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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辨证重于用药思想和辨证纲领的形成

"

!和中浚#

!!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 "#$$%&"

摘要!认为明清医家对中医辨证重于治疗用药思想的全面推行和辨证纲领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 医家强调诊病治疗时首

在辨证"明证#把辨证作为保证有效治疗的重要前提! 当时对辨证纲领的认识医家有着内容不一的多种模式#阴阳"表里"寒

热"虚实八纲辨证是后来强调辨证方法规范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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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和方法虽早在&内经'和

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就已确立#明代以前

六经辨证和病因(脏腑辨证等方法医家已有系统的

认识和临床运用#且明清时期已将伤寒六经辨证更

多地用于内科杂病的治疗#但辨证重于治疗思想的

进一步全面推行和辨证纲领的丰富当属明清时期)

明清医家对当时一些医家仅据病证出方的态度提出

批评#认为诊病应首在辨证#并对辨证的纲领归纳总

结了多种认识#并不完全限于现代统一模式的八纲

辨证#其中一些辨证纲领如辨气血(辨标本(辨脏腑

等提法很有价值#值得注意)

#!辨证重于用药思想的确立

魏晋唐宋医家临床各科诊病治疗早年多从病症

着手#临床医著主要内容以病症方药为主#故魏晋隋

唐以来医家注重方药知识的积累#方书成为医著的

大宗#除伤寒六经的辨证方法有较多的运用外#同时

兼涉病因(脏腑辨证等内容#如张元素(钱乙等#但辨

证的主动意识特别是辨证的目的性有时并不强烈#

并不是所有医家都将其作为临床诊病治疗的必要前

提和步骤) 如杨士奇在&医经小学'序中批评当时

有的医家#*后生晚出#往往不究宗旨#甚者于脉证

阴阳表里经络气运之说一切懵然#惟执前人一定之

方#以待病者用#觊幸于万一+

,#-

#该书*凡例+中说

*而初入者难究其本#故多执方主疗)+提示当时存

在有些医生往往只凭手中所掌握的方药轻率治病的

现象)

由于方药的积累迄明清时期已非常丰富#病人

的病情又较既往更为复杂#病人对医家的技术水平

要求越来越高#因而以往仅据病症出方或主要依靠

经验效方来进行治疗的简捷方法已不能有效地提高

临床疗效) 随着明清时期四诊方法的进步和丰富#

以及辨证方法的提倡#辨证意识日渐深入人心) 如

何认识辨证的意义#将其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如何

掌握更丰富的辨证方法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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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初戴元礼辑纂的&丹溪心法'中#已开始

*别阴阳于疑似#辨标本于隐微#审察血气实虚#探

究真邪强弱+

,(-

!程充序"#虽未明确提出八纲概

念#但其重视辨证方法的思路和内涵与后世的八纲

辨证基本相同#其中阴阳虚实四者完全一致#标本也

属辨证时应予以辨识的内容之一#外邪强弱关乎寒

热) 程在&松崖医径' *凡例+中强调*治病之要#

不过切脉(辨证(处治三者而已)+

,Q-尽管特别重视

切脉#将其置于首位#作为四诊的代名词#但已认识

到辨证是居于四诊之后#治疗之前的一个关键环节)

喻昌强调*先议病#后用药+#是鉴于*迩来习医者

众#医学愈荒#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

,)-的状

况#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是*其夭枉不可胜悼+#*故

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 识病#则千百药中#

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 不识病#则歧多而用

眩,)-

+) 这就提出了先识病后用药不仅是一个次序

先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辨证与用药孰主孰次的地

位问题#强调的是务必阐明审证用药之所以然#说明

医家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诊病首在辨证(*明证+#随

后是立法#而选方用药已退居其次#开始向提高辨证

意识的方向发展) 正如孙一奎所说#*盖医难于认

证#不难于用药//故古谓审症犹审敌#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矣)+

,&-

&赤水玄珠'前二卷病症俱以明某

症标题) 其后李中梓在&删补颐生微论'中撰有*别

症论+#认为*历观名论#皆以别症为先)+

,"-他所谓

*别症+即是辨证#*为先+即辨症当居首位) 徐大椿

&兰台轨范.序'提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

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

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之

法)+

,%-这里的说法尽管与前几位医家稍微有些差

别#但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只不过强调的是从明确病

症着手及辨病因而已) 以上医家所论都是主张诊病

治疗时辨证识病的重要性#是居于第一位的大事#只

不过有的特别强调辨别病因#但对辨证的原则和要

求是一致的)

