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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乃 修 （ 1844 — 1905 年 ， 以 下 简 称 “ 张 氏 ” ） ， 字 聿 青 ， 号 且

休 馆 馆 主 ， 江 苏 无 锡 人 ， 清 代 著 名 医 家 。 张 氏 以 《 素 问 》 《 难 经 》

为 宗 ， 学 尊 仲 景 ， 善 取 各 家 之 长 。 《 张 聿 青 医 案 》 是 张 氏 毕 生 临

床 经 验 之 总 结 ， 全 书 医 案 丰 富 ， 记 载 详 细 ， 处 方 精 妙 ， 辨 治 思

想 切 中 肯 綮 。 张 氏 临 证 辨 治 既 尊 诸 家 成 法 ， 又 不 囿 于 成 法 之

拘 ， 立 法 组 方 多 有 创 新 。 在 痰 饮 病 篇 医 案 中 ， 张 氏 尊 崇 《 金 匮

要 略 》 之 旨 ， 善 用 经 方 治 疗 痰 饮 病 ， 常 取 仲 景 立 法 之 意 而 不 拘

泥 其 方 ， 或 用 仲 景 之 方 又 不 局 限 于 经 方 原 本 主 治 范 畴 [1-2]， 其

立 法 组 方 因 人 、 因 时 、 因 地 制 宜 ， 恒 中 有 变 ， 变 中 有 恒 。 笔 者 兹

就 其 应 用 经 方 治 疗 痰 饮 病 之 认 识 与 发 挥 进 行 探 讨 ， 管 窥 张 氏

临 证 立 法 组 方 之 “ 恒 ” 与 “ 变 ” 。

1 张氏对痰饮病机之认识

1.1 痰饮之生，首责脾胃 痰 饮 是 体 内 水 液 不 归 正 化 所 导 致

的 一 类 病 证 [3-4]。 《 张 聿 青 医 案 》 痰 饮 篇 中 ， 阐 释 痰 饮 形 成 机 理

言 ： “ 人 受 气 于 水 谷 ， 水 谷 之 气 ， 流 则 为 津 为 液 ， 滞 则 为 饮 为

痰 。 ” [5]194其 后 又 云 ， “ 气 之 化 与 不 化 ， 悉 视 脾 阳 之 转 运 如 何 ” [5]193

“ 惟 是 痰 饮 之 证 ， 都 成 于 虚 微 ， 脾 阳 不 运 ” [5]194。 张 氏 强 调 脾 阳 运

化 在 水 液 代 谢 过 程 中 的 重 要 性 ， 若 脾 阳 不 足 则 致 脾 虚 不 运 ，

易 使 水 谷 精 微 不 归 正 化 ， 聚 生 痰 饮 。 张 氏 认 为 ： “ 饮 为 阴 邪 ， 阴

霾 闭 塞 ， 非 阳 光 煦 照 ， 安 能 雾 散 云 收 。 况 胃 为 阳 土 ， 水 谷 至 此 ，

顷 刻 即 消 ， 吾 身 之 一 丹 灶 也 。 ” [5]191人 之 胃 腑 乃 受 纳 腐 熟 水 谷 之

器 ， 其 胃 阳 气 旺 则 中 州 运 化 复 常 。 若 脾 胃 旋 运 不 及 ， 酿 湿 生 痰

化 饮 ， 则 变 生 诸 证 。

1.2 肺肾失职，酿湿生痰 肺 居 上 焦 而 主 气 ， 又 主 宣 发 肃 降

和 通 调 水 道 ， 张 氏 认 为 肺 有 气 化 津 液 ， 宣 通 水 道 之 能 ， 若 人 之

肺 气 虚 ， 肺 气 失 于 宣 达 ， 津 液 失 于 布 散 则 “ 向 之 流 布 为 津 为 液

