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中医杂志1 2 6 0年11 月第5 1 卷第11 期

江南何氏世医脾胃理论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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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何氏世医是在镇江
、

松江
、

奉贤
、

青浦等地绵延1
.

2 外邪入里
,

归于阳明
:

外邪侵袭
,

可直接中于中焦
,

传承 30 代
,

至今已有 8 80 余年历史的医学世家
,

其中不 如素体虚寒
,

外感风寒则易直犯中焦
,

影响脾胃功能
。

少医家曾任太医院院使
、

御医等职
,

他们医德高尚
,

医术 对于机体本身无明显虚损者
,

何氏世医认为
,

若感受外

精湛
,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临床上都有着极深造诣
。

邪
,

邪气在表时未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
,

则会由表人里
,

脾 胃理论是 中医基础理论的一部分
,

从《黄帝内经 》 有
“

万物所归
,

归于阳明
”

的趋势
。

如《伤寒论》云
: “

阳明

阐明脾胃生理功能
,

到仲景治疗时刻顾护脾 胃
,

再到李 居中
,

主土也
,

万物所归
,

无所复传
。 ”

阳明胃为五脏六腑

东垣创立甘温除热法
,

到叶天士创立 胃阴学说
,

都是对 之海
,

最善容纳
,

无论感受寒热湿邪
,

皆有内传化热的趋

脾 胃理论的不断丰富
。

何氏对于脾胃理论的发挥受《伤 势
,

从而影响胃腑的功能
。

寒论》影响最深
,

《伤寒论》中有大量重视胃气的内容
,

提 1
.

3 江南多湿
,

困遏脾 胃
:

江南何氏世医世居江南之

出时刻顾护胃气是治疗疾病及防护疾病的关键
。

何氏也 地
,

一方面气候多偏于潮湿
,

常湿邪为患
,

湿邪伤人
,

最

极为重视中焦脾 胃
,

其在仲景脾 胃思想的基础上
,

结合 易阻滞气机
,

困遏脾气
,

而脾阳不振
,

又会导致 内生痰

地域环境特点去顾护脾胃
,

并丰富了脾 胃论治的方法
。

湿
,

继而发生恶性循环
,

导致脾 胃内伤病证 ;另一方面
,

1 脾胃是联系外感病与内伤病之枢纽 江南为东方
,

属木
,

更易木克于土
,

脾土不健之人
,

更易

何氏世医认为
,

脾 胃是联系外感病与内伤病之枢 生湿化痰
,

内湿
、

外湿常相兼为患
。

纽
。

人之所病
,

不外乎外感与内伤
,

外感强调邪气
,

内伤 1
.

4 脾 胃不足
,

牙卜气易入
:

张仲景有云
“

四 季 脾 旺 不 受

强 调 正 气

,

而 外 感 病 与 内 伤 病 又 不 可 以 截 然 分 开

,

临 床 常 邪

” ,

何 氏 世 医 也 认 为

,

外 感 病 的 发 生 与 脾 胃 不 足 密 切 相

见 感 受 外 邪 后

,

随 着 邪 气 的 深 人 或 治 疗 不 当

,

损 伤 正 气

,

关

,

正 如 何 氏 四 世 医 何 渊 所 著 《伤 寒 海 底 眼 》开 篇 即说
:

而 导 致 各 种 内 伤 疾 病
;
而 内 伤 因 素

,

往 往 又 会 引 起 外 邪 侵

“

夫 伤 寒 何 系 而 起 也

。

经
曰

: `

邪 之 所 凑

,

其 气 必 虚

。 ’

故

人

,

导 致 外 感 病 证 的 发 生

,

也 可 决 定 外 感 病 证 的 转 归

。

元 气 充 实

,

肌 表 固 密

,

则 邪 不 易 人

,

而 内 不 受 伤

,

所 谓 藩

1
.

1 外 邪 袭 表
,

气 机 失 调

:

外 邪 侵 袭 人 体

,

初 始 症 状 不 篱 固 而 贼 难 攻

,

内 有 备 而 外 难 侮 也

。 ” 〔
翎 卑 胃 为 后 天 之

仅 有 发 热

、

恶 寒

,

还 常 伴 脾 胃 症 状

,

如 恶 心 呕 吐 等

,

如 《伤 本
,

气 血 生 化 之 源

,

由 水 谷 精 微 化 生 的 卫 气 具 有 抵 抗 外

寒 论 》桂 枝 汤 证 云
“

鼻 鸣 干 呕 者

,

桂 枝 汤 主 之

” ,

这 里 的 干 邪 的 作 用

,

因 此 脾 胃 不 足

,

卫 气 生 化 无 源

,

则 抗 邪 能 力 减

呕 并 不 是 邪 气 直 接 侵 人 脾 胃

,

若 如 此

,

桂 枝 汤 则 无 效

,

而 弱

,

邪 气 易 人

,

发 为 外 感

。

应 用 理 中 类 方 剂

。

邪 气 袭 表

,

未 及 脾 胃

,

却 表 现 出 脾 胃 症
1

.

