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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河间学派发生及其嬗变的相关因素

"

!焦振廉!!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西安 "#$$$%"

摘要!本文就河间学派发生与嬗变的相关因素进行探讨!认为学派的嬗变不是简单发生的!影响学派学术嬗变的重要因素包

括传承"改造"因势"融合"引入"实践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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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是在某类学术内部的不同观点'思想'方法

及其提出者和传承关系的集合( 一般来说#学派是

由不同学者在本学科领域提出针对某个方面不同见

解#于是倡说己见#或著书而后人私淑其学#或授徒

而门人传承其术#而后形成流派( 如刘完素倡说六

气皆火'五志化火#有葛雍等从学于当代#又有张子

和私淑于后来#更有朱丹溪远绍于元代#构成了河间

学派的基本流衍过程(

学派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嬗变过程中的(

一般来说#学派的继承者与其开创者的观点多少会

有所差异( 如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倡

)君子之儒*#注重人格修养以及西周礼仪的保存与

恢复#而至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孟子基于当时社会

的现状而提出针对封建统治者的)仁政*观点( 尽

管孔'孟皆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

的( 孔子去世后#儒学分为八家#即子张之儒'子思

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

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至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

是孟子之儒!出子思之儒"和荀子之儒!即孙氏之

儒"#不仅两者大有不同#以至荀子的弟子李斯和韩

非实际已属法家一派了( 因此#学派的嬗变不仅是

可以发生的#而且有时是很显著的#乃至可以创立新

说别立一派( 在金元医学流派中#刘完素以)火热

论*开河间学派#一传于马宗素及荆山浮屠等#荆山

浮屠再传罗知悌#宋濂称罗知悌)得金士刘完素之

学#而旁参于李杲'张从正二家*

+#,

#可知刘完素之

学传至罗知悌已有所不同( 至朱丹溪#刘氏的)火

热论*已变为朱氏的)相火论*( 另如张从正#依刘

完素之说而尤倡汗下吐攻邪之说#刘氏)实火说*已

变为张氏的)实邪说*(

将刘完素'荆山浮屠'罗知悌'朱丹溪以及张从

正统归为河间学派#是基于学术的传承以及类同的

一面#而从实际的情况来考量#张从正之学与朱丹溪

之学实在距离较大#两人虽皆传刘完素之学#但又不

仅仅是其学术的传承者#在传承的基础上还进行了

改造#而分别创立)攻邪*')滋阴*之学#因而实为基

于刘完素之学的新学开创者#至少在河间学派中拥

有)子学派*的地位( 于此亦可见学派嬗变之一斑(

学派的嬗变不是简单发生的#其中重要的因素

有传承'改造'因势'融合'引入'实践等方面(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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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传承是学派发生的基本要素( 传是传授#是师