者 ， 遂 凝 滞 而 酿 湿 为 痰 ” [5]199。 肾 阳 为 一 身 阳 气 之 本 ， “ 五 脏 之 阳

气 ， 非 此 不 能 发 ” [6]。 杨 左 案 中 张 氏 言 ： “ 火 为 土 子 ， 命 火 不 治 ，

则 脾 土 不 运 。 ” [5]186脾 气 运 化 水 液 之 功 能 ， 须 赖 肾 阳 的 温 煦 ， 若

肾 阳 虚 衰 ， 每 致 脾 运 不 及 ， 土 不 制 水 ， 逆 生 痰 生 饮 。

1.3 肝木失调，挟痰攻冲 张 氏 基 于 脏 腑 升 降 理 论 而 创 “ 肝

气 挟 痰 ” 之 说 ， 认 为 肝 木 失 调 亦 为 痰 饮 生 成 病 机 。 首 先 ， 在 虞

左 案 中 云 ： “ 木 为 水 子 ， 用 刚 体 柔 ， 营 液 既 虚 ， 则 木 失 涵 养 ， 横

暴 之 气 ， 挟 痰 攻 冲 ， 脾 胃 皆 受 其 困 。 ” [5]187故 肝 阴 不 足 ， 缺 乏 凉 润

柔 和 之 能 ， 可 致 肝 阳 升 动 太 过 ， 肝 阳 化 风 挟 痰 饮 而 犯 脾 胃 。 其

次 ， 肝 木 疏 泄 太 过 导 致 肝 气 上 逆 ， 痰 饮 随 肝 气 逆 而 上 冲 ， 一 则

直 接 攻 冲 脾 胃 ， 使 脾 失 健 运 ， 胃 纳 不 振 ， 二 则 致 脾 胃 气 机 升 降

紊 乱 ， 遂 使 脾 胃 生 痰 。 此 外 ， 王 左 案 中 提 及 “ 肝 木 之 气 ， 失 于 条

达 ， 木 郁 则 土 滞 ， 土 滞 而 水 湿 不 行 ， 渐 成 蓄 饮 ” [5]190， 张 氏 认 为 痰

饮 形 成 亦 是 因 肝 气 郁 滞 ， 津 液 输 布 失 常 而 致 。 肝 气 疏 泄 功 能

失 常 ， 气 机 郁 结 多 导 致 水 湿 停 胃 ， 壅 滞 而 成 痰 饮 。

2 痰饮证治之恒

仲 景 提 出 “ 病 痰 饮 者 当 以 温 药 和 之 ” 大 法 ， 被 后 世 医 家 奉

为 圭 臬 [7-8]。 张 氏 治 疗 痰 饮 病 谨 守 此 法 ， 在 《 痰 饮 篇 》 中 提 到 “ 饮

为 阴 邪 ， 阴 霾 闭 塞 ， 非 阳 光 煦 照 ， 安 能 雾 散 云 收 ” [5]191， 故 以 “ 温

药 和 之 ” 为 原 则 ， 借 以 振 奋 阳 气 ， 开 发 腠 理 ， 通 行 水 道 。 痰 饮 壅

盛 ， 其 证 属 实 ， 法 当 发 汗 、 攻 逐 、 分 利 ； 其 证 属 虚 ， 法 当 健 运 脾

胃 ， 温 补 肾 阳 。

2.1 邪在表者，宣肺化饮 邪 在 表 者 ， 张 氏 以 宣 肺 解 表 ， 温 开

饮 邪 立 法 。 如 治 翁 媪 案 中 “ 痰 饮 内 阻 ， 肺 气 失 降 ， 咳 嗽 痰 多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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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 卧 着 尤 甚 ， 食 入 胀 满 。 脉 象 沉 弦 舌 苔 白 腻 。 宜 温 开 饮 邪 ， 重

