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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医案中顺势思维价值意蕴探析∗

卜菲菲　 杨硕鹏∗∗　 王鹏　 周亚东
(１.安徽中医药大学ꎬ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ꎻ２.新安医学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所文献挖掘与利用中心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

摘　 要:顺势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中医临床诊疗和预防保健中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ꎮ
中医医案是中医思维过程的集中体现和具象表达ꎬ新安医学医案提供了中医思维方法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有益

范式ꎮ 新安医家临证诊断与治疗注重顺应自然天时的变化规律、人体气机的升降浮沉、个体体质的先天禀赋和后

天影响、心理情志的调整变化、五脏六腑的苦欲喜恶等态势ꎬ顺势而为、因势利导ꎬ力求实现人体健康与自然环境的

协调统一ꎮ 文章从顺应天时自然之势、顺应人体气机之势、顺应体质偏颇之势、顺应心理情志之势、顺应脏腑苦欲

喜恶之势五方面对新安医学医案中的顺势思维进行探析ꎬ以期对新安医案解读、临床思维运用及理法方药的研究

有所裨益ꎬ同时强调说明中医独特的思维模式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意义ꎮ
关键词:新安医学ꎻ医案ꎻ顺势思维ꎻ理法方药ꎻ天时ꎻ气机ꎻ体质ꎻ心理ꎻ脏腑

　 　 顺势思维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也是中医临床诊疗和预防保健中不可或缺的思

维方式ꎮ 顺势ꎬ即顺应自然之势及其规律ꎬ«黄帝内

经»主张“因时制宜” “以顺为治”ꎬ最早将顺势思维

应用于中医学ꎬ«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顺
天之时ꎬ而病可与期ꎬ顺者为工ꎬ逆者为粗” [１]４４０ꎬ
«灵枢师传»中“未有逆而能治之也ꎬ夫惟顺而已

矣” [１]４１５等ꎮ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阴阳五行的哲学观念及气一元论的生命观念决定了

中医学的顺势思维方法[２]ꎮ 有学者指出ꎬ中医思维

研究还是要密切关注中医临床实践ꎬ中医理论与实

践为基础ꎬ方可实现知识逻辑、思想逻辑、临床思维

逻辑的统一ꎬ才能深化中医认知方式的内涵[３]ꎮ 基

于此ꎬ本文通过新安医学医案来解析其中的顺势思

维特色及文化内涵ꎮ
１　 顺应天时自然之势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若夫法天则地ꎬ随应

而动ꎬ和之者若响ꎬ随之者若影” [１]８７ꎬ«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中:“治不法天之纪ꎬ不用地之理ꎬ则灾害

至矣” [１]３５ꎮ “法天则地”ꎬ即治病要取法于天地自然

规律ꎬ这是贯穿«内经»治疗学的一个主导思想[４]ꎮ
清陈鸿猷«管见医案»中“人身阴阳水火说”指出

“天地一大父母ꎬ人身一小天地ꎮ 天位乎上ꎬ处于

后ꎬ天卦之北ꎬ天为阳ꎬ天一生水”ꎬ意指自然界的广

阔天地好比人类的父母ꎬ而人的身体则如同一个微

型的宇宙ꎬ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ꎬ以及人

与宇宙万物之间的统一性ꎮ
新安医家临证注重顺应自然天时的变化规律ꎬ

根据四季气候的寒热温凉、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ꎬ以
及人体生理病理的相应变化开展遣方用药ꎬ力求达

