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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狂条辨》从痰论治癫狂的学术思想

孙文军　郑　琴　田　青　唐启盛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癫狂条辨》是中医学第一部系统论述精神疾病的专著，该书以痰为核心病机，对癫狂病的病因、病机、诊法、治法、调
护、预后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提出精神疾病痰热传变脏腑经络的病变规律，运用温中化痰法治疗癫证、清热化痰法治疗

狂证，尤其是根据所传之脏腑进行五脏分治，并指出了癫狂的相互转化和善后调护方法，丰富了中医神志病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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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癫狂条辨》是中医学中第一部系统地专门论
述精神疾病治疗方法的著作［１］，成书于清代同治年

间，作者郭传铃，字楚贤，湖南中湘人，清代名医。该

书以痰为主线，对癫狂病的病因、病机、诊法、治法、

调护、预后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精神疾病的诊

疗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　癫狂病因
郭氏认为，癫狂之证均与情志内郁有关，或思虑

不遂，或悲喜交加，或恼怒惊恐，均可导致气机的郁

滞。然癫证与狂证之病因又有不同，癫证是单纯的

情志内郁所致，而狂证则在此之外，往往兼夹有外感

邪气的扰乱而诱发。“狂证有外邪而兼有内郁，癫证

则无外邪而止有内郁”“狂则忧郁之气结于脏，瘴疠

之气复入于腑，内邪与外邪交战于脏腑之间，即欲浮

越于表而不能，所以身无寒热而怪证百出”。认为神

志疾病的发生无疑是由七情内伤为发病基础，而往

往以外感邪气为诱发因素。他尤其把“瘴疠之气”

作为致病的关键因素来谈，这可能与西南山区湿热

浊毒之邪导致的传染病有关。因此，郭氏所谈的狂

证，除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精神分裂、躁狂等慢性疾

病以外，还包括了许多躯体疾病尤其是热性传染病

引起的谵妄、幻觉等精神症状。此外，他以切身的临

床实际发现，“癫证少而狂证多”，认为狂证的发病

率比癫证要高，因此在本书中重点对狂证进行了论

述，“惟癫证不概见，故编中重在狂证立论”。

２　癫狂病机
２１　癫病多属痰气郁结　郭氏认为“癫证专主乎
痰”“癫之痴迷昏愦，由忧思郁结，痰迷心窍也”，忧

思之情影响气机的疏泄，气机郁滞，津液停蓄而为

痰，“痰属阴而常静，故有结聚之坚”，痰为阴邪，痰

气结聚，迷于心窍，蒙闭神机，则神机抑郁而为癫证。

正如朱丹溪所云：“癫属阴，狂属阳……大率多因痰

结于心胸间”［３］。

２２　狂病多属痰火扰心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
“诸躁狂越，皆属于火”［４］，提出了狂躁之证多为火

热的病机，郭氏进一步提出“狂之初起，痰在肝，热在

胆”“痰火夹攻则狂也”，其病机多为肝胆之痰热上

扰于心，心神迷乱而为狂，临床表现为精神亢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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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刚暴、喧扰不宁、毁物打骂、动而多怒等临床特征。