药 轻 服 法 ” [5]192。 方 用 小 青 龙 汤 加 减 ， 辛 温 发 汗 ， 以 开 太 阳 ， 肺 气

得 宣 ， 痰 饮 即 散 [9]。 王 左 案 中 “ 久 咳 痰 多 ， 数 日 来 中 脘 结 聚 有

形 ， 食 入 痞 阻 ， 痰 喘 气 逆 。 脉 象 沉 弦 ， 舌 苔 淡 白 。 此 带 病 感 寒 ，

寒 湿 痰 交 阻 肺 胃 。 大 节 在 迩 ， 有 喘 脱 之 虞 。 用 《 金 匮 要 略 》 桂 枝

加 厚 朴 杏 子 汤 ” [5]196。 张 氏 治 疗 本 案 用 桂 枝 加 厚 朴 杏 子 汤 解 表

祛 邪 ， 降 逆 定 喘 ， 以 散 肺 之 寒 湿 痰 饮 ； 同 时 配 伍 海 蛤 壳 、 炒 紫

苏 子 、 白 芥 子 降 气 化 痰 ， 橘 红 、 茯 苓 理 气 健 脾 化 痰 ， 沉 香 温 中

降 逆 ， 纳 气 平 喘 。

2.2 邪在里者，利之泻之 张 氏 效 仿 仲 景 攻 逐 渗 利 之 意 ， 在 顾

护 脾 胃 的 基 础 上 ， 妙 用 攻 逐 水 饮 、 利 水 渗 湿 法 ， 分 消 盘 踞 中 焦

之 痰 饮 。 如 朱 左 案 中 “ 温 理 中 阳 ， 固 是 定 局 ， 然 水 饮 盘 踞 ， 阳 气

何 由 得 宣 。 再 从 温 化 之 中 ， 稍 寓 攻 逐 之 意 ” [5]188。 自 拟 方 中 用 吴

茱 萸 、 干 姜 、 丁 香 、 白 豆 蔻 等 温 阳 行 气 化 湿 ； 茯 苓 、 大 腹 皮 利 水

渗 湿 ， 牵 牛 子 逐 饮 通 便 ， 使 饮 邪 从 前 后 二 窍 分 消 走 泄 。

2.3 阳虚失运，健脾温肾 阳 气 亏 虚 失 于 气 化 ， 脾 虚 失 运 而

水 饮 内 停 者 ， 张 氏 以 温 补 阳 气 、 健 脾 渗 湿 为 法 。 如 李 右 案 “ 中

脘 不 舒 ， 按 之 漉 漉 ， 于 结 聚 之 处 自 觉 寒 冷 ， 肢 厥 ， 头 面 畏 风 。 脉

象 沉 弦 ” [5]196。 此 由 寒 饮 停 于 胃 腑 ， 阳 气 窒 塞 不 宣 所 致 ， 张 氏 言 ：

“ 症 属 停 饮 ， 饮 家 当 以 温 药 和 之 。 ” [5]196因 饮 为 阴 邪 ， 盘 踞 中 焦 ，

非 温 药 不 化 ， 故 张 氏 以 苓 桂 术 甘 汤 为 主 方 。 方 中 用 桂 枝 、 干 姜 、

甘 草 辛 甘 化 阳 ； 焦 白 术 、 茯 苓 燥 湿 健 脾 ； 公 丁 香 温 肾 助 阳 。 脾

肾 阳 气 健 旺 ， 脾 气 转 输 及 肾 阳 蒸 化 功 能 复 常 ， 痰 饮 即 化 。

3 痰饮证治之变

张 氏 独 创 肝 气 挟 痰 之 说 ， 其 治 疗 痰 饮 病 常 从 调 肝 入 手 ，

擅 用 养 肝 、 平 肝 、 疏 肝 之 法 蠲 痰 化 饮 。 其 治 疗 痰 饮 虽 尊 仲 景

