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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修园治中风的用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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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摇 中风 辕中医药疗法；陈修园

摇 摇 清代著名医学家陈修园论治中风有鲜明特色，在
所著《医学三字经》《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时

方妙用》《金匮要略浅注》《南雅堂医案》等书中辨治中

风，以虚实标本内外立论，分真中风与类中风。真中风

分中经、中腑、中脏、中血脉四大类型，辨闭脱、分阴阳。

立法治则法度严谨，用药剂型精当灵活，病案治法标本

主次交代详明，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临床参考价值。

笔者参其所学精髓，略有所悟，分析归纳如下。

员摇 开邪闭，以小续命汤与至宝丹为开关
陈氏《医学三字经》中风第二开章明义地指出［员］：

“人百病，首中风，骤然得，八方通，闭与脱，大不同，开

邪闭，续命功”。中风闭证临床多见，属危重症，但较

中风脱证危险小。若闭证治不及时或不当，可由闭变

脱，死亡率也很高。闭证有阴阳之分，开闭用药亦有不

同。所以陈氏对“中风有六经之形证，宜小续命汤”，

对阳闭开关用至宝类方。言明风善行而数变，其所以

变者，亦因人之脏腑寒热为转移。其人脏腑素有郁热，

则风乘火势，火借风威而为热风矣。其人脏腑本寒，则

风水相遭，寒冰彻骨而为寒风矣。热风多见闭证，宜疏

通为先。寒风多见脱证，宜温补为急。对于中风邪闭

证主张“闭者宜开，或开其表，或开其里，开表以小续

命汤；开里如三化汤；或开其壅滞之痰，如稀涎散，涤痰

汤之类。”［圆］中风开邪闭，用小续命汤历代有争议，焦

点在“风邪入中”与“非风之说”，唐宋以前以外风立

论，治疗以祛风药为主。唐宋以后倡内风之说，风药应

用，日趋减少。陈氏融通古今，重视病情证态和体质。

在用小续命汤六经加减并针炙法，重视辛散与清降并

用。陈氏治闭，当热必热，当凉必凉，对热象明显之阳

闭，用“至宝丹”之属清热开窍，化浊解毒，以治中风痰

热内闭证。

中风之风内外皆有，往往内外相因。外因是直接

引发或诱发中风的重要因素，内风多蕴积日久，但仅呈

一时之变，故临床应用风药辛散之性，祛风散邪，攘外

安内是可行的、合理的。正如《医门法律》中指出：“凡

风初中经络，不行外散，反从内夺，引邪深入者，医之过

也”。又如名中医赵锡武治疗中风多循古法，在急性

期予续命汤类方化裁治之，并认为风药可以调节血管

功能［猿］，老中医李可更进一层用之于真中风症，亦可

参考借鉴。

圆摇 固气脱，用参附为固侯氏黑散行堵截之法
中风脱证，是中风的危重症，有立毙之险。现代出

血性脑卒中，多出现脱证，死亡率极高。中风脱证的要

点是昏仆后大汗或汗出如油，二便失禁或遗尿，脉微

弱。所谓“脱”，是指气脱或阳脱。阳脱即亡阳。单纯

气脱者少见，气脱常伴随阳脱，所以临床上不必细分，

统称脱证。抢救脱证，以参附为首功。正如陈氏《三

字经》治中风脱症说：“固气脱，参附功。”尤倡以侯氏

黑散遵《内经》填窍息风而为固，还提出：脱者宜固，参

附汤固守肾气，术附汤固守脾气，芪附汤固守正气，归

附汤固守荣气，先固其气，次治其风。若三生饮加人参

一两则为标本并治之法，先固其气，次治其风。正虚邪

盛，必遵此法。他在《医学从众录·卷一》指出：“至云

风为虚邪，治风必先实窍，此旨甚微，能于侯氏黑散、风

引汤二方研究十年，而知其妙处，则可与共学适道

矣。”对于中风脱证，他还在《时方妙用·卷一》中指

出：“中风死症，多是风中带寒，其症：口开为心绝；手

撒为脾绝；眼合为肝绝；遗尿为肾绝；声如鼾睡为肺绝；

汗出如油为元气内绝；发直目上视，面赤如妆，汗缀如

珠，法在不治，用药若迟数刻，即死矣。急用三生饮一

两，加人参一两。”

