年中

西医药亲身阅历谈》［２２］便指出“医药器械之精良，

尤所心折，然窃计平生经验之效果，实与事实相反”

“吾人又乌可笃信西医而遂弁髦中医也哉”。如在

《膈膜发炎疗治之经验》［２３］一文中，对其“婶母患两

胁时而发热，甚则终夜不寐，将及半年”一症，“西医

重用西药，不见效”，其结合病人体质以及既往所服

诸药，认为属“膈膜之病”，病在“三焦”，“古人治半

表半里，首重柴胡”“古人治膈，多用祛痰之药”，最

终用香附旋覆合温胆类服之而愈。又如针对肿疡

一症，西医治法多重手术，其在《痈疽阴阳辩论》中

指出中医外科“辨证最要关键”，而西医的缺点即

“笼统施治，概不分脏腑阴阳，部位症候之险恶”。

４　结　语

乔尚谦在《医学杂志》虽仅发表有２３篇文章，
但这２３篇文章皆为其结合中医大家之经验的临床
切身体会，细品诸文章，其学术见解对现代临床亦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乔尚谦的医学之路不

仅对山西祁县乔家历史研究提供了史料，而结合其

中医之经历，作为一名中医学子，更应该尊崇其“学

贵虚心，从未敢傲然自足”的求学精神，博览群书，

潜心领悟。

·１７５·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５年第１０卷第４期　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０，Ｎｏ４

参　考　文　献

［１］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Ｍ］．太原：山西
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５０．

［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祁县文史
资料（第９辑：历史文化民俗专辑）［Ｍ］．１９９３：６７．

［３］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祁县志［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９：６９２．

［４］中医改进研究会．中医改进研究会组织简章［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１
（１）：１５－１６．

［５］中医改进研究会．中医改进研究会拟定研究暂行规则［Ｊ］．医学
杂志，１９２１（１）：１６－２３．

［６］阎锡山．本会会长覆徐相宸先生书［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１（２）：８７
－８９．

［７］中医改进研究会．本会覆包伯寅先生书［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１（３）：
７５－７６．

［８］中医改进研究会．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职员表［Ｊ］．医学杂志，
１９２１（１）：５．

［９］中医改进研究会．理事一览表［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３（１３）：１２．
［１０］清·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２０１１：３７５．
［１１］乔尚谦．黄土汤治远血之研究［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３（１６）：１９７

－１９９．
［１２］乔尚谦．虚劳症宜清金保肺论［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３（１３）：３８

－３９．
［１３］乔尚谦．脾胃一门当遵叶氏之治法论［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２（９）：８

－９．
［１４］乔尚谦．胯疽之研究［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２（５）：３２－３６．
［１５］乔尚谦．痈疽阴阳辩论［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５（２７）：４３－４５．
［１６］乔尚谦．火罐治病说［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３（１４）：６８－６９．
［１７］乔尚谦．火罐治病说［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３（１４）：６８－６９．
［１８］乔尚谦．当归救逆之治验［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３（１３）：５２－５４．
［１９］乔尚谦．甘草单独之治验［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５（２４）：７４－７６．
［２０］乔尚谦．风邪日久转入筋络之研究［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２（１０）：３７

－３９．
［２１］乔尚谦．便血之疗治［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３（１４）：６６－６８．
［２２］乔尚谦．历年中西医药亲身阅历谈［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６（２９）：３２

－３４．
［２３］乔尚谦．膈膜发炎疗治之经验［Ｊ］．医学杂志，１９２５（２３）：５７－５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３）

（上接第５６６页）
功能：ＴＳＨ０ｍＩＵ／Ｌ，Ｔ３、Ｔ４、ＦＴ３、ＦＴ４均正常，血常规
正常。治法：清肝泻火、化痰散结。方药：龙胆草１０
ｇ，栀子１０ｇ，黄芩１０ｇ，柴胡１０ｇ，车前子１５ｇ，泽泻
１２ｇ，泽兰１２ｇ，益母草３０ｇ，莪术１２ｇ，夏枯草１２ｇ，
土贝母１５ｇ，蒲公英１５ｇ，白花蛇舌草３０ｇ。１４剂，
水煎服，日１剂。

患者后复诊 ６次，随症加减用药，末次就诊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８日。查甲状腺功能：Ｔ３、ＦＴ３略减低，
ＴＳＨ４．６７ｍＩＵ／Ｌ。患者突眼明显改善，外观左眼较
右眼明显，无复视，体力好转，无畏热、心慌等症，月

经正常，纳眠可，二便正常。舌嫩淡红苔薄白，脉细

稍弦。

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突眼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的常见症状，属自身免疫性疾病，现代医学对于

其治疗有抗甲状腺药物、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

等，然而疗效不肯定，而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特色诊

疗，在此疾病的治疗中能提供新的思路，取得较为

满意的效果。突眼，祖国医学称之为“鹘眼凝睛”，

中医学中有目为肝之窍之说，可见此病的发生与肝

密切相关。现代医学将甲亢突眼分为两类，一是非

浸润性眼病，又为单纯突眼；二是浸润性突眼，系眶

内和球后组织增生、淋巴细胞浸润和水肿所致。然

而无论何种类型，根据其临床表现，分析其病机为

肝郁化火，肝火上逆，痰火内结，肝火夹痰上袭，痰

浊血瘀留结于目
'

所致。此例患者症见突眼、眼胀

等症，辨证属“肝火上炎，痰瘀内结”，故魏师治疗以

龙胆泻肝汤加减以清肝泻火、化痰散结，患者突眼

等症均得到明显改善。

６　结　语

痰火为患可致百病，百病亦可以痰火为表现。

魏师治疗非一味清热化痰之法，而是依照疾病的性

质，痰火所犯部位程度，当前所处证候，整体调节，

辨证论治。根据痰火的生成，多重视肺、脾、肾三

脏，治以养阴清肺，调脾胃气机，滋肾潜阳，善后以

安此三脏为要。痰为实邪，火以实火多见，亦可见

虚火。治疗痰火以治火热为主，实火则清降，虚火

则清润，随证辅以顺气、燥痰、化痰、豁痰、坠痰之

品。“怪病从痰治”，“诸病寻痰火”，魏子孝教授运

用“先辨病 －抓主症 －标本先后 －辨证以定基础方
－药物加减 －疗效评价”中医治疗思路，紧紧抓住
痰火主病的临床表现，将痰火证与内分泌疾病相结

合，辨证论治，随症加减，临床取得了显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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