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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御对诸家医学流派的批判

与影响研究

杨必安　王　兆　黄作阵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清代医家黄元御崇阳重土，土枢四象，一气周流的学术思想在历代医家中别具一格。本文试从黄氏对伤寒学派，易
水学派，河间学派，温病学派以及火神派的批判以及影响进行研究，以证其学术特色以及贡献。黄氏立伤寒内因传病论，

以气化解六经；以六经辨温病，慎用寒凉，痛批滋阴；上承易水学派重土学说，下开火神学派崇阳先河。对后学继承创新颇

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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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元御（１７０５—１７５８）名玉路，字元御，一字坤
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医学

家。元御学问深湛，著作宏富，先后写成《伤寒悬

解》《金匮悬解》《四圣悬枢》《四圣心源》《长沙药

解》《伤寒说意》《素灵微蕴》《玉楸药解》《素问悬

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等医学著作十一部，共

计九十八卷。另著有《周易悬解》《道德经解》《玉楸

子堂稿》三部著作［１］。

黄元御尊黄帝、岐伯、秦越人、张仲景为“四

圣”，毕生穷研《黄帝内经》《难经》、张仲景之学，参

河图洛书生化制化之理，考《易经》象数、太极阴阳

演化及《道德经》“中土为母”之道，撰力作《四圣心

源》，提出“土枢四象，一气周流”中医生理模型，立

足中土崇阳抑阴的治疗原则，在几千年医学发展史

上独树一帜。

黄氏之学，不但对前代诸家医学流派有批判有

继承，而且对其后的医家思想有着深远影响。本文

将就此进行分析探讨。

１　重解《伤寒》六经，崇阳重土
在黄元御之前，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很多，晋

·王叔和开创了以法分类研究《伤寒论》之法。隋

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九卷十“方证同条，比类相

附”，创三纲鼎立说，为分类研究《伤寒论》集大成

者。两宋时期，韩祗和《伤寒微旨论》提出师仲景法

而不拘仲景方，为活用仲景方之开端。庞安时《伤寒

总病论》专论病因病机。朱肱《类证活人书》以经络

学说释六经。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首创以医经逐

条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创按症类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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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叔微《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结合医案，继承

了三纲鼎立说，发挥了八纲辨证。郭雍《伤寒补亡

论》集合群经，补缺阐微［２］。

黄氏对张仲景《伤寒论》极为尊崇。他“博搜笺

注”“倾历群言”，十年磨一剑，于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先后著成《伤寒悬解》十
六卷、《伤寒说意》十一卷。《悬解》主要依照宋本原

