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岐黄随笔●
　 　 引用:苏啟后,周德生,葛金文,刘利娟,黄小丽,陈瑶,李中,刘侃 . 清代湖湘医家癫狂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探析[ J] . 湖南

中医杂志,2022,38(9):101-105.

清代湖湘医家癫狂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探析

苏啟后1,周德生2,葛金文3,刘利娟2,黄小丽1,陈　 瑶2,李　 中2,刘　 侃2

(1.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410208;
2.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410007;

3.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湖南　 长沙,410006)

[摘要] 　 对湖湘医家的研究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有着显著的湖湘地域特色。 《湖湘名医

典籍精华》是目前收录、整理现存古代湖湘名医典籍比较完善的著作,其中有关癫狂的医籍大多为清代医家

所著。 清代湖湘医家认为,癫狂分阴阳,癫病属阴,狂病属阳;癫少狂多,多由肝风挟痰火上扰所致;具有普

及性,妇儿、伤寒皆可见;多传变,需脉证相参辨治。 治疗方法上,初起多痰,涌吐取嚏;痰证多兼夹,需五脏

分治;治癫需温中,治狂需清火;拔根劫巢,愈后宜调。 经日积月累,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癫狂学术思想

与治疗经验。 今后有望进一步深入研究湖湘医家癫狂辨治发展的历史规律,整理其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
传承与创新湖湘医家辨治癫狂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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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湖湘医家的研究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研究内

容之一,有着显著的湖湘地域特色,并且是中医药

学术多样性结构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癫狂属

于“神志病”范畴,分为癫病和狂病,是精神医学的

主要病种,与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躁狂症、
抑郁症类似[1] 。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历代医家对

癫狂的临证经验颇为丰富,医家们各抒己见,或从

痰、火论治,或两者相兼,或从瘀血、情志等论治,凡
此种种,不一而足。 而湖湘医家基于江南地理环

境、四时气候、人群体质等因素,形成了丰富的学术

特色与临床经验。 《湖湘名医典籍精华》是目前收

录、整理现存古代湖湘名医典籍比较完善的著作,
通过对该书的阅读与思索,发现有关癫狂的著作大

多为清代医家所著,故笔者通过选取《湖湘名医典

籍精华》医著中论述癫狂的内容,如清代湖湘医家

郑玉坛的《大方脉》 《彤园医书》、魏瑶的《雪堂公医

学真传》、郭传铃的《癫狂条辨》、罗国纲的《罗氏会

约医镜》、何舒的《医门法律续编》等,旨在介绍清代

湖湘著名医家在精神医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和临证

经验,传承中医学论治癫狂的学术特点与临床特

色,促进湖湘医学的繁荣和发展。
1　 学术思想

1. 1　 癫病属阴,狂病属阳　 《难经·二十二难》记

载:“重阳者狂,重阴者癫。”湖湘多家之言中也均体

现了癫狂分阴阳,癫病属阴,狂病属阳。 邪入于阳

者为狂,邪入于阴者为癫。 《癫狂条辨》记载:“癫之

始发,意不乐,直视僵仆,其脉三部俱阴”,又曰:“狂

之始发,少卧而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贵倨

也,妄笑乐、歌舞、行走不休,其脉三部俱阳。 故痴

迷而知畏惧者,阴也,不足也,癫也。 忿怒而莫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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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阳也,有余也,狂也” [2] 。 《雪堂公医学真传》载:
“癫狂……遇阳为狂阴为癫” [2] 。 《罗氏会约医镜》
载:“经曰:重阳者狂,重阴者癫”,又曰:“阳虚阴实

则癫,阴虚阳实则狂” [3] 。
在病因方面,《癫狂条辨》述:“癫症专责乎痰,

痰火夹攻则狂也” [2] 。 中医学认为,湿聚为水,积水

成饮,饮凝成痰,故痰由水液凝结而成。 水液为阴,
故痰属阴,而癫病主要由痰引发,故癫病属阴。 火

属阳,火性炎上,具有升发、亢奋之性,痰火夹攻,并
行于上致病。 痰火为阳,上为阳,故狂病属阳。 《罗

氏会约医镜》载:“癫病之来……此心血之亏也”;又
言“狂病之来……此痰火之盛也”