中医辨证论治的观念由此日渐成熟#辨证方法

日渐丰富#辨证的重要性#特别是识病辨证作为保证

有效治疗必要前提的观念越来越为医家所重视) 故

陈士铎的&辨证录'以*辨病体之异同#证药味之攻

补+

,R-为特色#特别重视辨证#注重对症状的辨析和

鉴别#因此黄晟序评价说*是编穷其辨证之精微#究

其制方之妙旨+

,R-

) 程国彭的&医学心悟'有*入门

辨证诀+及*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 李用粹的&证

治汇补'强调*兹集务欲辨明症候#审量治法#故证

治独详+

,M-

) 其虚损章列有辨因(辨症(脉法(治法(

用药(选方诸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基本环节和全过

程) 清代林佩琴鉴于临证之难在于识证#而识证之

难又在于辨证#故宗经立论#但从识证(辨证入手#而

撰&类证治裁') 周之干的&慎斋遗书'卷二载有*辨

证施治+专节#对发热(泄泻(便秘诸症进行辨证分

析#首次以*辨证施治+为题讨论辨证的重要性) 章

楠在&医门棒喝'中批评景岳治疗伤寒(温疫不加辨

证#竟同作一病而用补法#*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

论治+

,#$-

#首次提出*辨证论治+的概念)

(!明清医家提出了多种辨证纲领

明清时期#随着医家四诊水平的提高#辨证思想

和辨证方法较前代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如何辨证及

辨证纲领的总结日益突出#不少医家在其著作中不

约而同地论述这一问题) 尽管早期提法各有侧重#

但所指辨证原则和辨证纲领大体类似) 如明初刘纯

&杂病治例'在&兰室誓戒'中说*大抵紧要#在表里

虚实寒热二字+

,##-

#已含后来八纲除阴阳二纲之外

的全部内容) 楼英在&医学纲目'中强调*故诊者#

必先分别血气表里上下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

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

,##-其中涉及的辨证

纲领中分为气血表里上下(虚实寒热先后二个层次#

虽无阴阳二纲#但多气血二纲#其原因是气血在临床

辨证的实用价值很大) 这一认识被孙一奎的&赤水

玄珠'肯定#该书*凡例+开篇即谓*是书专以明证为

主//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0寒热虚实表里气

血1八个字+

,&-

#可惜这一包含气血的辨证纲领被

后人忽略) 平心而论#阴阳二纲在临床辨证时较为

空泛#不如气血二纲的实用价值大) 龚信在&古今

医鉴' *病机+一节*杂病赋+中提出*能穷浮(沉(

迟(数(滑(涩(大(缓八脉之奥#便知表(里(虚(实(

寒(热(邪(正八要之名)+

,#(-是从八脉中引出辨证

八要#八要中无阴阳多邪正#书中各科病症概以表

里(寒热(虚实(邪正为纲#龚廷贤&万病回春'承袭

其父此说) 可见其时尚未把阴阳作为辨证的重要内

容) 张三锡&医学六要'篇首完整地提出了沿用迄

今的*八纲+概念#*锡家世业医#致志三十余年#仅

得古人治病大法有八#曰阴曰阳(曰表曰里#曰寒曰

热#曰虚曰实#而气血痰火俱赅于中)+

,#Q-其说虽然

以治病大法为由#但内容的实质是辨证纲领%他在注

意到前辈主张的气血痰食!火"纲领的情况下#坚持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项#认为没有必要再列气血