5 脾 胃 盛 衰
,

影 响 传 变

:

脾 胃 盛 衰 不 仅 决 定 外 感 病 发

状 这 是 由 于 外 邪 侵 袭

,

邪 气 郁 积 体 表

,

而 人 体 内 外 当 通 生 与 否

,

其 寒 热 虚 实 也 影 响 了 外 感 病 传 变 与 发 展

。

《伤 寒

畅调 和
,

外 有 邪 气 郁 积

,

则 会 影 响 体 内 胃 气 和 降

。

当 外 邪 海 底 眼 》中有 云
: “

三 阳 受 病

,

元 气 素 实

,

内 不 受 邪 传

。 ” 〔̀ 」

侵 袭 人 体

,

卫 气 奋 起 抗 邪

,

此 时 易 导 致 两 方 面 病 理 变 化

,

即 说 脾 胃 强 盛

,

正 气 充 实

,

则 三 阳 经 受 邪 不 易 向 内 传 变

一 是 邪 气 郁 闭 体 表

,

使 表 里 之 气 升 降 出 人 失 调
;
二 是 卫 导 致 发 生 阴 经 病 变

。

何 氏 还 指 出

,

外 邪 侵 袭

,

有 脾 胃 素

气 在 表 抗 邪

,

使 里 气 相 对 空 虚

,

这 两 者 变 化 常 导 致 脾 胃 虚

,

邪 陷 于 脏

,

内 虚 作 寒 者

;
也 有 本 阳 明 里 热

,

邪 化 热 人

病 证 的 发 生

。

脾 胃 乃 是 全 身 气 机 升 降 出 人 之 动 力

,

因 此 阳 明 者

,

可 见 脾 胃 盛 衰 及 其 偏 颇

,

影 响 外 感 病 的 传 变

。

外 邪 袭 表 使 气 机 失 调

,

会 影 响 脾 胃 功 能

。

综 上 所 述

,

何 氏 世 医 认 为 外 感 病 证 与 内 伤 病 证 常 相

—
互影响, 相 兼 为 患

,

而 脾 胃 是 其 交 叉 联 系 的 枢 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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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状 者

,

何 氏 常 以 辛 散 法 祛 邪

,

此 时

,

祛 邪 即 为 扶 正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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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 袭 表
,

卫 气 奋 起 反 抗

,

里 气 相 对 空 虚

,

此 为 一 过 性 不

足

,

尚 不 需 补

,

只 需 调 和

,

邪 去 则 里 气 复

。

用 药 上 多 用 羌

活

、

防 风 等

,

若 为 寒 邪

,

配 麻 黄

、

桂 枝 等

;
若 为 热 邪

,

兼 薄

荷

、

柴 胡 等

;
若 有 湿 邪

,

加 霍 香

、

佩 兰 等

。

2
.

2 顾 护 脾 胃 以 防 变
:

平 素 健 康 之 人

,

受 病 后 应 时 刻 顾

护 脾 胃 之 气 以 防 变

。

健 康 之 人

,

感 受 外 邪

,

必 要 祛 邪

,

而

一 味 祛 邪 定 会 伤 正

,

而 使 疾 病 恶 化 或 迁 延 不 愈

,

因 此 要

顾 护 脾 胃

。

但 若 一 味 补 益 脾 胃

,

又 恐 邪 气 不 去

,

所 以 何 氏

在 用 药 上 强 调 清 平 用 药

,

常 以 佐 使 药 出 现

,

常 用 的 有 生

姜

、

甘 草

、

大 枣

、

粳 米 等

,

既 要 考 虑 到 对 脾 之 温 护

,

又 不 忘

对 胃 之 清 润

,

常 根 据 病 性 选 而 用 之

,

如 邪 气 偏 热

,

伤 津 耗

气 者

,

常 配 以 麦 冬

、

粳 米 等 滋 养 胃 液

。

2
.

