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光绪六年，慈禧太后因
病久治无效，诏求天下良医。江
苏巡抚吴元炳举荐马培之应
诏，至京均由军机大臣接待。七
月底，马培之首次为慈禧太后
诊脉，不仅细致分析了病情，还
主动提出病理见解———这是同
批征召医生中唯一一人。初诊
开方便获慈禧一句“所拟药方
甚佳”的高度评价。尽管慈禧称
赞有加，却未敢轻易尝试他的
处方，仍以太医院药方为主，但
下令马培之次日再诊，并亲自
审核处方细节。

此后，宫内形成了两大医
生阵营：一方是以太医院为核
心的“传统班底”，另一方则是
包括马培之、汪守正、薛福辰 3
人在内的“外来医生团”。双方
每日轮番上阵，为慈禧诊脉。马
培之初次用药便取得了显著疗
效，稳住了慈禧的病情。但慈禧
极为谨慎，每味药材、每条引经
据典均要求核实出处，甚至用
黄纸笺夹注，做下记痕备查。

病情稍愈，诊脉队伍中的分
歧却逐渐显现，各路名医争鸣，
“同征者各持己见”。马培之深感
苦恼，几番思想斗争后，身体和
精神都备受煎熬，终至染上了眩
晕症。一日，他在朝房中突然晕
倒，请了 5天假休养。养病期间，

他依然牵挂慈禧病情，上奏分析
医案，建议用药应以“甘平”为
主，同时再次请假 15天以调养
身体。然而，病未好，人难退。待
20天病假期满，马培之仍感身
体不适，决议请退。慈安太后亲
自下旨挽留：“慈禧皇太后圣躬
尚未痊愈，外来医生，以马文植
为最。”并特许他续假 10日，断
绝了他的归乡念头。
马培之回宫继续诊脉，发

现慈禧的用药逐步按照他的建
议执行，心中稍感宽慰。然而，
身体的虚弱却难以忽视。次年
正月十四，他因下车不慎跌伤
腰部，起身翻身都需搀扶，但仍

每日强撑病体入宫为慈禧诊
脉，直至再度病倒。

二月廿一，马培之接到妻
子病重的家书，望着手中信笺，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力不从
心。慈禧病情逐渐好转，而他却
愈发心力交瘁，只得以“心神恍
惚，语言颠倒”为由哀求回乡调
治。经内廷王公大臣和太监们
多方疏通，慈禧最终于三月廿
六同意，这段历时 9个月又 12
天的“京城疗疾”生涯至此结
束。

当年七月初四，慈禧赐了
“务存精要”与“福”两块匾额，
以表彰马培之的精湛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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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医中坚马培之：

阴 大志

马培之医术高超，声名远扬。清光绪六年（1880
年），慈禧太后患病，御医屡治不愈。朝廷征求海内名
医，江苏巡抚吴元炳极力推荐马培之。马培之于当年七
月为慈禧诊疾，疗效显著，深得赞赏。在京期间，皇亲国
戚、朝廷大臣等争相请他诊病，名声大噪。翌年返乡时，
御赐匾额两块，一书“福”字，一书“务存精要”。由此，他
的医名更加显赫，被誉为“马征君”。《纪恩录·吴元炳奏
牍》中记载：“素精医道，遐迩知名，各处就诊之人，往往
目不暇接。”后世尊称其为“江南第一圣手”。

马 培 之（1820—1903
年），名文植，晚号退叟，武进
孟河人，乃“孟河四大家”之
一。

孟河马氏的医道传承，
可追溯至明末，由马荣成开
创。到了马培之这一代，这条
脉络早已深深扎根，但他却
以其卓越的智慧与不懈的钻
研，重新定义了家族的医学
高度。从幼年起，他便在庭训
中耳濡目染，师从祖父马省
三，潜心习医 16 年，博览群
书，亲历临床，医术渐臻化
境。祖父不仅手把手地传授
医学技艺，还常带他参与重
大会诊；而祖友王九峰更是
对这个医术初显的少年赞叹
不已，直言：“此儿前途无量，
必胜其祖！”

