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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研究·

王仲奇对《黄帝内经》的临床发微

于业礼，熊　俊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２０１２０３）

［摘要］《王仲奇医案》是研究王仲奇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喉痹”“类中”“咯血”“湿温”四则医案，体现

了王仲奇对《黄帝内经》经文的发挥，其将《黄帝内经》医学经典运用于具体疾病治疗中，寻其根本，探究其源，

进而遣方用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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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仲奇是新安王氏内科第四世传人，于１９２０、

１９３０年代驰名沪上，医术精湛。其幼承家学，后对

《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更是有较深

入的研究和发挥，又旁通程杏轩、叶天士等辈，长于

内科，尤其擅长湿温病证的治疗。１９８０年代末，《王

仲奇医案》被整理出版，其中收载王仲奇收录或其门

人弟子抄录的７０９则医案
［１］。该医案被余瀛鳌誉为

“建国后属于高水平的个人医案著作”［２］。

现从《王仲奇医案》入手，分析其在临床上对《黄

帝内经》的运用与发挥，对其学术渊源进行梳理。

１　“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

“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语出《素问·阴阳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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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代医家对“一阴”“一阳”多认为是指厥阴、少

阳，如王冰注：“一阴谓心主之脉，一阳谓三焦之脉

也。三焦心主脉并络喉，气热内结，故为喉痹”“一阳

谓少阳胆及三焦之脉也”“一阴，谓厥阴心主及肝之

脉也。”［３］宗其说者，有张介宾、高士宗等。而到了明

清医家著作中，则认为是指君、相二火，如《罗氏会约

医镜》称：“少阴，君火也；少阳，相火也。夫火何以

动？以有内外之因，故火引痰上，而痰热燔灼，塑塞

咽喉之间。”《尤氏喉科》总论曰：“盖少阴少阳君相二

火，其脉并络于咽喉，故往往为火症之所结聚。君火

势缓，热结而为疼、为肿。相火势速，则肿甚不仁而

为痹。痹甚不通则痰塞而死。故经云，一阳一阴结，

谓之喉痹。”现代学者也对该条文进行发挥，其共同

的观点是认为“一阴”“一阳”并不是指具体经脉，可

以是“三阴”“三阳”的统称［４］，也可以是指阴阳气机

中汤清热兼运化，复脾胃之常；加减小陷胸汤透达内

外，理气为要，通利三焦气机。“清”“宣”“化”“理”四

途，各擅其功。

５　结语

“胃湿”是对湿温病程中特殊人群、特定阶段、病

位、病性等的概括，意指阳盛阴虚体质者感受湿温，

湿热并见，以胃热表现为主的阶段性证型，临床以清

热利湿为治则，着眼于肺、脾（胃）、肾三脏，运用“清”

“宣”“化”“理”四法，分消走泄治疗“胃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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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降失常［５］。

　　王仲奇认为，“一阴”“一阳”是指病因意义上的

“湿热”或“火风”而言，如《王仲奇医案·咽喉门》前

两则医案中就有“火风上郁，一阴一阳结而失宣，寒

热，喉痹”“喉症有寒热者重，缘热度高则火风之势愈

烈也”“湿热郁蒸，火风内沸……势怕喉痹，《内经》谓

一阴一阳结也”等语，认为喉痹的病机是“湿热郁蒸”

“火风内沸”，治疗主张化风、清火、宣泄。

除此之外，王仲奇还认为咽喉病在脏腑定位上，

多与肺、胃、肾有关。如言曰：“喉咙燥痛，鼻干不润，

舌苔黄燥，喉拗间色淡而不紫绛，此燥气时邪上干肺

胃气分。”或曰：“肾亏肺燥，阴上上承，气难肃降。”

“肾脏有亏，失血之后，喉痒不爽，声音窒咽弗扬，腰

俞作酸；纳食胀闷难受，食下即泻，亦肾胃相关也。”

在经络定位上，其认为“少阴肾脉循喉咙，喉咙即肺

之系，为声音之路”，即认为咽喉多与少阴经有关。

其提出喉疳、喉痹从肾论治的观点：“肾主五液，自入

为唾，其脉循喉咙，喉咙者，呼吸之道，声音之路也。

肾亏液燥，阴精未能上举，阴中之火难戢，喉腔欠清，

音哑失扬，日前咯痰见血少许，亦从喉腔中来，肺络

并未损害，病在喉咙，患在无音腐烂，则称喉疳，萎缩

即曰喉痹。仍从少阴肾治，音通则吉。”其在治疗上

主张实则轻清宣泄，用玄参、黄芩、金银花、牡丹皮、

栀子等；虚则金水相生，用生地黄、沙参、玄参、石斛、

玉竹等。

２　“内夺而厥，则为喑痱”

