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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执与《伤寒论条辨 》

率 群

方有执
,
字中行

, 明
·

万历年间安徽

款县人
,
为侈 言 <伤寒论 > 错 局 的 第一

人
。

方氏认为经王叔和整理的 <伤寒论 >

面目全非
,
成无已的注释更无可取

,
故用

二十余年时间
,

著 《伤寒论条辨》一部
,

其 目的是
: 正王叔和故方位

,
而条还之之

谓也
。 ” ¹ 方氏的学术思想

,

尽可由本书

窥见
。

( 一 ) 首言错局
,
皿订伤寒

方氏以前
, 注 <伤寒论) 者 已近百

家
,
然极少谈及错简者

,
而方氏认为 《伤

寒论》 颠倒错乱殊甚
,
早已失其旧貌

,
盖

编始虽由于叔和而源流已远
,
中间时异世

殊 ,
不无蠢残人弊⋯ ⋯

” 他主张
:

要想

彻底研究 ( 伤寒论 ) , 首要心仲景之心
,

志仲景之志
, 以求合于仲景之道

, 就是要

把已错简的 (伤寒论 > 加以条目考汀
, 以

还其本来面 目
。

于是著 <伤寒论条辨> 八

卷
,

把原本 《伤寒论》 的条目打乱重新编

排
;

¹ 六经诸篇
,
一一调整

; 卷一
、

二
、

三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之上
、

中
、

下篇
,

这是全书的重点
。

卷四是辨阳明
、

少阳病

脉证并治篇 , 卷五是辨太阴
、

少阴
、

厥阴

病脉证并治篇 ; 卷六是辨温病
、

风湿
、

杂

病
, 辨霍乱病

, 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

并治篇 , 旧本卷一的脉法二篇
,

方氏认为

虽有翼于仲景
, 但不能列于卷首

,
缘与痉

湿喝病证篇共为第七卷
,

两篇通队{辨脉法

( 上篇
、

下篇 ) 第八卷仍保留了王叔和的

诸可
、

诸不可篇
。

º削 “伤寒例
” 。

方氏

认为
“伤寒例” 是叔和伪作

, 虽成无己作

了注释
,
而终非 ( 伤寒论> 原文

,
故应削

去
。

并特做 “削伤寒例
”
一篇

,
申明原

委
, 以供后人参阅研究

。

方氏认为 《伤寒论条辨》中
,
卷一一

卷六的十一篇系仲景 氏遗书而叔和所注次

之者
” 。

而卷七的辨痉湿喝证篇
,
他认为

“此篇相传谓为叔和述仲景金暇之文
” , »

至于 自辨法 以下
,
方氏则 认 为

“
皆叔和

⋯⋯附己意 以为赞经之辞
,
譬则翼焉传类

也
。 ”

( 二 ) 提纲草领
, 三纲鼎立

。

三纲鼎立之说
,
渊源于晋

.

王叔和
。

他提出
: “风则伤卫 ,

寒则伤营
, 营卫俱

伤 , 骨节烦疼
。 ”

½ 又 有 唐
·

孙 思 邀倡
“麻

、

桂
、

青龙三方
”
证治一一风伤卫

,

桂枝证
;
寒伤营

’

麻黄证 ; 营卫俱病青龙

证
。

宋
·

成无 己进一步阐发
: “卫为阳

,

营为阴
, 风为阳

,
寒为阴同气相求

,
故风

伤卫 ,
寒伤营

,
风寒俱中伤营卫

。 ” 至方

有执
,
认为 《伤寒论》应 以六经为纲

,
六

经以太阳为纲
,
太阳则分

“风 伤卫 ,
寒伤

营
, 风寒两伤营卫

” , 即所谓的
“三纲鼎

立” ,

并用 以修汀太阳篇
。

凡桂枝证
,

其

加减证及变证一类的条文
, 列于 风 中卫

篇
,

共粥条
, 20 方 ,

凡麻黄汤证及有
“
伤



寒
”
二字列于各条之首的条文

, 以及 “
发

汗后分 “
发汗病不解

” 之 类的条文
, 列于

寒伤营篇
,

共 5 条 , 32 方
,

凡青龙汤证及

有
“
脉浮紧

” 、 “方寒脉浮
”
诸条文

, 列

于营卫俱中伤风寒篇
,
共 38 条

, 18 方
。

’

以

佳枝汤主治风伤卫 , 以麻黄汤 主 治 寒 伤

营
,

以大青龙汤主治风寒两伤营卫
。

方氏的学术思想
,
对后世医家的影响

很大
。

目 《仿寒论》 问世以来
,

.