马培之的成长轨迹，既
是勤奋积累的结果，也因家
族的深厚人脉助力。他的父
亲与名医费伯雄为世交，马
家后又与费家结为姻亲，马
培之师从费伯雄，亦广采王
九峰等名家精髓。学术上推
崇王氏全生派，同时吸收正
宗、心得两派之精华，不断创
新发展。这种广纳百家的求
知精神，让他在家族医道的
基础上不断突破，成为马家
医术造诣最深、名声最响的
一代巨擘。

马培之学术功底深厚，
广泛涉猎历代医籍，在中医
各科均有卓越建树。在临床
实践中，他擅用丸、散、膏、丹，

不拘泥于古方，还结合个人经
验优化古方配伍，创制新方，
在治疗疮疡、喉病等疑难杂症
方面取得了卓越疗效。在学术
思想上，他认为只有深谙人体
整体运行规律，方能真正做到
诊断精准、治疗有方，主张“凡
业疡科者必需先究内科”，提
出“轩岐评证，原无内外之分”
“浑内外而为一，乃探原之治”
等独到见解，巧妙将内科与外
科融会贯通，打破了传统内外
科的界限。这种学术创新将中
医学提升到更加系统和哲学
化的高度，深刻诠释了“病在
人而不在病”的医学哲理。正
如他常言：“病无常病，药无常
方，切忌拘泥成法而不知变
通。”这一理念贯穿他的行医
生涯，使其治学严谨、学术创
新，求诊者四方云集，门庭若
市。世人盛赞其“以外科见长
而以内科成名”。

回归故里的马培之，依旧
悬壶济世，名声也愈发显赫。
1889年，他编著的《纪恩录》以
木刻本刊行，南方名士俞樾亲
自为其作序。这部书不仅是他
为慈禧诊病的详尽日记，还记
录了为王公大臣诊病的种种细
节，从中可窥见清末京师医疗
状况及其积弊。例如，热性病治
疗忽视护津液，杂病过度依赖
补剂，以及燥邪病患未顾忌室
内火盆的弊端等，马培之悉数
指出，发人深省。

马培之的求索精神并未止
步于医术实践，他晚年旅居无
锡，与门生邓星伯朝夕相伴，开
始更加系统地整理医学著作。

他留下了《外科传薪集》《医略
存真》《评校外科全集》《评集急
救百病回生良方》《马培之医
案》《医论》等重要著作。他的大
胆与开放精神更体现在对秘方
的态度上：毫不保留地将秘方
直接写入书中，广开医学见闻，
为后世铺路。他曾在清光绪六
年冬，京师温热流行之时目睹
其他医生因方案失误导致患者
不治，深感世人性命之重、医学
研究之难，毅然将自己的秘方
药、吹药法等治疗方法毫无保
留地公之于世。这种坦荡与仁
心，在当时的医学界独树一帜。

更难得的是，马培之不仅
在著述上留下瑰宝，还将孟河

医派的传承发扬光大。与传统
的“传男不传女”“只传家人”不
同，孟河医派秉持开放精神，广
纳贤才。只要学生医德端正、悟
性优良，无论是否有亲属关系，
皆能得到悉心指导。在他的传
道授业下，门下名医辈出：邓星
伯、沈奉江、马伯藩、丁甘仁、贺
季衡、巢渭芳、吴庚生，均为当
时医界翘楚。其后代及再传弟
子更是桃李满天下，如中国国
医大师颜德馨、朱良春等，均得
马派门人的真传。

如今，孟河医派传承弟子
遍天下，许多孟河医派再传弟
子的门人，已成为中国现代著
名的中医药专家。

医道世家 从小院庭训到博采众长

名重京师 获慈禧青睐的“编外御医”

著书传道 医术之外的格局与大爱

位于孟河镇的马培之故居

马培之关于治疗慈禧的奏折

《纪恩录》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