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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驶撰匡嗲发展函脉搏
读尤怡《金匮翼》

杨文酤 张再良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金匮教研室 (上海201203)

【摘要】《金匮翼》一书羽翼《盒匮要略》，对杂病详其证候，析其治法，颇多新论，有益临证。从归纳硷匮要略》论痰饮、
虚劳、咳喘的证治规律，补充其过简，填补仲景未备三方面加以阐述、剖析，旨在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尤怡的学术思想和杂病证

论的特色与经验，进而体现中医学不断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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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怡，饱学之士，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以

下简称《金匮》)颇有研究，在清代对《伤寒论》、《金匮》的

注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孙楠在《家传》中记：“(尤怡)

性沉静，淡于名利，晚年治病颇烦，稍暇即读书。”尤怡

所作《伤寒贯珠集》，后人评价甚高，如朱陶性称其能“汇

诸家之学，悟仲景之意，遂能提其纲，挈其领”。(淦匮要
略心典》则被徐大椿誉为“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词不必

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

尤怡对仲景之学推崇有加，于杂病证治方面论述全

面，多有独到之见，较好地体现于其晚年所著的《金匮

翼》中。《金匮翼》一书，列杂病四十八门，有统论，有选

方，有按语。祖述仲景遗意，荟萃各家之说，参以己意新

论。对杂病详其证候，析其治法，辨其表里虚实，明其补

泻温凉。所谓羽翼《金匮》，实际上补充了《金匮》未明、

未详之处。本文就(淦匮翼》的主要内容论述如下：

1归纳《金匮》证治规律

(淦匮》对杂病的证治规律提出了基本框架，但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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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表述上并非一目了然。尤怡在这方面，以自己的心

得，通过简炼的文字，将仲景心法全面论述，条分缕析，

很是得心应手。

1．1论痰饮《金匮》首创痰饮病名，予以专篇论述，提

出四饮及留饮、伏饮等概念。《盒匮》对痰饮脉证治疗阐

发甚详，成为后世辨证论治痰饮的主要依据。

尤氏在仲景痰饮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三焦

在发病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之有形，藉水饮以滋养。

水之所化，凭气脉以宣通。盖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脉

之所始终也。若三焦调适，气脉平均，则能宣通水液，行

入于经，化而为血，灌溉周身。”“病虽多端，悉由三焦不

调，气道否涩而生病焉。”⋯(下同)治疗上强调“善治者，以

宣通其气脉为先，则饮无所凝滞。所以治痰饮者，当以

温药和之。盖人之气血，得温则宣流也。及结而成坚癖，

则兼以消痰破饮之剂攻之。”进而提出治痰7法：一日

攻逐，“然停积既甚，譬如沟渠瘀壅，久则倒流逆上，污浊

臭秽，无所不有。若不决而去之，而欲澄治已壅之水而

使之清，无是理也。故须攻逐之剂”。二日消导，“凡病痰

饮未盛，或虽盛而未至坚顽者，不可攻之。但宜消导而

已。消者，损而尽之，导者，引而去之也”。三日和，“补之

则痰益固，攻之则正不支，唯寓攻于补，庶正复而痰不

滋，或寓补于攻，斯痰去而正无损。是在辨其虚实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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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施之”。四日补，“在肾者气虚水泛，在脾者土虚不化。

攻之则弥盛，补之则潜消”。五日温，“盖痰本于脾，温则

能健，痰生于湿，温则易行也”。六日清，“或因热而生痰，

或因痰而生热，交结不解，相助为疟。是以欲去其痰，必

先清其热”。七日润，“气不化而成火，津以结成痰，是不

可以辛散，不可以燥夺。清之则气白化，润之则痰自消”。

以上治痰7法，论述全面，足资临证参考。

1．2论虚劳 《金匮》首提虚劳的病名，阐明虚劳病是

因虚致损，积损成劳，有阳虚、阴虚、阴阳两虚等不同病

因病机，在治法上着重温补，但强调扶正祛邪、祛瘀生新

等治法。尤氏继承了仲景之说，治疗上尤重脾胃，认为：

“损者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而皆以中气为主。

夫脾胃居中而运水谷，脾胃气盛，四脏虽虚，犹能溉之。

不然则四脏俱失其养矣，得不殆乎。故日：过于脾胃者

不治。”