研究者举

不胜举
,

各医家纷纷著书立说
,

阐发观

点
,

他们的研究虽各有特点
,

但至两宋为

止
,

还没有真正形成学术上的流派
。

研究

伤寒学的流派
,

真正开始于 方 氏 首 言错

简
,

而后清 阴俞嘉言大倡斯说
,

著 <尚论

篇) 甚赞方氏的错简主 张
,

认 为 方 氏削

(伤寒例> ,

极得尊经之 旨
,

而太阳三篇

改叔和之 旧
,

尤有卓识
, 他在方氏 《历寒

论条辨》
’

的基础上
,

大倡兰纲鼎立之说
, ;

他 以冬伤于寒
,

春伤于温
,

夏伤于暑为主

病的大纲
,

四序之中
,

以冬月伤寒为大

纲
,

伤以寒六经之中
,

太阳为大纲
,

太阳

经又 以风 厉卫
,

寒 劣营
,

风寒两厉营卫为

大纲
‘他说

:
t’.

· ·

⋯风则伤卫
,

寒 则 伤

营
,

风寒兼受
,

则营卫两伤
,

三者之病
,

各分疆界
,

仲景之桂枝汤
、

麻黄汤
、

大青

龙汤
、

鼎足三 润大法
,

分治三证
,

风伤卫

则用桂枝汤
,

寒伤营则用林黄汤
,

风寒两

伤营卫则用大青龙汤
” 。

至此
,

以三下改正错简之说
,

不仅方

氏倡于前
,

俞氏继于后
,

而且此风大扇
,

和者竟起
。

如张路玉的 《伤寒攒论》
,

黄

坤载的 《历寒 狱解》
,

吴 义洛的 《山寒分

经》
,

周 禹载的 《伤寒论之注》
,

程郊情

的 《伤寒论后条辨》
,

章虚谷的 《厉寒论

本旨》 等
,

都是力主 《伤寒论》 错简 9

说
,

形 戈了错简重汀派
。

其中张路玉
、

吴

仪洛都主要是以喻嘉言为根据的
。

张路玉

赞同错简重汀及三润幻立
,

但对喻氏 《尚

论篇》提出了自己的不 同履解
,
钵方输对

伤寒
、

湿热不分是不对的
,

:

故另 立 温热

篇
。

吴仪洛尊崇喻氏
,

以为独喻氏能振其

大纲
,

详其节目
,

将3 97 法分隶于大纲之

下
,

极得分经之妙
,

故各其书日 《伤寒分

经》
。

程应施以 《伤寒论》 的辨证治法统

赅百病
,

完全与方氏同
,

只是对条文错简

的汀正
,

便不尽同于方氏了
。

章虚谷对方

氏的三纲之说较欣赏
,

但对条文的具体安

排
,

亦不同于方氏
。

周扬佼兼采方喻 9

说
,

故书名
《
伤寒论三注

》。

具体编次上
,

能突破方喻之蒲篱
,

而独辟新径
。

如方
、

喻都以 “
太阳之为病

,

脉浮
、

头项强痛而

恶寒
”
为太阳上篇首条

,

周氏则以 “
病有

发热恶寒者
,

发于阴也
” 。

列于首条
,

认

为此条是一篇之大旨
,

是辨
“阳病与阴为

之大端
” ,

对后哗影响很大
。

黄元御认病

古医籍多存在 潜简的问题
,

故 《伤寒论》

亦不例外
。

它与其他医家的最大不同处
,

乃是畅发五运六气之义
,

阐发 《伤寒论》

的胜腑
、

经 络
、

营 卫
、

表 里
、

阴 阳
、

寒

热
、

虚实诸病变
,

为他人所不及
。

针对错简及三纲鼎立
,

另一些医家持

截然相反之见
,

从而引起了大 的 学 术争

鸣
。

他们的共同观点是尊王赞成
,

他们认

为王 叔和的 《厉寒论》 并无错简
,

不可随

意改动
,

这样才能保持它较完整的思想体

系 形成了维护旧论派
。

对
“
三纲鼎立

” ,

他们驳斥说
: “须知风寒背为外邪

,

先客

皮毛
,

后入肌膝
,

留而不 去
,

则入于经
,

留而不去
,

则入于腑
,

非必风伤于卫而寒

伤荣也
。

虽然两派之争鸣至今尚无定论
,

但正

因为争鸣
,

极大地促进了伤 寒 学 说 的发

展使之更加完善
,

更有效地指导临床
,

并

掀起了明清医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伤寒

论》 的高朝
。

同时
,

方氏的许多见解
,

如

(下转第 2 了斑 )



2 了 .