 [3] 。 阴则虚,阳
则盛,心血亏虚属阴,痰火亢盛属阳。

在症状方面,《罗氏会约医镜》 言癫病表现为

“忽然僵仆,或歌或泣,如醉如痴,常昏多倦,多属不

足”;其言狂病,载其表现为
 

“发猖暴,或詈骂,或愤

怒,登高逾垣,不知畏忌,多属有余” [3] 。 《大方脉》
云:“癫疾始发,志意不乐,或精神呆痴,言语无伦,
卧则安静,以邪并于阴也。 狂疾始发,目直詈骂,不
识亲疏,或怒叫欲杀,夜不安卧,以邪并于阳也” [2] 。
不足者为阴,有余者为阳;阳者动也,升发蒸腾亢

奋;阴者静也,润下沉潜宁静;阳者,火象也,阴者,
水象也。 癫狂之症状与意象可相互论证,也体现了

癫狂阴阳之属性。
1. 2　 狂与瘟辨,简癫重狂　 《癫狂条辨》言:“若狂,
实即温疫之变证也……狂之变证,其审穴专在三

焦” [2] ,可知狂证及其辨证,以三焦辨证为法;又曰:
“温疫在半表半里……狂之初起,痰在肝,热在胆”,
可知其证均出于少阳病证; 又言 “ 温疫自内之

外……狂证由内传外” [2] ,均是由于杂气潜伏于里,
由里向外引发。 又举:“栗山先生言伤寒少而温疫

多,先生言癫证少而狂证多” [2] 。 在症状表现上,温
疫也可见谵语狂叫、弃衣登高等类似癫狂的症状;
在处方用药上,其方药亦相仿。 癫狂和瘟疫的不同

之处在于,疫病有外邪而无内郁,如发热咽燥,是乃

外邪疠气潜伏于里而浮越于表,属于阳邪。 狂既有

外邪又有内郁,五脏忧郁之气结聚,瘴疠之气复入,
邪气欲出于表而困顿于里,内邪与外邪交争,故身

无寒热之象但怪症百出,此乃阴阳混杂,交争于里

所致。 其又言:“人虽知虚实之治不同,而不知癫症

少而狂症多。 患斯病者,癫症不过百中一二,故脉

每多实强” [2] 。
 

故其论狂证,其意有二:一者可知世

之癫证少见,狂证多发;二者狂证脉每多实强,不能

忽视。 故简略癫证,重论狂证。
1. 3　 癫狂概由肝,风火挟痰上干　 《雪堂公医学真

传》载:“癫狂痫病概由肝,风煽火威痰上干” [2] 。 明

确指出癫狂起于肝,肝风内盛,风助火势,夹痰火上

干,扰动神窍而发之。 《癫狂条辨》言:“须知癫症专

责乎痰,痰火夹攻则狂也。 盖火属阳而常动,故有

传经之变;痰属阴而常静,故有结聚之坚。 痰本不

动,其动者,火逼之也” [2] 。 可见癫病为痰聚于里。
痰属阴,常表现为宁静之象,故而结聚不散,而发狂

病,是由于阴痰被火热逼迫,失其所位,扰乱心神。
正如书中所言:“狂则始于厥阴肝,次传心,次传脾,
次传肺,次传肾。 至肾不愈,则又反而传肝……盖

忧思则伤脾,郁久而怒则伤肝,土郁而木复克之,此
痰所由生也,迷心窍而昏愦作矣。 岚瘴戾气伏入于

里,积久成热,此火所由生也,火灼心君而妄念作

矣。 内乱既生,外侮因而乘之,痰火触逼,两相夹

攻,心神亦因之扰乱而谵狂作矣” [2] 。 《素问·玉机

真脏论》 言: “ 五脏受气于其所生, 传之于其所

胜……五脏相通,移皆有次。” 狂证起于厥阴肝经,
传行各经,回循肝经,肝阴易虚,肝火易亢,常挟痰

上干心脑神窍,狂病则发。 《医理辑要》云:“太阳所

谓甚则狂巅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
故狂巅疾也” [2] 。 肝者,东方木也,升发之道,若肝