尤氏指出虚劳须分五脏论治：“盖肺主气，益之使充

也。心主血，而营卫者血之源，和之使无偏也。脾运水谷

而主肌肉，调之适之，毋困其内，亦无伤其外也。肝苦急，

缓之使疏达也；肾主精，益之使不匮也。后人不辨损在

何脏，概与养阴清火，术亦疏矣。”继而提出了五脏虚劳

的具体治法方药。对于虚劳营卫不足者主张‘‘宜甘酸辛

药调之。甘以缓急，酸以养阴，辛以养阳。”又另列风劳、

热劳、干血劳、传尸劳的治则及选方，较仲景原意，论述

更详，辨治更精。

1．3论咳喘 咳喘在《金匮》中涉及咳嗽上气、痰饮等

病证，病机复杂多样，尤以水饮内停、外感风寒、内外合

邪而发病为特点。仲景治疗采用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

厚朴麻黄汤、泽漆汤、木防己汤等方。《金匮翼》中对咳

嗽与喘分而论之。对于咳嗽认为：“治咳最要分别肺之

虚实，痰之滑涩，邪之冷热，及他脏有无侵凌之气，六腑

有无积滞之物。虚者人参、黄芪之属补之，使气充则脏

自固。实者葶苈、杏仁之属泻之，使邪去则肺自宁。痰滑

者，南星、半夏之属燥其涩。痰涩者，瓜蒌、杏仁之属润

其燥。寒者，干姜、细辛温之。热者，黄芩、栀子清之。气

侵者，五味、芍药收其气，使不受邪也。积滞者，枳实、瓜

蒌逐其客，使无来犯也。”对于辨证属于冷嗽者，予仲景

的小青龙汤、三拗汤等方；热嗽予六味竹叶石膏汤等方；

郁热嗽“宜辛以散寒，凉以除热，或只用辛散，使寒去则

热自解。”；饮气嗽以利水道，化痰下气；食积咳孵⋯⋯
只治其痰，消其积，而咳自止，不必用肺药以治嗽也”；燥

咳宗张洁古之说，以辛甘润其肺；虚寒咳“急宜温养脾肺

为主也”；咳嗽失音实者逐邪蠲饮，虚者补肺养气。对于

喘证则分为痰实气闭、水气乘肺、寒邪入肺、令火烁金、

肾虚气逆、朐喘、血积肝伤等进行论治，其治疗方法更为

丰富，较《金匮》有迸一步的拓展。

另外如疸证、水病、呕利等尤氏也都进行了较好的

归纳，颇切临床实用。

2补充《金匮》过简之处

《金匮：》中很多病证的证治过于简略，在临床上也难

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而后世医家积累的经验尤其不能

忽略。有鉴于此，尤氏也十分注意撷取众长，将仲景之

说与各家之论融会贯通。

2．1论中风 《金匮》认为中风的形成当责之内外两

端，内因脏腑虚弱，气血不足；外因风邪入中，以致经络

瘀阻，脏腑功能失常。尤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无

论贼风邪气从外来者，必先有肝风为之内应。即痰火食

气从内发者，亦必有肝风为之始基。设无肝风，亦只为

他病已耳。”并认为中风之病，其本在肝，强调了肝风在

中风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关于中风的辨证，仲景根据病

情的轻重认为有在络、在经、入腑、入脏之别。承其言，

尤氏进一步补充道：“然其经病兼腑病者有之，脏病连经

络者有之，腑脏经络齐病者有之，要在临病详察也。”实

为临证经验之谈。

《金匮》治中风，仅有侯氏黑散、风引汤、头风摩散、

防己地黄汤等方，且疑非仲景所作，可能为宋代补入，其

药物组方较为庞杂而非一般常用。有鉴于此，尤氏提出

“开关、固脱、泄火邪、转大气、逐痰涎、除热风、通窍隧、

灸腧穴”八法，以应临证之变。还另立五脏中风分治之

方：有肾风苁蓉丸、肺风人参汤、脾风白术汤、心风犀角

丸、肝风天麻散等，颇有创见。而对于中风失音不语、口

眼歪斜、偏风等列有专篇专方，补仲景之未备。

2．2论血证对于血证的证治，《金匮》论述较简，仅列

四方：吐血不止属于虚寒的，用柏叶汤温中止血；吐衄属

于热盛的，用泻心汤苦寒清热，泻火止血；下血属于虚寒

远血的，用黄土汤温脾摄血；下血属于湿热近血的，用赤

小豆当归散清利湿热，活血止血。此四方虽温清补泻，

大法初各，可以应对寒热虚实各种病情，但仍有过简之

嫌。

尤氏辨治血证颇为详尽，按出血部位分为吐血、鼻

衄、齿衄、舌衄、大衄、大便下血、溲血八类，分而治之，眉

目清晰。而仅吐血一类，又细分为风热吐血、郁热吐血、

暑毒吐血、蓄热吐血、气逆吐血、劳伤吐血、阳虚吐血、伤

胃吐血八种证型。治疗血证，尤氏用药主张：“凡用血药，

不可单行单止，又不可纯用寒凉，必加辛温升药。如用

寒凉药，用酒煎、酒炒之类，乃寒因热用也。久患血证，

血不归元，久服药而无效者，以川芎为君则效。”“凡呕

吐血，若出未多，必有瘀于胸膈者，当先消而去之。骤用

补法，血成瘀而热，多致不起。”而对于蓄热吐血，滑伯

仁氏多用桃仁、大黄等破滞之剂屡获良效。尤氏认为：

“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人易知也。瘀者未去，则新者不

守，人未易知也，细心体验自见。”可谓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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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论心痛 心痛之病证甚为复杂，在《内经》中主要