“ 温 药 和 之 ” 大 法 ， 然 而 遵 经 守 法 之 处 ， 常 有 治 法 变 通 与 创 新 。

3.1 养肝平肝，防痰攻冲 虞 左 案 中 ， 经 首 诊 “ 补 脾 胃 而 振 中

阳 ， 参 分 化 清 浊 ” 之 法 治 疗 后 ， 刻 下 仍 有 “ （ 中 脘 ） 痛 胀 不 退 ， 欲

吐 不 吐 ， 胸 中 有 窒 闷 莫 名 之 状 ， 大 便 不 行 ， 小 溲 涩 少 。 脉 沉 细

微 数 ， 舌 红 前 半 少 苔 ” [5]187。 张 氏 分 析 该 证 由 肝 阴 肝 血 失 养 ， 肝

气 疏 泄 太 过 ， 肝 气 挟 痰 攻 冲 脾 胃 所 致 。 其 且 认 为 患 者 因 停 饮

于 上 日 久 ， 胃 阴 日 渐 消 耗 ， 不 可 用 常 法 攻 逐 水 饮 ， 以 免 伤 及 胃

阴 。 其 后 立 法 曰 ： “ 再 养 营 液 ， 参 苦 辛 酸 以 制 强 肝 ， 冀 其 气 平 而

痰 饮 默 化 。 ” [5]187

张 氏 所 拟 治 则 包 含 3 点 ： 第 一 ， 肝 主 疏 泄 ， 又 主 藏 血 ， 肝 的

疏 泄 和 藏 血 相 互 为 用 ， 滋 养 肝 血 以 利 肝 之 疏 泄 ， 肝 气 疏 泄 畅

达 方 能 使 津 液 流 行 正 常 ， 难 以 形 成 痰 饮 。 第 二 ， “ 营 液 既 虚 ， 则

木 失 涵 养 ， 横 暴 之 气 ， 挟 痰 攻 冲 ， 脾 胃 皆 受 其 困 ” [5]187， 故 补 益 肝

之 阴 血 方 可 使 其 发 挥 柔 和 凉 润 之 能 ， 而 防 肝 气 肝 阳 升 动 太

过 ， 挟 痰 攻 冲 脾 胃 ， 酿 痰 生 饮 。 本 案 方 剂 配 伍 白 芍 、 枸 杞 子 、 山

萸 肉 滋 养 肝 阴 肝 血 ， 肉 苁 蓉 补 肾 精 益 肝 血 。 同 时 ， 白 芍 、 山 萸

肉 又 有 酸 敛 之 性 ， 收 敛 横 逆 之 肝 气 。 第 三 ， 诚 如 清 代 名 医 王 旭

高 言 ： “ 盖 苦 、 辛 、 酸 三 者 ， 为 泄 肝 之 主 法 也 。 [10]” 张 氏 以 苦 辛 酸

之 品 “ 以 制 强 肝 ” ， 即 方 中 佐 以 叶 天 士 之 安 胃 丸 （ 《 伤 寒 论 》 乌

梅 丸 加 青 皮 、 白 芍 、 川 楝 子 ） ， 用 苦 辛 酸 法 以 泄 肝 木 ， 平 降 肝 气

上 逆 ， 使 肝 木 气 平 而 脾 胃 自 安 ， 水 液 输 布 复 常 。 肝 血 肝 阴 得

养 ， 肝 气 平 和 ， 疏 泄 有 节 ， 遂 能 使 痰 饮 默 化 。

3.2 疏肝行气，助化痰饮 张 氏 在 毛 氏 患 者 复 诊 案 中 载 ， “ 伐

肝 通 阳 ， 脐 腹 之 痛 大 减 ， 中 脘 痞 胀 略 松 ， 稍 思 谷 食 ， 大 便 畅

