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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景明!症因脉治"初探

"

!林晓华!钟伶!!福建中医学院!福州 "#$%$&"

摘要!通过初步探讨!症因脉治"一书主要的学术特点#认为该书首先把内科病症分为外感与内伤两大类#从各病的症$因$脉$

治四个方面叙述#并在治法中设%从脉&#%从症&两项#体现中医辨证论治原则#全书内容丰富#思路清晰#结构严谨#是一部具

有临床指导意义的实用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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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秦昌遇!公元 %, 世纪"#字景明#号广过野山道

人$ 因少时多病#立志学医#最初以小儿科著称#后

精于内科#临证疗效卓著#于当地颇负盛名$ 主要著

作有%症因脉治&'%幼科折衷&'%幼科金针&'%痘疹

折衷&'%脉法颔珠&等$ 其中以%症因脉治&影响最

大#全书共 # 卷#卷首为医论 - 篇#卷一至卷四主要

论述临床常见病症 ." 种$ 此书编成于明(崇帧十

四年!%-.%"#作者自感)年迈神衰#恐多疵漏*#故

)未敢授梓传世#稿藏于家#用待后贤*#后至清(康

熙#由其孙秦皇士补辑#刊行于公元 %,$- 年$ 目前

现存的主要版本有清(康熙四十五年!%,$-"攸宁

堂刻本+清(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攸宁堂藏

版+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上海秦之桢!攸

宁堂"重刊本+清(乾隆十八年!%,#""博古堂重印

清康熙本+近现代%中国医学大成本&$

明代是内科学术全面发展并达到繁荣的时期#

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的内科专科文献的出现$

这一时期医家重视辨证论治及诊治经验的总结#并

以医著形式表现对临证实践发挥切实的指导作用$

如薛己%内科摘要&'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周之

的%慎斋遗书&'秦景明的%症因脉治&等等#在内科

杂病的诊治上均各具特色#并对后世内科学术的发

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中秦景明%症因脉治&强调

临床疾病先辨外感与内伤#再按症'因'脉'治进行辨

证施治#对中医内科的诊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现简要叙述%症因脉治&的主要特点与贡献$

%!深研医理"师古而不泥古

秦景明崇尚经典著作#深入研究%内经&'%金

匮&#并广泛阅读医学名家著作$ 这一点在%症因脉

治&医论 - 篇有所体现#书中总结了%内经&'%金匮&

中)症因各别治法不同*的情况#并评述了名家症因

误治$ 如指出李士材%医宗必读&未纯之处,)首论

伤寒传至三阴之条#误引直中阴经之方#混一立

治*#并在各论中对此观点加以修正,)仲景%伤寒

论&中#中寒'伤寒#同卷立名#虽已注明直中阴经者

为阴症#传入阴经者为阳症#后人不知#往往于阴经

之阳症#混以阴症名之#误投热剂#都致不救$ 余今

以直中阴经之寒症#名曰中寒#另立一条+寒伤阳之

热症#名曰伤寒#亦另立一条#使展卷了然#而无阴阳

误治之弊矣$*秦氏亦十分重视前代医家对某些病

症的阐述和观点#在论及相关病症时附有 )诸贤

论*#介绍前代名家关于本症的论述$

由此可见秦氏注重医学著作的研习#博采各家

经验#并能结合临床阐述自己的观点#批判性地继承

医学各家的理论#对后世甚有启发$

*!以内伤#外感为纲"注重病因病机

在%症因脉治&之前的医书论述病证时未将外

感与内伤分开#常常导致学习者 )以治虚之法#施之

实症之人+内伤之方#用之外感之症*#因此秦氏主

张对病症的认识首先要分内伤与外感再分叙其治

法#避免临床上出现虚实不分'证治不符的现象$

%症因脉治&中除中寒'寒热病'哮病 " 个病症以外#

将所有的病症以内伤与外感分列#详细论述同一病

证外感与内伤的病因病机#如论及眩晕时先分外感

与内伤#然后详细分析其各自病因病机,外感眩晕包

括风寒'暑湿'燥火#而内伤眩晕包括气虚'血虚'痰

饮'火冲+又如外感腹胀包括伤寒'风湿'湿热'寒湿#

内伤腹胀包括气结'气散'肺虚'肺热'脾虚'脾实'肝

火'肝肾虚'食积'虫积'痰饮'血臌'脏寒'六腑腹胀

等$ 秦氏不仅在每一症中分外感与内伤#为让读者

不产生混淆#还补充说明了临床上内外兼症情况的

处理方法,)外感而兼内伤者#则以外感方中加内伤

药一二味+有内伤而兼外感者#则于内伤方中加外感

药一二味$ 若二症并见者#则以二症并治$*

书中以内伤'外感为病症的总纲#细致分析各病

症的病因病机#并补充说明了内外兼症的情况#方便

读者从外感与内伤两个方面认识和鉴别病症#从而

合理使用药物治疗相应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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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症因脉治%诊疗程序

秦氏有感于)先圣丹溪%脉因症治&之著#凭脉

寻因#寻症施治#暗室摸索#后人苦无下手$ 是以王

宇泰先生著%准绳&书#竞取证治列名#则有确据下

手矣$ 然不详述脉因二条#余又恐其脱略#今更其名

曰%症因脉治&#则四科俱备#开卷了然$*秦氏认为

)若以症为首#然后寻因之所起#脉之何象#治之何

宜#则病无遁情#而药亦不至于误用也*#强调治病

应)先辨其症#次明其因#再切其脉#据症'据因'据

脉施治*治法#即症因脉治的诊治规律$

%症因脉治&中对每一个病症详列之症'之因'