到与自然界和谐共振的治疗效果ꎮ 如叶天士临证中

会根据脏腑特性和病情变化来选用刚柔药物ꎬ其所

提及的“刚药” “柔药”ꎬ“刚药畏其劫阴ꎬ少济以柔

药”“脾为柔脏ꎬ惟刚药可以宣阳驱浊”“凡脾肾为柔

脏ꎬ可受刚药ꎮ 心肝为刚脏ꎬ可受柔药ꎬ不可不知”
等ꎬ均是将天地之象与药性、治则治法结合而形成

的[５]ꎮ 在«临证指南医案»中ꎬ叶氏论上焦肺病ꎬ百
日未痊ꎬ形肌消烁ꎬ以天地气机的变化来比类人体气

机ꎬ“人身气机ꎬ合乎天地自然ꎬ肺气从右而降ꎬ肝气

由左而升”ꎬ“左右为阴阳之道路ꎬ阴阳既造其偏以

致病”ꎻ如论虚劳形色消夺ꎬ指出“天地大气发泄”ꎻ
论咳嗽烦劳动阳者ꎬ认为“不得天地收藏之令”ꎻ论
气结上焦、上下不通ꎬ认为“如天地不交ꎬ遂若否卦

之义”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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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明程原仲«程原仲医案卷一»中“侍御

吴公闺玉泪血”案ꎬ患者“日夜号泣ꎬ泪皆成血ꎬ饮食

绝口不进者月余”ꎬ诸医以开郁药治之皆不效ꎮ 程

氏指出“肝性急ꎬ必得缓肝之急药为君”ꎬ并据«古今

医按»中“肝气盛则病目ꎮ 惟菊花缓肝之急ꎬ所以能

明目也”之言ꎬ以黄家菊花为君ꎬ佐以白芍药、牡丹

皮、抚芎、当归尾、山栀仁、陈皮、白茯苓、生甘草之

药ꎬ服数剂ꎬ泪色遂变ꎮ 后或以菊花汤当茶饮ꎬ半月

之间用过菊花数斤而愈ꎮ 有人疑惑道“香附ꎬ解郁

必用之药ꎮ 今制此方ꎬ佐以他品而反不用ꎬ其意若

何?”程氏指出ꎬ方剂是要根据时机适宜而定的ꎬ要
顺应环境、体质等各种因素的变化ꎬ灵活进行配伍化

裁ꎮ 所谓“方者ꎬ因时制宜也”ꎬ“此值肝盛之时ꎬ盛
则愈急而愈燥ꎬ香附性燥ꎬ岂宜入之哉”ꎬ在肝旺之

时ꎬ香附这种性质燥热的药物是不适合使用的ꎮ 故

当缓肝明目之品为功[７]１５ꎮ
２　 顺应人体气机之势

中医理论认为ꎬ人体如同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ꎬ
其内部的气血循环、阴阳升降都遵循一定的自然规