行 ” [5]191“ 今 右 关 弦 滑 ， 尺 脉 较 前 稍 起 ， 左 关 仍 弦 ， 沉 候 尚 觉 有

力 ” [5]192。 然 其 食 后 仍 觉 胃 脘 不 适 ， 张 氏 认 为 经 前 方 治 疗 后 “ 食

能 知 味 ， 非 无 胃 也 ； 食 入 必 胀 ， 土 中 有 木 也 ； 木 在 土 中 ， 则 有 胃

若 无 胃 矣 ” [5]191。 刻 下 主 要 病 机 为 肝 气 郁 滞 ， 疏 泄 不 利 ， 克 伐 胃

土 ， 令 胃 腑 通 降 失 常 ， 痰 停 饮 聚 。 其 后 随 证 立 法 云 ： “ 伐 肝 泻

木 ， 虽 经 病 久 ， 尚 在 急 需 。 拟 从 辛 通 之 中 ， 参 以 化 痰 调 气 。 ” [5]192

并 拟 方 ： “ 半 夏 曲 二 钱 广 皮 一 钱 茯 苓 五 钱 炒 枳 壳 一 钱 囫

囵 砂 仁 四 分 （ 后 入 ） 薤 白 头 三 钱 野 蔷 薇 花 七 分 娑 罗 子 四 分

炒 白 蒺 藜 三 钱 土 炒 白 芍 一 钱 五 分 上 瑶 桂 五 分 ， 研 末 饭 丸 ， 姜

汤 分 两 次 送 下 。 ” [5]192

方 中 以 半 夏 曲 、 陈 皮 、 枳 壳 、 砂 仁 、 薤 白 、 肉 桂 、 生 姜 之 品

燥 湿 化 痰 ， 温 通 行 气 ， 气 顺 痰 消 有 助 于 胃 气 通 降 ， 此 配 伍 法 则

仍 遵 仲 景 “ 温 药 和 之 ” 之 旨 。 肝 气 郁 结 未 除 ， 仍 有 犯 胃 之 虞 ， 故

方 中 配 伍 娑 罗 子 、 玫 瑰 花 、 白 蒺 藜 ， 三 药 均 主 入 肝 经 ， 疏 肝 理

气 ， 使 肝 郁 得 以 条 达 ； 白 芍 养 肝 血 敛 肝 阴 ， 与 方 中 疏 肝 诸 药 相

配 ， 既 补 肝 体 ， 又 利 肝 用 ， 泄 肝 而 无 伤 阴 血 之 弊 [11]， 而 且 土 炒 白

芍 可 借 土 气 入 脾 胃 ， 增 强 柔 肝 健 脾 和 胃 之 功 。 张 氏 于 温 药 之

中 妙 用 养 肝 阴 、 疏 肝 气 之 品 ， 补 益 肝 之 阴 血 ， 可 促 进 肝 气 疏

泄 ， 亦 可 制 约 肝 阳 升 动 ； 疏 泄 肝 气 可 令 津 液 无 聚 湿 生 痰 化 饮

之 患 ， 而 且 可 防 肝 气 挟 痰 犯 胃 。 故 温 药 为 主 的 方 剂 中 增 入 调

肝 药 物 ， 改 变 了 方 剂 药 物 配 伍 关 系 ， 方 剂 功 用 也 发 生 相 应 变 化 。

3.3 活用经方，因人而变 临 证 选 方 需 根 据 病 证 的 变 化 进 行

药 物 加 减 变 化 ， 以 符 合 病 证 变 化 之 需 要 ， 即 “ 方 之 用 ， 变 也 ” [12]。