木太旺,阳气过盛,只上不下,升尤太过;阴阳之气

循环于周身不竭,阴气居于下,宁静柔润沉静,若阴

气太过,则阳气阻隔于上,阴液不及,则阴虚阳亢。
《医门法律续编》 言:“癫痫,痼疾也……其机不外

《内经》 气上不下之一语” [3] 。 可知其病机可概括

为:气上不下,下虚上实。
1. 4　 癫狂多传变,脉证相参辨治　 狂多有传变,但
与伤寒传经不同。 《癫狂条辨》述伤寒乃自外而入,
狂则是自内而出。 伤寒起始于足太阳膀胱经,狂则

起始于厥阴肝经传心传脾传肺传肾复传肝,传变于

各脏腑经络。 《金匮要略》言:“夫肝之病,补用酸,
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 酸入肝,焦苦入心,
甘入脾。 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
则心火气盛;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

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应当重视传经之变,不
可见肝之病而仅治肝。 《癫狂条辨》中指出以审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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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虚实。 审脉,即切脉。 书中载:“癫之始发……其

脉三部俱阴。 又曰: 狂之始发 …… 其脉三部俱

阳” [2] 。 故癫病脉象多见阴性象,如沉、迟、弱、虚、
细等。 狂病脉象多见阳性象,如浮、数、强、实、大

等。 但《癫狂条辨》亦言:“夫脉亦不得徒泥乎脉,脉
症参观,斯为尽善” [2] 。 故临床诊疗中应当脉症相

参,不可拘泥于脉象。 《癫狂条辨》中指出审色辨浅

深。 审色,即望诊。 其中一为察症之真伪,涉及三

法:一者,详察耳后三焦经之颅息穴,在初起病时,
穴上有纹二条上冲发际,当察以颜色辨其病在何

经,五经对应五色,在肝经其色青,在心经其色赤,
在脾经其色淡黄,在肺经其色淡白,在肾经其色黑;
以脉络的聚散来辨别疾病的进退,脉散则病退渐

复,脉聚则病进难治。 二者,查目中之色。 用青油

燃纸,嘱患者久视火光,以目中现五色彩晕来辨别

其归属于何经。 现某色者,即属某经;所有颜色全

部显现者,说明疾病涉及五脏经脉。 三者,查舌象。
一辨舌质,舌质深红为初起,舌质黄为热燥甚,舌质

转黑乃芒硝、大黄下之太早;二辨舌苔,若如积粉为

疫病。 其次观面色以验生克,如面黄而带青,为木

克土;面白而带赤,为火克金。 根据五行相克法则,
均应补其不足,泻其有余。 再言审症,即问诊及闻

诊。 由于癫病的临床表现为痴迷昏愦,比较单一,
少有传变,故略举;而狂病则表现多端,痰热传及不

同的脏腑则表现出不同的精神症状,喜怒哀乐失其

正,爱恶情欲反其常。 其分属五类,与脏腑相对应:
一者为悲泣,其热在胆,痰在肝;一者为喜笑,其热

在小肠,痰在心;一者为歌乐,其热在大肠,痰在肺;
一者为詈恶,其热在胃,痰在脾;一者为阐怒,其热

在膀胱,痰在肾。
1. 5　 妇儿癫狂与伤寒癫狂　 《大方脉》言:“癫疾属

阴,狂病属阳……痫症则有属阴、属阳之分。 幼科

二卷辨别特详……至若伤寒谵妄发狂,已载二卷辨

症篇;经产发狂见鬼,详载妇科产后篇” [2] 。 妇科经

产发狂见鬼者,《彤园医书·妇人科》 [4] 中有产后败

