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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

《温病条辨》的学术成就与创新

许家松+

(t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100700)

摘要吴瑭《温病条辨》是一部全面、系统、集大成、有创新、切实用的温病学专著。其学术成就与创新体现在：(1)为温病奠定

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卷首·原病篇》精选并诠释了《内经》有关温热病的论述；(2)把温病的范畴扩大为包括“丸种温病”

的“广义温病”；(3)创建和完善了温病的辨证论述体系——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温热、湿热分类，结合卫气营血辨证的温病

证治体系；(4)创制、整理了久用不衰的名方；(5)《温病条辨》是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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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26岁的吴瑭从江苏淮阴来到北京，参加

“检校《四库全书》”的工作。lO年之后，即1793年(癸

丑)，北京瘟疫暴发。吴瑭起治，活人甚众，从此医名大

振。在经历了这次大疫之后，吴氏痛感当时对温病的

治疗毫无规矩，患者“不死于病而死于医”，遂发愤著

书立说，历时6年，于1798年写成《温病条辨》一书(以

下简称《条辨》。1813年首刻问世之后，很快风行大江

南北。1978年起《条辨》与《内经》、《伤寒论》、《金匮

要略》一起，被作为中医代表性医著，列入研究生的专

业必修课，要求系统学习，全面掌握。2003年(癸末)，

发生非典型肺炎，中医工作者重读《条辨》，温故知新，

从中认识自然气候变化与传染病发生流行的相关性，

并从具体证治中得到了启发。追溯历史，审视现实，

《条辨》的理论与方药之所以能够历经200年仍被如此

重视、经久不衰是由其学术价值和创新实用性决定的。

本文试就《条辨》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创新作一探讨。

1 为温病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温病条辨·卷
首·原病篇》

温病学是明清以来发展和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

《素问·热论》中提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以“伤寒”来概括所有

热病及其病因。《难经·五十八难》进一步把“伤寒”

概括的热性病作了分类：“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

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后世称为“广义伤寒”。由

此可以看出，温病只是隶属于“广义伤寒”中的一个小

分支，被统领于“广义伤寒”门下。在长达1600年左右

的时间里，伤寒一直是中医诊治热性病的圭臬，居于正

统和主流地位，温病居从属地位。随着自然气候、疾病

谱的改变，医药的进步，特别是明清以来大疫流行频

发，要求中医药有新的发展、突破与创新。早在元·王

履《医经溯洄集》中就明确反对“以温病热病混称伤

寒”，“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也。”明·吴又可

《温疫论》突破六淫病因说，为温病病因提出新说。

清·叶天士《温热论》为温病证治初创了卫气营血证

治体系。至此，新的温病学说逐渐从“广义伤寒”中挣

脱出来另立门户。这就引起了居于正统和主流地位的

伤寒学派的激烈反对，斥责其“离经叛道”，引发了一

场“寒温之争”。温病学派要在这场论争中站住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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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把温病理论奠基在《内经》的基础之上。《条

辨》的《卷首·原病篇》完成了这一工作。

《原病篇》又称“引经十九条”。吴瑭从《内经》中

选择了有关论述温病、热病、暑病的十九条经文，加以

集中，逐字逐句加以注释，置于全书之首。其主要内容

有：(1)温病的病名源于《内经》；(2)温病的病因与运

气有关，与气候反常的温热有关，并非寒邪；(3)温病

的发病季节多发于春而不限于春，包括各个季节；(4)

温病的病机为正邪交争，关键在于留正气，存津液；

(5)温热病的主证与辨证，是以发热为主证，以五脏分

证论治；(6)温热病的治则为“泻其热”、“实其阴”，即

清热养阴；(7)温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8)温热病的

预防与善后调理，强调了治未病、养阴保精等。通过引

经及其阐释，说明了温病学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内经》

的基础之上。同时，十九条经文加以集中之后，可以看

出，在《内经》中已初步具备了一个温热病的辨证论治

大纲。

2把温病的范畴扩展为“广义温病”