之于弟子&承是继承#是弟子之于师( 学派通过传

承#其学术观点和方法得以延续和流布( 因此#没有

传承关系便没有学派的发生( 由于中医学术的传统

性及经典的权威性#)继承*首先是相对于早期经典

而言的( 若没有对.素问/'.灵枢经/'.伤寒论/等

经典著作所承载的基本学术的继承#后世的学派便

无从谈起( 古时以学术名家者无不有所依据#所以

朱丹溪说)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

+F,

( .素

问-至真要大论/ )病机十九条*#属五脏者各 # 条#

属上'下者各 # 条#属湿'风'寒者各 # 条#属火者 J

条#属热者 K 条( 刘完素得此启发并以之为)火热

论*的基础#继承自已在其中( 朱丹溪倡)阳有余阴

不足论*')相火论*#称)岐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

属火者五#此非相火之为病之出于脏腑者乎*

+%,

#仍

然首先是对经典的继承( 这种对经典的继承在学派

中对于师和弟子都不能例外( 其次#)继承*还在于

弟子!或私淑者"对乃师学术的继承( 刘完素弟子

马宗素著.伤寒医鉴/#全书以)论*名篇#每论先列

朱肱.活人书/观点#次以)守真云*列刘完素论说#

殿以.内经/原文#以批驳朱肱之论#力倡乃师学术(

张从正私淑刘完素之学#其.儒门事亲/对刘氏推崇

备至#不仅随处引用刘氏医论方药#并称)千古之下

得仲景之旨者#刘河间一人而已*

+K,

#因而.金史/称

张从正)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

多寒凉*

+J,

(

F!改造

改造是针对原有理论'观点而言的( 学派开创

者如果照搬经典理论#则不足以创立学派#学派传承

者若囿于师说而无所改造#则无所谓学派的嬗变(

从河间学派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其开创者刘完

素#还是其传承者罗知悌'朱丹溪#皆一面宗承前说#

一面又对前说进行改造( .素问-至真要大论/ )病

机十九条*中属火者 J 条#属热者 K 条#所涉病证仅

诸热瞀瘛'诸禁鼓栗#如丧神守#诸逆冲上#诸胀腹

大#诸躁狂越#诸病有声#鼓之如鼓#诸病紿肿#疼酸

惊骇#诸转反戾#水液混浊#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等十

余条( 刘完素将之增益至 J$ 余条#大大扩充了火热

病的范围#从而奠定了)火热论*的理论基础( 唐代

陈藏器提出)十剂*说#对补剂的阐释为)补可去弱#

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

+G,

#显然指一般理解的温补

方法( 张从正则曲折辩说#强调)五脏各有补泻#肝

实泻心#肺虚补肾00酸苦甘辛咸各补其脏*

+",

#实

际改造了传统对)补剂*的认识( 另#)相火*一词早

见于.素问/#但主要指与三阴三阳相应的六气之

一#即所谓)少阳之上#相火主之*

+L,

( 朱丹溪倡)相

火论*#认为)相火*主要指人体中藏于肝肾之阳火#

称)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 二脏皆有相火#

而其系上属于心( 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

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

亦暗流而疏泄矣*

+(,

#显然改造了.素问/中)相火*

的概念(

%!因势

学派的创立与嬗变#往往因人'时'地的条件或

需要#即外部的因素是促成其说的重要条件( 刘完

素)因.素问-至真要论/详言五运六气盛衰胜复之

理#而以病机一十九条附于篇末#乃于十九条中采一

百七十六字#演为二百七十七字#以为纲领#而反复

辩论以申之*

+#$,

#遂创)火热论*( 至明代#张景岳

对之攻讦甚厉#认为刘完素之法戕害阳气#殊为不

妥#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则比较公允#认

为)完素生于北地#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頬#

久而蕴热#与南方风土原殊( 又完素生于金时#人情

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亦异乎南方之脆弱#

故其持论多以寒凉之剂攻其有余#皆能应手奏功(

其作是书#亦因地因时#各明一义#补前人所未及

耳*

+##,

( 刘完素与张景岳学术的不同可以不论#但

于此可知学派的创立与嬗变有一定外界因素的促

成( 由于南北)风土原殊*#所以)多以寒凉之剂攻

其有余*#而结果)皆能应手奏功*( 所谓)因地因

时#各明一义*#正道出了学派发生与外部环境的关

系( 另#将张从正与朱丹溪相较#可以发现两人所经

治患者每多不同( 张从正尽管曾)召补太医*#但不

久即辞去#其间原由殆与其汗下吐法不合达官显宦

之体质及所好有关#而从.儒门事亲/所载医案看#

张从正所治患者多为中下层人#即所谓)人情淳朴#

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 朱丹溪初从理学家许

谦#而许谦在当时名声甚著#以至)及门!谓做弟子"

之士著录者千余人*

+#F,

#朱丹溪却是唯一列入.元史

-许谦传/附传的#并称朱丹溪)清修苦行#绝类古笃

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

( 元末戴良称朱丹溪)在

婺得道学之源委#而混迹于医( 或以医来见者#未尝

不以葆精毓神开其心( 至于一语一默#一出一处#凡

有关于伦理者#尤谆谆训诲#使人奋迅感慨激厉之不

暇*

+#K,

#其所交接者自多显贵可知( 因此.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引孙一奎.医旨绪余/称)丹溪生当承平#

见人多酗酒纵欲#精竭火炽#复用刚剂#以至于毙#因

为此救时之说*

+#J,

( 于此可知学派之创立与嬗变#

与人'时'地等外部条件或需要有关#医家的观点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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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多是)因势*而出#亦)因势*而成的(

