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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正宗 》重视脾胃之意义

天津中医学院 第一附属 医院 赵瑞勤

《外科正宗 》是明代外科名家陈实功所

著的一部中医外科专著
, 以 “

列症详
,
论治

精
”
而著称

,
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

乃疮科必

读之书
。

纵观全书字里行间
,

陈氏重视
“
脾胃

”

的思想
,
尤为突出

。

故在其 公卷一
、

痈疽治

法总论 》中即明言
“
盖疮全赖脾土

, 调理必

要端详
。

陈氏之疮科脾胃论
, 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

一
、

脾胃与疮科疾患发生的关系

脾胃乃后天之本
,
气血生化之源

。

脾胃

之健运与否
,

对人身之健康与发病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
,

故陈氏指出
: “

脾胃者
,
脾为

仓虞之官
,

胃为水谷之海
,
胃主司纳

,
脾主

消导 , 一表一里一纳一消
,
运行不息

,
生化

药
。

同川棣子
、

荔 枝核
、

橘 核
、

肉桂
、

苍

术
、

木瓜
、

牛膝
,
治寒湿成病

。

同炒砂仁
、

低盐
,
治中恶腹痛

、

霍乱吐逆
、

胃肾多火
、

阳道数举
。

得热即呕者勿服
。

(形如柏实
,
裂成八瓣者为大茵香

,
性

热损目
。

)
”

《辨义 》
: “主通气为下部醒痛之品

。

属阳
。

〔体〕虚而细_ 〔色 〕青_ 〔气 〕香

_ 〔味〕辛温_ 〔能〕沉 _ 〔力 〕温 散_

〔性气) 厚而味薄 _ 〔入〕脾
、

肾
、

肝
、

膀

胧四经

菌香辛香能散邪
,

性温能去寒
,
气厚能

沉下
,

专入肾与膀胧
,

主治阴囊冷痛
、

湿气

成庙肾虚腰痛
、

不能转侧
,

血虚腿痛
、

不能

行动
,
制用咸

、

酒炒
,
盖 以 咸 入 肾

、

酒引

道
、

香通气分
, 助滋阴药

,
温肝肾

,
补丹田

元气
,

暖胃下食
,

调中止呕
。

(一种自番舶来
,

名 八 角 茵香
, 炒黄

用
,
得酒良

, 主治阴庙
。

)

(受病于肝
,
见史于肾

,
大小茵香各一

两为末
,
猪胞一个连尿人药

,
酒煮烂为丸

,

每服五十丸
。

)
”

通过比较不 难看 出
, 《辨 义 》与 《化

义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

但万变不离其宗
,

“
药母

”
理论这一核心思想却贯穿 《辨义 》

始终
,

使
“
奇书

”
发扬光大

。

贾九如的《药品化义 》是 明末 一 部奇

书
,
其后的 《化 义 》

、

《辨 义 》发 扬 其理

论
,
扩大其影响

,
均为当时有影响的药性理

论著作
。

长期以来对 《药品化义 》及其它著

著作的研究较少
,
且多混淆及错误之处

,
本

文试图通过介绍使读者了解并进而重视它们

的研究
,

相信不是没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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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
, 至于周身气血

,

遍体 脉 络
, 四 肢百

骸
,

五脏六腑
,
皆借此以生养

。

又谓得土者

昌
,

失土者亡
。

⋯⋯所以命赖 以活
,

病赖以

安
·

况外科尤为紧要
。 ”

这就是说
,
脾胃亏

衰
,

则脏腑失养
,

气血
.