痰食!火"作为纲领#这一主张是否合理#有待我们

讨论研究) 明方隅在&医林绳墨'中论&伤寒论'精

要时说*然究其大要#无出乎表里(虚实(阴阳(寒热

八者而已)+

,#)-其说与张三锡一致#但他们尚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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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总结临床辨证纲领时提出以上概念的#正式

提出这一名实相符辨证纲领者为张介宾#他在&景

岳全书'中*列*阴阳篇+与*六变辨+#先论阴阳为

总纲#*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

领)+

,#"-次列表里寒热虚实*六变+为关键#虽分有

先后二个层次#六变的这一提法与八纲也有所不同#

但内涵与后来的八纲概念一致#而六变之中#尤重虚

实#认为*然惟于虚实二字总贯乎前之四者#尤为紧

要是辨也)+

,#&-与此同时#李中梓&医宗必读.辨治

大法论'在强调辨证与治疗的关系时说#*病不辨则

无以治#治不辨则无以痊) 辨之之法#阴阳(寒热(脏

腑(气血(表里(标本先后(虚实缓急七者而已)+

,"-实际上共有十四纲#在前述辨证八纲之上增加了

前人已提及的脏腑(气血(标本六纲#使辨证的范畴

更为全面#应该说也更为有利于临床#只是因其不如

八纲辨证简明方便#未能得到医家更多的推崇) 无

独有偶#高鼓峰也提出了辨证十四纲#他在&医宗已

任编'&四明心法'*诊法+开篇即提出全篇总纲*治

病之要#在临症时#先察内外(脏腑(经络(新久(虚

实(食痰(气血#才以脉合之)

,#"-

+这里#他将李中梓

的表里先后易为内外新久#脏腑虚实气血与李中梓

相同#经络食痰为补增#内容与李中梓的十四纲有异

曲同工之妙) 至清代&医学心悟'列有*寒热虚实(

表里阴阳辨+专节#认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

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既不外此#则辨证之法

亦不出此)+

,#%-再一次推行八纲的概念#将其作为

辨证总纲#并将辩证八纲与施治八法联系起来#使其

为更多的医家知晓和遵行) &医宗金鉴'强调*证候

传变#难以言尽#而其要不外阴(阳(表(里(寒(热(

虚(实八者而已)

,#R-

+#同样推崇阴阳(表里(寒热(虚

实的八纲概念#由于该书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使八

纲辨证概念更加普及) 从此八纲辨证方法逐渐成为

医家普遍遵循的各科辨证纲领#只是这时虽有八纲

内容之实尚无八纲说法之名)

其他如王执中的&东垣先生伤寒正脉'(陶节庵

的&伤寒六书.伤寒家秘的本'#以及外科王惟德的

&外科证治全生集'等都对八纲辨证方法有所强调

和贡献#其中尤以&景岳全书'&医学心悟'等运用较

多) 八纲辨证的普遍采用#使医家对病变性质有了

提纲挈领的掌握#辨证结果很自然地循着这一思路

产生#可避免出现原则性错误#为医家提高辨证水平

作出了重大贡献)

通过以上八纲辨证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实际

上当时医家对八纲的认识并不完全如现代教材那样

是一个统一固定的模式#有的医家除通行八纲之外

强调辨气血#还有的所指不止八纲#如辨邪正(辨标

本(辨脏腑(辨经络(辨食痰等#这些内容对于辨证应

该说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因而辨十纲也未尝不

可#或者去阴阳加辨气血的八纲临床意义更大#现行

八纲辨证实际上是医家强调辨证和辨证方法简约

化(规范化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明清众多的

医家在其著作开篇反复地讨论辨证纲领的具体内容

和已在临床实际运用#但八纲这一名称还是由近代

祝味菊提出后#在现代编写的&中医学概论'和&中

医诊断学'教材才最后明确)

综上所述可知#明清时期随着辨证重要性和辨

证纲领二者相辅相成的发展和成熟#极大的推动了

中医学趋于鼎盛#它虽然没有本草学&本草纲目'那

样的标志性著作#是一个满天星斗式的逐渐形成和

成熟的过程#更离不开前代医家奠定的辨证基础#但

仍是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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