是指膻中及左胸部位疼痛性病证，并被分别命名为“卒

心痛”、“厥心痛”(《素问·缪刺论》)、“真心痛”(《灵枢·厥

病》)等，然在《金匮》中，则泛指心胸与胃脘这一区域的

疼痛性病证。对其具体论治，仲景列方3首：心痛因于

寒饮上逆者，治用桂枝生姜枳实汤；心痛因于阳衰阴盛

者，治用乌头赤石脂丸；九痛丸祛寒散结、杀虫温通，可

治疗阳虚阴盛并挟饮、痰、食、虫等有形之邪所致有关病

证。

《金匮翼》所述心痛之部位与《金匮》所述相似，其论

治更为全面，将心痛分为热厥心痛、心寒痛、心虚痛、气

刺心痛、血瘀心痛、蛔咬心痛诸型，其论荟萃了仲景、丹

溪等各家之说，又有发挥，如“凡饮食、寒热、气血、虫邪、

恶气，亦如心痛有不一之因也。唯肝木之相乘者尤甚。

其症为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

病名食痹”，这些见解对临床证治多有启迪。

2．4论疝证 《金匮》对于疝证的论治，有寒疝与阴狐

疝。寒疝指发作性腹痛，其病多在肠，如属阴寒痼结的

以大乌头煎起沉寒、缓急痛：属血虚内寒的予当归生姜

羊肉汤养血散寒；如兼有表证则施以乌头桂枝汤双解表

里寒邪。《金匮》所指阴狐疝，与今之腹股沟斜疝相似，

为寒气凝结于足厥阴肝经所致，治疗以辛温通利为主，

方用蜘蛛散。对于疝证，尤氏认为有“腹中之疝与睾丸

之疝”，对于病因病机指出“疝病未有不本于肝者”，“至

论疝病之因，有主寒者，有主湿热者，有火从寒化者。要

之疝病，不离寒湿热三者之邪，寒则急，热则纵，湿则肿，

而尤必以寒气为之主。’，对于疝气的治疗除遵仲景温剂

之外，综合各家之说，融会贯通，主张采用逐水之剂、除

湿之剂、降心火之剂、和血之剂、散气之剂、寒热兼行之

剂、逐气流经之剂，其丰富的治法，值得称道。

他如积聚、胁痛、腰痛、便闭、淋证等《金匮》论述较

略，而临床常见的病证，尤氏均予以了补充，析其因，详

其证，精选治方，有助于拓展临证思路。

3填补《金匮》欠缺之处

临床医学是在不断发展的。这反映了医家经验的

积累和认识的深化。《金匮》确立了杂病证治规范和原

则，但并未穷尽也不可能穷尽杂病的证治，所以对《金

匮》内容的增补也是理所应当。

3．1论噎膈尤氏认为：“噎膈之病，有虚有实。实者或

痰或血，附着胃脘，与气相搏，翳膜外裹，或复吐出，膈气

暂宽，旋复如初。虚者津枯不泽，气少不充，胃脘干瘪，

食涩不下。虚则润养，实则疏瀹，不可不辨也。”具体论

治分为痰膈、血膈、气膈、虫膈。痰膈，提出了“宜调阴阳、

化痰下气”的治则，血膈、气膈、虫膈均列医案予以说明。

至于膈、噎、反胃三者之区别，尤氏引用生生子的观点，

“夫饮食入于噎问，不能下噎，随即吐出，自噎而转，故日

噎⋯⋯饮食下噎，至于膈问，不能下噎，乃徐吐出，自膈

而转，故日膈。反胃是饮食已入胃中，不能运化，而下脘

又燥结不通，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自胃倒出，故日反胃

也”。使噎、膈、反胃等病证互不混淆。

3．2论发热 发热是临床常见证候，《金匮》未列专篇，

而散见于各个病证之中，如虚劳篇中对虚劳所表现的

“手足烦热”，以小建中汤进行治疗等。(淦匮翼》对发热

予以专篇论述，在发热统论中提出：“治热之法有五：一

日和，二日取，三日从，四日折，五日夺。假令小热之病，

当以凉药和之。和之不已，次用取，为热势稍大，当以寒

药取之。取之不已，次用从，为热势既甚，当以温药从之。

谓药气温也，味随所为。或以寒因热用，味通所用；或寒

以温用，或以汗发之。不已，又用折，为病势极甚，当以

逆制之。制之不已，当以下夺之。下夺不已，又用属，为

求其属以衰之。缘热深陷在骨髓，无法可出，针药所不

能及，故求属以衰之。求属之法，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之道也。如或又不已，当广求其法而治之。”尤氏之论，

别具匠心，机圆法活。又按劳倦发热、火郁发热、血虚发

热、阳浮发热、痰积发热、瘀血作热、骨蒸热、食积酒毒发

热分而论述，还以脏腑分治上下血气诸热，对临床辨治

多有裨益。

其余诸如头痛、咽痛、齿痛等《金匮》未专门涉及的病证，

尤氏皆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补仲景之未备，使后学开

卷有获。

读罢(淦匮要略》、《金匮要略心典》，再读《金匮翼》，
我们才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尤怡对仲景学说深究细探

的钻研精神，才能够较为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尤怡的学术

思想和杂病证论的特色与经验。窥一斑而见全豹，在古

代社会中，医学也是在不断发展，阅读尤恰的《金匮翼》，

我们可以触摸到医学发展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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