之脉'之治四项#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体诊治思

路#思路清晰'条理清楚'论述全面'简明实用#堪称

古代中医内科诊治规范的范本$ 这种编写体例让初

学者对中医辨证论治一目了然#为临床研究病症提

供了一个完整详细的诊治程序#对现在临床中医病

例书写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立$从症#从脉%二法"灵活用药

%症因脉治&在遣方用药方面强调脉症合参#症

脉相应时依脉用药#症象清楚而脉象模糊'难以脉用

药时必需随症施治#因此在治法方面提出了从症'从

脉两法#并附方药的加减应用$ )从脉*者如肺虚腹

胀之治#肺气不足#脉濡软#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

肺阴不足#脉虚细数#人参固本丸'生脉散$ )从症*

者如肺热腹胀之治#喘自倚肩#不得仰卧#烦闷咳逆#

葶苈泻肺汤合泻白散+胃火熏蒸#腹胀作痛#大便结

者#枳桔大黄汤+又如口眼
!

斜之治#左
!

#用羌活四

物汤#内服外熏#身痛#加秦艽'钩藤'柴胡#右
!

#防

风葛根汤#内服外熏#身痛#加秦艽'钩藤$ 这些突显

了秦氏重视临床实际#灵活用药的特点#提醒读者

)用药之法#须寻实据之症固已$ 然有症脉相因#依

脉用方#而为正治者+亦有症象分明#脉象模糊#难于

依脉立方#而必随症施治者$ 余于治法中#立此两

条#则从症从脉#自有准绳*$ 告诫读者临床病症复

杂多变#应注意分清主次#遵循基本规律#灵活用药#

以提高临床疗效#这对临床处方用药具有很好的指

导意义$

#!注重病症的鉴别诊断

%症因脉治&的另一个特色就是重视易混淆病

症的鉴别诊断#以提高临床诊疗的准确性$ 比如以

能否进食为鉴别点来区别位置相近的胃脘痛与心胞

络痛#)大抵痛而能饮食者#心胞络痛也+痛而不能

饮食者#胃脘痛也*+论述喘症与哮症时#云,)喘者#

促促气急#喝喝喘息#甚者张口抬肩#摇身撷肚#与短

气不相接续#逆气上奔而不下者不同#若喘促#喉中

如水鸡声#谓之哮*#)哮与喘似同而实异#短息#喉

中如水鸡声#乃谓之哮#但张口气急#不能转息者#谓

之喘*#形象地说明了喘症与哮症及两者的区别#同

时论及喘症的症状与短气'逆气也有所不同$ %症

因脉治&对多种病症的鉴别诊断#丰富与发展了病

症的诊疗体系#并提示临床上诊断病症时应详细考

察证候#通过鉴别做出准确判断#以提高疗效$

-!丰富发展杂病相关内容

%症因脉治&中对痿症'热痹'瘴疟等病症的病

因病机'症状'辨证论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填补了之前医学著作未论述之处#促进了内科杂病

学术发展$

-/%!痿症

%症因脉治&明确提出痿症可分内伤与外感#认

为外感六淫之中以风'湿'燥'热为多见#在外感痿证

中分别论述了风湿痿软'湿热痿软'燥热痿软的病

因+内伤痿症则以%内经&中有关五脏气热致痿而立

论#从症'因'脉'治四个方面对五痿加以阐述-*.

$

秦氏还强调了痿与挛的鉴别论断#认为)痿与挛#受

病相同#症形有异$ 挛者#拘急不能屈伸#%内经&所

谓跧短为拘也$ 痿者#痿弱纵缓而不能起立#%内

经&所谓弛长为痿也$*秦氏对痿症的论述发展了痿

症辨证论治体系#使其趋于完整$

-/*!热痹

在%症因脉治&之前古代对痹症的认识多沿用

%素问&中的论述#认为痹病外因多偏于风'寒'湿三

邪为病#很少提及热邪致痹$ %症因脉治&论述热痹

的症状'病因与治疗#提出其症状为)肌肉热极#唇

口干燥#筋骨痛不可按#体上如鼠走状$ 此%内经&

所云阳气多#阴气少#阳独盛#故为热痹之症*#其病

因是 )阴血不足#阳气偏旺#偶因热极见寒#风寒外

束*所致$ %症因脉治&对热痹的论述#使痹证外因

认识更加全面具体#对后世影响深远$

-/"!瘴疟

)瘴疟*名称最出现在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

方&$ 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记载了该病的特征与

病情较重的特点,)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

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有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

其病重于伤暑之疟$*秦氏在此基础上对瘴疟的症

状与病因病机作了较全面的描述,)疟发之时#神识

昏迷#狂妄多言#或声音哑喑*#)山岚溪涧之间#湿

毒蒸酿之处#瘴气入人脏腑#血聚上焦#败血瘀于心

窍#毒涎聚于肝脾#则瘴毒疟疾之症作矣$*至此中

医对瘴疟认识比较完整$

总之#%症因脉治&对后世影响深刻#是一部内

科临床较有价值的参考书$ 而秦氏深研医理#师古

不泥古的治学态度亦值得后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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