律ꎮ 顺应经气运行之势是指顺应人体内气机的自然

流动趋势ꎬ采取相应的治疗手段或养生方法ꎬ以达到

调和气血、阴阳平衡及促进健康的目的ꎮ 新安医家

临证遣方用药强调要顺应人体气机之势ꎬ顺应气机

的升降出入ꎬ如明程原仲«程原仲医案卷六»中
“礼部儒士允中侄孙心膈疼痛”案中ꎬ患者“偶遇拂

意之事ꎬ兼之劳心”ꎬ诸医以止痛、补药等施之皆不

效ꎮ 程氏诊之ꎬ指出本阶段患者胸膈疼痛未除ꎬ补血

补肾药皆药证不合ꎬ“如不解郁宽胸、顺气开胃进

食ꎬ虽日服诸补药何为”ꎬ患者表现出的郁郁不乐、
胸闷气短、食欲不振等症状往往是身体内部气血运

行不畅、脏腑功能失调的表现ꎬ故应宽胸解郁ꎬ顺气

和胃以进食为宜ꎬ遂用“陈皮、茯苓、砂仁、甘草之品

开胃调脾ꎬ贝母、香附、抚芎、苏子、萝卜子以解郁顺

气ꎬ恐其体弱ꎬ故再加人参五分、大枣二枚益气调

中”ꎬ其后渐加补益诸药ꎬ终获痊愈[７]１０７ꎮ
又如明程茂先«程茂先医案»中“余孙逢祯痘

疹”案ꎬ小儿痘证是一种古老的烈性传染病ꎬ以出痘

为特征ꎬ程氏于书中记载数则小儿痘疹的医案ꎮ 本

案患儿周岁时ꎬ“热未退而痘即见标”ꎬ痘发于天庭、
发际多处ꎬ并伴有烦躁不安ꎬ身体上窜等症状ꎬ前药

以升发凉惊为大法ꎬ皆罔效ꎮ 程氏诊之首先怀疑是

闭症ꎬ痘疹无法发出ꎬ则危在旦夕ꎮ 然程氏通过观察

患儿的症状ꎬ如肚腹不硬、多啼、身热口干等ꎬ判断出

这是热极之症状ꎮ 故在治疗痘疹时注重顺应患儿自

身的生理规律和气机运行ꎬ药随症施ꎬ灵活巧妙ꎬ投
以辰砂六一散ꎬ清热利湿、镇心安神ꎮ 再遵痘疹以透

发为顺之意ꎬ以清热散郁之剂ꎬ痘俱出尽ꎬ病亦霍

然[８]ꎮ
３　 顺应体质偏颇之势

中医理论认为ꎬ每个人的体质由先天禀赋和后

天因素共同决定ꎬ表现为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

状态方面的综合特质ꎮ 新安医家临证常根据个体的

体质特点ꎬ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法来调理体内的气

血阴阳ꎮ 如明汪机«汪石山医案»中汪氏或根据

体质的不同进行药物加减ꎬ在“患者遍身患杨梅疮”
案中ꎬ汪氏指出初生之时ꎬ体气壮ꎬ大便坚ꎬ饮食进ꎬ
惟防风通圣散为最宜ꎮ 若体气弱ꎬ大便溏ꎬ饮食少ꎬ
则用四物加玄参、连翘、射干为主ꎮ 而对于“恶汤药

者ꎬ壮盛之人”ꎬ则“以三补丸加大黄、生地ꎬ用猪胆

汁丸服”ꎻ对于“怯弱之人”ꎬ则“以三补丸加玄参、生
地ꎬ亦用猪胆汁丸服ꎬ似亦简便” [９]ꎬ不同体质之人

患同类疾病时ꎬ汪氏根据患者体质ꎬ选择合适的药物

配成丸剂ꎬ更适合患者的体质ꎬ也更利于病情向

愈[１０]ꎻ清程杏轩«杏轩医案»“张汝功兄乃郎嗽久

伤阴ꎬ奇治验”案中ꎬ程氏引«医宗金鉴幼科心法

要诀»“童质向亏ꎬ嗽久阴伤”一言ꎬ投以谷果猪肉之

品补益患儿“津液内耗ꎬ精血不足”之证ꎬ通过食养

的方式滋阴润肺ꎬ调理阴阳平衡[１１]ꎮ
又如清汪廷元«赤崖医案»中“吴涵斋先生腹

痛为食积补之则逆案”ꎬ本案载病两则ꎬ其一是“吴
涵斋先生腹中大痛而喜按ꎬ自汗出ꎬ肢冷至肘ꎬ浑似

虚状”ꎬ其二是“其侄步崑兄ꎬ前病愈ꎬ月余复病ꎬ与
先生略同ꎬ更加呕吐痰食”ꎮ 汪氏指出“症同诊异ꎬ
攻补殊施”ꎬ即治病既要注意体质因素ꎬ也要注意脉

证的辨识ꎬ或攻或补ꎬ灵活应对ꎬ所谓同病异治ꎮ 汪

氏根据脉象的不同ꎬ判断前者右关脉沉滑ꎬ应为实

证ꎬ后者是脉沉细无力ꎬ断为虚证ꎬ故在遣方用药上

各有不同ꎬ前者以消食导滞为主ꎬ后者温补气血而

安[１２]ꎮ 近现代新安名医程门雪«程门雪医案»中ꎬ
程氏对于年迈、体虚、病危、病久一类虚中夹实的复

杂重症ꎬ常用轻补、轻清、轻宣、轻化、轻泄、轻开、轻
香、缓下等法ꎬ取得转危为安的效果ꎬ这是“徐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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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剂”中的“轻可去实”法ꎬ也是李时珍的“轻可去