在 治 疗 毛 氏 患 者 痰 饮 病 医 案 中 ， 张 氏 认 为 “ 饮 为 有 形 之 邪 ” ，

“ 欲 治 有 形 ， 可 攻 可 下 ， 可 燥 可 劫 ” [5]191， 此 法 适 宜 于 壮 实 之 躯 ，

然 而 该 患 者 脉 象 左 尺 小 涩 ， 断 难 施 之 。 张 氏 应 用 经 方 尤 重 患

者 体 质 ， 即 因 “ 其 气 既 虚 ， 血 亦 不 足 ， 刚 燥 之 品 ， 未 免 伤 阴 ” [5]191，

故 运 用 瓜 蒌 薤 白 半 夏 汤 “ 取 辛 润 滑 利 ， 以 开 胃 阳 ” [5]191。 仲 景 本

用 瓜 蒌 薤 白 半 夏 汤 治 胸 痹 之 证 ， 张 氏 则 取 本 方 半 夏 辛 温 散 饮 ，

瓜 蒌 润 以 制 燥 ， 薤 白 通 阳 降 浊 导 滞 [13]。 全 方 共 奏 化 痰 蠲 饮 之

功 ， 而 无 刚 燥 伤 阴 之 弊 ， 张 氏 常 以 此 方 治 疗 中 焦 痰 饮 ， 阴 血 不

足 者 。 此 外 ， 张 氏 将 本 方 药 物 研 为 细 末 ， 以 米 饭 包 丸 ， 姜 汤 送

下 。 其 称 此 法 为 “ 飞 渡 上 焦 ” ， 即 用 米 饭 包 丸 有 助 于 药 力 直 达

中 焦 蠲 除 痰 饮 且 避 免 辛 燥 之 品 耗 伤 上 焦 之 津 液 ， 以 丸 代 汤 ，

灵 活 改 变 剂 型 ， 以 适 应 临 床 需 求 。 经 方 新 用 拓 展 了 原 方 治 疗

范 围 ， 丰 富 了 经 方 的 生 命 力 。

4 典型案例

“王左 昔肥今瘦，病发则吐呕痰水，倾盆而出，呕至竭

尽，往往微呕而带出紫血。夫饮食不为肌肤，而凝聚痰水，及

时而发，其为蓄饮，略见一斑。惟是痰饮之证，都成于中气虚

微，脾阳不运。夫既阳虚气弱，何至呕辄见红。若谓阳明为多

气多血之乡，呕动胃络，而血从络溢，亦顷刻间耳，何至随动

随出之血，而辄变紫瘀哉？先哲有言，人受气于水谷，水谷之

气，流则为津为液，滞则为饮为痰。盖流者气化之流，滞者气

化之滞也。尊体丰伟，断非阳虚之比。参诸脉象，左部柔和，右

部沉弦而滑。此由肝木之气，失于条达，木郁则土滞，土滞而

水湿不行，渐成蓄饮，呕则胃逆，胃逆则肝脏郁勃之气，挟火

冲胃，胃络之血溢出，已经火烁，色即变瘀，此实饮病而兼木

郁者也。（处方）制半夏二钱，上川朴四分，橘皮一钱，云茯苓

四钱，磨苏梗三分，冲磨沉香二分，生姜汁一茶匙。”[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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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语 ： 《 金 匮 要 略 · 痰 饮 咳 嗽 病 脉 证 并 治 第 十 二 》 云 ： “ 心