3 分 清 因 果 治 有 序
:

对 于 平 素 即 有 脾 胃 内 伤 者

,

在 感

受 外 邪 后

,

治 疗 当 因 人 制 宜

。

脾 胃 内 伤 者 可 大 体 分 两 种

,

一 是 以 虚 为 主

,

继 而 感 受 外 邪

;
二 是 原 本 即 为 虚 实 夹 杂

之 体

,

或 有 痰 湿

,

或 夹 宿 食 等

,

继 而 再 感 受 外 邪

。

对 于 前

者

,

何 氏 治 疗 以 温 补 为 主

,

兼 以 发 散

,

补 宜 多 以 补 气 分 为

主

,

而 不 是 用 重 精 厚 味 之 药

,

常 以 人 参

、

白 术

、

黄 蔑

、

炙 甘

草

、

大 枣 等 补 益 中 焦 脾 胃

,

扶 助 正 气

,

又 用 升 麻

、

柴 胡

、

生

姜 等 升 散 外 邪

,

达 邪 外 出

,

若 是 外 感 偏 重

,

可 再 配 合 羌

活

、

防 风 之 类

。

对 于 后 者

,

何 氏 治 疗 首 先 要 判 断 机 体 素 有

的 病 理 产 物 是 否 对 新 感 邪 气 有 所 影 响

,

继 而 决 定 是 先 针

对 素 有 病 邪 还 是 先 针 对 新 感 邪 气

,

还 是 两 者 并 治

。

如 脾

胃 内 伤 食 结

,

又 兼 外 感 寒 邪

,

此 时 的 外 邪 不 会 加 重 内 伤

病 的 程 度

,

治 疗 是 以 解 表 为 先

,

再 配 合 消 食 之 法

;
而 若 是

脾 胃 内 伤 痰 郁

,

感 受 外 邪 后

,

必 使 内 郁 更 重

,

故 治 疗 是 以

治 痰 药 为 主

,

兼 以 发 散

。

何 氏 调 和 脾 胃 强 调 扶 正 与 祛 邪 两 方 面

,

扶 正 不 仅 是

单 纯 的 补 虚

,

而 是 强 调 调 和

,

这 种 调 和 多 是 通 过 气 机 升

降 出 人 带 动 正 气 的 输 布 及 邪 气 的 外 散

,

而 气 机 的 升 降 出

人 和 中 焦 脾 胃 密 切 相 关

;
祛 邪 需 外 散 达 表

,

这 需 要 驱 邪

的 动 力

,

而 这 种 动 力 即 体 现 在 正 气 的 抗 邪 作 用 以 及 气 机

的 出 人 作 用

,

这 些 作 用 也 都 是 脾 胃 作 为 生 化 之 源 以 及 气

机 枢 纽 起 效 的

。

3 中 焦 治 法 发 挥

3
.

1 建 中 法
:

建 中 法 的 运 用 具 有 层 次 性

。

先 以 小 建 中

、

小 建 中 加 当 归 汤 为 第 一 层 次

,

治 疗 以 疼 痛 为 主

,

均 是 在

桂 枝 汤 的 基 础 上 倍 芍 药 加 怡 糖

。

桂 枝 汤 为 调 和 营 卫 代 表

方

,

当 病 邪 更 偏 向 营 血 分

,

出 现 疼 痛 症 状 时

,

则 加 重 芍 药

的 量

,

芍 药 阴 柔 缓 急

,

再 加 怡 糖 安 奠 中 州

,

或 加 当 归 补 血

活 血

,

减 轻 疼 痛

。

第 二 个 层 次 为 附 子 建 中 汤

、

黄 蔑 建 中 汤

等

,

均 是 在 小 建 中 汤 的 基 础 上 加 黄 蔑

、

附 子

、

白 术 等 益 气

健 脾

,

顾 护 卫 阳 之 品

,

其 针 对 表 虚

、

漏 汗

、

足 冷 等 表 阳 不

固 的 症 状

。

第 三 个 层 次 为 大 建 中 汤

、

乐 令 建 中 汤

、

八 味 大

建 中 汤 等

,

均 在 第 二 个 层 次 上 加 了 人 参

、

肉 桂

、

蜀 椒 等 热

性 药 物

,

此 多 针 对 疼 痛 更 甚 之 症

。

建 中 法 之 根 本

,

在 于 芍 药 和 怡 糖 的 运 用

。

芍 药 敛 阴

人 营

,

怡 糖 补 中 缓 痛

,

两 者 相 配 酸 甘 化 阴

,

更 起 甘 润 建 中

之 效

。

建 中 汤 的 加 味 中

,

补 气

、

补 血

、

补 阴

、

补 阳 俱 有

,

因

此

,

体 现 了 其 为 阴 阳 俱 有 不 足 之 证 而 设

。

《灵 枢
·

终 始 》云
“

阴 阳 俱 不 足

,

补 阳 则 阴 竭

,

泻 阴 则 阳 脱

,

如 是 者

,

可 将 以

甘 药

” ,

这 也 暗 含 了 建 中 法 之 意

。

3
.

