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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N E SE M E D IC IN E

《金匾要略 》叙症方法雏议

天津中医 学院伤寒教研 室 周 尔丈

《金医要略 》是一部研究和治疗杂病的最早专

科著作
,

其对所论病证的病因
、

病机
、

证侯
、

脉象

和瓣证论治诸方面都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

而症状是

其中最生动
、

最基本的内容
,

也是认识仲景辨证论

治体系的基础
,

从理论上正确理解
,

深刻认识仲景

所述的症状结关
,

是研究仲景学说的内容之一
。

故

本文对 《金匿 》之叙症方法略加整理
,

不当之处
,

敬请指正
。

1 命证以类症
《金匿 》所论四十多种疾病

,

论病时多将属此

病的症状从不同的角度分门别类归纳为证并以名称

之
,

考其分类特点约有如下几种
:

1 ) 邪留部位
:

如 《痰饮咳嗽篇 》据次停部位

分为痰饮
、

悬饮
、

溢饮
、

支饮四饮
。
《水气病篇 》

则因水在皮中而称皮水
,

以此做为原则而命名的证

候中
,

其症状紧紧围绕邪留部位所出现的症状及相

关脉症描述
。

如
“

饮后水流在胁下
,

咳唾引痛
,

谓

之悬饮
。

皮水
:

其脉亦浮外证腑肿
,

按之没指
,

不

恶风
,

其腹如鼓不渴⋯ ⋯
”

等
。

其特点是症状
、

证

名的选择彼此相应
,

保持完整的一致性
,

病位的提

示同时也展现了痰病的某些特征
,

如痰
、

悬
、

溢
、

支等薄均有特定的意义
。

把抽象概念符以具体形象

化
,

使后学者便于掌握
,

因而有助于辨识症状
,

明

确病位
。

2 ) 病因
:

如 《水气病篇 》之风水
:

是因风邪

袭表
,

皮毛受邪
,

肺气不宣
,

通调失职
。

其所列之

症状
,

为一派风邪致病之象
: “

脉自浮
,

外证骨节

痛疼
,

恶风
。 ”

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方法有强调局部忽视整体的

弊端
,

仲景将一证中尚可见的其他不同症状候
,

列

举于后
,

如对风水
、

皮水的处理即是如此
。

3 ) 病机
:

如 《水气病篇 》中的
“

五脏水
、

气

分
、

血分
、

正水等
。

此种分类下的症状组合
,

多能

与病机切合
,

体现定位
、

定性的作用
,

如气分之症

为
: “

寸口脉迟而涩
,

迟则为寒⋯ ⋯营卫不利则腹

气
,

肠鸣相逐
,

气转膀眺
,

营卫俱劳
,
阳气不通即

身冷
,

阴气不通即骨疼
,

⋯ ⋯阴阳相得
,

其气乃

行
,

大气一转
,

其气乃散
。

实则失气
,

虚则遗弱
,

名

日气分
。 ”

其所见之症皆由阴阳相失
、

气机不续所

致
。

而五脏水的症候组合是承 《内经 》脏腑分症之

法来反应病机的一个侧面的单一层次的症候
。

但若

遵循脏腑相关的整体观点
,

临症时
,

依据各脏水的

症状特 征结合主症
,

必有助于确定症 状的归属 脏

腑
,

找出定状之间病机的联系
,

使得施治有据
。

4 ) 病程及致病特征
:

如《水气篇 》之石水
,

《黄疽篇 》之萎黄
、

黑疽
, 《痰饮病篇 》之伏饮

、

留饮等
。

这些证型由于病程较长或邪聚较深
,

故其

症侯多具 有特亚性
。

如黑疽
“
酒疽下之久久为黑

疽
,

目青面黑
,

心中如瞰蒜蒸状
,

大便正黑
,

皮肤

爪之不仁
,

其脉浮弱
,

虽黑微黄故知之
。 ”

此外
,

还应注意仲 景叙症之中常有省 文的现

象
,

如风水
、

痉病命名时
,

均将其中的主症略去
,

意在突出辨证
。

2 论脉以明症

《金医 》以内伤 杂病 为讨论对象
,

较 《伤穴

论 》更为注意脉象
。

对脉学的记载在经文中占比例

很大
。

仅其诊脉之法就 有寸 口三部诊法
、

跌阳诊

法
、

少阳诊法等
。

《金匾 》论脉非就脉而论
,

主要

目的是借脉来说明病机
。

尤其是仲景对某些病的症

候记叙从简
,

而脉象描述则甚明
,

以便从脉象反映

的病机来推断症状
。

如 《水气病篇 》对正水
、

石水

的处理
: “

正水其脉沉迟
,

外证自喘
。 ” “

石水其

脉自沉
,

外证腹满不喘
。 ”

