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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药证直诀》是宋代阎季忠总结其

师钱乙的医学理论和临证经验而著成的一部

儿科专著
。

书中
,

钱乙对小儿的生理
、

病理

特点
,

小儿病的辨证诊断及治疗做了精确的

论述
,

为之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的基础
,

并对

祖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书中对

小儿热证的论述及清热方药 的运 用
,

更是独

具匠心
。

下面对钱乙清热方药的运 用特点
,

做一粗浅的分析
。

一
、

小儿热证较多
,

清热方药运用普追

火热为病
,

其证颇多
。

在 《内经》论述

的病机十九条中
,

有关火热为病者 占九条
。

况小儿生机蓬勃
,

为纯阳之体
,

外感诸邪
,

内伤饮食
,

最易化热
,

甚则动血生风
。

钱乙

总结了前人有关火热论述
,

根据小儿生理特

点
,

总结出 了小儿
“
易寒 易热

” 的病 理特

点
,

并在
“
夏秋吐泻 ” 证中指出

: “五月十

五 日以后吐泻
,

此热也
,

小儿脏腑十分中九

分热也
。
” 基于这种认识

,

钱乙在书中对小

儿热证的论述颇多
,

清热方药的运用十分普

遍
。
《直诀》卷上共论述脉证治法81 条

,

其

中有方有论的62 条
,

而载有清热方药的竟有

40 余条
。

卷下附方 120 首
,

而清热剂或兼有

清热作用的方剂有76 首
,

清热药物亦占全部

用药的一半以上
,

足见钱乙对 ,J
、
)L清热证之

重视
。

以五脏为辨证纲领
,

是 《直诀》 的一大

特点
。

而五脏又都有热证
,

并有方药 与之相

对应
,

如心热之导赤散
,

肺热之泻白散
,

肝热

之泻青丸
,

脾经伏热之泻黄散
,

疤疹黑陷
,

邪

热归肾之百祥丸
,

分类清晰
,

令人一目了然
。

火热为病
,

表现各异
。

钱乙根据病情变

化
,

使用不同法则
,

有清心利小便法
,

清心

虽然非常简略
,

却抓住了主要方面
。

五
、

婚育宜晚 纵欲伤身

本书对于男女婚育的认识
,

是主张晚婚

少育
,

且男女皆不可纵欲
。

认为
“合男女必

当其年
。

男 虽十六而精通
,

必三十而娶 , 女

虽十四而天癸至
,

必二十而嫁
。 ” 目的是要

使
“阴阳之气完实

” 以后再婚育
,

则
“
交而

孕
,

孕而育
,

育而为子
,

坚壮强寿
。 ” 否则如

果
“
精已耗而复竭之

,

则大小便道牵痛
, ”