下 有 支 饮 ， 小 半 夏 汤 主 之 。 ” 其 又 云 ： “ 呕 吐 心 下 痞 ， 膈 间 有 水 ，

眩 悸 者 ， 小 半 夏 加 茯 苓 汤 主 之 。 ” [14]盖 取 半 夏 散 结 除 湿 ， 茯 苓 益

脾 消 水 ， 生 姜 利 气 止 呕 ， 故 以 该 方 为 君 。 又 用 半 夏 配 伍 厚 朴 化

痰 结 ， 降 逆 气 ； 苏 叶 助 厚 朴 行 气 宽 胸 ， 宣 通 郁 结 之 气 ， 如 《 医 宗

金 鉴 · 妇 人 杂 病 脉 证 并 治 第 二 十 二 》 云 ： “ 俾 气 舒 涎 去 ， 病 自 愈

也 。 ” [15]以 上 药 物 组 合 为 半 夏 厚 朴 汤 ， 张 氏 以 此 方 为 臣 ， 令 其 浊

气 从 下 而 出 。 参 入 橘 皮 疏 胃 ， 合 以 上 诸 药 ， 即 寓 “ 平 胃 ” 之 意 ，

而 为 之 佐 。 气 降 即 火 降 ， 参 人 沉 香 调 和 中 气 降 气 平 肝 ， 而 为 之

使 。 患 者 服 用 上 方 20 剂 后 ， 仅 于 晚 间 服 本 方 ， 清 晨 服 香 砂 六 君

子 丸 3 钱 ， 以 微 顾 其 本 。

本 案 中 张 氏 集 取 多 首 经 方 ， 合 方 而 用 ， 攻 守 兼 备 。 从 立 法

到 组 方 皆 体 现 其 运 用 经 方 之 恒 与 变 的 思 想 。 以 小 半 夏 加 茯 苓

汤 为 君 ， 半 夏 厚 朴 汤 为 臣 ， 乃 遵 “ 温 药 和 之 ” 大 法 ， 此 为 痰 饮 证

治 之 恒 。 方 中 配 伍 沉 香 符 合 张 氏 调 肝 以 治 痰 饮 的 辨 治 特 色 。

《 本 经 逢 原 · 卷 三 · 香 木 部 》 载 ： “ （ 沉 香 ） 治 肝 郁 ， 降 肝 气 ， 和 脾

胃 ， 消 湿 气 ， 利 水 开 窍 。 ” [16]一 方 面 沉 香 有 降 气 平 肝 之 功 ， 避 免

肝 气 升 发 太 过 ， 挟 痰 饮 攻 冲 脾 胃 ； 另 一 方 面 ， 沉 香 配 伍 紫 苏 ，

疏 肝 行 气 ， 肝 气 疏 泄 正 常 ， 则 气 机 难 以 郁 滞 ， 有 利 于 痰 消 饮

化 。 此 外 ， 患 者 服 用 20 剂 后 ， 张 氏 减 少 患 者 服 药 次 数 从 而 减 轻

辛 香 温 燥 之 药 攻 伐 脾 胃 ， 且 用 香 砂 六 君 子 丸 ， 缓 以 治 本 ， 而 杜

生 痰 之 源 。 故 以 上 配 伍 和 服 法 之 变 化 影 响 方 剂 药 力 之 表 达 。

张 氏 应 病 程 之 缓 急 ， 治 病 求 本 、 顾 护 脾 胃 ， 由 攻 法 变 化 为 攻 补

兼 施 法 。 此 为 痰 饮 证 治 之 变 也 。

5 小 结

张 氏 辨 治 痰 饮 病 法 尊 仲 景 ， 善 用 经 方 ， 然 其 临 证 立 法 组

方 常 突 破 仲 景 之 道 。 张 氏 治 疗 痰 饮 病 守 “ 温 药 和 之 ” 法 则 ， 辨

证 立 法 虽 重 肺 脾 肾 ， 亦 重 视 调 肝 ， 运 用 养 肝 、 平 肝 、 疏 肝 之 法

调 理 气 机 ， 帮 助 脏 腑 气 机 升 降 复 常 ， 达 到 祛 痰 化 饮 的 目 的 。 其

虽 恒 守 经 方 配 伍 之 要 旨 ， 又 在 具 体 治 疗 过 程 中 ， 随 机 变 法 ， 法

变 则 方 变 ， 通 过 改 变 配 伍 、 剂 型 、 服 法 等 方 剂 要 素 拓 展 经 方 治

疗 范 围 ， 丰 富 了 痰 饮 病 辨 治 思 路 。 学 习 张 氏 运 用 经 方 之 恒 与

变 的 学 术 思 想 对 于 我 们 临 床 灵 活 应 用 经 方 ， 提 高 疗 效 有 重 要

启 发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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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张 聿 青 治 吐 血 善 于 发 皇 前 人 经 验 ， 从 脏 腑 气 化 的 角 度 ，

对 气 、 血 、 津 、 湿 等 各 种 生 理 病 理 因 素 进 行 鉴 别 [11]， 并 依 病 机 确

立 精 确 的 治 法 、 用 药 。 笔 者 通 过 对 张 聿 青 辨 治 思 想 、 治 法 及 用

药 特 点 总 结 分 析 ， 冀 望 为 临 床 治 疗 内 科 杂 病 提 供 有 益 借 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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