中风脱证，是指正脱，多属中脏证，是指患者除具

有中风一般症状以外，且合并有其他重要器官，如循

环、呼吸等的代偿不全，中枢衰竭征兆。因此，此证最

危险，应极力抢救。由于机体对疾病调节代偿能力的

强弱与其平素之体质及健康密切相关，因此陈氏强调

“因人之脏腑寒热为转移”，视“其人脏腑素有郁热”，

或“其人脏腑本属虚寒”而定。事实上，中风患者之外

因除外伤以外，多系诱因，内因才是主要的，如患者心

脑等重要器官无严病变，则多半不能构成本病的脱证。

陈氏在《医学从众录》说：“不省人事，有闭证、脱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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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二证误认，用药则死生立决”，所以明确用参附固

气脱。对于竹沥的临床运用，陈氏用竹沥、姜汁以行经

络之痰，治中血脉，多合他药同用，后世多合姜汁调化

苏合香丸鼻饲治中脏证之阴闭。而侯氏黑散治中风昏

仆，四肢烦重证。正气不足，风疾邪气侵犯人体、直中

脏腑，壅滞经络，故卒然昏仆。此方妙在“驱风补虚行

堵截之法”“空窍填塞，则旧风尽出，新风不招，补虚熄

风，斯为万全”，能祛风化痰，清热祛瘀，益气养血。

猿摇 泄大邪，用防风通圣散并力两泄
陈氏在《时方妙用·中风》中指出“中脏多滞九

窍，故有唇缓、失音、鼻塞、耳聋、目瞀、便秘之症。风自

外来，故不外麻桂；手足抽掣，故兼用归芍；二便阻隔，

故用滑石、硝、黄、宜防风通圣散”，热证当泄大邪。临

床上前人有“邪中于经，必归于腑”之论。证之临床，

中风病中经证者，除半身不遂外，多出现大便秘结，常

须通化阳明腑气，使大便通畅，才有利于半身不遂之恢

复。经验证明，半身不遂的病情常常随着大便的通畅

而明显好转，所以前人制订了“三化汤”以专治中经证

大便不通者。然而本证不仅是大便不通，且有风痰阻

滞经络，血脉不通的证侯，所以陈氏主张用防风通圣散

“泄可去闭”。所用药物总以泄大邪为主，体现了汗、

下、清、补四法，并力以两泄。为后世推崇为表里、阴

阳、三焦、气血并治之方。不过用于风动抽搐则必加入

息风、化痰降气、活瘀通络之品标本兼治。

中风为本虚标实之证，急性期虽有本虚存在，但以

风阳、痰热、腑实、血瘀等标实之候为主。临床只要把

握风热雍盛、三焦热实的病机，改防风通圣散为汤剂，

加减用于部分中风急症，可获良效。一般虽将防风通

圣散列为足太阳阳明表里气血之剂，但在临床上，很多

都用以治疗高血压引起，有表里症状的中风病患。

源摇 转大气，以芪陈参防协天冬附子为用
陈氏指出：“风者，天地之噫气也，气和即风和。”

