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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门法律"为喻昌的代表作# 该书上承!内经"$!伤寒杂病论"诸经典%下汲前贤各名家之长%对于外感内伤诸病的病机$

辨证$治则$选方等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见解# 本文以中寒$中风$热湿暑$燥证$痢疾$咳嗽$消渴$虚劳为例%将其辨治特色加以系

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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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喻昌!公元 "(-( *公元 "&&'#$字嘉言$别号西

昌老人$清代江西新建人 !今江西省新建县#% 生平

著作较多$文采出类拔萃$被称为清初三大名医之

一% 喻氏学宗&内经'$非常推崇仲景之书$曾说()谈

医者当以&灵'&素'为经$&金匮'为纬$读&灵'&素'

而不了了者$求之&金匮'$矩?森森*% 其著作有

&尚论篇'+&寓意草'+&医门法律'等% &医门法律'

于顺治戊戌!"&(-#年刊行于世后$便以独具一格的

内容和体例$传颂医林$被后人赞誉为一代医学名

著$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学$特别是明清医学的必读之

书%

&医门法律'全书共六卷% 卷一为诸法律与先哲

格言$卷二+卷三+卷四为外感病!中寒+中风+热湿

暑+伤燥#的论治$卷五+卷六为内科杂病的证治$包

括疟证+痢疾+痰饮+咳嗽+关格+消渴+虚劳+水肿+黄

疸+肺痈+肺痿等诸多病证% 对于外感内伤各病证$

喻昌在病因+病机+脉象+治则+选方等方面均有许多

独特的见解%

"!中寒证以阳微阴盛为病机

宋代以来诸医家或用局方温燥之品耗气伤阴$

或遵丹溪之说贵阴贱阳$对中寒证常常治不得法$遗

人夭殃% 有感于此$喻昌以&内经'+仲景为宗$比类

发挥$对中寒证进行了系统地阐述% 他认为暴卒阴

病即中寒证$病因是阳微阴盛$阴邪上干清道而致阴

盛亡阳$喻昌主要从肾阳立论$认为肾阳为生气之

源$肾中阳气充足$则六淫之邪毫不敢犯% 然肾中真

阳得水以济之而留恋不脱"得土以堤之而蛰藏不露$

依赖手足之阳+脾中之阳和胸中之阳而安享太宁%

中寒之初即表现为在外+在上+在中之阳衰微不振$

渐由肤冷不温+饮食不化+当膺阻碍等阳微之轻证而

致肌硬不柔+呕泄痞胀+胸中窒塞等三阳不用之重

证$于是水土所封之肾中真阳出而任事$虚阳外越则

致头面戴赤+肌肤干燥及除中等危候% 因此治疗中

寒证应从早施治$才见脉微恶寒$即用附子干姜回阳

救急$治疗上首推仲景真武汤坐镇之功%

关于中寒证的治疗$喻昌指出八点% 其一$寒中

少阴$埋没微阳$无汗而丧神守$应急用附子+干姜+

葱白+猪胆汁回阳$并熨葱灼艾$外内协攻$以助药

力% 其二$真阳素扰+腠理素疏之人中寒必致阴盛亡

阳$魄汗淋漓$宜用附子+干姜+猪胆汁$不可加葱及

熨灼$恐气脱不返% 其三$用附子+干姜如擎旗树帜$

若随意加增药味则反牵制其雄入之势而至迂缓无

功% 其四$若需加减$即须首加当归+肉桂兼理其荣$

因寒邪中人先伤荣血% 其五$姜附性猛$可加人参+

甘草以调元转% 其六$服前药二三剂后$阳气初复$

应加黄芪+白术+五味子+白芍等阴阳平补之药善后$

以免前功尽弃% 其七$用平补之药以培阴护阳$若其

人素有热痰亦不可妄投寒剂% 其八$平补之后$顽痰

留积$宜用甘寒之品助气开通$不宜用辛辣药助热壅

塞%

#!祛风之中"兼填空窍为中风的治疗大法

中风一证$喻昌逐条引申&内经'及仲景圣法$指

出其病机为阳气虚馁$不能充灌$卫外不固而致风居

空窍$渐入腑脏% 后世医家莫能深维其义$主火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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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痰$方书充栋却漫无取材% 喻昌则认为阳虚邪害