正水病由肾阳不足
,

水

气停蓄
,

故脉象沉迟
,

症除了水气随经脉上冲于肺

的喘之外
,

还可见水肿下半身为重
,

腰膝酸软无力

痛疼
,

畏寒肢冷
,

小便不利或大便泄泻等肾阳虚的

症候
。

( 石水定析略 )
。

以脉象推测予后
,

亦是仲

景论脉的内容之一
。

如
“

脉得诸沉
,

当责有水
,

身

体肿重
,

水病脉出者死
。 ” “

少阴脉紧而沉
,

紧则

为痛
,

沉则为水
,

小便即难
。 ”

因此细究 《金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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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脉象不仅可探索病机
,

而且对于推断某证的主症

或兼症及判断予后
,

都是必不可少的
。

8 立方以洲症

《金厦 》中有关证治的条文有详有略
,

有的仅

举一症
,

便出方药
。

如 《黄疽篇 》 “黄疽病
,

茵陈

五等散主之
。 ” 由千方必依法

,

法必据理
,

因而我

们可从法从理
,

推测出临床应具之脉症
。

如同病异洽一一同一主症并举两方在 《金医 》

中是不乏其见的
,

说明所涉及的一个或一组主症性

质有别或相反
,

故其各自兼症自然不同
,

如 《痰饮

病篇
“

短气有微饮
,

当从小便去之
,

等桂术甘扬主

之
,

肾气丸亦主之
。 ”

围绕水停心下
,

短气之症
,

菩桂术甘汤证是因中阳不运
,

而水停为饮
,

其本在

脾
,

故当见心下逆满
,

起则头眩
, 口淡不渴

,

脉沉

紧等症
。

肾气丸所主是下焦阳虚不能化水
,

水泛心

下
,

必在畏寒足冷
,

小腹拘急等症
。

( 其他例证

略 )
。

这种笔法即是省文
,
又充分体现了同一主

症
,

因其与兼症构成不同的结构
,

其病机本质不同

的辨证思想
。

4 叙症以明度

仲景于 《金曦 》之中对某些病证的症状描述不

仅立主症
、

主脉以示其常
,

而且从不同的角度
,
详

载一证可见的不同症状以明其变
。

纵然疾病症候错

综变化
,

应变之法
,
万变不离其宗

。

正所谓辨证施

治的典范
。

1 )症状之变
:

如风水一证
,

身 肿汗出
,

恶

风
,

脉 浮为脉证之常
,

风水尚可 出现以下多种症

状
, “

寸 口脉沉滑者
,

中有水气
,

面目肿大
,

有

热
,

名日风水⋯⋯
。 ”

( 详见附表 ) 仲景对风水证

从不同角度细致入微的描述
,

其实质无非都是围绕

风邪袭表
,

肺气不宣
,

通调失职这一病机
,

根据素

体所异
,

宿疾不同
,

感邪轻重等因素而致病情的变

化多端
。

因此
,

所谓
“

常
”

与 “变
”

是相对而言
,

只有这种 “变
”

的存在
,

才能使风水的症侯结构严

谨完善
。

临症方可知常达变
。

2 )病程
、

治疗之变
:

全面参考病程的长短
、

治疗之正误等各种因素遣方用药
,

加减为度是知常

达变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

如 《痰饮病篇 》 “

脆间支

饮
,

其人喘满
,

心下痞坚
,

面色薰黑
,

其脉沉紧
,

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
,

木防已汤主之
。 ”

此条

从症状上看是一派支饮实证
,

若结合病程及吐下所

治就不难看出这是虚实错杂的支饮重证
。

除上述一证多议的直接表达外
,

在其他篇章
,

仲景还运用了夹叙
、

借宾定主等笔法对脉证进行比

较鉴别
,

以昭其
“

变
” 。

其中有以虚实互勘者
,

如

《 腹满寒庙宿食篇 》 中对腹 满按之痛与不痛的对

照
。

又有由此及彼者
,

如《水气病篇 》在论述正水

与风 水的不同脉 象和治法时
,

插入
“

无水虚胀者

为气
”

一句
,

在于说明虽同见肿胀却有
“

水
”

与
“

气
”

的本质区别
。

3 )例举病案
:
属于复杂多度的症候

,

仲景还

以病案形式记叙
,

如 《水气病篇 》中通过一病案讨

论了水气病的形成
、

误治情况
,

提示了水病经久不

愈的一种转归
。

5 研讨叙途方法的惫义

综上所述
, 《金遗 》对疾病症状的记载与认识

是全面而细致的
,

但其记叙方法是立足于不同的角

度
,

采用不同的手法
,

粗看纷纭多变
,
〔

莫衷一是
,

细究则错落有致
,

主次得体
。

因而本课题的研究对

于学习运用仲景学术思想具有
:

1 )掌握严谨的症状结构
:

了解叙症方法后
,

可将一证散在于本篇的症状

予以综合分析
,

进而对其症形成总体认识
,

形成严

谨的定状结构概念
。

对于获得一个确切的病机 , 掌

握病机变化 , 辨识疾病, 辨别症状
,

无不裨益
,

下

面试对风水的症状结构进行整理
。

脉浮而洪

{
脉浮而紧

}
寸脉沉而周

身重而酸不痛

一脉浮

—
骨节痛

}
有汗

—
恶风

洪肿 ; 面 目肿大 ,

视人 目裹上微拥如

蚕新卧起之状 ,

按其手足上陷而不
( 主症 )

其颈脉动时时咳
,

(起 ;

下转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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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肤淫水法漓 , 分泌物臭秽 , 口中臭气难闻
,

湿热

疫毒蕴肝
,

肝矣难闻等
,

都属于秽浊
。

湿为阴邪
,

重浊难解
,

秽浊之毒所致疾病缠绵难愈
。

4 )从化性

毒的从化性是指毒具有以体质学说为根据发生

变化的性质
。

匡调元说
: “体质是人群中的个体在

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代谢机能与结构上的特殊

性
。

这种特殊性往往决定着他对某种致病因素的易

感性及其所产生的病变类型的倾向性
。 ” 毒之为病

所产生的病变类型与体质密切相关
,

体质盛实者
,

其病多实证
、

热证
、

阳证, 体质虚弱者
,

多虚证
、

寒证
、

阴证
。

至于毒在体内的转化
,

取决于体质
。

如冬伤于寒
,

寒毒藏于肌肤
,

至春发为温病者
,

其

体质多为阴虚者
,

若阳体虚质大概就不是这种转归

了
。

章虚谷云
: “

外邪伤人必随人身之气而变⋯⋯

故人身阳气旺
,

即随火化而归阳明
,
阳气虚

,

即随

湿化而归太阴也
。 ” 说明了湿热之邪在体内是化火

成毒
,

还是随湿而化的决定因素是阳气的盛衰
。

中医虽有
“

六淫皆可化火
” 、 “

五志过极皆可

化火
”

之说
,

然而化火与否要有一定的条件 , 是阴

火 (现象热本质寒 )还是阳火 (现象热本质亦热 )

要作具体分析
。

所谓条件就是体质因素
、

机能 状

态
。

从临床看
,

病毒性肝炎既有湿热寮毒型
,

又有

肝寒性, 病毒性心肌炎
,

不仅有热毒型还有心阳虚

型
。

外科疮疡亦是如此
,

有红肿热痛的阳疮
,

也有

肿形软漫
,

不易酿脓
,

腐溃后白色灰 暗难生的阴

疮
。

至于痛症更是如此
,

在同样 的环境气侯条件

下
,

有人因致毒癌
,

有人则不患
,

这决定于体内是

否困阳失调
、

气血逆乱
,

有无致瘤基因
。

说明毒是

致病之因
,

而体质
、

身体的机能状态却是决定发病

与否的很本
。

同时也说明邪毒伤人
,

由于体质不

同
,

可以产生不同的病理转归
。

毒不尽属火热
,

而

有寒热虚实阴阳之分
。

现代研究表明
,

毒的内含有细菌
、

病毒
、

自由

基
。

清热解毒法是通过调整机体内环境的平衡
,

调

整中枢
、

肾上腺皮质系统而实现其作用的
。

结合上

述对毒的特点的分析
,

提示我们临床使用解毒法应

从矛盾两方面考虑
,

一是着眼于 “毒
” ,

解毒和排

毒密切配合
。

解毒要注意去其依附
,

使毒分解 , 排

毒要针对毒的不同部位
,

就近引导
,

给毒以出路
、

或宣透解毒
、

或化寮解毒
,

或通下解毒
,

或疏利解

毒
,

或芳化逐秽解毒
,

等等
。

不可以清热解毒一法

取代诸法
。

二是要注重调整自身的抗毒能力
。

结合

体质
,

调节阴阳
,

修复体内阴阳偏差
,

扶助正气
,

或升阳
,

或益气
,

或养阴
,

而解毒则一以贯之
,

使

解毒法呈现更广阔的治疗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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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知常达变以应万变
:

(变是指有别于主症的
,

变化的
,

复杂的症状

结构 )

通过叙症方法的讨论可知仲景对疾病的论述
,

即言其常
,

亦言其变
。

这种在常与变的基础上形成

的定 状结构用于 指导临床
,

方可成为具有广泛 指

导意义的准则
。

因此掌握严谨 的症状结构必须明

“变沙 ,

明才能应万变
,

症状的错综复杂性正是体

现在 “变
”

之中
。

况且
,

仲景论变
,

即有误变之

例
,

又有应变之策
,
足资后学效法

。

总之
,

了解 《金曦 》之叙症方法将有助于我们

贯通经义
,

披会经旨
,

深入探寻其奥秘所在
,

为仲

景之学木付诸实践莫定根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