在《素问·热论》中，是以伤寒来统领所有热病

的。其中所说的“温病”，一般是指发病在春季、临床

表现为“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范围相对狭

窄。《条辨》开篇第一条就提出‘‘九种温病”：“温病者：

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

燥、有冬温、有温疟。”这九种温病，从发病季节来看，涵

盖了春、夏、长夏、秋、冬一年中各个季节的热性病。把

具有传染流行特点的“温疫”、“温毒”列入了温病范

畴。新增加了“秋燥”。至于疟疾，从《素问·疟论》开

始，就已经作为独立病名专篇论列。《条辨》则把其中

临床表现为热多寒少、具有阴伤特点的“温疟”划归到

温病范畴。“温病有几”，不但把温病从“广义之伤寒”

门下挣脱出来另立门户，而且大大扩充了温病的范畴，

发展成为“广义温病”。

值得一提的是在《条辨》中还附列了“寒湿”。在

全书238条条文中竟有25条之多。内容丰富，且深意

存焉。吴氏自释，列“寒湿”目的，是与“湿温”作为对

照文字。他以寒热为纲，详论了热湿(湿温)、寒湿的

证治。在“寒湿”中，还大量引用了《伤寒论》三阴经的

证治，可谓寒温兼收并蓄。在暑湿、湿温中论述其寒

化、热化；在黄疸中论述阴黄、阳黄的互化。这些论述

非常符合临床实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3创建和完善了温病的证治体系

历阅中医临床医学史，不难看出，它是一部以辨证

论治为主线的发展史。其中最全面、系统、构思严密精

巧者，则非仲景六经体系莫属。温病学说兴起后，1642

年，吴又可《温疫论》问世，曾提出“表里九传”辨证，但

未被公认和运用。1792年，叶天士《温热论》问世，提

出了新的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精研叶学的吴瑭在

这一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完善了这一体系。在《条

辨》中，他提出了一个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温热和湿

热分类、结合卫气营血辨证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其

内容与创新之处在于：

3．1 以三焦为纲，把脏腑辨证引进了温病主治体系：

关于“三焦”的概念，吴氏取《内经》中的五脏所居部位

说，即上焦为心肺所居，中焦为脾胃所居，下焦为肝肾

所居，以三焦来概括五脏。他认为治温必究脏腑，要深

究“所损何处”，主张把“病所”落实到脏腑。他继承

《素问·刺热》以五脏辨治热病的学术观点，以三焦概

五脏作为证治体系和主线，来辨析温病的病位、病性、

病势，确立治则治法和相应方药。《条辨·中焦篇》

谓：“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

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

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

《条辨·中焦篇》全书以上焦篇、中焦篇、下焦篇为纲

为序，论述温病证治。其上焦温病的含义，包括：病位

在肺，病性为表热证或表湿热证，属温病初期，不治则

传中焦，逆传则为心包。在治法上，“治上焦如羽(非

轻不举)”(《条辨·杂说》)。中焦温病的含义，属温热

者，病位在胃；属湿热者，病位在脾，病性分别为里热

证、里实证或里湿热证。病势属温病极期，邪气盛实，

不治则传下焦。在治法上，“治中焦如衡(非平不

安)”，以祛邪为主。下焦温病的含义，病位为肝与肾，

病性为里热里虚为主的虚实夹杂证，属温病后期。治

法上，“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总之，以三焦为纲，

强调了温病辨证中的脏腑定位，是脏腑辨证在温病辨

证中的运用与发展。吴氏对脏腑辨证之精细，还表现

在脏腑之中再分阴阳。如中焦篇，脾胃两伤者，还要进

一步细辨“伤胃阳”、“伤胃阴”、“伤脾阳”、“伤脾阴”。

难怪清代医家曹炳章在《医医病书·序》中，称赞吴著

“堪作诊断术之专著”了。

3．2以九种病名为目，把辨证与辨病结合起来：前文

述及，《条辨》首列“九种温病”，大大扩展了温病的范

畴。其病名本身，就提示了发病季节与证候特点。如

均具发热主证，凡发病在春季，临床表现为与春季气候

的温暖多风相一致者，就命名为“风温”；凡发病在夏

季，其临床表现为热盛兼湿者，就命名为“暑温”；凡发

病在夏秋两湿季节，临床表现为湿热感者，就命名为

“湿温”；凡发病在秋季，临床表现为燥热伤津液者，就

命名为“秋燥”；凡发病在冬季，气候应寒反暖，临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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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温热特点的，就命名为“冬温”；凡具上述特点而