2 理 中 法
:

何 氏 运 用 理 中 法 主 要 针 对 太 阴 虚 寒

,

治 疗

偏 于 温 中 祛 寒

。

从 理 中 法 所 加 药 物 看

,

其 所 加 之 药 分 为

两 类

,

一 是 加 人 温 药

,

以 加 重 其 温 中 的 作 用

,

如 加 附 子

、

吴 英 等

,

另 外

,

正 因 为 理 中 之 方 在 于 温

,

故 在 此 基 础 上 加

味 用 于 安 蛔

,

因 为 《伤 寒 论 》 中有 云
“

病 人 有 寒

,

复 发 汗

,

胃 中 冷

,

必 吐 蛔

” ,

胃 寒 之 人 多 出 现 吐 蛔 的 症 状

,

故 用 理

中 汤 加 获 菩

、

花 椒

、

乌 梅 以 安 蛔 理 中
;
二 是 加 人 理 气 之

品
,

所 谓 理 中

,

为 理 中 焦 之 意

,

还 应 强 调 其 调 理 气 机 升 降

的 作 用

,

故 多 配 伍 理 气 药

,

如 丁 香

、

积 实 等

。

理 中 之 根 本

,

在 于 温 与 动

,

其 用 药 多 为 辛 甘 温 补 之

品

,

辛 可 发 散

,

甘 可 补 益

,

辛 甘 化 阳

,

与 建 中 相 比

,

建 中 偏

静

,

理 中 偏 动

,

建 中 偏 血

,

理 中 偏 气

。

3
.

3 补 中 法
:

何 氏 所 用 补 中 法

,

以 东 垣 补 中 益 气 汤 为 代

表

,

对 其 运 用

,

主 要 体 现 在 两 方 面

,

一 是 甘 温 除 大 热

,

二

是 升 举 清 阳

。

补 中 之 根 本

,

不 仅 在 于 补

,

更 强 调 气 机 上 下

内 外 的 通 达

。

故 何 氏 在 补 中 益 气 汤 加 减 中

,

提 到 加 白 芍

、

五 味 子

,

治 气 虚 多 汗
;
加 白 芍

、

川 芍

、

蔓 荆 子 治 疗 清 阳 不

升

,

头 痛 恶 风

,

前 者 加 白 芍

、

五 味 子 酸 收 的 药

,

不 仅 是 针

对 敛 汗

,

更 是 与 黄 蔑

、

柴 胡 等 配 伍

,

以 条 畅 气 机 出 人

;
后

者 加 白 芍 苦 酸 内 收 药 和 川 芍

、

蔓 荆 子 辛 散 药

,

除 直 接 针

对 头 痛 外

,

也 起 到 了 条 畅 气 机 升 降 的 作 用

。

3
.

4 温 中 法
:

何 氏 常 用 温 中 化 痰 丸

、

厚 朴 温 中 汤 等

,

前

者 治 疗 寒 痰 胸 幅 不 快 证

;
后 者 治 疗 脾 胃 虚 寒

,

心 腹 胀 满

,

及 秋 冬 客 寒 犯 胃

,

时 作 疼 痛 证

。

何 氏 运 用 温 中 法 和 理 中

法 有 类 似

,

其 温 中 散 寒 的 部 分 相 似

,

但 对 于 偏 补 虚 的 理

中 法

,

温 中 法 更 偏 于 针 对 痰 湿 为 患

,

痰 湿 为 阴 邪

,

治 疗 以

温 化 之 法

。

而 治 痰 和 治 湿

,

虽 均 从 温 中 人 手

,

其 用 药 程 度

偏 重 还 是 不 同 的

。

若 湿 邪 还 未 凝 结 为 痰

,

故 用 药 仅 用 理

气 燥 湿 之 品

,

如 木 香

、

厚 朴 等

;
若 当 痰 湿 已 结

,

则 用 药 必

加 半 夏 或 以 二 陈 汤 为 底

,

以 燥 湿 化 痰

。

何 氏 脾 胃 理 论 认 为

,

脾 胃 是 联 系 外 感 病 与 内 伤 病 之

枢 纽

,

以 扶 正 祛 邪 法 调 和 脾 胃

,

治 疗 必 权 衡 考 虑

,

时 刻 顾

护 脾 胃 之 气

,

升 降 相 因

,

燥 湿 相 济

,

以 调 和 为 大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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