调和气机在中风治疗中也是很重要的方法，陈氏提出

转大气：“尤（在经）以八味顺气汤、匀气散以调之，调

之未必能转，而余则用生芪一二两，陈皮、人参、防风各

三钱，助其大气，再加天门冬五钱，附子三钱，俾水天之

气循环不息以为转也。”［源］临床上气虚中风类案，老年

多见，有气虚中风，气虚阳弱中风，气阴两虚中风，气血

两虚中风，气虚兼肾阳中风等证。陈氏转大气之方药，

多属气虚兼阴虚类中风。此类患者，老年人居多，老人

气虚中风，必须以补气为主。笔者临床体会，用转大气

法和补阳还五汤，必有气虚见证，当见身倦无力，少气

懒言、声低息微、头晕易汗、大便溏薄或无力努解，小便

清长等。中风应用本法，应为中风证见正气亏虚，余邪

已清，证见舌淡、苔薄、脉虚而无力者。但气虚中有气

阴虚者，当选气阴双补的西洋参，并佐以滋柔濡润的天

冬。偏心肾阳虚的中风，要在参芪的基础上补心肾之

阳。至于气虚中风后遗之偏瘫，总宜补气益血为主，佐

以通络除痰疏风之品；气血虚甚者，可选用补益气血之

剂；对肥胖老人中风后遗之偏瘫，则宗转大气法合补阳

还五汤益气活血通络，每获佳效。

缘摇 逐痰涎，以三因白散逐痰涎以开窍
中风在标因于痰，为人体的病理产物，又为致病因

素。过食肥甘醇酒，脾失健运，聚湿生痰，痰郁化热，引

动肝风，夹痰上扰，可致中风病发。痰凝脑府，则神志

受蒙。陈氏指出：“逐痰涎，尤（在经）氏以涤痰汤开壅

塞而平水饮之逆行，余则以三因白散治横流，而为北门

之坐镇也”。逐痰涎以开窍，“或猝倒时痰涎如塞，危

在顷刻者，三因白散极验”。《医学实在易·中风症》

指出：“三因白散治中风不省人事，痰涎如涌，真起死

回生之神方也，气喘痰多用之甚效。滑石（四钱研），

半夏（三钱），生附子（二钱）共研末，生姜四片，白蜜五

钱，水一杯半，煎八分，温服。寒化证，脉微或脉脱，四

肢逆冷痰盛者，用此方。或脉数，手足温，为热化证，宜

风引汤、竹叶石膏汤之类。”不废痰浊内阻之沦，痰瘫

同源，属脉道瘀塞之由，若能参合二陈、涤痰、温胆之

类，其效益彰。

临床上对风痰闭窍但须与痰厥区别，痰厥短时即

醒，醒后无口眼歪斜、失语、偏瘫等中风之后遗症。涤

痰汤主治中风痰迷心窍，舌强不能言。方中二陈汤运

脾化痰，胆南星化痰通络尤善祛经络之风痰，竹茹清热

化痰，枳实破痰利膈、菖蒲开窍通心，人参补益心脾。

兼言语不利者加少量菖蒲、远志化痰开窍；兼口舌歪斜

者加僵蚕、白附子搜风化痰；若痰热盛者加天竺黄、竹

茹清热涤痰；若痰湿重者加白芥子辛温豁痰。然中风

之痰浊主责脾肾亏虚，此类药须配伍益气补肾药物方

能取得显著疗效。

远摇 除风热，推白虎竹叶石膏黄连阿胶除大热
对中风火盛水竭证，陈氏指出：临床用药当“平其

火热，清其痰源，淡其肾水”为治疗大法。正对刘河间

举五志过极动火而卒中，皆因热甚，故主乎火及“风本

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之说。本证的根本原因

是由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

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

陈氏用白虎汤、竹叶石膏汤、黄连阿胶汤“免致药不中

病而风热转甚”。用以上三方“直探阳明少阴之本源

以除火热也。”

事实上机体对疾病调节代偿能力的强弱与其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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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体质及健康密切相关，因此陈氏对中风用药谓“因

其之脏腑寒热为转移”，视“其脏腑素有郁热”，或“其

人脏腑本属虚寒”而定用方用药，此论合“热者寒之”