血冲心、产后心血虚乏、产后败血攻心、夹风邪痰

饮、神昏狂乱诸证,各有所方所法。 至于伤寒谵妄

发狂,《大方脉》言:“心气实热而神有余,则发为谵

语,谵语为实……心气虚热而神不足,则发为郑声,
郑声为虚” [2] 。 谵语,即妄语、狂言、声长而壮,属有

余;郑声,即呢喃、复言、音短而细,属不足。 同见于

三阳经脉证,均是热证,实热者攻之,虚热者清解;
同见于三阴经脉证者,均作寒证,实寒者温补,虚寒

者清补。 《彤园医书·小儿科》 [4] 中未见专门论述

癫狂,可照癫狂常人之法治之。
2　 治疗方法

2. 1　 癫狂初起,涌吐取嚏 　 痰致癫狂说源于朱丹

溪[5] ,《丹溪心法·癫狂》云:“癫属阴,狂属阳……
大率多因痰结于心胸间。” 癫狂初起,多因痰壅气

闭,湖湘医家善用吐法、取嚏,痰出气畅,则病止。
《罗氏会约医镜》 载: “ 若痰盛者, 必用吐法” [3] 。
《大方脉》言:“初起多痰者,用三圣散吐之” [2] 。 方

中以炒瓜蒂、藜芦、防风等涌吐风痰。 《罗氏会约医

镜》中载有吐痰方:用一两白矾,以水煮一时,加入

一合蜜,煮取一刻,让其温服,吐之即效。 如未吐,
再饮热水一盏,吐痰为效。 《癫狂条辨》 载有盐刀

散:用铁刀一把、盐五钱置刀绣上,放碗中,以淡竹

叶煎浓汤倾于内,澄清服之。 或用白金丸,以白矾、
郁金共研细末,饭糊丸,朱砂为衣。 姜汤下。 二方

随用以便吐痰。 《大方脉》中亦言及用皂角汁灌入

鼻内,令风涎从口鼻中唾涕而出。 凡属于癫狂初

起,证属痰壅气闭者,当用引涎追泪取嚏法。
2. 2　 痰多兼夹,五脏分治 　 痰邪是癫狂的致病因

素,有时并不单独致病,常兼杂热、火、瘀、气郁,在
临床中需仔细辨论[5] 。 《大方脉》 中指出:痰盛兼

风盛者,可服青州白丸子、辰砂散。 青州白丸子由

生白附、生天南星、生半夏、生川乌组成,治风痰涌

盛、呕吐涎沫等症;辰砂散由辰砂一两,净乳香、炒
酸枣仁各五钱组成,治风痰癫狂。 痰盛兼热盛者,
可服礞石滚痰丸、牛黄丸、清热化痰汤。 礞石滚痰

丸:打碎青礞石、拌牙硝各一两,酒蒸大黄、酒洗黄

芩各八两,沉香五钱,研末,米汤糊丸,朱砂滚衣,
清汤送下,静卧方效,治实热老痰及变生的怪证。
牛黄丸:选取平正的金鉴牛黄丸,以黑牵牛、白牵

牛各一两,半生半炒大黄一两半,炒枳实、姜半夏、
九转胆星、去皮弦牙皂各二钱,治热阻关窍,痰壅

气促,壮热便秘,脉症实者。 清热化痰汤:由土炒

白术、炒枳实、炒川黄连、黄芩、麦冬、石菖蒲、法半

夏、胆南星、陈皮、茯苓、甘草、沙参、木香、竹茹、生
竹沥组成,治痰火内发。 痰盛兼气郁者,服白金

丸,以川郁金七两、白矾三两,捣薄荷汁糊丸,姜

汤,每下一钱,治癫狂失心。 痰盛兼惊者,服控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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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以甘遂、大戟、白芥子等,治痰饮留滞胸膈上下

内外之证。 《罗氏会约医镜》 中提及痰滞兼气逆

者,可用痰气俱安汤,以陈皮二三钱,半夏二钱,胆
南星一二钱,海浮石二钱,炒白芥子七分,泽泻、木
通各一钱三分,温服,治气逆痰滞,塞心窍,壅经

络,僵仆搐搦,强直昏迷。
《癫狂条辨》中言及邪传五脏,各有其病机、症

状之不同,而治法亦异,又可五脏合病,分而论之。
邪传肝经,则泣,为热在胆,痰在肝,肝胆相通,热
炎于肝而气不畅,故悲而泣,以清风饮子主之,方
中青黛、防风、胆南星、栀子、香附,清风疏肝;或可