空窍为本$风从外入$挟身中素有之邪$或火或气或

痰为标$确定治则为)驱风之中$兼填空窍$为第一义

也%*遵&内经'久塞其空$是谓良工之语$推崇侯氏黑

散和风引汤二方% 侯氏黑散于驱风补虚之中而行堵

截之法$以矾石固涩诸药$使之留积不散$以渐填其

空窍% 风引汤则清热胜湿以除其风$防止风邪入心%

并再三指出后世医家多误将中风认做惊风$用脑麝

以散其真气$引风入心$以花蛇增其恶毒$实为大过%

另外$喻昌还论述了中风与痹症的鉴别$指出中

风与风痹虽然类似$但)风则阳先受之$痹则阴先受

之*$中风乃卫外之阳不固$风邪入中空窍$痹症则是

风入于阴分$与寒湿互结$扰乱其血脉$致身中之阳

不通于阴而致% &金匮'补&内经'之未备$将痹症分

为血痹+胸痹+肾着+三焦痹四种$喻昌将其脉证加以

总结$提出治疗应于补血益气中加以通阳气行荣卫$

不可妄用发表攻里及苦寒之品$并言&金匮'桂枝芍

药知母汤为总治风寒湿三痹之法%

$!热暑湿的辨证论治

仲景以痉湿三病合而名篇$论治热湿暑三气

交蒸所致之外感杂病$但仲景论痉病只举太阳一经$

立桂枝+葛根二方$对其余各经则隐而未发% 喻昌于

&金匮'中索隐钩沉$指出三阳三阴皆可致痉$而仲景

以头强脊强不能俯者指为太阳之痉$以之赅三阳"以

身蜷足蜷不能仰者指为少阴之痉$以之赅三阴% 总

结其治疗为)从阴治之宜急温$从阳治之宜急下*%

湿上甚为热$后世均知发汗利小便为治湿圣法%

但喻昌进一步指出$小便不利者应分阳虚阳实二候$

阳实者小便色赤而痛$当利小便使湿热从膀胱而出"