如王肯堂《证治准绳》云：“狂者病之发时猖狂刚暴，

如伤寒阳明大实发狂，骂詈不避亲疏，甚则登高而

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非力所能，或与语所未尝见

之事”［５］。

２３　痰热传变脏腑经络　郭氏进一步提出了狂证
病机演变过程中痰热之邪传变脏腑经络而致病的理

论，他指出“是症不外忧思郁结，痰火夹攻，延及五

脏”“火属阳而常动，故有传经之变”“痰本不动，其

动者，火逼之矣”，因为火性属阳，故善动而传变，挟

痰而传变脏腑经络，从而引起不同的精神症状。这

是郭氏提出的特色神志病学理论。痰热之邪产生的

来源，往往有２种途径。痰邪之来，大抵由于脾胃之
郁，“忧思则伤脾，郁久则怒而伤肝，土郁而木复克

之，此痰所由生也”。热邪之生，则多由于外感之传

变，“岚瘴戾气伏入于里，积久成热，此火所由生

也”。痰迷心窍而昏愦，火灼心君则妄念作，“痰火

触逼，两相夹攻，心神因之扰乱而谵狂作矣”。

痰热之邪传变的路径，“始于厥阴肝，次传心，次

传脾，次传肺，次传肾，至肾不愈，则又反而传肝”，然

而必须扰于心方能致病，否则“邪不入心，天君泰然，

百体从令，焉能为患”。痰热之邪扰于不同的脏腑，

则见不同的神志症状。如，扰于肝，热在胆、痰在肝，

“热炎于肝而气不畅，悲而泣也”“采青摘叶，肝风动

矣”；扰于心，热在小肠、痰在心，则“热炎于心，心血

上升，喜而笑也”；扰于肺，热在大肠、热在肺，则“热

炎于肺，肺窍气塞，气逼热邪而散于脾，子入母怀，故

乐而歌也”；扰于脾，则“热炎于脾，脾土燥极，詈而

恶也”“擢土破物，风热入脾矣”，扰于胃，则“登堂上

坐，男称帝，女称佛”；扰于肾，热在膀胱，痰在肾，

“热蓄下焦，水不生木而肝燥，故怒而阐也”。以脏

腑为纲，论述了狂证病机演变的规律。

以上为狂证传变之常也，亦有变证，见证多端，

状类怪病，难以把握者。如“时而仰观为火有余，时

而俯视为水有余，时而左顾右盼，如见五色精兵，天

仙往来，神鬼相攻”者，则是“五行互克”之复杂病

证，并非五脏传变之常证，难以用常理解释，“病为怪

病，而理亦相反”“病愈深而治愈难”，治疗上颇为棘

手。然而，总“不离乎痰者近是”，皆从治痰出发，以

怪病多属痰故也。指出尽管有脏腑传变的规律，但

病机万变，未必均循规致病，不可尽用常理揣测之。

３　癫狂诊法
３１　审脉以辨痰之虚实　审脉，即切诊。狂证属
阳，而脉多实强；癫证属阴，而脉多虚弱。《黄帝内

经》亦云：“癫之始发，意不乐，直视僵仆，其脉三部

俱阴”，“狂之始发，少卧而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

也，自贵倨也……其脉三部俱阳”。是通过审视脉象

的阴阳以判断证候的阴阳、判断痰的虚实。痰气郁

结属阴证虚证，脉多沉滑或沉缓或沉弦，而痰火扰心

则属阳证实证，脉多弦滑或洪滑或数有力。

３２　审色以辨痰之浅深　审色，即望诊。郭氏有三
法，一为察耳后穴，该穴在耳后，为三焦经之颅息穴。

通过观察该穴上的脉络颜色，判断痰在何脏，如在肝

色清，在心色赤，在脾色淡黄，在肺色淡白，在肾色

黑。又可根据其脉络的聚散判断痰之聚散，脉散则

痰散病退，脉聚则痰聚病进，如“收缩凝而成珠，形如

豆粒”，则难治矣。一法为查目中之色，用青油燃纸，

令患者向火中久视，则目中现五色彩，现某色者即属

某经，若全现则流五脏。一法为查舌象，舌色深红为

初起，色黄为热燥极，色黑则寒伏太过。苔如积粉则

为疫症。郭氏通过望诊的方法，来判断痰热之邪的

病位及浅深。其关于耳后穴和目中色的诊视方法颇

具特色。

３３　审症以辨脏腑经络　审症，即问诊及闻诊。癫
证的临床表现比较单一，少有传变。狂证则不然，表

现多端，根据痰热传至不同的脏腑，而有不同的精神

症状，大概有五类：一曰悲泣，一曰喜笑，一曰歌乐，

一曰詈恶，一曰阐怒，其病机变化具体已如上述。通

过审视这五类不同的症状，对痰热所扰之脏腑进行

定位。

４　癫狂治法
４１　治痰需先后次序　郭氏抓住癫狂“痰”的核心
病机，分别提出了温中化痰和清热化痰的治疗思想。

但在痰的治疗上，应分清次序，针对癫证之痰气郁

结，不可先用补气化痰的方法，以致痰邪“阻塞经

络”，加重病情，至“不可救药”；针对狂证痰火扰心，

又不可“遽用硝、黄，致痰为寒凉所陷，凝结不散”。

而用先以理痰为先，其他治法为后，“依各条主方治

之”“或随症变通，或随方加减”，最后以健脾益气养

阴、清除余邪而收功。

４２　治癫以温中化痰　郭氏提出，癫证的治疗与狂
证不同，“治癫仅温中解郁以理痰”，癫证属阴，因此

对癫证的治疗，理痰的基础上，应配合以温中散寒、

理气解郁之法，他提出回阳升麻汤、附桂理阴煎、胡

椒理中汤，用于“阴邪内积、抑郁难伸，故不语不乐，

默默如醉，目光直视，无时颠仆”的阴证，方中大胆应

用了肉桂、干姜、附子、川椒、荜拔、细辛等辛热之品

温中化痰，与狂证之清热化痰大有不同。所载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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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之抑郁障碍、精神分裂之阴性症状有类同之处，

可参考应用。

４３　治狂以清热化痰　狂证的治疗，则一以清热化
痰为主，然而又有轻重之分。他提出，“治狂则以理

痰为先、清火次之。盖理痰以治其内，清火以治其

外，标本兼治而法备矣”，认为痰仍然是狂证的核心

病机，所不同于癫者，火热之邪耳。清热之法，以栀

子、青黛、胆草泻肝热，黄连、淡竹叶泻心热，黄芩泻

脾热，知母泻肺热、黄柏泻肾热，大黄、芒硝泻胃热。

化痰则以二陈汤为核心，胆星以去风痰，竹茹以清热

痰，二石（礞石、海石）以去顽痰，菖蒲、郁金、香附、

枳实以理气痰，花粉、浙贝母以润燥痰，桃仁、大黄以

化血分之痰。

４４　辅之以五脏分治　对于痰热传变脏腑经络，则
又应根据所在脏腑不同而拟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如