用羚羊角散、犀角地黄汤加柴胡、茯苓。 邪传心

经,则血旺,为热在小肠,痰在心,心与小肠相通,
热炎于心,心血上升,症见多言多笑,以天黄散主

之,方中天花粉、黄连两药清心养阴,或导赤散亦

可。 邪传于脾,气不能舒,则詈,为热在胃,痰在

脾,脾胃相通,热炎于脾,脾土燥极,故詈而恶,恶
语骂人也,以柴陈汤主之,方中柴胡、法半夏、陈

皮、茯苓、黄芩、甘草理气化痰,或者用涤痰汤、二
石滚痰丸、越鞠丸,均可。 邪传于肺,为热在大肠,
痰在肺,肺与大肠相通,热炎于肺,则壅塞肺窍,症
见必歌、必喊叫,以润肺饮主之,方中知母、贝母、
天花粉、桔梗、陈皮、麦冬、茯苓、甘草润肺养阴。
邪传于肾,则血蓄下焦,为热在膀胱,痰在肾,肾与

膀胱相通,热蓄于下焦,水不生木而肝燥,症见阐

怒,以桃仁承气汤主之,方中桃仁、桂枝、熟大黄、
芒硝、甘草化瘀祛热;邪传于胃,则病将愈。 然有

男女之分,在女必称神、佛之尊,在男必称帝位之

尊,方以导痰承气汤急下之,方中知母、厚朴、海浮

石、陈皮、法半夏、茯苓、郁金、枳实、葛根、大黄、甘
草导痰泻下。 若症见翻坛打庙、狂走倒退、逾墙上

屋、弃衣弃履等,是五脏合病,五行混杂的表现,以
五脏饮主之,方中法半夏、陈皮、茯苓、知母、贝母、
香附、龙胆草、天花粉、黄连、栀子、甘草调和营卫,
清热化痰,或八味逍遥散。
2. 3　 治癫温中,治狂清火 　 《癫狂条辨》言及因癫

病无外邪而上有内郁。 其由忧思郁结、痰迷心窍所

致,是内阴之邪,故治癫,仅温中解郁以理痰尽矣。
其与《丹溪心法·癫狂》中所载的“癫者……当下痰

宁志”
 