“
阴巳痹而思色

”
则

“
小便道涩而为淋

” 。

而
“
合男子多则沥枯虚人

,

产乳众则血枯杀

人”
。

这些看法
,

大概直到现在也仍然是值

得我们 参考的
。

六
、

博涉多诊 可为良医

作为医生
,

应该如何学习
,

如何给人治

病
,

本书用极精 的语言
,

给予了 高度的概

括
。

所谓
“
师友良医

,

因言而识变
, 观省旧

典
,

假鉴而求鱼
。

博涉知病
,

多诊识脉
,

屡

用达药
,

则何愧于古人
。
” 虽只寥寥数语

,

确是蕴义无穷
。

如果不是精于医道
,

没有深

刻的亲身体会
,

大概是说不出这等言语的
。

以上从六个方面对 《褚氏遗书》的内容

做了一下介绍
,

可以看出
,

此书虽然没有直

接论及病证方药
,

却在方法论方面为我们提

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东西
,

且提出的一些治

疗方法和晚婚节育的观点也是很有参考价值

的
。

带 本文所引 《褚 氏遗 书》 是据清
·

程永

培辑 《六酸斋医书十种》 光绪辛卵广州藏修

堂本
。



开 窍法
,

清热凉血法
,

清肝熄风法
,

清热泻

肺 法
,

清 热逐水法
,

清宣伏热法
,

清胃泻火

法
,

清虚热消疮积法等十余种
,

不 拘一
格

,

变通 灵活
,

运用普遍
。

二
、

清热剂的剂型多样
,

服法讲究

钱 乙针对小儿服药比较困难的特点
,

根

据病情的轻重
,

病 变部位的不 同
,

在服法
、

剂型上灵活多变
,

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

对于鼻下赤烂
,

跟胖牙齿肉烂腐臭
,

鲜血常

出等外候
,

采 用外 贴法
、

外敷法 ; 对初生儿之

胎肥
、

胎热则采用浴体法 ;对小儿神昏不能进

药者
,

采用滴鼻法
; 而大多数则采用内服法

。

在内服的方 药中
,

钱乙根据病 情的缓

急
,

小儿体质年龄
,

药物有无毒性等情况分

别采用汤
、

丸
、

散
、

膏等剂型
,

而多数是采

用丸
、

散
。

这样既照顾 了病情
,

又可以减轻

药物的毒性
。 ,

有利于药效发挥
,

_

巨便于小

JL服用
。

在服法上
,

分为服药时间上的不同
,

送

药方法上的不 同
,

在服药时间上
,

分为食前

服
、

食后服
、

无时 服
、

临卧服
、

乳食 后服

等 , 在送药方法上
,

有温水下
、

沙糖水下
、

竹叶沥下
、

薄荷汤下
、

乳水下
、

米饮下
、

熟

水下
、

研芝麻汤下
、

酒调下
、

倒流水下
、

紫

苏汤下
、

金银花汤下
、

龙脑 水化下
、

桃枝汤

下
、

麦冬汤下
,

冷浆水下等多种
。

在方药 的

制做工艺上分为和蜜为丸
、

新水磨汁
、

蒸陈

枣肉和捣为丸
,

益甘草水为丸
、

丽朔丸
、

水

丸
、

生姜汁丸等
。

尽管剂型
、

服法多样
,

在针对病情的基

础上不外乎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
:

1
、

固护

胃气
,

不伤正
。

2
.

协助药物治疗疾病
。

3
、

反佐之法
,

引药入达于病所
。

钱乙之谴方用

药可谓精矣
。

三
、

脏腑病变不同
,

方药运用各异

钱乙在治疗小儿热病时
,

并非一见热象
,

妄投寒凉
,

而是先明虚实之辨
,

再分脏腑之

象
,

三察传变之情
。

明虚实之辨
,

即首先分清

是虚热
、

实热
,

再分而治之
。

例如
:

小儿疮

积
,

多属虚热
,

治宜清宣
,

辅以健脾
,

钱乙

多采 用泻黄散
、

玉露散
、

胡黄连丸等
,

用药

质轻力柔
,

如 胡连
、

山桅
、

防风辅以陈皮
、

半夏
、

炙草等
。

而动风之证
,

多属实热
,

治

宜重镇
,

辅以开窍
,

方用龙脑丸
、

镇心丸
、

廖香散
,

药用牛黄
、

生犀
、

朱砂
、

寒水石
,

辅以魔香
、

竺黄
、

龙脑等
。

此虚实之辨
,

不

可不明
。

分脏腑之象
,

即五脏热证各有不同

表现
,

如心热多动血
,

治宜生 犀
、

紫草
; 肝

热多动风
,

治宜蝎尾
、

青黛
; 脾热多疮积

,

治宜胡连
、

山桅 ;
肺热多咳喘

,

治宜桑皮
、

知母
; 肾热斑疹黑陷

,

治宜红芽大戟
。

此五

脏之象
,

不可不分
。

察传变之情
,

即了解脏

与脏 之问的相互影响
,

在治疗上根据脏腑间

的关系协 同用药
,

例如
:

钱 乙在论述 “
搐

”

形成的机理时说
: “心生热

,

热则生风
,

风

属于肝
。

二脏 两搏
,

风火相争
,

故火搐也
” 。

在治疗上
, “当泻心肝 ” ,

以 泻青丸
、

导赤

散同时使用
。

在治疗中
,

钱 乙还十分注重
“
虚

则补其母
,

实则补其子” 的原则
。

它在论述
“诸疮

”
中曾谈到

“
假令 日中发潮热

,

是心

虚热也
,

肝为其母
,

则宜先补肝
,

肝实而后

泻心
。 ” 以上 即传变之情

,

不可不察
。

钱乙

正是在明确了虚 实
、

脏腑
、

传变之后
,

处方

用药
,

所 以屡验屡效
。

四
、

随时固护正气
,

但注意祛邪务尽

钱乙在论述 小儿生理时 曾谈到
:

小儿
“
肌骨嫩怯

” “
脏腑柔弱

” “
五脏六腑成而

未全 ⋯ ⋯全而未壮
”
故而决定了病理上

“
易

虚易实
” “

易寒易热
” 。

在运用清热方药上

主张 “
不可痛击大下

” ,

注意固护正气
。

在选方
、

用药
、

服法
、

配伍等方面
,

处

处体现出钱 乙固护正气的思想
。

他在方剂的

配伍上
,

主张在药性峻烈的方中配伍扶正之

品
,

或与其他方剂配伍使用
。

例如 治疗心肝

热盛的惊痛之镇心丸中
,

不但使用了牛黄
、



铁粉
、

唬泊
、

龙齿等药物
,

还配伍了人参
、

获菩以求祛邪不伤正
。

在送服药中
,

许多药

性猛烈之品用
“
米饮送下

” ,

意在固护胃气
。

在用量上更提出了
“量其大小虚实而下之

”