K!融合

)融合*是指学派的学术在流衍过程中将其他

学派或医家的观点与之融合交通#从而使原有的学

术发生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性质上的变化( 刘完素创

)火热论*#为河间学派开山#经荆山浮屠而至罗知

悌#经罗知悌而至朱丹溪#已演变为)相火论*( 若

两相比较#前者多主外邪实火#因而治疗)多以寒凉

之剂攻其有余#皆能应手奏功*

+#G,

#后者则)意主补

益#故谆谆以饮食色欲为箴#所立补阴诸丸#亦多奇

效*

+#",

( 引发这种变化的因素自不是单一的#学派

学术在流衍过程中融合其他学派或医家的观点#是

重要因素之一( 朱丹溪从学于罗知悌#称自己)得

罗太无讳知悌者为之师#因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

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

+#L,

#而罗知悌)学精

于医#得金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

之说*

+#(,

#朱丹溪拜罗知悌为师#后者)授以刘'李'

张诸书#为之敷扬三家之旨*

+F$,

#可知刘完素之学传

至罗知悌#已融合了张'李二家之说( 迨至朱丹溪#

更发扬而光大其融合各家的精神#终成)阳有余阴

不足论*及)相火论*而重开天地( 朱丹溪在.格致

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中记述了罗知悌治疗一病

僧的医案#先)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烂与

之*#而后)与桃仁承气一日三帖下之#皆是血块痰

积*

+F#,

#而自己治疗)叶先生患滞下后甚逼迫*之

病#则)与参'术'陈皮'芍药等补药十余帖#至三日

后胃气稍完#与承气两帖而安*

+FF,

#可见河间之学传

至朱丹溪#一面守其宗绪之旨#一面融合李东垣'张

从正各家之长( 因此#清人评价说)完素主于泻火#

震亨则主于滋阴( 虽一攻其有余#其剂峻利#一补其

不足#其剂和平#而大旨不离其渊源*

+F%,

(

J!引入

)引入*指将原与医学无关或关联甚微的理论

或观点引入医学以为说理的依据( 在此一方面#朱

丹溪最具典型性( 朱丹溪从学于许谦而后习医#虽

)竟不以儒名而以医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但其内心不仅始终持守着理学的情结#而且将理学

的观点引入医学#并作为其学术的依据( 北宋周敦

颐作.太极图说/#被后世推为理学之开山( 戴良称

朱丹溪)又复参之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

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

归*

+FK,

#朱丹溪则在.格致余论-相火论/中说%)太

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 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

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 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

曰相火#天火也( 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

动皆属火( 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

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

故谓之相( 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

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 见于天者#出于龙

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 具于人者#寄于

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 胆者肝之腑#膀胱者

肾之腑#心胞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

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 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

火不能有生( 天之火虽出于木#而皆本乎地( 故雷

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

波也( 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火者也( 肝肾之阴#

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

+FJ,关于)相火为元气之

贼*#朱丹溪说%)周子曰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万事

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 谓之

动者#即.内经/五火也( 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

相扇#则妄动矣( 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

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00周子又曰%圣人定

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

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 此善处乎火者( 人心听命

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 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

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何贼之

有1*

+FG,因此#因为)五性感物而万事出*#于是)相

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以致)煎熬

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但若能)人心听命乎道

心*#则 )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

用*#反之则可能成为)元气之贼*( 朱丹溪还说%

)先儒谓物物具太极#学者其可不触类而长#引而伸

之乎1*

+F",朱丹溪是杰出的医学家#同时又力图引入

理学的观点来阐说医学的道理#从而为)阳有余阴

不足论*')相火论*找寻哲学层面的支持和依据(

G!实践

中医是基于实践的医学#所有理论观点必得实

践的检验而后可以流布并发生影响( 在金元医学流

派的发生于嬗变过程中#医家的实践活动是极其重

要的( 在刘'张'朱三家中#刘完素医案最少#.金

史/称他)尝遇异人陈先生#以酒饮守真#大醉#及

寤#洞达医术#若有授之者*#

+FL,刘完素在.素问病机

气宜保命集-自序/中说自己此后)衍其功疗#左右

逢原#百发百中*( 所谓)遇异人陈先生*或涉虚诞#

但)左右逢原#百发百中*则从侧面反映了其精于临

证实践的真情( 因此#刘完素精于临证无疑#但其医

案今多不传( 张从正)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

起疾救死多取效*

+F(,

#其医案集中在.儒门事亲/

中#该书共载张从正医案约 F$$ 则#其中卷六至卷八

为)十形三疗*#载案 #G$ 余则( 朱%下转第 %J 页&

-#%-

焦振廉%试论河间学派发生及其嬗变的相关因素

http://www.ajutcm.com



!

!

养
生
研
究
!