及“痰迷心窍”之说有同工之妙[6] 。 如以回

阳升麻汤(熟地黄、人参、附子、干姜、当归、升麻、甘

草)治寒痰凝结,痰陷诸窍,抑郁难伸,三部之脉俱

虚之证,或附桂理阴煎(熟地黄、当归、肉桂、干姜、
附子、炙甘草),胡椒理中汤(胡椒、荜茇、干姜、细
辛、附子、白术、陈皮、款冬花、炙甘草),一派温中解

郁理痰之品。
《癫狂条辨》中提到狂证为外邪兼内郁。 忧郁

之气结于脏,为内邪,瘴疠之气复入于腑,为外邪,
在脏腑之间内邪与外邪交争,邪气浮越于表而不

能出,故身无寒热而怪症百出,以及阴阳混杂。 故

治狂,以理痰为先,清火次之,标本兼治。 其病理

火盛为标,应急则治之,故内治以理痰,外治以清

火,此应《 黄帝内经》 中火热内盛扰及心神而发

狂[7] 之理。 清代湖湘医家所用之方有:滚痰丸(大

黄、黄芩、礞石、沉香) 泻火逐痰;生铁落饮( 生铁

落、石膏、玄参、秦艽、龙齿、茯苓、防风、竹沥)坠痰

清火镇心;凉膈散(芒硝、大黄、栀子、连翘、黄芩、
甘草、薄荷、竹叶)泻火解毒,清上泄下;三补丸(黄

连、黄柏、黄芩等) 治三焦火热,邪乘心胃二经,狂
暴不宁。 而或痰或气,察其甚者而兼治之,如痰甚

者,加胆南星;气滞者,加香附、白芥子、陈皮,气行

则痰行;大便燥结,火不下者,加大黄或芒硝;口渴

者,加生石膏;小便短涩,热不从小便出者,加泽

泻;舌燥而黄者,加山栀子治火。 临床需灵活运

用,不可拘泥于某方。
2. 4　 拔根劫巢,愈后调理 　 若治疗后症见扫屋拂

尘,能自主承担日常生活小事,说明其脏腑痰热渐

退,病将愈,方用完功荡涤丸,药用礞石、海浮石、陈
皮、法半夏、大黄、枳实、香附、钩藤、天麻、知母、川
厚朴、葶苈子、芒硝、人参、茯苓、沉香、麝香、甘草,
研末,饭丸,共奏潜镇息风、行气祛痰、补气养阴之

效,可以丸剂缓缓图之。 孕妇去麝香,加天竺黄。
若有久治而后愈者,常易忽视愈后调理,而数月复

发者,最难治疗,故治此病者,宜拔其根本,劫其巢

穴。 治其根本需要长期调理,修身养性,才能防止

复发,可用天王补心丹(生地黄、人参、丹参、玄参、
桔梗、五味子、当归、远志、天冬、麦冬、柏子仁、酸枣

仁、茯神)滋阴清热、养血安神,或用金水六君煎。
3　 小　 　 结

　 　 综观湖湘医籍,远及宋元,近及民国,有五百余

种,现仅幸存 148 种,载于《湖湘名医典籍精华》。 郭

传铃《癫狂条辨》是我国现存第一本精神病学专著[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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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学说在江苏的古今传承探析

马俊杰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210023)

[摘要] 　 江苏自古中医流派众多,皆推崇张仲景学说。 本文简要概述江苏中医流派(虞山医派、吴门医

派、孟河医派、山阳医派、金陵医派、龙砂医派)的学术特点:刊刻《仲景全书》、秉承寒温一体发展温病学说及

促进经典教育等,并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人才培养、发展经方等角度探析苏派中医对张仲景学说的古

今传承,在此基础上围绕医派学术思想的临床验证、影像记录及媒体传播等多方面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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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自古经济、文化发达,医学流派众多,如虞

山医派、吴门医派、孟河医派、山阳医派、金陵医派、
龙砂医派等,其具有中医流派的大多数特征,基本

可反映我国中医流派的全貌[1] 。 因此研究江苏中

医流派的发展过程、特点及研究现状,可作为我国

中医流派研究之缩影,并以此认识流派研究之成就

与不足,并提出改进的研究思路与方法[2] 。
笔者前期通过对江苏地方医学流派的梳理,发

现其有一共同学术特征,即皆推崇张仲景《伤寒杂

病论》的学术思想,并对此有较为深刻的研究,诞生

了一大批中医大家,传承发展了《伤寒杂病论》的理

论体系,对仲景之说北学南移具有重要贡献。 在此

基础上,江南医家结合江南的地域、气候、饮食习惯

及患者体质等因素,补充发展张仲景的学术思想,
形成了具有江南特色的温病学派,为张仲景学术思

想之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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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狂作为湖湘医家精神医学的重要内容,具有鲜

明的地域特色,亟待湖湘医家对其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故需整理湖湘医家有关癫狂的学术内容,并
将其发扬光大。 本文对清代湖湘医家保存比较完

整的关于癫狂论治的内容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对

其学术思想、治疗经验加以总结和归纳。 其涉及

癫狂的病因病机、诊治方药及其演变与诊疗过程,
大多是对前贤辨治癫狂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既有

对癫狂验方的继承,也有新方创制,但在突破创新

和学术争鸣方面贡献较少。 本文通过研究清代湖

湘医家论述癫狂学术思想与治疗经验,望能进一

步认识湖湘中医癫狂疾病辨治发展的历史规律,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推进湖湘医家精神医学的创

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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