阳虚者小便色白$不时淋漓而多汗$若误用利小便之

药则犯虚虚实实之戒% 另外$&金匮'之上焦湿热分

轻重二证% 轻者但发热面赤而喘$头痛鼻塞而烦$但

内药鼻中$搐去湿热所酿黄水即愈% 重者身热足寒$

时头热面赤目赤$仲景未言治法$喻昌遵&内经'上者

下之之法$意会仲景引而未发之文$推论说()湿上甚

为热之重者$非用下法$难以更生$而下法必以温药

下之$庶几湿去而阳不随之俱去%*

病即中暑之称$后世有)动而得之为中热$静

而得之为中暑*之说$喻昌对此进行了驳斥$指出动

静二字$只可分外感内伤(动而得之$为外感天日暑

热"静而得之$因避天日之暑热而反受饮食风露+瓜

果生冷所伤% 二者均为中暑$因病因不同$治亦不

同% 另外$多湿之人$最易中暑$故体盛湿多者夏月

宜服益元散驱湿以解暑$但不能拘泥于利小便之法%

清癯无湿之人$津液为时令所耗$当用生脉散充其津

液"内夹虚寒而致霍乱吐泻+冷汗四逆者更不可用益

元祛湿$以免促其脏腑之气绝% 故喻昌特别申明(

)凡见汗多之体$即不可利其小便$盖胃中只此津液$

夫既外泄$又复下行$所谓立匮之术也%*对于中暑卒

倒之暑风$喻昌将其分为虚实两途% 实者为痰之实$

宜先吐其痰$后清其暑"虚者为阳之虚$宜回阳药中

兼清其暑%

'!秋燥论与燥病的辨证论治

&内经'有)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之

文% 然而$春+夏+冬三季都是本季主气旺盛$唯独秋

季非本季之旺气伤人$而反伤于长夏之旺气$令后人

费解% 喻昌以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为依据$不为前

人理论所拘泥$大胆怀疑经文有误$提出)秋伤于燥*

而释千古之疑% 并将病机十九条中的)诸气鄛郁$皆

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归为燥病% 对于燥

病的治疗$喻昌指出若但知以润治燥则未免过于粗

疏% &内经'曰()燥淫所胜$治以苦温$佐以酸辛*%

因此临床应临病制宜$以苦温火之气味而制其胜$宜

补则佐酸$宜泻则佐辛% 但燥易从火化$燥热之证则

苦温之属宜减% 若燥热耗散肾阴而致大便燥结$应

分阴阳治之$并遵&内经' )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

之旨$阳结者以辛凉润之$阴结者以辛温润之% 总

之$应根据病因病机的不同分别治之$或补肾水之

虚$或泻心火之实$或除肠中燥热$或济胃中津液%

(!四种大法治疗痢疾

&金匮'将呕吐哕下利三证列为一门$后人用下

利之法治疗痢疾则不效$喻昌指出下利乃伤寒厥阴

经之本证$下痢则为夏秋伤暑热湿之邪所致% 外感

暑热湿而成下痢$必从外而出之$应先解其外$后调

其内$首用辛凉以解其表$次用苦寒以清其里% 并总

结出四种主要的治疗方法% 其一$逆流挽舟法% 久

痢邪入于阴$必用逆挽之法解表$引其邪出之于外$

则死证可活$危证可安% 解表当从少阳半表之法$缓

缓逆挽其下陷之清气$使身中行春夏之令$不至于收

降$此实为和法$并非一味发汗% 其二$通因通用法%

若骤受暑热之毒$肠胃为热毒所伤而腐烂$导致下痢

无度$大渴引饮$则用通因通用之法$连服大黄+黄

连+甘草$等其下痢上渴之势少缓$再平调于内$不必

挽之于外% 其三$急开支河法% 邪热在里$奔迫于大

肠$必郁结于膀胱导致膀胱气化不行而小便短赤%

此时应清膀胱之热$急开支河$分清热势% 因肺为水

之上源$又与大肠相表里$尤宜用辛凉之药$先清肺

之化源% 其四$通塞互用法% 若见肺气不通而痛则

急通其壅$大肠之气坠而逼迫则涩肠固脱$通涩互用

而缓调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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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的病机为内外合邪