四是对情志病人( 万老常说#心病还要心药医(

对于某些情志因素引发的疾病#除了正常的情志疏

导之外#主要可针对情志疾病对心'肝'脾系统的影

响( 提供以泻心火清心神'疏肝郁平肝阳'扶脾土散

胃火为目的的指导原则( 从而达到协调脏腑'平和

情志的作用(

五是对老年病人( 随着我国老年化社会的提前

到来#老年病患者的临床养生问题将会日益彰显(

万老认为#老年患者的养生指导关键要抓住两点%一

是要正确认识生命的衰老与死亡现象( 生'长'壮'

老'已是生命的自然规律( 不为生命的衰老而悲凉#

也不为生命的最后结束而恐惧( 乐天知命#快乐地

走好每一天( 二是正确对待人生的得失( 孔子讲%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实在是古人的阅

世经验( 人到晚年#一切的名誉'地位'财货#实已无

足轻重#不必挂怀#只有安度晚年#才是清福(

F>F!辨体质!万老认为#明辨患者体质#是正确分

辨阴阳#预知疾病阴阳转化'传变之机的捷径( 如阴

寒体质者患病多从寒化#虽感阳邪#亦不宜过用寒

凉#应预见其耗气转阴的可能&阳热体质者患病多从

热化#虽感阴邪#亦不宜过用温热#应预见其伤阴转

阳的可能( 是故先生临证特别注重对每一个患者体

质情况的了解( 如冬夏所苦'饮食喜恶'屎尿质色等

等#从中甄别其人体质的阴阳#以掌握疾病发生发展

的可能趋势#从而在治病过程中注意防范#预为绸

缪( 如其人素体形寒易感#是为卫阳虚#治病时必须

注意在攻邪中扶助卫阳#以标本兼顾( 如其人素体

纳少便溏#是为中阳虚#治病时必须注重补脾#脾气

旺则有力抗邪( 更有一种阴阳气血俱亏#五脏六腑

多病之人#体质羸弱#用药稍偏#即不接受#俗话说

)按得头来脚又翘*#最是难治( 此时掌握患者体质

就有重要意义#一般采用平性药物#择其关键之处入

手#可取稳效(

在了解体质时还要注意排除假象( 由于中医学

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科#因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

础#不少患者常能判断自身是)火体*或)寒体*#医

者不可轻易附和#必须仔细询查#方能判定( 因为患

者毕竟不是医生#他们只能凭感觉而意会#不能洞察

本质#有时难免得出错误甚至相反的结论( 因此#体

质调查其实贯穿于诊察的全过程(

F>%!重脾胃!在脾胃的生理方面#先生强调两点#

一点是)脾胃为元气之本*#另一点是)脾升是升降

运动的关键*( 实际上是对东垣.脾胃论/的发挥(

对脾胃的病理#万老强调要注意)气火关系失

调*和)升降运动失常*两个方面( 气火关系失调是

脾胃病理的一大特点#由李东垣首先揭示#万老将其

条分缕析#使之易学易用( 升降运动失常是脾胃病

的基本特点#万老把东垣的主升与叶桂的主降结合

起来#使之完善#颇便于临床运用(

%收稿日期'F$$(M$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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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 页&丹溪医案则比较分散#今传有明初

戴原礼所辑.丹溪医按/#载朱丹溪医案 %KJ 则( 但

朱丹溪医案远不仅.丹溪医按/所载#如.格致余论/

载案 K" 则#见于.丹溪医按/者仅 J 则&.局方发挥/

载案 #$ 则#见于.丹溪医按/者仅 K 则( 明代楼英

纂.医学纲目/#载朱丹溪医案超过 KJ$ 则( 笔者曾

辑录朱丹溪医案#即去其重复者#仍得 "$$ 余则( 当

然#名家医案或有后世羼入者#但亦有湮没不闻者(

仅存世医案已足以证明实践是中医学术的基础#也

是医家或学派观点发生及嬗变的基础( 正因为临床

实践以及实际疗效的支持#医家或学派的学术才得

以成立并发生影响(

综上#河间学派自刘完素而至朱丹溪#其学派的

学术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表现为一定的流变性(

将刘完素'荆山浮屠'罗知悌'朱丹溪以及张从正统

归为河间学派#是基于学术的传承以及类同的一面(

但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三人之学实际存在着较大

差异( 张从正基于刘完素之学而自创攻邪一派#朱

丹溪引入理学观点而成滋阴之学( 河间学派的学术

在传承中嬗变( 学派的嬗变不是简单发生的#影响

学派学术嬗变的重要因素有传承'改造'因势'融合'

引入'实践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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