具有传染流行者，就命名为“温疫”。如具有局部红肿

热痛甚则溃烂者，就命名为“温毒”。以病名为目，是

在辨证的基础上，根据发病季节、气候特点、证候特点，

给予了不同的病名，这样把辨证与辨病结合起来了。

3．3 以是否挟湿把温病从性质上分为温热、湿热两大

类：《条辨》从性质上以是否挟湿分为不挟湿的温热类

和挟湿的湿热类两大门类。不挟湿的温热类，包括风

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放在一起论述(秋燥亦属此

类)。挟湿的湿热类包括暑温(含伏暑)、湿温以及疟

疾。如此分类，是因为二者在病因、病机、治则、治法方

面有很大差别。温热类病因属单一的温邪、热邪、阳

邪，病理改变以热盛伤阴为主。治疗上以清热养阴为

主，证治相对简单。湿热类病因属热与湿相合的复合

病因，热为阳邪，湿为阴邪。热邪伤阴，湿邪则以阻塞

气机、伤气或甚则伤阳为其主要病理变化，这就造成了

证候上的矛盾性和治疗上的复杂性。正如《条辨》所

言：“热湿者，在六时长夏之际，盛热蒸动湿气流行也。

在人身，湿郁本身阳气，久而生热也，兼损人之阴液。”