亏虚
,

正气渐衰
,
病

乃以生 ,
而疡疾尤然

。

对于疮疡之发病原因
,
陈氏在 《痈宜原

委论 》中指出
: “

膏梁厚味多无忌
。 ”

并进

一步阐明
: “

膏梁者
,
醇酒肥鲜炙玄琢之物

也
,

⋯⋯其味香燥甘甜
,
其性咸酸辛辣

, 又

致于涂藏厚料
,
顿煮重汤

, 以其爽口快心
夕

不顾其消阴烁脏
。

致阴精亏耗
,
阴虚火旺

,

热毒内生
,

血败肉腐
,
酿化成脓

,

则疡疾为

患
。

陈氏又言
“
脾家积毒生肩脊

。 ” 又曰
:

“生于肩下脊上者
,

乃饮食膏梁积毒所致
。 ”

其所论实为 《内经 》
“
膏梁 之 变

、

足 生 大

疗
” 之论点的进一步发挥

。

陈氏在 ((脑疽论 》中说
: “

脾主肌肉
,

故思虑伤脾
,
脾气 日损

, 又或膏梁损胃
,
胃

汁千枯
,

以致中院痞塞
,
气不运行

,
逆于肉

里
,

乃生塞肿
。 ”

这也说明了致脾胃受损的

原因
,
不仅

“
膏梁厚味

” 一途
,
而是多种多

样的
。

但只要是脾胃一损
,

则升降失常
,

气

血不畅
,
变生多端而致疡疾为患

。

临证验之

确如其言
。

二
、

脾胃与疮疾治疗的关系

陈氏对疡科诸病的治疗
、

内外并治
,

尤

重脾胃的调理
。

在 《痈疽治法总论第二 》中

日
: “

大抵首尾
,
俱不可损伤元气

,
脾胃为

要
。 ” 又曰 : “

今之治法
,
不论首尾标本

,

先必固护脾胃
,

次行托药
,
谓本立而道生

,

病无不活
。 ”

其重视脾胃
, 以养胃而固后天

之 卞为要
,

又依患者之体质 差 异
,
证 之 归

属
,

而有多种妙用
。

如
,

凡疮疡初起阴证
,

见 “
疮初起

,

不高不赤
,

平塌漫者
。 ” “

此

乃元气本虚
” ,

治宜
“
急投托里温 中健脾之

药
” 。

又说
“
软漫不作脓及腐溃者

,

阴气虚

也
,

壮脾胃助限气
。 ”

而对疮肿溃脓之后
,

五脏亏损
,
气血大虚

,
脾胃衰弱者

,
则认为

“
盖托里则气血壮而脾胃盛

,

使脓移 自排
,

毒气自解
,
死肉自溃

,

新肉 自生
,

饮食 自

进
,
疮口自敛

。 ” 又如
“
但见虚热少睡

,

饮

食不甘者
,
便进黄茂人参 汤

。 ” 以 益 气 健

脾 ; “
但见脾气虚弱身凉脉 细

, 不 便 洁泄

者
,

便进托里温中汤
。 ” 以健脾温中 , “

但

见饮食不甘
, 恶心呕吐者

,

便进香砂六君子

汤
。 ” 以理气健脾

; “
但见脾虚下陷

,
食少

虚热间作者
,
便进补中益气汤

。 ” 以健脾养

胃
,

使脾升胃降
,
升降协调

,

病 症 自除 ;

“
但见皮寒虚热

,
咳嗽有痰者

,

便进托里清

中汤
。 ” 以益气健脾养肺

。

而对于痈疽不能

内消
,

施用托里消毒散时
,

亦强调要保养脾

胃
,
指出

: “
此时不可用内消泄气

,
寒凉等

药
,
致伤脾胃为要

。 ”

但陈氏之调理脾胃
,
并非只知调补

,
对

于证属实热有余
,
脾胃积热者

,
则予以清热

解毒之法
,

祛其邪热
,

以挫病势之锐
,
使邪

不 伤正
,

脾胃得保
,
也是陈氏固护脾胃佳法

之一
。

如书中所述
: “

内疏黄连汤
” 之运用

就是其例
,

而验之临证
,

确 有 效 验
。

病 例

略
。

由此可见
,
陈氏之调理脾胃之法

,
有补

有攻
,

法随证立
,
攻补相宜

。

总 以 脾 胃得

固
,

不受邪害为度
。

故陈氏特别强调
“
治在

活法
,
贵在审详

。 ”

三
、

脾胃与疮疡病防治的关系
:

陈氏不仅重视疡疾的治疗
, 且更重视其

预防
,

而其中尤重视调理饮食
,
保全脾胃

,

从而使脾胃强健
,
气血生化有源

, 正气得以

充盛
,
而达防病于未然的目的

。

在《杂忌须

知第十四 》中即明言
: “

生干瓜
、

果
、

梨
、

柿
、

菱
、

枣生冷等类又能损 脾 伤 胃
。 ” 又

云
: “饮食太过必致脾殃

。 ”
这就 告 诫 人

们
,

对于饮食要 节制 有 度
,

切不可过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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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剂方》辑校

医史文献究研室 郭洪耀

〔三〕

〔原文) 肺胀上 气方

疗患肺胀 气急
夕 咳¹ 嗽喘扭º , 眠 卧不

得
,

极重»
,

恐 气¼ 恐绝
,
紫芫汤方

。

紫芫六 分½ 甘草八分¾ 炙 槟榔 七枚

¿ 抉茶À 八分Á 蔡篇子三合  妙@ 末
,

汤成下  
右五味

,

切  
。

以À 水六升¾
,

煮取二 半
”

升半 , 纹 ¾ 去滓
。

分温三服¾
,
每服知人

行四五里久
。

进之  
。

以 快 利 为 度
。

忌生

葱
、

菜
、

热 面
、

海藻
、

籍菜
、

大醋
、

蒜
、

拈

食
。

《外台》卷十

( 本方又见于 《总录 》卷第四十八
。

)

〔校勘 )

¹ 咳
:
《总录 》无

。

º粗
:
《总录 》无

。

»极重
:
《总录 》无

。

¼ 恐气
:
《总录 》作

“
气极

” 。

½ 六分
:
《总录 》作

“
去苗土焙干一两

¾ 八分
:
《总录 》作

“
到二两

” 。

¿ 七枚 :
《总录 》此后有

“坐组” 字
。

À 获芬
:
《总录 》作

“
赤获芬

” 。

Á 八分 : 《总录 》作
“
去黑皮二两

” 。

 三合 :
哎总录 》作

“一两
” 。

饱
,

更忌生冷难以消化之品
,
勿损脾胃

,
后

天之本方可得固
,

饮食精微 得 化
,

气 血 得

盛
, 阴阳平衡

,

体健无病
。

那 么人们应如何

调理自己的饮食呢 ? 对此陈氏答道
: “

饮食

者须当香燥甘甜
, 粥饭随其所喜恶

,
毋餐过

饱
,
宜少宜热宜浓

,
方无停 滞

,
又 得 易化

也
。 ”

此外陈氏不仅认为饮食失调可致外科疾

病的发生
,
而且更强调饮食调摄适当与否

夕

对疮疡的治疗和预后具有重 大 影 响
。

故 在

《调理须知第十三 》中指 出
: “凡 人 无 病

时
, 不善调理而致生百病

,
况既病之后

,
若

不调摄
,
而病岂能得愈乎 ? 又曰 : “

如人之

病中肿痛时
,
自然伤胃气

,
诸味不善

,
直得

溃后
夕
脓毒一出胃气便回

,
方欲思食

,
彼时

但所喜者
,

便可与之接补脾 胃
,
如 所 思 之

物
,

不与
,
此为逆其胃气

,
而反致 不 能 食

也
。 ”

在此陈氏阐明了肿疡初起发病邪 伤胃

气的机理
,

并告诫患者和医生在发病之始
,

因病邪与正气相争
、

内热 作渴
,

欲 饮凉物

时
,

应少少与之
,

而不可大过伤胃
。

否则脾

胃一伤
夕
气血化源不足

,

正气受损
夕

无力抗

邪
,
则脓难成

,

腐不化
, 既溃之 后 也难 收

口
,

而致病情加重
。

陈氏还将饮食调摄与药物服法结合起来

以固护脾胃
,

以利药物吸收而发挥其应有的

疗效
,

此乃其独道之处
。

故 在
“
黍 米 寸 金

丹
”
之服法中强调

: “
后食白粥调理

。 ”

综上所述
,
脾胃之调理在疮疡发生

、

治

疗及预防中的重要性
,
此为笔者 读 书 之体

会 ; 亦为临证之一得
, 故书此文

, 以供同道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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