“内夺而厥，则为喑痱”语出《素问·脉解》。对

于喑痱证，王冰注为：“肾气内夺而不顺，则舌喑足

废，故云此肾虚也。”刘完素《宣明论方》宗其说，有较

详细论述，曰：“内夺而厥，舌喑不能言，二足废不为

用，肾脉虚弱，其气厥不至，舌不仁。《经》云喑痱，足

不履用，音声不出者，地黄饮子主之，治喑痱，肾虚弱

厥逆，语声不出，足软不用。”从此后世医家秉刘完素

之说，将“喑痱”一证认为是一种舌不能言、足不能用

的疾病，用地黄饮子主治，鲜有发挥［６］。至张秉成

《成方便读·卷二》将地黄饮子用于中风中阴虚之类

中，“喑痱”一证，才与中风联系在一起，如张氏所说：

“其神昏不语，击仆偏枯等证，与真中风似是而实非，

学者不得不详审而施治也。”

《王仲奇医案·中风》中有一案，云：“肝阳浮

动化风，肾脉不荣舌络，初起头脑眩晕，右肢不举，

语言难出，延经三月有余，眩晕较安，右肢举动亦

渐恢复，惟声音低微，语言欲出忽蹇，胸宇微闷，脉

来弦滑。此类中之较轻者，然宜渐养，否则防喑痱

之患。”

王仲奇以镇肝养阴等药治之，两月之后，诸症稍

缓，然舌謇、右臂不遂仍未解，且添“晨起阳根辄举”

一症。先生以为此症正是阴火妄动之象，仍守原意，

方中加牡蛎、龙骨、龟板等镇静养阴诸药，后又再添

熟地黄、山茱萸等养阴药。

与此案类似者又有其他几则，主要症状亦是舌

謇，举步趔趄或左、右肢不举，辨证主以阴虚，治疗用

石斛、何首乌、熟地黄、覆盆子、龟板胶、牛膝等药。

可以看出，王仲奇对于《内经》“内夺而厥，则为

喑痱”一句，临床上宗张秉成之说，认为是属类中之

较轻者，“内夺”是为阴亏，症状上除“舌謇语涩”外，

且将前人“足废不用”发挥为“肢体偏废”，扩大了经

文的临床适用范围。

３　“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

《王仲奇医案·咯血》中有一案，原文如下：

“戴君　愚园路　肺者，西方金也，于时为秋，于

气为燥，燥气上迫，气少肃降，心亦弗宁，咯血外溢，

咯血或红或紫；紫即红之深色，凝住而后出，与肠胃

蓄血有间……

二诊　咯血获止，惟胸膺左侧未甚舒适，且觉有

痰窒碍，发热唇燥，夜寐甚迟。《经》旨：肺为脏长，乃

心之盖，心肺相依为用……”

“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语出《素问·痿

论》，除此之外，《素问·病能》又有“肺者脏之盖也”

之说，两意相近。案中患者咯血，兼“胸膺左侧未甚

舒适”，肺病及心，守经文之旨，治以“舒络肃肺宁

心”，本不难辨。然案中“紫即红之深色，凝住而后

出，与肠胃蓄血有间”值得注意，与《素问·示从容

论》中一段论述相近：“雷公曰：于此有人，四肢解堕，

喘咳血泄，而愚诊之以为伤肺，切脉浮大而紧，愚不

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轻，此何物

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众多，与此病失矣。譬以

鸿飞，亦冲于天。夫经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

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圣。今夫脉浮大虚

者，是脾气之外绝，去胃外归阳明也。夫二火不胜三

水，是以脉乱而无常也。四支解堕，此脾精之不行

也。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血泄者，脉急血无所

行也。若夫以为伤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类，是

知不明也。夫伤肺者，脾气不守，胃气不清，经气不

为使，真脏坏决，经脉傍绝，五脏漏泄，不衄则呕，此

二者不相类也。”血从口鼻出，受伤部位最是难辨，马

莳指出：“试以伤肺言之：肺金受伤，土气被窃，故脾

不能守而胃不能清，肺经经脉之气不为所使，其真脏

已坏，经脉傍绝，肺为脏长，五脏气泄，不为衄而出于

鼻，则为呕而出于口，比之伤脾大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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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浊阴出下窍”