之旨。前人治疗中风有“火降则痰降，火清则风熄”的

理论。况且风为阳邪，最易化火（热），所以注意结合

清火药的应用，也是中风的治则之一。

苑摇 通经隧，用风引汤行其堵截预治手段
陈氏又指出“开窍以驱风，非是正法。《内经》重

在填窍，《金匮》有侯氏黑散，风引汤二方，是补天手

段”。《金匮要略浅注》曰：“风中经络与腑者，可用驱

风至宝膏，若入脏，最防迸入于心，宜用侯氏黑散。于

驱补之中，行其堵截之法，至于风引汤，按法用之，无往

不利。”临床上风引汤可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还可起

到预治效果。临床上对由肝阳亢盛、肝火挟胁痰热、横

窜经络，经络不通所致的眩晕、头痛、言语不利、肢体活

动受限的高血压病、癫痫、脑动脉硬化、缺血性中风、短

暂性脑缺血发作等病，均有较好疗效。

焦树德在《方剂心得十讲·风引汤》中说：“此方

古人主治大人风引（风痫掣引）瘫痪，小儿惊痫、瘛疭，

日数十发者”。自 远园 年代起他曾用此方治疗血压高、
体盛便秘、头昏欲作中风者，可以起到预防中风的作

用，也用于治疗脑血管病后遗半身不遂，并能预防复

中。方中以龙骨潜镇安神，牡蛎潜志敛神，桂枝通阳

气，甘草缓急迫，四药相合，先安心肾为主药。内风发

动必挟肝木之势侮其脾土，脾气不行，则湿停液聚，又

受风火相煽而湿热生痰，可致风痰上犯之证，故又以大

黄荡涤湿热风火之邪，活血祛瘀，推陈致新，以杜痰火

阻塞之源，为辅药。又取干姜温脾燥湿，并防寒药伤

中；赤石脂、白石脂燥湿健脾；滑石利湿健脾，石膏清肺

以制肝，为佐药。重用寒水石之寒，以壮肾水制火之阴

气，紫石英之甘温以镇补已虚之心神，为使药。诸药相

配，使五脏得安，故上述诸症皆能主之。中风之因虽

多，但可归纳为风、火、气、血、痰五邪相互交错而成。

本方风、火、痰血皆有药所主，并能调整五脏相互平衡，

惟治气的药似乎缺乏，虽有石膏可以清金制木，牡蛎潜

纳肝阳，但对肝气的疏达则无药专主。焦老用此方时，

常常再加入香附 源缘早，不仅能疏肝理气，使气舒火熄，
并能行十二经之气，以助气血的循行通畅。使用本方

来治疗中风病偏热型，是以证候为依据的，即患者必须

表现为明显的热证、实证。

愿摇 灸腧穴，艾灸合于汤药以取穴少而取效
针灸合汤药并用治中风是中医的特色优势，陈氏

针对中风病的治疗，如“用小续命汤六经加减并针灸

法”等方法有益临床，取穴少而精。“如中风无汗恶

寒，根据本方，麻黄杏仁防风各加一倍，又宜针至阴出

血，昆仑；如中风有汗恶风，根据本方桂枝芍药杏仁各

加一倍，又宜针风府，以上二症，皆太阳经中风也；如中

风有汗，身热不恶寒，根据本方，加石膏知母各二钱，甘

草再加一倍，去附子，如中风有汗，身热不恶风寒，本方

加葛根桂枝黄芩再加一倍，宜针陷谷，去阳明之贼，兼

刺厉兑，以泻阳明之实也，以上二症，皆阳明经中风也；

如中风无汗身凉，根据本方，附子加一倍，干姜加二倍，

甘草加二倍，又宜刺隐白，去太阴之贼，此太阴经中风

也；如中风有汗无热，根据本方，桂枝附子甘草各加一

倍，又宜针太溪，此少阴经中风也；如中风六经混淆，系

之于少阳，或肢节蛮痛，或麻木不仁，根据本方，加羌活

连翘，又于少阳之经纪骨穴，灸以引其热，取厥阴之井

大敦穴，刺以通其经，此少阳厥阴经中风也。”他在《医

学实在易·中风应灸俞穴》中说：“灸中风卒厥，危急

等证；（神阙）用净盐炒干，纳脐中令满，上加浓姜一片

盖之，灸百壮至五百壮，愈多愈妙。姜焦则易之。灸丹

田（脐下三寸，）气海（脐下一寸五分。）二穴俱连命门，

为生气之海，经脉之本，灸之皆有大效”，当是中风病

的脱证治疗。

总之，陈氏论治中风，重病因病机病症，以虚为本，

风、火、痰、瘀为标，脏腑重肝肾，重天人相应，综合前贤

理论强调中风的治疗在发作期当以驱风为主。用药重

驱邪与扶正，针灸药物养身预防兼顾，对临床中风的辨

证施治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值得探讨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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