例，依次注解；《伤寒说意》综合分类六经病篇，阐明

要旨［３］。其《伤寒》之学，与历代医家颇为不同：

１１　立内因传病论，驳传经为热说　黄元御声明：
“叔和混热病于伤寒……启后来传经为热之讹，注伤

寒者数十百家，无不背仲景而遵叔和，一误之误，遗

祸千古［４］”。力驳传经为热说。遂立内因传病论，独

辟蹊径。《伤寒说意》“里气解”云：“风寒之伤人也，

不能为寒，不能为热，视乎人之里气而为变者也。里

气和平，则腑热不作，脏阴不动，终始在经，不能内传

……里气非平，而表邪外束。腑阳盛者，则阳郁而生

内热；脏阴盛者，外则阴郁而生内寒［３］”。认为内因，

即里气，是外邪伤人后发病与否、寒热变化及传变与

否的关键。“后世庸工，悖谬不通，乃有传经为热、直

中为寒种种胡说，千载不得解［４］”。相较而言，前代

传经为热说或直中为寒说，都不如黄氏善抓病机关

键。

１２　以气化重解六经　《伤寒悬解》《伤寒说意》两
书不光总论部分专论气化学说，如“六气司令”“一

气独胜”“六气解”等，且各经病仍以气化开篇。黄

氏指明：“人有十二经，仲景伤寒但立六经者，从六气

也”“经有十二，六气统之，两经一气，故曰六经”即

仲景的六经辨伤寒，所据不仅有经络学说，更包括气

化学说［３］。六经在人从于十二经络，在天从于六气。

体现了天人合一，气化统摄六经的思想。

１３　崇中气，重阳气　黄氏提出传经寒热，取决中
气；水火不交，缘于中土———中土即为水火升降之枢

纽。他在研究寒热变化为主要病机的六经伤寒病

时，发现寒多热少。故立法上益火补土，在固护中土

基础上，更重扶助阳气。如《伤寒说意》“六气解”，

根据六气从化，认为“阴易盛而阳易衰，凡人之病，阴

盛者多，阳盛者少。”进而提出阳明病辨证当分寒热

虚实。提纲但云“胃家实”，而非“胃中热”，符合重

阳轻阴之道［３］。“仲景于阳明之为病，冷热虚实两立

而俱存之，而提纲则曰胃家实也，其崇阳黯阴之意，

具见于文字之外矣”［４］。

黄氏伤寒新解，虽未尽合古人本意，但皆理法严

谨。尤以六气解仲景的六经辨证，发前人所未发，用

于临床亦颇有功效，足称伤寒大家。

２　承继易水学派，中气为枢
易水学派，系易水人张元素（今河北易水县）为

开山，研究脏腑证侯病机及治疗的学派，故而得名。

该学派在探讨脏腑虚损病机，阐发脾胃、肾命水火在

脏腑发病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立法重用温补，亦

称温补学派［５］。

张元素首倡命门为相火之原，主三焦元气之说，

为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李杲师承元素

学术思想，以脾胃立论，阐发脾胃内伤病机，为“补土

派”的宗师。明代易水学术思想的继承者薛己、赵献

可、张景岳等人，以肾命水火立论，探讨脏腑虚损病

机，为温补派之名家。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辨阴

证阳证》曰：“夫元气、谷气、营气、卫气、生发诸阳之

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

也。”他认为元气即真气，是化生气血的原始物质，可

统括一身诸气。其生化源于胃脾之气，脾胃之精气

即人身元气之本［６］。同时提出脾胃乃一身之气升降

之机，在《脾胃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

间论》说：“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环无端，运化万

物，其实一气也……万物之中，人一也……盖胃为水

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归脾归肺，上行春夏之

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行

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

也”［７］。

黄元御继承了易水学派尤其是李东垣的脾胃

论，其不同处在于，黄氏更注重中气的作用，强调脾

胃升降斡旋之机在整个元气流通的枢轴作用。他认

为，脾胃不是简单地受纳和输布的作用，脾气升，则

肝木之气升；胃气降，则心肺之气降。据此创造性的

提出“土枢四象，一气周流”的学术思想。这就将脾

胃之气与心肝脾肺四脏功能有机结合在一起。

易水学派以温补见长，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

一味的温补，易导致木火之气偏旺，动气伤阴。尤以

温补擅长的张景岳喜重用熟地，易碍脾而使中焦运

化失司。同样对于虚损的治疗，黄元御立于中土。

其在《四圣心源卷四·劳伤解》曰：“中气衰则升降

窒，肾水下寒而精病，心火上炎而神病，肝木左郁而

血病，肺金右滞而气病……四维之病，悉因于中

气［８］。”并创立了治疗中气虚的黄芽汤，以及阴虚的

地魄汤和阳虚的天魂汤。总之其治疗虚劳以培补中

气为本，一方面注重木火之气的生发，另一方面又考

虑金收水藏，恢复人体一气周流。

易水学派深刻影响了黄元御的学术思想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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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但其师古而不泥古，在其基础上多有创新，其补