“以澹利为度
,

未利加数丸再服
,

量大小虚

实与之
。 ”

其固护正气之意
,

诚可见矣
。

钱

乙虽重固护正气
,

但他在用药上
,

力求祛邪

务尽
,

他不仅使用了泻心汤
、

黄连丸这类虽

不峻烈
,

但药专力宏之剂
,

而且大胆使用如

犀角
、

牛黄
、

磨香
、

水银
、

铁粉这类芳香
、

重镇
、

药性猛烈的药物
,

以防病邪之传变
,

达到祛邪务尽
。

有关使用这些芳香
、

金
、

石及药性猛烈

药物
,

历来为人们所争论
。

有人认为
:

这些

药物用于小儿非钱乙之意
,

乃是阎季忠强加

己意于书中
。

笔者认为
:
《直诀》 中这类药

物的使用
,

不仅是钱乙之原意
,

而且还是其

用药 的一大特点
。

其一
,

阎氏在 《小儿药证

直诀原序》 中提到
:

小儿
“
脏腑柔弱

,

易虚

易实
,

易 寒易 热
,

又所用 多犀
、

珠
、

龙
、

磨
,

医苟难辨
,

何以已疾 ? ”
可见

,

将这类

药物用于儿科
,

并非始于阎氏
。

其二
,

在清

热 76 方中
,

·

廖香使用了20 次
,

水银使用了15

次
,

如此多的方中均有这些药物
,

认为不是

钱 乙本意
,

恐难服人
。

其三
,

在 《直诀》 所

载 23 医案中
,

使用芳香
、

金
、

石类药物非止

一处
,

况且钱 乙在谈及
“
府

”
证时说

: “量

其大小虚实而下之
,

则不至为府也
。 ”
可见

,

钱乙在使用这类药物时
,

是考虑 了患儿的倩

况的
。

其四
,

这类药物的使用
,

多在心肝热

盛
,

动风
、

抽搐神昏之时
,

非此类药物
,

何

以 已疾 ? 其五
,

钱 乙在使用这类药物时
,

严

格地按照病情
,

谴方用药
,

还注意了剂型
、

配

伍
、

服法等
,

即固护了正 气
,

又祛邪务尽
。

充分体现了钱乙
“
胆大

、

心小
、

行方
、

智园
”

的高超医技
,

钱乙对小儿神昏使用芳香重镇

药物
,

对后世温病学派用芳香开窍法治疗温

热病热入心包之神昏谚语是有很大启发的
。

五
、

因人
、

因时制宜
,

灵活变通

钱乙根据患儿的大小
,

体质的强弱
、

病

情的轻重
,

而因人制岛 在处方用药上有所

不同
。

例如在论述 知诸疮
”
时谈到 “小儿脏

腑柔弱
,

不可痛击
,

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疮
,

凡有可下
,

量其大小虚实而与之
,

则不至为

府也
。 ”

在服药剂量上也很讲究
,

】

他在论述

白饼子的用量时谈到
: “

量小儿虚实用药
,
、

-

三岁以下
,

每服三丸至五丸
,

空心紫苏汤下

⋯ ⋯三五岁壮实者不以此为
,

加至二十丸
,

以利为度
” 。

因时制宜
,

是钱乙用药的又一特点
,

例

如他在论述
“
夏秋吐泻

”
一证时指出

: “
五

月十五日以后吐泻⋯ ⋯此热也⋯⋯玉露散主

之
。 ” “

六月十五 日 以后吐 泻⋯ ⋯脏腑六

分热
,

四分冷也⋯ ⋯食前少服益黄散
,

食后

多服玉露散
。 ” 同为一证

,

由于患病时间不

同
,

而导致寒热不同
,

故而治法也不尽相同
。

在服药方法上
,

钱 乙也注意了与季节变化相

适应
,

例如论述
“
虚赢

”
证时说

: “
热者胡

黄丸主之
,

冬日不可服
,

如有证则少服之
。 ”

在
“
抱龙丸

” 的服法中谈到
: “

伏暑用盐少

许
,

乳水送下
,

腊月里
,

雪水煮甘草和药尤

佳
。 ”

充分体现了祖 国医学
“
天人合一

” 的

特点
。

结语
:

钱 乙在 《小儿药证直诀》 中
,

根据小儿

热证较多及其生理
、

病理特点
,

清热方药使

用普遍
。

并在运用中讲究剂型
、

服法
,

注意

针对不同脏腑的热证表现不同而谴方用药各

异
.

力求祛邪务尽
,

但注意 固护正气
,

同时

因人
、

因时制宜
,

灵活变通
。

钱 乙对清热方

药的应用
,

对后世小儿热证的治疗产生了很

大影响
,

有许多东西至今也是值得我们借鉴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