咳嗽一证$&内经'博而寡要$&金匮'惟附五方

于痰饮病之后$且五方总不出小青龙汤一方为加减%

喻昌从&内经')肺寒则内外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

咳*一句中)内外合邪*四字得到启发$由形寒饮冷伤

肺之一端$比类及于暑湿火燥四气$扩展了对咳嗽病

因病机的认识$充实了咳嗽的治疗方法% 其一$外感

风寒无形之邪与内伤饮食有形之邪相合而致咳$以

小青龙汤为加减% 其二$暑湿之邪入内$必与素酿之

热相合而增其烦咳$宜从辛凉解散$变小青龙汤之例

为白虎$并兼用五苓散之属% 其三$君相二火相合$

虽不是内外之合$亦足以令人致咳$若相火从下而

上$挟君火之威而刑其肺金$上下合邪$亦可从外内

合邪之例比拟用之$或引或折$以下其火"若肾中浊

阴之气上逆$亦为上下合邪$下驱其浊阴则咳自止%

其四$燥邪伤人$内外上下$初无定属$日久肺金干

燥$火入莫御$咳无止息$此时应急用生津养血之品

补其精水% 其五$痰饮亦为咳嗽的主因$而膈上支饮

最为咳嗽根底$故支饮所致之咳嗽不论病之新久$必

取用十枣汤去其支饮%

.!消渴之火当从其性而治之

喻昌于消渴门首先指出()消渴之患$常始于微

而成于著$始于胃而极于肺肾%*膏粱之疾$酿成内

热$津液干涸而成中消之病% 胃中火热上传于肺则

为上消$下传于肾则为下消% 世医却不知标本$于胃

气受损之初不知施药以生津补水$待中消之病已成$

火热炽盛胃中坚燥之时$却相沿谓中消者宜下之$以

大承气汤徒损肠胃% 喻昌对此加以驳斥$指出三消

总为火病$但火之在阳在阴$分何脏腑$合何脏腑$宜

升宜降宜折宜伏各有不同$须从其性而治之% 下消

之火为水中之火$下之则愈燔"中消之火为竭泽之

火$下之则愈伤"上消之火为燎原之火$水从天降可

灭$徒攻肠胃$无益反损% 在治疗上$喻昌推崇张洁

古)无攻其阴*之论而重视保护阴津% 他认为渐积之

热+素蕴之火不应急下$下之热不去则徒损肠胃$转

增其困% 若不得已而用大黄$则应久蒸以和其性$更

不可合厚朴+枳实同用$恐助其疾趋之势% 若必欲用

大黄除胃中火热$喻昌提出久蒸大黄$与甘草合用则

急缓互调"与人参合用则攻补兼施%

-!治虚劳不拘泥于补肾诸方

喻昌认为虚劳之证必劳其精血$在病机上推崇

秦越人所论而归重脾胃% 在治疗方面则发明仲景之

论$重视治未病$日常起居应调荣卫以安其谷$节嗜

欲以生其精$于病之甫成$脉才见端之际即遵)精不

足者补之以味*之旨$以建中+复脉等稼穑作甘之药

施治$不应拘泥于补肾诸方% &内经'论虚损病之脉

象$岐伯对以)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 后人均认

为上虚即指寸口脉虚$而虚损之脉亦不过是缓滞芤

迟沉小等阴脉% 喻昌则指出脉气上虚为宗气之虚$

所诊当在左乳下之动脉$而虚劳之脉则多兼浮大$故

浮大弦紧等外象有余之脉亦属虚劳$不专泥于迟缓

微弱之一端%

对于虚劳病的治疗$喻昌亦颇多创见% 他认为

用朱丹溪四物加知母黄柏汤治疗阴虚证并不能达到

滋阴降火的目的$反而会助火败胃$不若用薏苡仁+

百合+麦冬+五味子等辛甘淡平寒凉之品$行降收之

令止上炎之虚火% 虚劳精血枯涸$百脉空虚者$则用

人参+黄芪+地黄+二冬+枸杞+五味之属煎膏$及生地

汁+藕汁+乳汁+薄荷汁加鹿角胶+霞天膏等粘腻之品

服之以填精补血% 气虚者用补气丸或生脉散$不用

白术"血虚者用三才丸$不用四物汤$因为肺肾属阴$

阴虚则肺肾虚$补肺肾即是补阴$不应只限于四物+

黄柏+知母之属%

总之$&医门法律'一书$是喻昌在博览群书+精

研医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几十年临证经验撰成的

医学名著$在辨证论治方面有诸多创见% &四库提

要'认为()昌此书乃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其分别疑

似$既深明毫厘千里之谬$使临证者不敢轻尝"其抉

摘瑕疵$并使不寒不热不补不泻之方$苟且依违$迁

延致变者$皆无所遁其情况$亦可谓思患预防$深得

利人之术者矣%*其书上承&内经'+&伤寒杂病论'诸

经典$发挥其中引而未发之奥义"下汲前贤各名家之

长$综述群方给予褒贬$对于启发后学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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