闭”法[１３]ꎮ
４　 顺应心理情志之势

顺应心理情志之势ꎬ即要顺应一个人心理上或

情志上的倾向或趋势ꎮ 这也类似于现在“认知疗

法”当中的“顺志从欲法”ꎬ即通过顺应患者的心理

需求和欲望来进行治疗ꎮ 清程国彭«医学心悟
首卷»中“食补不如精补ꎬ精补不如神补ꎮ 节饮食ꎬ
惜精神ꎬ用药得宜ꎬ病有不痊焉者寡矣![１４]”

新安医家中诸多都十分强调顺应心理或情志之

势对于疾病治疗的重要性ꎮ 如明王琠«意庵医

案»中“无妄之疾”案ꎬ侄孙兴祥之子ꎬ“年二周ꎬ因忤

其意ꎬ哭声不转ꎬ手足瘈瘲ꎬ目反”ꎬ一个年仅两岁的

孩童ꎬ由于孩子的愿望被违逆ꎬ导致出现了声音不连

贯、手足抽搐、眼睛上翻等症状ꎮ 起初他医尝试通过

刺激应堂、承浆和手足指等穴位来治疗ꎬ但病情反而

加剧ꎮ 王氏详审病情ꎬ认为肝主怒ꎬ瘛瘲、目反都是

肝病的表现ꎮ 肝在中医理论中与情绪的怒有关ꎬ而
孩子性格急躁ꎬ违逆其意愿会引发愤怒ꎬ之前掐按穴

位等医疗手段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孩子的怒气ꎬ从而

加重症状ꎮ 依据“无妄之疾ꎬ勿药有喜”的原则ꎬ即
对于并非由实质疾病引起的病症ꎬ不使用药物可能

会有更好的效果ꎮ 王氏遂让旁人退去ꎬ禁止哗ꎬ门窗

关闭ꎬ使其母抱卧患儿ꎬ安静调养一两个时辰ꎬ其病

自止[１５]ꎮ 又如明程原仲«程原仲医案卷六»
“幼劳心多郁案”中ꎬ程氏对郁证的描述和治疗原则

进行阐述ꎬ强调了治疗郁证的关键在于开郁养心ꎬ
“郁之为害ꎬ中人深哉! 因思治此等病ꎬ劳力非

难ꎬ而劳心为难ꎮ 劳心者ꎬ又唯以鱼鱼不得志为更难

治ꎮ 凡有疾病ꎬ以开郁养心为第一要义”ꎬ这段话反

映了程氏对郁证的深刻认识和治疗经验ꎬ对于现代

医学和心理健康领域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７]１０８ꎮ
５　 顺应脏腑苦欲喜恶之势