治疗上“发表攻里，两不可施⋯⋯徒清热则湿不去，徒

祛湿则热愈炽。”再因湿热两邪多少不同，互有转化进

退，变化多端。因此吴瑭指出：“瑭再三致意者，乃在湿

温一证⋯⋯较之风火燥寒四门之中，倍而又倍，苟分条

分缕析，体贴入微，未有不张冠李戴者。”在治则治法上

二者亦判然有别，明确提出：“温病之不兼湿者，忌刚喜

柔，⋯⋯温病之兼湿者，忌柔喜刚。”“湿为阴邪，非温

不化。”对某些湿温的治疗，不但不忌温燥，姜、桂、附、

参、术、芪亦时有出现，吸取了《伤寒论》三阴经病中的

不少方药。《条辨》这种以是否挟湿类分温病的方法

及湿温的证治，是全书的重点、难点和精华所在，有很

高的临床实用价值，不但体现了中医对温病的证治优

势，而且面对越来越多的复杂性、难治性疾病，亦颇有

启发意义。

3．4与卫气营血辨证结合，有一纵一横之妙：吴瑭的

三焦证治体系，与叶氏的卫气营血证治体系并不相悖，

而是分别或从脏腑的角度，或从气血的角度来认识在

温邪作用下产生的病理变化而已。上焦篇中，在论列

银翘散、桑菊饮之后，就是以气、营、血之序进行论列

的。明确提出“在气分”，“初入营”，“过卫人营”，“在

血分”，“气血两燔”的具体证治，只不过是在三焦为

纲，病名为目的纲目下，再结合卫气营血辨证。可以看

出，在叶氏卫气营血辨证体系之后，吴氏另创三焦体

系，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是因为吴氏未能看到，不了

解叶氏的卫气营血辨证才另立三焦体系。

综上所述，吴瑭创建的三焦为纲、病名为目、温热

湿热分类的温病证治体系，是一个全厩、系统、集大成、

有创新意义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温病的证治体系，

通过吴瑭的创新与完善，已逐渐完善。

4久用不衰的传世名方

《条辨》制列了众多名方，如：银翘散、桑菊饮、安

宫牛黄丸、诸承气汤、清营汤、益胃汤、复脉汤、三仁汤、

宣痹汤、茯苓皮汤等。这些方剂均被选人了《温病

学》、《方剂学》中医教材之中，作为代表性方剂，成为

中医工作者必须掌握的看家本领。这些方剂，在半个

多世纪以来在传染病、感染性疾病的防治中久用不衰，

屡屡建功。《条辨》方在立法制方方面，也具有其特点

和创新之处。

4．1 系列方的组合与创制：例如，(1)辛凉系列方：由

“轻剂”桑菊饮、“辛剂”银翘散、“重剂”白虎汤组成为

辛凉系列方。(2)清心开窍系列方：把创新方安宫牛

黄丸与古方紫雪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局方》

均载，吴氏谓引许叔微《本事方》)、局方至宝丹组合成

为“主治略同而各有特长”的清心开窍系列方，被称为

“温病三宝”。(3)承气系列方：在《伤寒论》三承气汤

的基础之上，针对“阳明腑实”兼见多种合并证、虚证，

创制了宣白承气汤、导赤承气汤、牛黄承气汤、增液承

气汤、新加黄龙汤、护胃承气汤、承气合陷胸汤等7个

承气汤，加上三承气汤，形成了包括10个承气汤的承

气系列方。此外，《条辨》还取吴又可的桃仁承气汤和

自制加减桃仁承气汤又组成了逐瘀承气系列方。(4)

养阴系列方：《条辨》论列了温病不同阶段、急缓不同

的生津养阴系列方。上焦篇列五汁饮、雪梨浆；中焦篇

列益胃汤、增液汤、玉竹麦门冬汤、牛乳饮；下焦篇列加

减复脉汤、专翕大生膏、小定风珠等。其中加减复脉

汤、救逆汤、一至三甲复脉汤、大定风珠又形成一个复

脉汤系列，用于下焦温病熄风、潜阳、养肝、填精。(5)

化湿系列方：湿热类温病的方证远较温热类复杂。《条

辨》论列了以芳香宣化、辛苦通降、淡渗利湿、益气化

湿、疏风胜湿、温阳利湿等法组成的化湿系列方。如上

焦篇列三仁汤；中焦篇列加减半夏泻心汤、一至五加减

正气散、杏仁滑石汤、黄芩滑石汤、三石汤、薏苡竹叶

散、宣痹汤等；下焦篇列宣清导浊汤、连梅汤、椒梅汤、

加味异功汤、术附汤等。其中五个加减正气散又形成

一个正气散系列，以苦辛通降法治疗中焦湿温表现为

脾胃升降失常的诸证。

4．2遵《内经》以药物性味立法组方：吴瑭反对“有方

无法”。《条辨》方均遵《内经》以药物性味立法组方的

制方原则。每首方名之下，一一列出药物性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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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上焦风温，即“从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