虚先补中气，调中重气机升降的思想，较之易水学派

更中庸，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其不足之处。

３　析解火热学说，痛批滋阴
河间学派，是以河北河间刘完素为代表的一个

医派。该派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十分重视病机学说中

的火热论，从火热病变的理论方面，提出“六气皆能

化火”说。不仅伤寒可以病热，其他如风、湿、燥诸

气，在病理变化中皆能化火生热，而火热往往是产生

风、湿、燥的病因，因而主张用寒凉药治疗热性病［５］。

河间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

不足”说，成为滋阴派的倡导者，临床上多用滋阴泻

火之法［５，９］。

黄元御对河间学派基本持批判态度。他认为：

“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道家谓之黄

婆，婴儿姹女之交，非媒不得，其义精矣。医书不解，

滋阴泄火，伐削中气，故病不皆死，而药不一生”“阳

盛则壮，阴盛则病。病于阴虚者，千百之一；病于阳

虚者，尽人皆是也。后世医术乖讹，乃开滋阴之门。

率以阳虚之人而投补阴之药，祸流古今，甚可恨

也［８］”。对于阴虚，黄元御认为“阴盛于下而生于

上，火中之液，是曰阴根。阴液滋息，爰生金水……

金水之收藏，全赖胃土之降。胃土不降，金水失收藏

之政，君相二火泄露而升炎，心液消耗而病阴虚”［８］。

河间学派重用寒凉滋阴之物，久之必伐人阳气，

黄氏对于河间学派的批判不无道理。正如清代医家

高士宗所言“千古滋阴皆是误，绝知中土要扶持”。

高是在黄元御之前的一位医学大家，可见古今医学

达者殊途同归。按照黄元御的理论，河间学派主要

立足于人体右路肺肾气机的金收水藏，但左路肝心

的木火生发没有顾及，久之必伤中阳而成水寒土湿。

中阳一伤，脾胃升降之机则衰，水寒木气不升而下

寒，相火不降而上热，一气不得周流。

４　据六经辨温病，慎用寒凉
温病学派是专究外感热病的一个医派。该派以

清代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四家为代表，继承河间

学派，对外感热病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等进行总结。

从而完善了中医体系，指导后人有效应对外感热病

及其引起的内伤杂病［５，１０］。

黄元御研究温病颇深，其著《四圣悬枢》五卷，

是温病专著，专论温、疫、痘、疹。其观点主要有三：

１）六经辨温病。按《伤寒论》六经分类法，分证归类
温病；再据各经主症，辨证论治。２）营卫释发病。黄
氏论卫气营血和叶天士有别。他对温病的发病解释

为“风伤卫，寒伤营”———认为温病是内因伏寒郁营

而化热，外感不时之气闭卫而恶寒，内外共同作用而

发，而非单单外感。３）治温本脾胃。黄氏认为：“脏
以太阴为主，腑以阳明为主”“胃为戊土，乃卫气变

化之源”“脾为己土，乃营血滋生之本”。温病、瘟

疫、痘疹，凡性属热者，其病机均归结为胃旺脾

衰［１１］。

黄元御与叶天士（１６６７—１７４６）同处清中期。对
名震南北的叶氏，黄氏不可能毫不知晓。在寒温激

争的清代，黄氏基于遵经观点，以六经辨治温病，独

具一格。叶、黄之先，对以《伤寒论》治温病已有争

论，但多数医家辨治温病不是沿用仲景方，就是一味

寒凉。黄氏亦遵《伤寒论》，但师其法而不拘其方。

他治疗温病，既反对用麻桂热药，也反对过用寒凉。

在韩祗和、庞安时之上更进一步，较墨守伤寒方诸医

更加圆通［１１］。《四圣悬枢》关于温病的论述，早于吴

鞠通等后世温病学家。该书是清代中期温病学代表

作，对温病学派有很大启发。

５　重阳启导火神，更重培中
火神派源于四川，其学术思想源远流长。该派

由清末四川名医郑寿全（１８０４—１９０１）最终发展形
成，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近百年间从四