右为末
, 入赓香少许炼砂糖丸如鸡头

子大
,
三岁一丸

,
薄菏竹叶蜜汤化下

二
、

六神丸 ( 全 婴方 )
:

治小儿疮气

消瘦
,
脏腑祛弱

, 泄泻虚滑
、

乳食减少
、

心腹胀满
。

木香 肉豆落而裹偎
、

诃子炮去核
、

使君子炮去皮
、

丁香各半两
、

芦荟一 两

右为末
, 枣肉和丸

、

如绿豆大
、

三岁

三十丸
,

米汤下
。

方广按
:
疮本湿热

,

宜用苦寒药
,
今

此方用苦温药何也? 殊不知府久泄泻虚滑

则为湿寒
, 宜用苦温药

。

《本草》 云
:

“
苦寒去湿热

,
苦温去湿寒

。 ”
是也

。

三
、

黄龙丸 ( 全婴方 ) :
治小儿中暑

吐泻冒闷
,

烦渴昏迷
,

身热有痰
。

半夏二两
, 白获等 甘草各半两

,

右为末
,
生姜汁煮糊为丸

,
如小豆

大
,
每服二十丸

,
煎生姜灯心汤送下

, 量

大小加减丸数
。

西
、

流金丸 ( 全婴方 ) : 治小儿咳嗽

痰盛
。

半夏制
、

朱砂 雄黄各一钱 白矾枯

二钱
、

寒水石锻六钱

右为末
,
面糊为丸

,
绿豆大

,
生姜汤

下
,
每服二十丸

, 量大小加减丸数
。

观以上四首方剂
,
可以初步看次 《全

婴方》中处方遣药
,
辨证细腻歹 配伍严

谨 , 颇具小方脉之特色
。

明
·

薛已注
《
小儿药证直诀

》: “ 《全

婴方》 云
:
头

、

项
、

手
、

足
、

身软
, 谓之

五软
,

皆胎票肾气之祛 弱也
。 ”

郑氏关于
“
五 软

” 的论说
,
发 展了钱

乙的学术思想
, 颇受后世尊崇

。

至今言

“
五迟

、

五软
” 者 ,

亦皆以先天 肾 气为

主
。

我 国儿科学的发展虽然渊源甚早
,
如

《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 《妇人婴儿方》

十九卷
,

但均已亡侏
。

盖直至宋代始有专

著流传
。

一般而论
,
对儿科学影响最大的

文献著作
,
应首推钱乙 《,J

、] L药证直诀》

郑氏 《全婴方论》是继钱 氏 《小儿药

证直诀》之后出
、

现的宋代儿科文献
。

从以

上所辑部分方论
, 初步可 以看出

, 《全婴

方论》上宗 《黄帝内经》 之经 旨
,
下效

《小儿药证直诀》之理法
, 又结合郑氏自

身的经 验及当时的学术思想
。

日人放江全
著 《经籍访古志补遗》 称之

: “

接证赎

番
,

愉述新见
、

与刘方明 《幼幼新书分涎以

娇行
,
则不唯罕靓乏秘册

、

抑亦小方泳不
可少之书也

。
方盖非虚谈

。

( 上接第40 页 ) 目
,

而且凡有
“伤寒

”
二 字 者皆列 于 此

削去
“伤寒例

” ,

巳被后世所采纳
,

他认 岂不知伤寒有专指伤寒
,

亦有中风伤寒的

为 欢伤寒论》不专为伤寒而设
, “

法而世 统称
。

此外
,

过分崇信张仲景
,

夸大王叔

为天下则
,

方而世为万病祖
” ,

这种说法 和 与成无 己的过失
,

忽视他们对 《伤寒论

无疑是正确的
。

的功绩
,

是方有执的最大不足之处
。

当然
,

《防寒论条辨》亦有缺点
,

条 要之
,

方有执不愧为研究 (伤寒论>

目排列的次序及用词都有不当之处
,

如上 的大胆革新者与有功之臣
,

而 《伤寒论条

篇卫中风里原应专论卫中风
,

文中却杂有 辨》则不仅独辟异径
,

另创新说
,

颇有独

总论伤寒的条目, 而中篇营伤寒里原应专 到之见
,

而且投一石而激起千层浪
,

对承上

论营伤寒
,

却又不仅有兼指卫 中风 的 条 启下
,

推动学术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

( 本文 在写作过程中
,

承张友俊老师审阅
,

特此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