王仲奇治疗湿温病有“案语简洁，识证准确；用

药广泛，药味集中；重视变证，未病先防；湿温病证，

多入膜原；治法多样，芳香淡渗最多”等特点［７］，《王

仲奇医案·湿温门》最后一则医案体现其治疗湿温

病证的特色。

“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湿者，六气中之浊

邪也。浊邪害清，清气下陷不举上为，头脑昏闷而

痛，下则腹胀痛而便泻，脉濡弦。举其清阳而泄其浊

阴。蔓荆子二钱，生藁本（蜜炙）六分，青防风（蜜炙）

一钱，苍耳子一钱二分，法半夏钱半，茯苓三钱，白芍

（炒）二钱，条芩（炒）二钱，佩兰三钱，荷叶四钱，陈六

神曲（炒）三钱，干葛（煨）二钱”。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清阳出上窍，浊阴出

下窍”，以湿为六气中之浊邪，当从下而出。湿为浊

邪，亦见于《证治心传》《温病条辨》《医原》等多部医

学著作中，为医家之共识。《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

后病脉证并治》：“清邪居上，浊邪居下。”浊邪害清，

清气下陷，从而出现头脑昏闷而痛、腹胀痛、便泻、脉

濡弦等症。法用升清气、泄浊阴，既符《素问》之旨，

又合当下之实。

王仲奇此处设法立方，其实是对吴鞠通“宣上、

畅中、渗下”三法的化裁使用。《温病条辨·上焦篇》

论曰：“湿为阴邪，自长夏而来，其来有渐，且其性氤

氲黏腻，非若寒邪之一汗即解，温热之一凉即退，故

难速已。世医不知其为湿温，见其头痛恶寒身重疼

痛也，以为伤寒而汗之，汗伤心阳，湿随辛温发表之

药蒸腾上逆，内蒙心窍则神昏，上蒙清窍则耳聋目瞑

不言。见其中满不饥，以为停滞而大下之，误下伤

阴，而重抑脾阳之升，脾气转陷，湿邪乘势内渍，故洞

泄。见其午后身热，以为阴虚而用柔药润之，湿为胶

滞阴邪，再加柔润阴药，二阴相合，同气相求，遂有锢

结而不可解之势。惟以三仁汤轻开上焦肺气，盖肺

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８］三仁汤中杏仁宣

上，白豆蔻畅中，薏苡仁渗下。药力均轻浅，后世常

用于湿温初起之候，此案中湿邪较重，温热较轻，所

以王仲奇指出“浊邪害清”，法用“举其清阳而泄其浊

阴”。但在方药使用上，并无泄下药物，反遵吴鞠通

法，用蔓荆子、藁本、防风、苍耳子宣肺，正所谓“肺主

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继用法半夏、陈曲、茯

苓调中渗湿。唯加入葛根一味用以升清气，体现所

立的“举其清阳”之法。

方中还用到白芍、黄芩，白芍凉血，黄芩清热，当

是防止湿温进一步加重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以达到

“未病先防”的目的。《眉寿堂方案选存》中的一则医

案即是该思想的体现。

“此湿温也，湿着关节为痛，湿阻气隧为痞闷，湿

留肠胃为下利，湿蒸则里热如火，是以光。积劳阳气

大伤，肠风营阴耗泄。体虚而兼六淫之邪，颇为重

症。大旨以和阳明、厥阴为治。枯黄芩、川楝皮、制

半夏、广皮、生白芍、乌梅肉、茯苓、川黄柏。”［９］

此案与《王仲奇医案·湿温门》最后一则医案均

是湿邪阻滞，留于肠胃所致病证，所不同的是此案湿

邪留滞时日已久，化热伤阴，又兼患者体虚，阴阳俱

损。王仲奇从中焦入手，中气振则湿热之邪可解。

此案可视为《王仲奇医案·湿温门》最后一则医

案之渐，后者方中佐以清热凉血之法，正是防止向此

案所提示的湿温重症发展。

另外，此案中佐葛根一药，将升清法用于湿温病

的治疗中，很少见于其他各家的论述。但如果考虑

到湿邪阻滞气机，清阳不升，浊邪下陷，出现脘腹闷

胀、下利不止等症状，也可以配合清热利湿法，似李

东垣补中益气法。但若是湿温并重，或热大于湿的

患者，则应审时度势，慎用或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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