邪传肝经，则泣，以清风饮子主之，清热化痰兼以清

肝息风。邪传心经则血旺，故多言多笑，以天黄散主

之，清热化痰兼以清心养血。邪传于脾，气不能舒则

詈，以柴陈汤主之，清热化痰兼以理气健脾。邪传于

肺，则壅塞肺窍，必歌必喊叫，以润肺饮主之，清热化

痰兼以润肺养阴。邪传于胃，则病将愈，急下之，以

导痰承气汤主之，清热化痰兼以降胃通腑。对于痰

热之邪已传遍五脏之复杂病证，“五行混杂，病必纠

缠”，为五脏合病，则宜抓住主要病机，以调和营卫、

清热化痰为主加减治之，视病机之演变而再酌加调

整用药。

４５　癫狂之相互转化　郭氏首次提出了癫狂之间
的相互转化，如狂症转癫，“皆因泄热太早”，过早或

过量地应用了寒凉清热的治疗，则热虽清而痰郁而

不发，“痰为寒凉所凝，痰陷诸窍”，而转化为癫证。

治疗当予回阳升麻汤，以温中化痰兼升发为主要治

法。这对于精神疾病相互转化的病机认识提供了依

据，如双相情感障碍的躁郁转化、精神分裂症阴阳症

状的变换治疗，均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

４６　和之以善后调护　对于癫狂将愈的患者，郭氏
认为，“脏腑痰除热退，指日清顺”，虽然症状日渐好

转，但应注意防止灰中有火，“恐除邪未尽”，应以丸

药缓服以荡涤存余之痰热邪气。并贡献了其家传之

完功荡涤丸，此方以礞石、海石荡涤顽痰，陈皮、法夏

燥湿化痰，天麻、钩藤息风化痰，香附、沉香理气化

痰，知母、葶苈清热化痰，麝香开窍化痰，人参、茯苓、

甘草健脾化痰，枳实、厚朴、大黄、芒硝以承气之法通

腑化痰，诸方合用，全篇围绕着痰热打算，除邪务尽，

又兼以扶正，丸药缓服以收功，可谓癫狂病善后的良

方。郭氏还专门附以《痰饮辨》一文，阐述了他对痰

饮证治的观点，提出“痰之为病，皆因湿土为害”和

“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的学术思想，并分别对

痰在肺、胃、头、心、背、胁及五脏各经和水饮的治疗

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案，用来提示我们在癫狂病的

治疗善后上，应当注意调养脾胃以除痰饮之源，杜绝

疾病的反复。

最后，郭氏进一步指出，此病“有一治而愈者，有

久治而后愈者，有愈后略欠调理，数月复发者，最难

治”，认为精神疾病反复发作者往往治疗难度较大，

治疗上应“拔其根本，劫其巢穴”，将痰热之邪涤除

务尽，不留后患，而且应当注意精神的调护。“宽之

以岁月，养之以优游，方保无反复之优，或用天王补

心丹，或金水六君煎主之”，这提示我们在精神疾病

的治疗和调护上，精神层次的调养和药物的干预对

于怡情养性、减少复发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５　学术评价
在精神疾病的病机认识方面，从痰论述的医家

并不少见［６］，然而专门以癫狂为例，系统地论述其病

因、病机、诊断、治疗、预后的著作并不多见，而《癫狂

条辨》是第一部明确地提出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并

诠释精神疾病的脏腑传变规律及应治方案的精神病

学专著，所提出的精神疾病诊察的方法、痰热之邪传

变脏腑的病机、癫狂相互转化的理论、五脏分治的方

法、调护预后的理念，丰富了中医神志病学的理论体

系，对于我们今天诊治抑郁症、躁狂、双相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精神疾病仍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７８］，值得进一步挖掘、应用、发展、提高。

参考文献

［１］陆拯．近代中医珍本集内科分册·癫狂条辨［Ｍ］．２版．杭州：浙

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５６１５７６．

［２］朱传湘．郭传铃《癫狂条辨》论治癫狂病的学术特色［Ｊ］．中医药

导报，２００９，１５（１）：６９７０．

［３］朱震亨．丹溪医集·丹溪心法［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４：

３４９．

［４］田代华整理．中医临床必读丛书·黄帝内经素问［Ｍ］．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８８．

［５］王肯堂．王肯堂医学全书·证治准绳［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２００８：４８９．

［６］王雅璇，卫利，王素梅．王素梅教授运用加味礞石滚痰汤治疗小儿

心肝系疾病验案举隅［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６，１１（１０）：２０５４２０５６．

［７］孙文军，曲淼，田青，等．唐启盛教授治疗抑郁障碍的学术经验

［Ｊ］．天津中医药，２０１６，３３（１）：１４．

［８］孙文军，唐启盛．张锡纯思想中的心脑相通理论［Ｊ］．中华中医药

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３）：４２７４２９．

（２０１６－０７－２２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６００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ｙ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２，Ｎｏ．５