苦甘’法”。对湿温类，遵《内经》“湿淫于内，治以苦

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的法则，以苦辛通

法组方。这对当前一些不问性味、凑药处方、无法无方

的现象，颇有切中时弊之意。

4．3在继承中创新方：上述名方、系列方，绝大多数方

出有源，多在继承经方、古方、时方的基础之上，化裁创

新而成，《条辨》共198方。其中引用仲景原方有30余

首，加减者20余首，二者约合总方数的三分之一。如

承气系列方源于《伤寒论》的三承气汤；复脉系列方源

于炙甘草汤；安宫牛黄丸源于万氏牛黄清心丸；正气散

系列源于《局方》霍香正气散等等。但是均加以精心

化裁，推陈出新，更加符合临床实际，扩大了适应证，久

用而不衰。

5《温病条辨》是学术继承与学术创新的一个范例

关于中医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已经争论和

困惑了半个世纪之久了。强调创新者，反对“继承遥遥

无期”，强调继承者，认为“没有继承哪有创新”。回顾

中医学的发展历程，从来都是继承与创新并举。吴瑭

的《条辨》应该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范例。在1989年

的“中医科研传统方法研讨会”上，一位著名的老中医

专家以“从《温病条辨》谈临床经验的继承”为题作了

专题发言，认为《条辨》是继承与创新的典范，得到与

会中医专家的一致赞同。

吴氏深遵《内经》，把全书的理论基础奠基在《内

经》的基础上。但是他也指出：“《灵枢》、《素问》二书，

非神圣不能道，然多述于战国汉人之笔，可信者十之八

九，其不可信者一、二。”“择其可信者而从之，不可信

者而考之。”在《原病篇》中，对《内经》原文所列的许多

“死证”，吴瑭就指出，由于方药的进步，有些“死证”亦

可生可活。吴氏学承叶天士，他祟尚叶氏“精思过

人”，“持论平和立法精细”，“迥出诸家之上”。但是他

也指出：其“立论甚简，且散见于医案之中”。他就是

要把这些散金碎玉发掘出来，作一番引线串珠的工作，

从中总结规律，目的就是“俾学者有路可寻”。据笔者

统计，《条辨》238条条文，来自叶案者，达80余条之

多。这种发掘、整理、提高工作，正是继承基础上的发

展创新。至于书中方药对仲景方的继承与创新，前文

之列，兹不赘述。可以看出，吴氏遵《内经》、宗仲景、

师叶桂、汇众善，十分重视和善于继承。但是这一切都

不能代替临床实践。在吴氏长达50年的从医生涯中，

他十分注重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条辨》就是在

经历癸丑京都大疫后写成的。从《吴鞠通医案》所收

300余首医案来看，时间跨度达48年之久，有的案例

长达70余诊次。这些医案理法方药俱全，文字朴实，

可以作为《条辨》方证的临床运用举例。吴氏的创新

成就不但源于认真继承和勤于实践，更与他严肃认真

的治学态度分不开。他说自己有三个“不敢”：一“未

敢轻治一人”，二“未敢轻易落笔”，三书成之后“犹未

敢自信”，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温病条辨》一书，是在继承《内经》、

《伤寒论》和叶天士学说的基础之上，一部全面、系统、

集大成、切实用、有创新的温病学专著。其学术意义在

于它标志着以河间为先导，由吴又可奠基，叶天士初创

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经过吴瑭的整理、提高与创新而

宣告完成，成为温病学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之作。

(2007—04一16收稿)

第四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简介
第四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是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新加坡中医师公会承办的一次盛会。大会定于2007年11月17日至11月19日在

新达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举行。此次学术大会将为所有与会者提供一个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的平台。大会将邀请新加坡卫生部长徐文远先

生为大会主宾，并为大会主持开幕仪式，出席观礼的还将有新加坡各种医药团体与社团代表、各国专家学者，以及世界中联各成员国团体负责人，预

计参会总人数将达一千多人，届时济济一堂，必将盛况空前。

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共同推进传统医药的继承、创新与发展，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在这个主旨的引导下，传统医学界同仁能

积极参与，共同探索传统医药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寻求传统医药在理论及临床上的新突破，尤其是在重大疾病防治上的突破，展示传统

医学的精髓和“简便廉效”的特色，揭示传统医学的科学内涵，促进传统医药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本次大会必将是

一个富有价值，充分体现学术精神、交流与合作的大会。

此次大会将围绕理论继承与创新，科研成果，各种疗法的临床经验，优势病种的临床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各种重大传染病、免疫性疾病的防治与

疗效，针灸的临床心得，针灸理论研究与治疗等13个方面征集论文和进行研讨，并将编辑出版论文集。希望全球传统医学界专家、学者及教育、管

理、贸易、战略研究等各界人士踊跃来稿，推广学术思想、传播新的技术、开拓新的领域。本次大会必将充分体现传统医药的学术水平及其在世界范

围内的影响力。

为促进传统医药产业发展和医药贸易的繁荣，大会还开辟了适应不同档次需求的商务会展场所，并诚挚邀请各国、各地区医药厂商、医疗机构、

培训机构和其他相关厂商参展，同时也为与会人员提供商务方面的交流平台。

我们相信，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的第七个年头，在2007年11月的新加坡，在全世界传统医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传统医药学将孕育出累累

硕果，本次大会必将在传统医学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

联系人：朱晓磊，郑泓川，李进；固定电话：86—10一58650042／58650242；传真号码：86—10一58650043；E—Mail：诋m2007xsh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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