川、云南一带远播全国。该派因善用姜、附等辛热药

物，理法方药多崇温热，发挥运用颇有心法，故冠以

“火神派”之名。该派在近有卢铸之、补晓岚、祝味

菊、吴佩衡、戴云波、刘民叔、范中林、李可等。火神

派鼻祖郑寿全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

论》三书。郑氏沉潜于《周易》《黄帝内经》《伤寒》数

十年，引易入医，明析阴阳，学术风格独树一帜，临证

动则用大剂量姜、桂、附回阳［１２］。

黄元御基于《周易》及道家思想，通读《黄帝内

经》《伤寒论》，总结出重阳理论。黄氏点明，人体最

宝贵的是阳气。“阳盛则壮”，阳气是生命的象征。

“阴盛则病”，阴盛是引起多种病症的原因，故力主

扶阳。黄氏重阳思想对火神派的形成产生深远影

响。正如火神派医家吴佩衡《医药简述》阐述后天

脾胃和先天心肾的联系，所引论据《少阴君火论》

《太阴湿土论》《阳明燥金论》《中气论》多为黄元御

著述，足见黄氏对火神派的指导和影响［１２］。

火神派虽然借鉴了黄元御的重阳学说，并提出

了元气盈缩的观点；但从一气周流的角度分析，火神

派“扶阳”忽视阴津的作用而拒用阴药。其用药诊

治思路更注重的是左路木火生发，由阴化阳，而忽视

了右路的由阳化阴的金收水藏。由于重用姜桂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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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辛大热之药，一味的木火生化，必然动气伤阴；少

用寒凉以及滋阴药，右路金水不得收藏，久之必然导

致肾水不足而相火浮于上。由此可见其偏颇之处。

而黄元御不但重阳，更重脾土。他高举“医家之

药，首在中气”的观点，扶助阳气时，把补益中气置于

首位。火神派以治疗阳虚见长。但对于阳虚，黄元

御认为“脾土不升，木火失生长之政，一阳沦陷，肾气

澌亡，则下寒而病阳虚。人知其木火之衰，而不知其

脾土之弱”。当从补脾入手。“以血藏于肝而实生

于脾，肝血温升，而化阳神，即脾土之左旋而变化着

也。是宜升肝脾以助生长，而不止徒温肾也［８］”。如

肝血虚不能生火，则加当归、生地、首乌等温养肝血，

以培阳神之源，而非一味用姜桂附辛热之品温肾。

可见黄元御的学术思想，较火神派更为中庸圆融。

６　小结
正如清代医家张琦所言，“医学盛于上古，而衰

于后世……自唐以降，其道日衰，渐变古制，以矜新

创。至于金元，刘完素为泻火之说，朱彦修作补阴之

法。海内沿染，竞相传习，蔑视古经……能读黄氏书

……上可得黄岐秦张之精，次可通叔和思邈之说，下

可除河间丹溪之弊［８］”。黄元御崇四圣而尊经典，融

《易经》《老子》而归中庸，批判继承前代各家医学流

派的学术思想，而又独辟蹊径，自成体系，对今人继

往圣而开来学，读经典而创新知，有着十分重要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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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国际名师带高徒项目再收新徒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日，世界中联 “国际名师带高徒项目”

第二批拜师仪式在北京举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

司副司长吴振斗、世界中联副秘书长姜再增、陈立新出席

仪式并讲话。吴振斗副司长指出，世界中联为落实 “国际

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提出的目标，适时地启动 “国

际名师带高徒项目”，以传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证经

验。希望指导老师能够爱徒如子、言传身教，学员能够尊

师重道、谦虚好学，师徒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的

国际人才培养和学科分化，提升国际中医药服务能力，造

福人民健康事业。

参加此次拜师仪式的指导老师为世界中联脉象研究专

业委员会会长刘炽京、副会长寿小云，学员为来自泰安市

中医二院张富伟院长和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治安中心卫生

院蒋玉堂院长。

姜再增副秘书长表示，世界中联 “国际名师带高徒项

目”旨在搭建全球范围内中医药从业人员和名医之间沟通

的桥梁，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指导老师和学员。２０１４年项目
启动以来，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名指导老师和众多学员

加入本项目。祝贺刘炽京和寿小云老师以及张富伟、蒋玉

堂两位学员。希望指导老师重医德医风，持严谨科学态度，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精心组织教学，保证临床 （实践）

带教时间，悉心传授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按照确定的师

承培养计划，保质保量的完成带教任务。

陈立新副秘书长表示，“国际名医带高徒项目”，本着

“以人为本”的原则，依靠先进的网络多媒体技术，最大限

度地还原跟师学习的传承方式，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方案

并组织实施，通过名师带教、经典研修、临床实践等方式，

在国际上培养一批医德高尚、理论扎实、医术精湛，并享

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国际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为造就国际

名中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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