苦欲喜恶是脏腑特性的体现ꎮ «素问脏气法

时论»中对五脏苦欲之治设有专论ꎬ“肝欲散ꎬ急食

辛以散之ꎬ用辛补之ꎬ酸泻之”“心欲耎ꎬ急食咸以耎

之ꎬ用咸补之ꎬ甘泻之” “脾欲缓ꎬ急食甘以缓之ꎬ用
苦泻之ꎬ甘补之” “肺欲收ꎬ急食酸以收之ꎬ用酸补

之ꎬ辛泻之” “肾欲坚ꎬ急食苦以坚之ꎬ用苦补之ꎬ咸
泻之” [１]７９ꎮ 这里补泻之义ꎬ即是就五脏本身喜恶而

言ꎬ顺其性者为补ꎬ逆其性者为泻ꎮ 当脏腑生理特性

受到遏阻时常常表现为病态ꎮ 因此ꎬ可以通过调整

和顺畅脏腑的特性来达到治疗的目的[１６]ꎮ
新安医家临证会根据人体五脏六腑的生理特性

和病理变化ꎬ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来调整和平衡脏

腑的功能状态ꎮ 如清叶天士«叶天士医案»中“脾
胃阳虚”案ꎬ患者“脉缓弱ꎬ脘中痛胀ꎬ呕涌清涎”ꎬ叶
氏指出ꎬ主要是由于脾胃阳气虚弱ꎬ“大凡脾阳宜动

则运ꎬ温补极是ꎬ而守中及腻滞皆非ꎬ其通腑阳间佐

用之”ꎬ故投以人参补脾胃之气ꎬ生益智仁、淡干姜

温脾阳ꎬ茯苓、生姜通胃阳ꎬ半夏健脾和胃以助运ꎬ而
在“阳虚气滞”案中ꎬ叶氏进一步指出ꎬ“脾阳动则冀

运ꎬ肾阳静可望藏”ꎬ脾阳不足ꎬ湿浊易生ꎬ动则阳运

而湿浊消ꎬ肾中元阳ꎬ归宅而旺ꎬ生生不息ꎮ 故用药

时早服炒焦肾气丸以补肾助阳ꎬ午服参苓白术散加

益智仁健脾祛湿[６]ꎻ对于胃病之治ꎬ叶氏注重胃津

的保存ꎬ常投以甘平或甘凉濡润之品来濡养胃阴ꎬ
“存胃阴”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ꎬ“非用辛

开苦降ꎬ亦非苦寒下夺ꎬ以损胃气ꎬ不过甘平ꎬ或甘凉

濡润ꎬ以养胃阴ꎬ则津液来复ꎬ使之通降而已矣ꎮ”又
如清余国佩«婺源余先生医案»中“黄妇暑湿疟发

胁痛”案、“周妇木郁发热”案等ꎬ都提出以“柔肝”之
法治肝郁ꎬ而忌以用香燥之品的学术见解ꎮ 余氏指

出ꎬ凡是治疗肝郁胁痛者ꎬ多是以辛香理气ꎬ如香附、
乌药、沉香、郁金、木香、青皮、橘叶之类ꎬ次则柴胡、
赤芍、元胡ꎬ以为疏肝解郁ꎬ或引“木喜条达”之句率

用辛散ꎬ实皆未得治肝之义ꎮ 余氏认为ꎬ对“木郁达

之”理解为“养液以疏肝即是条达之义”ꎬ治疗肝郁

力倡柔肝之法ꎬ疏解其郁ꎬ兼柔其体ꎬ不但女子ꎬ即男

子亦多肝燥阳亢之症ꎬ余氏皆用柔法治之[１７]ꎮ
６　 结语

中医思维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集中

体现ꎬ也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继承与提高[１８]ꎮ
通过对中医思维特点及辨证论治理法方药进行分

析ꎬ阐述在哲学思维的指导下ꎬ中医临床在辨证的基

础上既制定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治则ꎬ也制定了

灵活多变的治法[１９]ꎮ
顺势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思维之一ꎬ也

是中医临证遣方用药的常用思维方法ꎮ 通过追溯顺

势思维的思想源流、临床表现ꎬ把握其背后的价值意

蕴及应用思维方式ꎬ可深化对中医认知模式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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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０]ꎮ 研读新安医家医案可发现ꎬ顺势思维在分析

病因病机、确立治法、遣方用药等方面都有体现ꎬ新
安医学医案提供了中医思维方法与临床实践紧密结

合的有益范式ꎬ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ꎮ 由于中医思

维和顺势思维本身的复杂性ꎬ对顺势思维思想的理

论体系和临床应用以及其在中医学中的重要作用和

地位还需深入认识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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